
敬老月的活动方案(优秀10篇)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预先制定方案是必
不可少的，方案是有很强可操作性的书面计划。那么方案应
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
欢迎阅读与收藏。

敬老月的活动方案篇一

活动地点：幼儿园

活动介绍

设计意图：(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的重阳节，重阳节又叫“老人节”，尊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结合重阳节开展关
于“尊老、敬老”为目的主题活动是非常必要的。平时许多
年轻父母整日忙于工作，把照顾和教育孩子的重要大事全权
托付给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老人们冒着寒风酷
暑接送孩子;戴着老花镜为孩子抄作业;背的是孩子喜欢吃的
食品、带的是孩子穿的衣服……”他们无怨无悔的奉献着。
而孩子们享受着老人们无限的关爱与呵护却一直熟视无睹,还
有很多幼儿园知识分享扣扣贰柒壹零贰叁伍陆玖陆，欢迎添
加好友关注交流、觉得是理所应当，稍有不满还大发脾气。
因此我们特地选择了这个具有教育意义的时刻“9月9日重阳
节”开展庆祝活动，让孩子们体验与老人间浓浓的亲情，并
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长辈们的情感。能把享受“长辈的
爱”的感情进行迁移，让孩子们去爱自己身边的每一位老人，
帮助弱者，在生活中自然地走进感情的世界，体验幸福生活
的喜悦。同时也让老人们为自己孩子的成长与进步感到欣慰
与骄傲。



活动目标：

1.知道九月初九是我国的重阳节，了解相关的重阳节知识。

2.激发幼儿对老人的崇敬，表达对老人的关爱。

3.培养孩子从小尊老敬老爱老的美德。

活动准备：

1、幼儿通过搜集资料了解重阳节的相关知识

2、选出十名幼儿列队欢迎入园老人

3、在本班老师的指导下制作小礼品

4、老人自备开口上衣和鞋子一双

5、糖果若干

活动过程：

1、幼儿列队欢迎入园的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来园时列队幼儿边念儿谣边打节拍)“重阳到，重
阳到，爷爷奶奶节日好，我们非常感谢您，向你们节日问个
好。”

2、老人进入活动室后由教师提前安排好的幼儿为爷爷奶奶搬
椅子请老人入座。

3、幼儿为老人表演节目

4、请老人与幼儿一起看段视频



(1)请老人谈谈自己的感受;

(2)请幼儿说说听了爷爷奶奶的话我们小朋友今后该怎么做?

5、任选十名幼儿幼儿剥糖给老人吃并送上亲吻

师：“其实老年人更需要爱、需要健康、快乐。他们需要的
也许并不是你的钱物，不是礼物，而是你一声深情的问候，
简单的关心或是一个甜甜的吻，做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他
们就会很开心。”现在就请小朋友送给爷爷奶奶这个世界上
最甜的礼物，让他们笑得更开心，变得更年轻。

6、互动游戏：每位爷爷奶奶身边放一个置物袋，请幼儿帮爷
爷奶奶穿衣穿鞋。

师：“平时总是老人们为我们的宝宝操劳，今天是您的节日，
我们帮您好好放个假!您来当一天的老佛爷让我们的孩子们为
您穿穿衣，换换鞋!爷爷奶奶们尽情享受这一刻吧，其实我们
的宝宝在您的呵护下已经悄然长大!

7、幼儿给老人送上小礼品(音乐-爱的奉献)

结束活动：全体幼儿在老师的带领下表演《感恩的心》

延伸或动：请家长放开手回家后让孩子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
的事情，给他们制造一些锻炼的机会。

敬老月的活动方案篇二

夕阳晚情重温甜蜜

二、活动目的

1、帮助老人回忆过去的往事，从而引导老人重温过去的快乐



生活。

2、丰富老人的生活，使老人摆脱无聊，孤独，从心灵上得到
满足和快乐。

3、让老人感受到一定的成就感，帮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对自己和年老的消极认识情绪。

4、给老人一个展示自己，结交朋友的平台，拓宽老人的社交
渠道和朋友圈。

三、活动对象

1、社区--老年人

2、社区全体居干

3、街道相关领导

四、活动人数

参加活动--余人

五、活动场地

社区计生人口文化活动室

六、活动经费

活动所用的横幅、矿泉水、生日蛋糕、鲜花、贺卡和纪念品
等，需要经费--元。

七、活动时间

--月--日



敬老月的活动方案篇三

重阳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之前。《吕氏春秋》之中《季秋
纪》载：“（九月）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
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
告备于天子。”可见当时已有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
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

汉代，《西京杂记》中记西汉时的宫人贾佩兰称：“九月九
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相传自此
时起，有了重阳节求寿之俗。这是受古代巫师（后为道士）
追求长生，采集药物服用的影响。同时还有大型饮宴活动，
是由先秦时庆丰收之宴饮发展而来的。《荆楚岁时记》
云：“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隋杜公瞻注云：“九
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驻至宋未改。”求长寿及
饮宴，构成了重阳节的基础。

登高

重阳节首先有登高的习俗，金秋九月，天高气爽，这个季节
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

早在西汉，《长安志》中就有汉代京城九月九日时人们游玩
观景之记载。在东晋时，有著名的“龙山落帽”故事。

吃重阳糕

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
较为随意。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
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
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
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
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
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



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赏菊

重阳日，历来就有赏菊花的风俗，所以古来又称菊花节。农
历九月俗称菊月，节日举办菊花大会，倾城的人潮赴会赏菊。
从三国魏晋以来，重阳聚会饮酒、赏菊赋诗已成时尚。在汉
族古俗中，菊花象征长寿。

饮菊花酒

重阳佳节，中国有饮菊花酒的传统习俗。菊花酒，在古代被
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

汉代就已有了菊花酒。魏时曹丕曾在重阳赠菊给钟繇，祝他
长寿。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记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饮
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梁简文帝《采菊篇》
中则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懦”之句，亦采菊
酿酒之举。直到明清，菊花酒仍然盛行，在明代高濂的《遵
生八笺》中仍有记载，是盛行的健身饮料。

佩茱萸

古代还风行九九插茱萸的习俗，所以又叫做茱萸节。茱萸入
药，可制酒养身祛病。插茱萸和簪菊花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
茱萸香味浓，有驱虫去湿、逐风邪的作用，并能消积食，治
寒热。民间认为九月初九也是逢凶之日，多灾多难，所以在
重阳节人们喜欢佩带茱萸以辟邪求吉。茱萸因此还被人们称为
“辟邪翁”。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重阳席上赋白菊

（唐）白居易

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

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

敬老月的活动方案篇四

1、使学生了解重阳节的来历。

2、使学生了解重阳节的习俗。

3、让学生知道尊老敬老的义务和责任。

1、收集重阳节的相关资料。

2、黑板上写好班会主题，九月九日重阳节尊老敬老。

3、对班会的节目适当排练。

1、介绍重阳节的由来和习俗。

2、颂九九重阳诗。

3、小品表演。



4、为老人们说祝福语。

5、说一说准备为爷爷奶奶做哪些力所能及的事。

敬老月的活动方案篇五

__幼儿园大班年段重阳节活动方案----浓浓祖孙情开心过重
阳活动主题：“浓浓祖孙情开心过重阳”

活动目标：

1.教育幼儿尊敬老人、长辈;明白关心他人。

2.透过邀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幼儿园过节，培养幼儿尊敬
长辈，并进一步感受家的温暖。

3.体验活动愉快、欢乐的氛围，鼓励幼儿用心参加群众活动。

活动准备：

重阳节ppt，音乐。

活动流程：

一、教师引出重阳节主题

师：你们明白明天九月初九是什么节日吗(重阳节)对了，也
是敬老节，重阳节它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的节日，这天我们邀请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到
幼儿园里，和小朋友们一齐庆祝节日，提前过一个有好处的
重阳节，你们开心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自己的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参加活动。我们一齐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说声
“节日快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外我们付出了很多，给我
们好吃的，好玩的，永远把我们当成宝贝，那这天我们也要



给她们留下最难忘的一刻!

二、欣赏重阳节ppt，教师讲解相关知识资料。引导幼儿了解
老人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无私。

三、结合音乐引导幼儿平时要为老人敲背、捶腿，或者亲一
亲、抱一抱老人，并让他们把水亲手送到爷爷奶奶的手里，
感受亲子的乐趣!

四、幼儿表演节目。

五、健康在于运动，邀请爷爷奶奶和小朋友一齐跟着老师活
动一下身体、松松筋骨，转个圈拍拍手，跳个舞一二三。

六、活动结束。

敬老月的活动方案篇六

让学生学会“爱老”“敬老”“助老”。

大约90分钟

1）两个小品

2）一个游戏

将全班同学分为6组，记录每组回答问题的次数，活动最后回
答问题最多的那组每位成员都可以获得奖励。

1、导入过程

老师：明天就是重阳节了，大家说说你们家乡是怎么迎接重
阳节的， 有哪些习俗？



（学生发表讲话的时间）（大约10分钟）

老师：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重阳佳节，活动丰富，情趣盎
然，有登 高、赏菊、饮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一
些地方的人 们也有利用重阳登山的机会，祭扫祖墓，纪念先
人等。 老师：当代社会，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九九重
阳，因为“九九” 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
有长久长寿的含意， 所以，我国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
节，倡导全社会树立“爱 老、敬老、助老”的风气。

老师：接下来进行抢答环节（先抢答，再提问题，大约10分
钟）：

1：你的爷爷奶奶爱吃什么，你知道你爷爷奶奶的生日吗？

2：你平时是怎样关心爷爷奶奶的？

3：你为爷爷奶奶做过什么？

4：你认为最不能等待的事是什么？

老师：曾经有一个记者也向比尔·盖茨提出了这个问题“你
认为最不能等待的事是什么吗？

老师：每个人都会老去的，爷爷奶奶的今天，就是爸爸妈妈
的明天，

也是我们的将来。尊重老人其实就是尊重我们自己。今天我
们嫌弃老人，以后当我们年老时，儿孙同样也会嫌弃我们。

老师：同时，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重，养老、敬老
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我想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义务。

2、进入活动



老师：现在，我们来玩一个“大象摸鼻子”的`游戏。

老师：每组同学进行石头剪刀布的游戏，每组输的人要到讲
台前面来 “大象抹鼻子”原地转5圈。

（学生活动的时间。）（大约10分钟）

老师：大家是不是觉得还没玩够啊！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节
目哦！那就 是由我们班同学表演小品。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出场。

（学生表演第一个小品的时间）（大约10分钟）

老师：每组进行讨论，总结出一个结论。

（学生讨论的时间）（大约10分钟）

老师：现在，每组派一个代表说说你们组的讨论结果。

（学生发表讨论的时间）（大约10分钟）

老师：爷爷奶奶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是我们的长辈。是
他们不断辛 勤的工作，才有我们现在安定、幸福的生活。作
为晚辈的我们不 能使唤他们，而应该尽自己的能力为爷爷奶
奶做一些事情，替繁 忙的爸妈孝顺爷爷奶奶。

老师：谁能说说自己能为爷爷奶奶做的一些事？（激励那些
分数较低的 组员）（大约5分钟）

（学生接着表演第二个小品）（大约5分钟）

老师：每组进行讨论，总结出一个结论。

（学生讨论的时间）（大约10分钟）



老师：现在，每组派一个代表说说你们组的讨论结果。

（学生发表讨论的时间）（大约10分钟）

老师：我们不仅要“尊敬、帮助”我们爷爷奶奶，我们也
要“尊敬、帮助” 我们身边的老人。

3、老师总结

老师：“爱老、敬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黑
夜里的一盏 灯，是寒冬里的一把火，是沙漠中的一泓泉，是
久旱时的一场甘 霖。这种美德，其实就是需要帮助时，伸过
来一只温暖的手；需 要关心时，送上一句亲切慰问。生活在这
“美好”世界中的老人， 才能感到人世间的温暖与美好；才
能远离孤独，才能欣慰地走完属于他们的人生旅途。让我们
一起“爱老、敬老、助老”，使我 们身边的老人感到人世间
的温暖，远离孤独，安享晚年。“孝敬 老人”从我做起，从
小事做起。

敬老月的活动方案篇七

1.了解重阳节的由来及其风俗习惯。

2.懂得“敬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能尊敬长辈、
善待老人。

3.体验为老人过节的快乐。

材料准备

1.幼儿行为示范光盘。

2.环创材料“重阳节”。



3.背景音乐《常回家看看》。

导入活动

教师播放音乐《常回家看看》，引导幼儿欣赏。

引导语：小朋友，刚才的歌曲好听吗?(引起孩子们的情感共
鸣)画面中的内容是什么呢?(孩子和爸爸妈妈一起看望老人，
回家团圆的情景)

感知理解

1.师幼谈话，引出重阳节，启发幼儿思考。

引导语：我们小朋友有自己的节日，老人也有自己的节日。
农历九月九日是重阳节，也叫“老人节”，是所有老年人的
节日!

2.教师说明重阳节的来历。

引导语：你们知道重阳节是怎么来的吗?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呢!

小结：重阳节也称“老人节”，相传在我国古代有个叫恒景
的名士，为驱逐瘟魔，拜仙人学艺。仙人告诉恒景九月九日
那天，要带全家一起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就可以
平安逃过劫难。因此，登高、插茱萸等就逐渐成为重阳节的
一种风俗。

3.幼儿观看专题片“百岁老人”片段(老人们欢度晚年的情
景)。

小结：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非常重视和关
心老人，各地都为老人修建了敬老院。我们小朋友要尊敬老
人;老人过生日时，要送上自己亲手制作的礼物;平时要多陪



老人说说话......

4.教师引导幼儿说说自己周围的老人是怎样过重阳节的。(扭
秧歌、打腰鼓等。)

5.教师鼓励幼儿说说自己在重阳节会和老人怎么度过。(给老
人端饭、倒茶、按摩、送礼物等。)

小结：小朋友们的办法真好!希望小朋友们能让爷爷奶奶过一
个幸福快乐的重阳节。

6.教师播放幼儿行为示范光盘，师幼共同欣赏视频资源“重
阳节”。

引导语：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别的小朋友是怎么陪爷爷奶奶
过重阳节的吧!

7.教师引导幼儿翻开幼儿读本，欣赏画面，诵读儿歌，进一
步加深理解。

敬老月的活动方案篇八

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重阳节带给我们的
不是登高、赏菊、吃重阳糕，而是一种信息：老年人更需要
爱、需要快乐和健康。他们需要的也许并不是你的钱物，不
是礼物，而是你一声深情的问候……创建一个敬老、爱老、
养老、助老的氛围。

二、活动主题说明

活动主题：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重阳节主题联谊会

三、形式：中午团圆饭



全社区老人共_人，每_人一桌，每桌预计餐费在__元以内，
共_桌;

猜迷有奖活动。__个谜语，目的：重在参与;

节目最后，音乐唱《相亲相爱》，音乐伴奏。活动在祥和的
气氛中进行，力求让老人们有个开心乐融融的下午。

四、会场

__会议厅

(在原开会条幅的基础上，会场悬挂重阳节条幅：“九九重阳
享健康，人间百善孝为先”、“父爱如山，母爱如水，一珍
健康天下父母”)

五、组织单位

__

六、主办单位

__

敬老月的活动方案篇九

活动地点：幼儿园

活动介绍

一、目标：

1.激发幼儿热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尊敬老人的情感。



2.通过观察情境表演，学会关心、帮助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

3.通过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共同游戏，交谈，增进
祖孙间的感情，发展幼儿的交往能力。

二、过程：(重阳节)

1.引出活动主题，欢迎老人。

提问：

今天是九月初九，是什么节日呢?(重阳节、敬老节。)

对了，重阳节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传统节日，这天人们都喜欢
干什么?(登高、强身健体。)

那敬老节又是谁的节日呢?为什么要敬老，要尊重长辈呢?

请你问问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青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教师小结：

原来，他们年青时为国家做了许多工作，作了很多的贡献。

他们现在年纪大了，退休了，是不是就没用了呢?(幼儿边议
论边答。)

教师：对了，他们虽然年纪大了，但对社会还是有许多贡献
的。

我们全社会也很关心老人，为他们设立了很多优惠待遇，你
们知道是什么吗(老人院、老人活动中心、高龄老人优先乘车、
优先看病等等。)



我们又要怎样关心他们呢?(幼儿议论后回答。)

哦，今天，我们举行“敬老联欢活动”

引导幼儿向老人们问好，表示欢迎。

2.让幼儿观看情境表演并引导幼儿讨论。

教师：我们班有的小朋友很关心老人，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是
怎样做的。

情境表演：

b.奶奶坐在椅子上捶背，钱程连忙跑过去，扶奶奶坐好，帮
奶奶捶背。

3.让幼儿了解“敬老节“的来历，并联系实际，引导幼儿说
说自己是怎样关心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

4.游戏：“找亲人“。励志故事

幼儿蒙眼，根据其老人的声音辨别方向找到其老人，胜者获
得小礼物。

教师小结：小朋友平时肯定是很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的话，所以这么快就找到他们了。

小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小把我们带大，所以，他
们轻轻一摸，就能认出我们了。

5.幼儿送贺卡给老人。

敬老月的活动方案篇十



1、在结合一年级自理章的同时，进一步形成学生良好的生活
行为习惯（如：折被、梳理，摆放碗筷等）。

2、知道重阳节是爷爷奶奶的节日，懂得尊敬老人。

3、养成物归原处的好习惯，不乱丢乱放物品、纸屑。

4、能遵守各项规则，体验与认识同伴间关爱和协调的快乐。

1．知道农历九月初九是农历的重阳节，了解重阳节是爷爷奶
奶的节日，懂得尊敬老人、关爱老人。

老师：小朋友，你们知道这个周五是什么日子吗？

我们把农历的9月初9称为重阳节，这也是我们中国的敬老节。

2、我知道你们都是很棒的孩子，一定非常关心和孝顺你的爷
爷奶奶。

请你说说你平时在家是怎么孝顺自己的长辈的。

小组讨论：在家中怎样孝顺爷爷奶奶等长辈。

3、结合自理章中的内容帮爷爷奶奶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是啊，我们在争自理章的时候已经学会了很多本领了。现在
你可以把你学会的事情来帮助我们的爷爷奶奶了。

小组讨论一下，我们可以帮爷爷奶奶做些什么事情。

4、每天都要主动的和爷爷奶奶问早，问好，说再见。

5、在9月9日那天对爷爷奶奶说一句节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