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重阳节和谁一起过 重阳节诗词心得
体会(精选12篇)

答谢词可以让我们更加真挚地表达感谢之情，拉近与他人之
间的距离。良好的答谢词应该包含具体的感谢对象、具体的
感谢事由以及真挚的感谢之情。随后是一些经典的答谢词示
范，希望能够为大家在写答谢词时提供一些帮助和灵感。

重阳节和谁一起过篇一

重阳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也是中秋节过后的第九个九
月初九这一天。在这一天，人们常常会登高远眺，品尝菊花
酒和重阳糕，祈求健康长寿。伴随着重阳节的传统习俗，让
人们对生命更加珍惜，对亲情更加思念，对友情更加珍重。
重阳节的古诗词正是对这份情感的完美表达，以下是本人对
重阳节古诗词的体会。

第一段：重阳节古诗词传承中华文化

古代诗人在诗词中经常表达对重阳节的怀念与赞美，使重阳
这一节日融入了中华文化的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
例如，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中，王之涣以“重
阳”和“兄弟”作对比，抒发了长寿的愿望和对家乡兄弟的
思念之情。这些古诗词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也使重
阳节这个节日更加富有诗意和文化内涵。

第二段：重阳节古诗词寄托深厚情感

重阳节是一个寄托深厚情感的节日，人们除了前往登高祈福，
还会通过吟诗以表达自己的情感。例如，《登高》中的“朋
友相问边城事，春风莫比草木香”，诗人以登高来表白对友
情的珍重，使诗词融入了人们对友情的追求和祝福之情。重
阳节的古诗词通过简洁优美的词句，将人们对亲情、友情、



爱情等各种情感的表达凝聚其中，让人在阅读时感悟到诗人
们那颗真挚的心灵。

第三：重阳节古诗词传递哲理和智慧

重阳节古诗词不仅表达了情感，还传递了一定的哲理和智慧。
诗人运用简练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将他们的人生感悟融入
其中。例如，《登高》中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
马蹄”这句诗告诫人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为外在的繁
华所迷倒。这些哲理和智慧，给人们带来启示和指引，使人
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更深入的思考和感悟。

第四：重阳节古诗词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古诗词中常常包含着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和赞美，在表达情感
的同时，也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例如，《九日登高》中的
“天淡黄，山青翠，南山遮不住”，诗人以简练的词句描绘
了登高时的美丽景色，使人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这些古诗词使人们对自然充满敬意和钦佩之情，促使人们更
加珍惜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环境的纯洁与美好。

第五：重阳节古诗词鼓舞人们追求健康长寿

重阳节是一个祈求高寿的节日，古诗词中蕴含着对健康长寿
的向往和祝福。例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红叶
题诗杂客船，想郎长命无重九”，诗人希望兄弟能够长命百
岁，表达了对长寿的渴望。这些古诗词鼓舞着人们积极锻炼
身体，追求健康长寿的生活态度，并传递出了对长寿的祝福
之情。

总之，重阳节古诗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通过赞美重阳节、表达情感、
传递哲理和智慧、唤起对自然的敬畏以及鼓舞人们追求健康
长寿，古诗词使人们更加热爱生活，珍视亲情友情，也更加



崇尚自然，追求内心的平静与满足。让我们共同品读这些古
诗词，感受其中的深意，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将重阳节的
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重阳节和谁一起过篇二

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我们三年级举行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团课活动，共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在这次活动
中，我们不仅学习了重阳节与中秋节的由来，品尝了传统食
品，更通过亲子活动和手工制作深入了解了家庭文化的重要
性，让我收获颇丰，感悟良多。

第一部分：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在本次团课活动中，我们认识了重阳节与中秋节的历史起源
和传统习俗，如上山插茱萸、登高寻桂、饮菊花酒、吃重阳
糕等。这使我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深刻体会
到爱国精神的重要性。在此感谢老师为我们组织这次团课，
让我们共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第二部分：品味传统美食的美好时光

在活动中，我们品尝了传统佳节美食——重阳糕。重阳糕是
以糯米、红枣、核桃等食材为主要原料，蒸制而成，口感甜
糯，营养丰富，广受人们欢迎。此时，与同学们和老师一同
品尝美食，不仅让我感受到节日的氛围，也大大增进了我与
同学们的友情。

第三部分：了解亲子活动的重要性

除了学习传统节日礼仪，我们还参加了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奶奶手捻陶艺。通过与奶奶亲身
体验制作陶艺，我们不仅了解了一种新文化，更加深入地了
解了家庭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也



明白了亲子活动对增进亲情的重要性。

第四部分：手工制作，细节决定成败

在本次团课活动中，我们还参加了手工制作活动。在制作过
程中，我深刻认识到：做好一件事需要注重细节，这也是成
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制作的过程中，我们切实体会到了用
心制作一件事情的乐趣与成就感。

第五部分：总结感悟与展望

在这次活动中，我不仅深刻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也通
过与同学们互动沟通，增强了自己的自信心和团队合作意识。
同时，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家庭文化的重要性和亲子活动的
意义。未来，我将更加努力，争取在学习与生活中都能书写
精彩的人生篇章。

总结起来，这次团课活动是我们班级的一次难忘的经历，通
过这次活动，我们取得了丰硕的学习成果和全面的成长。感
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让我们在欢乐的节日中学习中华文化，
体验团队合作和友情之美，与班级更亲近，更凝聚。

重阳节和谁一起过篇三

10月5日，农历九月九日，是传统的重阳佳节。因爷爷说要买
一双运动鞋，爸爸就带着我和小弟弟陪他来到大润发超市。

在来这里以前，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可我想象爷爷只要走
上去再走下来就没事了，可事实不是这样，爷爷的脚一踏上
去就全身发抖。小弟弟虽然只有五岁，但他按照爸爸的命令，
带着爷爷的拐杖和其他东西先乘电梯上去，在电梯口旁边看
好东西等我们。

爷爷等在电梯口，爸爸扶着他，我站在电梯上等爷爷。从我



们身旁走过的人，都转过头来看看我们。爸爸看了看电梯口
没人了，就准备让爷爷上去。爷爷的右脚抬了起来，踏到电
梯的板上，由于电梯是往前运动的，所以刚刚站上去，整个
人就被拉上去了。这时，爷爷的右手不停地发抖，我扶住爷
爷。过了一会儿，电梯到头了，爷爷的脚根本没有动的迹象，
整个人滑了上去，右手又不停地发抖，这时爷爷紧紧地抓着
旁边的靠手，不肯往前走，后面推着长长一串购物车的工作
人员使劲往左拐，才没有碰到爷爷。

没想到下面还有一层上三楼的电梯，这下可怎么办啊？没办
法，我们只能在坚持一下。还是老样子，我们让小弟弟先上
去，然后在扶着爷爷上电梯，可刚出电梯就遇到了更加艰巨
的困难，爷爷手拉着扶手不肯松，我怎么那爷爷的手他都不
拿掉，后面上来的人挤成了一堆，爸爸立即把爷爷一把拉了
过去，电梯终于通畅了。

这次，我们几个小的可是帮爷爷帮得够辛苦了，但我想爷爷
一定十分开心。这是我们小辈应该做的，因为九九本来就是
老人们的节日。

重阳节和谁一起过篇四

我今年快九岁了，差不多和爷爷奶奶一起过了五、六个，令
我最难忘的一次是我第一次过的。

那天到了幼儿园，老师问：“今天是什么节日呀，小朋友”
同学们齐声说：“农历九月初九，，爷爷奶奶的节日。”老
师说：“小朋友们真棒!”然后给我们讲了的习俗：登高、赏
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下午3点多左右，爸爸把爷爷送
到了幼儿园，参加“我和爷爷奶奶一起过”活动，老师宣布
了活动流程：给爷爷奶奶捶背敲腿;给爷爷奶奶表演节目;给
爷爷奶奶送重阳糕。我给爷爷捶背时，心里美滋滋的，锤好
了背，又给爷爷非常柔和地敲腿。



当老师说表演节目时，我们班23个小朋友一起唱：“爷爷年
纪大呀，嘴里缺了牙，我给爷爷倒杯茶呀，爷爷笑哈哈。奶
奶年纪大呀，头发白花花，我给奶奶端凳子呀，奶奶笑哈哈。
爸爸和妈妈呀，齐声把我夸，尊敬老人有礼貌呀，是个好娃
娃。”唱好了儿歌，为爷爷奶奶送重阳糕，我也好想吃糕，
而我却咽了咽口水，双手送给爷爷说：“给您吃”。过了一
会儿，老师说：“拍照了，拍照了”。我们像一群出笼的小
鸟依偎在各自的爷爷奶奶的身边，只听老师“咔嚓”“咔
嚓”拍个不停。

那天，爷爷很快乐，我也很快乐!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重阳节和谁一起过篇五

每年的九月初九，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这一天，
学校组织了一场主题为“团课重阳节”的活动。作为三年级
的一名学生，我深感荣幸能够参与这次活动，从中学习到了
许多的知识和经验。下面，我将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分享一
下这次活动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参观养老院

这次活动的第一站是参观养老院。我们走进养老院，看到爷
爷奶奶们在一旁聊天、活动、品茶、做手工等。我们孩子们
也积极参与其中，与老人们聊天、比赛和献出手工艺品。在
与老人们交流的过程中，我深感到老人们渗透出来的亲切和
蔼，这种感觉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我也明白了，生老病
死是人生的必由之路，与其害怕它，不如平静面对并学会生
活。我深刻了解到了四代同堂的好处，明白了敬老爱幼的道
理。

第三段：聆听“孝道故事”

参观养老院后，活动的第二站是聆听“孝道故事”。我们通



过讲述儿子孝敬父亲、女儿孝敬母亲的故事，使我们对孝心
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在故事后，我们还表演了几个篇目，
以此表达我们孝心。我们纷纷表示，要多关爱家长，孝敬长
辈，多向他们说一声“辛苦了，我爱您”。

第四段：品尝重阳糕

在活动的最后，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品尝了重阳糕。通过品尝，
我们了解到及一个节日是怎样从口感和质地上体现出来。也
让我们的节日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我们做的活动可以向老年
人学习，学习他们的长寿秘诀，加入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过
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

第五段：总结

通过这次“团课重阳节”的活动，我们学习到了许多的关于
重阳节的知识。我们在参观养老院的时候，深刻感受到了敬
老爱幼的道理，使我们对继承传统文化有了重新的认识。通
过聆听“孝道故事”，我们学会了懂得孝敬家长，更加理解
了家庭的重要性。最后，通过品尝重阳糕，使我们的节日生
活更加生动、丰富多彩。我相信，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我一定能够将所学到的知识和体会用于实践中，更好地为家
乡和祖国作贡献。

重阳节和谁一起过篇六

团课是学校为了增强学生的凝聚力和集体意识，促进同学们
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而组织的课程。而重阳节则是中国传统节
日之一，代表着长寿和团圆。学校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
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也会在这一天组织一些活动。

第二段：团课体验

我们的团课主题是“团圆重阳”，在班级里组织了一系列有



趣的活动。我们一起做月饼，互相品尝，分享了彼此的做法
和心得；还一起唱歌、跳舞，感受到了团结和快乐。在这个
团结的环境中，我们感到很温馨、很欢乐，也更能理解什么
是团队、什么是集体力量。

第三段：参与重阳节庆祝

在学校的重阳节庆祝活动中，我们在校园里赏秋、摘菊花，
还在课堂上学习了有关重阳节的历史和传统。课堂上我们一
起做了“九层塔”，老师教我们如何裹、捏、花样排列，小
伙伴们也借此机会相互协作、分享心得。

第四段：领悟重阳节的意义

在学习了重阳节的历史和文化之后，我们更加理解了重阳节
的意义：传承家族的文化、弘扬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以及
珍惜生命、养生保健的重要性。我们也在庆祝活动中体会到
了团结、快乐和温馨，愉快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第五段：总结和展望

通过团课和重阳节的体验，我们更加珍惜集体、珍惜同学，
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节日，进一步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
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们会积极学习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和文化，传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继续努力，为实现
我们的梦想而奋斗！

重阳节和谁一起过篇七

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十月，重阳节即将来临。为了让同学们更
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班组织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团课活动。在这场团课中，我学到了很多，更深刻
地理解和感受到了重阳节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段：了解重阳节

在团课中，老师向我们详细讲解了重阳节的起源和习俗。我
们了解到，重阳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始于唐朝。这一天
是秋季的第九个“九”，所以也称为“重九节”。人们在这
一天祭祖、登高、赏菊、吃重阳糕等活动，旨在表达对老年
人的敬重和感激，弘扬中华民族的爱老敬老传统。

第三段：体验团课

在团课中，我们不仅了解到了重阳节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实
际体验重阳节的习俗。我们一起品尝了重阳糕，感受浓浓的
传统味道，讨论糕点中包含的象征意义。我们还一起制作了
重阳节的装饰品，如寿桃、菊花等，感受到手工美学的乐趣。
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一起登高，远眺美丽的风景，感受到爱
老敬老的情怀。

第四段：重阳节的价值

通过团课，我更深刻地理解和感受到了重阳节的价值。重阳
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是弘扬爱老敬老传统的
重要途径。在今天，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老年人的地位有待
提高，我们应该更加珍视老年人的贡献和智慧，弘扬社会正
能量，享受和谐愉悦的生活。

第五段：总结

通过这次团课，我对重阳节的认识和理解犹如芝麻开花般的
扩展和深化。了解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更加清楚了如何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也使我在学习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更加深入和坚定。我想，只要我们
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让传统文化在我们的心中焕发生
机，重阳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必将持续传承下去。



重阳节和谁一起过篇八

10月17日这一天，是，也是敬老节。这天，我们一家和外婆
相约好了要去阿姨家吃饭。在去之前，我已经想了好多件事，
要帮外婆做，希望让外婆过一个不一样的。一到阿姨家看见
外婆正在忙里忙外，我什么也插不上手，心里好着急啊!好不
容易等外婆忙完了，我急着对外婆说：“外婆，今天是，也
是敬老节，我想为您做点事，孝敬孝敬您。”

听我说这话，外婆可开心了，笑着说：“那就来帮我捶捶背
吧，我刚好背上有点酸呢!”“那还不容易，看我的，我可是
捶背小高手呢。”说着，我连忙跳上沙发，抡起我的小拳头，
轻轻的捶起来，一边捶，还一边问外婆力道怎样。让外婆好
好享受了一下。看着外婆开心的笑容，我也觉得很开心，这
真是一个难忘的啊!

重阳节和谁一起过篇九

重阳节，又称为老人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为了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进大学生对老人的关注与尊敬，我校
于某月某日举办了一场以“重阳节团课”为主题的活动。本
次活动旨在提高大学生对弱势群体的认知度、关注度和关心
度，让大学生们更加懂得尊老敬老。在这次活动中，我们通
过参与团课学习，与当地的优秀老人互动交流，以及参观老
年人福利院等形式，收获了很多心灵上的感悟。

第二段：团课学习体验

在重阳节团课活动中，我们接触到了许多关于老年人生活、
养生保健的知识。老师向我们讲述了许多老年人健康的养生
之道，比如要保持积极的心态，意志力要坚定，节制饮食、
科学合理的运动等。通过这堂课程，我们不仅学到了养生保
健的知识，也更加理解老人身心方面的需求和困境。我们发
现，只有关注老人的身心健康，才能真正实现对老人的尊重



和哺育。

第三段：与老人交流互动

在团课学习之后，我们有幸与当地的优秀老人进行了交流。
我们向老人们请教如何处理家庭矛盾、如何保持良好的精神
状态等问题，老人们都给予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建议和经验。
他们告诉我们，要多关心家人，多沟通，多体谅对方；要保
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不断充实自己；要关心社会，积极参与
公益活动等等。通过与老人的互动交流，我们不仅感受到了
老人们的智慧和经验的独特魅力，更加懂得了尊敬和呵护老
人的意义和价值。

第四段：参观老年人福利院的心得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关心老年人，我们还参观了当地的老年人
福利院。福利院里的老人们生活朴素，但他们的脸上都洋溢
着满满的快乐。我们看到他们互相照顾，共同度过晚年，他
们在福利院里找到了亲人的温暖和社会的关怀。在这里，我
们不禁反思自己在平时对老人的关心和尊重是否足够，是否
还有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同时，参观福利院也让我们重
新认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激发了我们对公益事业的热情。

第五段：心得总结+呼吁

通过这次重阳节团课活动，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尊老敬老的意
义和价值。尊重老人不仅是一种道德伦理观念，更是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我们应该学会关心老人，尊重老人，
关注他们的需求，用行动展现对老人的关怀和尊重。希望每
个大学生都能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为老人做点事，为
老人尽一份力。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这些
关于尊老敬老的活动中来，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重阳节和谁一起过篇十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下午两节课后戴老师、孙老师带我们
去老年活动中心去采访。我看到许多老人在运动，有的老人
在打太极拳，有的在扭秧歌，还有的在练剑。于是，我采访
了一位在打太极拳的老爷爷。我走到老爷爷身边，问：“老
爷爷，打太极拳有什么好处吗?”老爷爷说“打太极拳可以强
身健体。”我问：“老爷爷您明天怎样过?”老爷爷漫不经心
地回答：“还是和今天一样。”我刚采访完一位老爷爷，孙
老师、戴老师就带我们走了。

今天真是一个愉快的一个采访啊!

重阳节和谁一起过篇十一

还过几天就到了.又称老人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街日到了我
该为我的爷爷奶奶做些什么呢?我想我既然从妈妈那儿知道了
农历9月初九是的来历,以及妈妈讲的要在那天陪爷爷奶奶登
高爬山,吃重阳糕来年长命百寿,我有功夫一定做到陪他们玩,
我还要去敬老院去慰问敬老院的爷爷奶奶祝福他们晚年安慷!
福如东海!

东方小学一(四)班朱雨萌

重阳节和谁一起过篇十二

到了，早上我早早醒了，一个翻身，跑到爷爷奶奶的房间，
大声说：“爷爷奶奶快乐!”过了好半天，爷爷奶奶才反映过
来，我对他们说：“爷爷奶奶我要为你们做顿饭，好吗?”奶
奶的表情，先是很吃惊，一会又微笑的说：“好啊!”说干就
干，我先准备材料“胡萝卜、土豆、葱，好有一些调料，我
马上就要做胡萝卜炒土豆这道菜了，因为爷爷奶奶最爱吃土
豆了。我先把胡萝卜切成片，切时我小心又谨慎，生怕切到
手，可今天的'胡萝卜好像吃错药了，在奶奶手里乖乖的，可



到了我的手里不是切的厚了，就是切的薄了点，总之，老和
我作对。切好后，我又拿来土豆，用同样的办法，开始做了，
把锅里面倒上油，我先把胡萝卜倒进去，只听“哗啦”一声，
吓了我一跳，我往后退了几步，一看没事，才放下心来，过
了一会儿，胡萝卜炒好了，我又把葱、土豆放进去，又放上
一些调料，终于，大功告成，我把菜端上了餐桌。

奶奶看了，夸奖到：“长大了，知道孝敬爷爷奶奶了。”说
完，尝了一口“恩，好吃!”这时，我看到奶奶流出了泪水，
我心头一酸说：“奶奶，好吃您就多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