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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是人们为了社会福利、公共利益而自愿参与的行为。
写公益总结需要注重客观性和真实性，不要过分夸大或忽略
一些重要的细节。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益活动范例，
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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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根据我国古代历法，农历八
月十五日，在一年秋季的八月中旬，故称中秋。一年有四季，
每季又分孟、仲、季三部分，因为秋中第二月叫仲秋，故中
秋也称为仲秋节。唐朝初年，中秋节成为固定的节日。《唐
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
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
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大后，以优
良品德入宫，但未被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
下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秋拜月由此
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愿貌似嫦娥，
面如皓月。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古人给予月亮许多传说，从月中蟾蜍
到玉兔捣药，从吴刚伐桂到嫦娥奔月，丰富的想象力为月宫
世界描绘了一幅幅斑驳陆离的胜景。自汉至唐，骚人墨客纷
纷吟咏月亮及月中之事，八月十五月圆时成为抒发感情的极
佳时刻。至北宋太宗年间，官家正式定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



取意于三秋之正中，届时万民同庆。中秋之夜，明月当空，
清辉洒满大地，人们把月圆当作团圆的象征，把八月十五作
为亲人团聚的日子，因此，中秋节又被称为团圆节。

中秋节成为一年之中的重大节日，又与科举考试有着极其微
妙的关系，在我国封建社会，开科取士，一直是统治者十分
重视的一件大事。而三年一次的秋闱大比，恰好安排在八月
里举行。胜景与激情结合在一起，人们便将应试高中者，誉
为月中折桂之人。每到中秋，必须进行隆重庆贺，成为全社
会人民的重要风俗，经朝历代，盛行不衰，中秋节逐渐成为
我国四大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之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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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奔月的故事演变而来，这个我们最熟悉了，先是后裔射
掉了多余的九个太阳，然后上天赏赐他一个成仙的药，他不
舍得自己的妻子（嫦娥），把药交给嫦娥保管，在八月十五
这天嫦娥吃了仙药，然后奔月亮去了。

至于嫦娥为什么吃药，还有几种说法，这里不表，后裔对嫦
娥思念，所以每年这一天，都会在园子里摆上嫦娥最爱吃的
东西，后来演变成习俗，也有说人们听说嫦娥成仙之后，纷
纷在月下设香案，向成仙的嫦娥祈求平安。

之后，年年如此，代代相传，就演变成了节日，由于这天时
值中秋，所以，人们称“中秋节”。

小学生中秋节的来历篇三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按照老家的风俗，今晚我们要
在家亲自烙团圆饼，家中每一个人都吃上一块，才算过好了
中秋节，也预示着家人能年年团圆。



吃过晚饭，我们就开始动手了。奶奶先和面，当我看到奶奶
给面里加油和生鸡蛋时，我有些疑惑不解，奶奶告诉我，用
这样的面烙出的饼口感才会酥。面和好以后，奶奶又将买回
来的黑芝麻和花生炒熟，又将一些生面粉炒熟，然后把它们
混在一起捣碎拌匀，分别盛在两个小盆里，因为要做甜、咸
两种口味，所以给两个小盆里分别加上糖和盐，这样团圆饼
的馅就做好了。

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我们开始分工，爷爷负责擀面，奶奶负
责包馅，我负责捏边和压花。奶奶先给我示范了一下怎样捏
边，看着奶奶轻松的样子，我觉得很简单，于是我拿起一个
包好馅的'团圆饼，也学着奶奶的样子捏了起来。可是团圆饼
不像刚才在奶奶手中那样听话了，我不是捏的松没有花边，
就是捏的紧花边都粘在一起了，站在一旁的爷爷呵呵地笑了
起来。奶奶鼓励我说：”第一次能捏成这样就不错了！“有
了奶奶的鼓励，我越战越勇，不一会儿就掌握了窍门，捏得
像模像样了。奶奶把做好的团圆饼放入电饼铛，六分钟过去
了，团圆饼熟了，奶奶刚一打开锅盖，一股香味就扑鼻而来，
我忍不住就要尝一尝便伸手去拿，”烫！“奶奶连忙说。”
唉，真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呀！“等一会儿饼不烫了，我拿
了一个咸的尝了起来。好香呀！皮酥、馅香，再加上又是我
们亲手做的，这团圆饼吃起来格外好吃，比起那些有着华丽
外表的礼盒月饼好吃多了！一口气我就把一个月饼”尝“完
了。

晚上八点，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大家品尝自家
人做的月饼，看着中秋晚会，别提有多开心了！此刻，窗外
圆圆的月亮望着我们这幸福快乐的一家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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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拿出不死药，自己吞了下去，马上，嫦娥化作一缕青烟，
飘上天空成了神仙。后羿知道以后，提刀去找那个人，而那
个人早就已经逃跑了。这就是嫦娥奔月的故事了。



而我看着月亮，好像有个人在月亮上跳舞。难道那是嫦娥的
影子吗？后来，只见月亮是那么大，那么圆，那么亮。。。。
。。

真是“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秋节是，一家人快
快乐乐的吃一顿饭，可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

小学生中秋节的来历篇五

由祭祀土地神演变而来，在农耕社会，农作物的收获对于农
民至关重要，所以人们经常有祭祀土地的活动。

以前有春播、夏收、秋获、冬藏之说，在秋季收获时，农民
会祭祀土地神，农历八月十五正好是农作物收获的时节，所
以可能是由这延续下来的习俗。

中秋节三大来历

小学生中秋节的来历篇六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
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
二大传统节日。

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它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此夜，
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
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
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

“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一书，而真正形成全国性
的节日是在唐代。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
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



等祭品，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
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

明清以来，中秋节的风俗更加盛行，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
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

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都寄托着人们对生
活无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小学生中秋节的来历篇七

每年农历的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此
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也称仲秋节、团圆节、八月节等，
也是我国汉族和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流行于朝鲜、
日本和越南等领国。因为秋季的七、八、九三个月(指农历)，
八月居中，而八月的三十天中，又是十五居中，所以称为中
秋节。又因此夜皓月当空，民间多于此夜合家团聚，故又称
团圆节。

中秋节起源于我国古代秋祀、拜月之俗。《礼记》中记载有
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里
的“夕月”技术拜月的意思。两汉时以具雏形，唐时，中秋
节赏月之俗始盛行，并定为中秋节。欧阳展(公元七百八十
五——约八百二十七年)于《长安玩月诗序》云：“八月于秋。
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云中，急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
月数，则缠魂园，故曰中秋。”

中秋节的传统食品是月饼，月饼是圆形的，象征团圆，反映
了人们对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中秋节吃月饼据说始于元代，
当时，朱元璋领导汉族人民反抗元朝暴政，约定在八月十五
这一天起义，以互赠月饼的办法把字条夹在月饼中传递消息。
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传开来。

现在，听完我所讲述的，你该知道中秋节的来历了吧!



下一页分享更多关于有关中秋节的来历

小学生中秋节的来历篇八

中秋节起源于古代对月的崇拜，至今已历史悠久。“中秋”
这一词最早记载于《周礼》。因我国古时的历法，农历8月15
日，正好是一年的秋季，而且是八月中旬，故称为“中秋”。
另外，在一年四季中，每季分为“孟、仲、季”三部分，故
秋季的第二个月名为“仲秋”。直到唐朝的初年，中秋节才
成了固定的节日。民间尚有“吴刚伐桂、嫦娥奔月”的神话
传说。

总之，根据史籍的记载，古代的帝王，多有祭月活动，日期
定于农历8月15日。因为此时正是三秋之半，故名为“中秋
节”。汉辞网认为，这就是中秋节的由来。

中秋节到了，各地都有自己的习俗。但中秋节的习俗共同之
处不外乎：祭月、赏月、观花灯、吃月饼。

除此之外，各地还有：民间拜月、月光马儿、兔儿爷、中秋
宴俗、舞火龙、燃宝塔灯、偷菜求郎、窃瓜祈子、中秋博饼、
祭月烧香斗、乞月照月爬月、走月亮走三桥等等。

中秋节习俗代代流传。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更让我们感受
到本站了中秋节文化的多样性。我们都有责任继承和发扬这
种优秀传统，让亲情永恒，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