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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信息，标语有效沟通对于标语的设计，要注意与产品或
事件的定位和特点相契合，增强它的说服力。总结范文四：
总结中我发现对于团队合作的意义和重要性认识不够，我将
主动参与团队项目来积累经验。

中秋节的来历日记篇一

我们人人都要过中秋节的'，中秋节的来历是什么呢？说法有
好几种，让我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一种吧！

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
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被称“中秋”。中秋节有
许多别称：因节期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八月
半”；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
俗称“月节”“月夕”；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
又叫“团圆节”。在唐朝，中秋节还被称为“端正月”。关于
“团圆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中
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

中秋晚上，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有烙“团圆”的习俗，即烙一
种象征团圆、类似月饼的小饼子，饼内包糖、芝麻、桂花和
蔬菜等，外压月亮、桂树、兔子等图案。祭月之后，由家中
长者将饼按人数分切成块，每人一块，如有人不在家即为其
留下一份，表示合家团圆。

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
祭月、吃月饼祝福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
宝塔等活动。除吃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
的美食。



中秋节的故事还真多啊！我今年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中秋节。

中秋节的来历日记篇二

大家都应该知道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吧，那么我想大家一定都
不知道中秋节的来历是什么吧？什么？你说嫦娥奔月，不不
不，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接下来就让我给大家好好儿说说
中秋的来历吧！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它起源于唐朝时期，那时，以赏
月为中心。到了清明时期，成为“民俗大节”。

中秋节的地位仅次于春节。中秋节为“花好月圆”之时。人
们从天上的`月亮想到了人间的团圆。因此，中秋节在古代被
称为“团圆节”。人们向往着团团圆圆。团圆对于中国人来
说是生活中的理想。“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寄托了
人们的美好愿望。中秋节十分重视亲情的培育与表达，对于
促进社会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好作用。

我很喜欢中秋节。每当到了中秋节，我们一家人就要团团圆
圆在一起赏月、吃月饼和看《中秋晚会》。今年的中秋节，
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大家说说笑笑，可开心了。那天的
月亮虽没有往年的中秋节那么亮。不过，也挺美的。月亮时
而像一位害羞的美少女，风哥哥夸她几句，就躲到云层后面，
蒙上一层细纱，显得更加娇气，真迷人。时而又像一个调皮
的孩子，把脸露出来偷看我们过节呢！我看了，禁不住哈哈
大小起来。爸爸听见了，问：“你笑什么呀！”我故意神秘
地说“秘密。”

怎么样，听完我的介绍，你对中秋节了解了吗？

中秋节的来历日记篇三

古时候，有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他娶了个美丽善良的.妻子，



名叫嫦娥。一天，后羿遇到了西王母，就向她求来了一包长
生不老药。第二天，后羿出去打猎，他刚走，坏心眼的逢蒙
就拿着刀闯进屋子，他对嫦娥说：“快把长生不老药交出
来!”嫦娥有急又怕，她一眨眼想到了一个主意，她拿出药一
口吞了下去。嫦娥一吞下药，身子立刻变得轻飘飘的向天上
飞去，一直飞到月亮上。后羿回到家后，听说了这件事，他
非常伤心，走到屋外，在夜里寻找嫦娥的身影。可他哪里都
不见嫦娥，咦，月亮里有个晃动的影子----好像就是嫦娥。
从那以后，每年的八月十五被定为中秋节。

在这一天，月亮又大又园，人们会在这一天回到家里和家人
团聚。人们还喜欢在院子里摆上瓜果、点心、一边聊天，一
边赏月。月饼圆圆的，像天上的月亮一样，象征着团圆，人
们吃着香甜的月饼，思念着故乡和亲人。

中秋节的来历日记篇四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次于春
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八月十五恰在秋季的中间，故谓之中
秋节。我国古历法把处在秋季中间的八月，称谓“仲秋”，
所以中秋节又叫“仲秋节”。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
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节”。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圆”、
“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客居他乡的游子，更是以月
来寄托深情。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宋代王安石的“春风
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都是千古绝唱。

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祭月赏月是节日的重要习俗。古代
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
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
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



句，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
我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月亭”、“望月
楼”的古迹。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
造的。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
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
共赏明月。现在，祭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盛大、多彩多姿的
群众赏月游乐活动所替代。

吃月饼是节日的另一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月饼的制作从
唐代以后越来越考究。苏东坡有诗写道：“小饼如嚼月，中
有酥和饴”，清朝杨光辅写道：“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
砌蔗糖霜”。看来当时的月饼和现在已颇为相近了。

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
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
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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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
取团圆之意”。《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
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
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中秋晚上，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有烙
“团圆”的习俗，即烙一种象征团圆、类似月饼的小饼子，
饼内包糖、芝麻、桂花和蔬菜等，外压月亮、桂树、兔子等
图案。祭月之后，由家中长者将饼按人数分切成块，每人一
块，如有人不在家即为其留下一份，表示合家团圆。

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
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
砌宝塔等活动。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
美食。



中秋节起源的另一个说法是：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恰好是稻
子成熟的时刻，各家都拜土地神。中秋可能就是秋报的遗俗。

是不是对同学们有所帮助呢?希望同学们认真阅读，祝大家学
业有成。

中秋节的来历日记篇五

大家都应该知道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吧，那么我想大家一定都
不知道中秋节的来历是什么吧？什么？你说嫦娥奔月，不不
不，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接下来就让我给大家好好儿说说
中秋的来历吧！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它起源于唐朝时期，那时，以赏
月为中心。到了清明时期，成为“民俗大节”。

中秋节的地位仅次于春节。中秋节为“花好月圆”之时。人
们从天上的月亮想到了人间的团圆。因此，中秋节在古代被
称为“团圆节”。人们向往着团团圆圆。团圆对于中国人来
说是生活中的理想。“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寄托了
人们的美好愿望。中秋节十分重视亲情的培育与表达，对于
促进社会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好作用。

我很喜欢中秋节。每当到了中秋节，我们一家人就要团团圆
圆在一起赏月、吃月饼和看《中秋晚会》。今年的中秋节，
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大家说说笑笑，可开心了。那天的
月亮虽没有往年的中秋节那么亮。不过，也挺美的。月亮时
而像一位害羞的美少女，风哥哥夸她几句，就躲到云层后面，
蒙上一层细纱，显得更加娇气，真迷人。时而又像一个调皮
的孩子，把脸露出来偷看我们过节呢！我看了，禁不住哈哈
大小起来。爸爸听见了，问：“你笑什么呀！”我故意神秘
地说“秘密。”



怎么样，听完我的介绍，你对中秋节了解了吗？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
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在中国的农历里，一年分为四季，
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而中秋也称仲秋。八月
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
做“月夕”，“八月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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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人民在古代就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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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月
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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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人预先算好全
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
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
群品德入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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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北宋京师。八月十五
夜，满城人家，不论贫富老小，都要穿上成人的衣服，焚香
拜月说出心愿，祈求月亮神的保佑。南宋，民间以月饼相赠，
取团圆之义。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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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仍



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
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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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节的来历日记篇六

每年8月15日真热闹，这天早上我来到商店，看到了商店的货
架上摆着月饼，月饼的味道各种各样，有：五仁、豆沙、莲
蓉、肉味、白莲、红莲、黄连等等......我看了这些月饼饿
的饥肠辘辘，口水直流，口水流的深如潭水，又看见商店里，
人山人海，全部都在买月饼，我想：“为什么，中秋节要吃
月饼和赏月呢?”我回家问了奶奶，奶奶说:“我还是给你讲
一个故事吧!等我加完你就知道了。”

从前天上有九个太阳，有一位名叫后羿的人客气指教，后羿
把八个太阳给射走了，后羿立了大功，天王给了后以一颗长
身不老丹。后羿有一妻子叫嫦娥。他们生活的很幸福，后羿
每天都要上山砍柴，有一天后羿像往常一样，上山砍柴，有
一个坏蛋趁后羿砍柴，威胁嫦娥把长身不老丹给他，嫦娥不
给，一口吃下长身不老丹，还写了一封信给后羿。后以回家
看到家里一片狼藉，又看了嫦娥给自己的信，读了才知道嫦
娥上天当里神仙，后羿强忍疼痛，活了很久，后羿死后人们
把嫦娥奔月的那一天订成了―中秋节。

我听了说:“人类的传统文化可真丰富啊!”

中秋节的来历日记篇七

中秋节是我喜欢的节日，人们会吃月饼、挂灯笼、烧烤、观



月。

爷爷奶奶跟我说了嫦娥奔月的故事。传说，远古的时候天上
有十个太阳，晒得民不聊生。人间有个叫后羿的英雄，力大
无穷，他站在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射下
了九个太阳……这时，我插了一句话，说：“爷爷奶奶，古
时候不是有十个太阳吗？为什么后羿只射下九个太阳呢？”
爷爷说：“因为后羿觉得，人间没有太阳不行啊！”我恍然
大悟，爷爷继续说了起来。后来后羿娶了嫦娥，并把不死药
交给她保管。但是嫦娥吃了不死药，飞到月亮去了，后羿只
能看着月亮怀念她。所以就有了中秋赏月的习俗。

中秋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中秋节有月饼吃，还可以烧
烤，中秋节也很美，我爱中秋节！

中国有许多传统节日，但我最喜欢过中秋节。到了中秋节，
人们都会赏月、吃月饼。

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我们带了一些水果和月饼上天台，一
边吃，一边欣赏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小朋友带着灯笼到处跑，
玩捉迷藏，可开心了！

妈妈告诉我，中秋节有个传说——嫦娥奔月。相传古时候有
十个太阳，晒得民不聊生，一个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
他同情受苦的百姓，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
一气射下九个太阳，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
福。

后羿娶了个美丽善良的妻子，名叫嫦娥。后羿的名声越来越
大，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
来。为了不让蓬蒙得到不死药，嫦娥自己吃下，飞上月亮成
仙。后羿为了纪念嫦娥，就对月亮拜祭，从此就有了中秋赏
月的习俗。



我听了这个传说，觉得中秋节更美了！我们一边吃月饼，一
边赏月，还有烧烤，其乐融融！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
在这七个节日，我最喜欢过中秋节了。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秋节的快乐。中秋节可以吃月饼、
赏月、挂灯笼，跟小朋友一起玩耍，有时还会烧烤，所以我
很喜欢中秋节。有一次我和爸妈一起吃月饼，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了，爸妈带我去朋友家烧烤呢！我们烤了很多食物，有
鸡翅、香肠、玉米、茄子……大人们坐在一边欣赏着又大又
圆的月亮，小孩子提着灯笼到处跑，可好玩了！

现在我跟你说一下中秋节的传说。传说有一个人叫后羿，娶
了个美丽善良的妻子，名叫嫦娥。她偷吃不死药，结果飞上
了天。后羿经常看着月亮，以此怀念嫦娥，从此就有了中秋
赏月的习俗。

我爱中秋节！

中秋节是个很快乐的节日。人们会在中秋节吃月饼、看月亮、
烧烤、玩灯笼等。

中秋节的那一天，我和家人一起吃完团圆饭后，就和亲朋好
友一起在楼顶烧烤、吃月饼、看月亮。小朋友们吃一点东西，
就去玩灯笼。我们提着灯笼到处跑，把荧光棒挂在树上，也
会玩鞭炮等。爷爷和奶奶带我去看别人表演，看了一会儿，
我就觉得无聊了，想回家睡觉。奶奶还不想走，就给了我5元
去买东西吃。因为爷爷奶奶对这个很有兴趣，看得津津有味
的。

中秋节的历史悠久，还有一个传说，是嫦娥奔月。

我很喜欢中秋节，真希望每天都是中秋节啊！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我们生活中，有许多传
统文化。我最喜欢过传统节日，特别是中秋节。

我是这样过中秋节的，中秋节的早上，我和爸爸一起去买月
饼，月饼有各种各样的口味，有香辣味、莲蓉味，还有豆沙
味等等。其中我最喜欢莲蓉味了，又香又甜，还有蛋黄呢！
不过，吃完后就很想喝水了。

晚上，我和爸爸一起跑到阳台上跪着，就像拜神一样，闭上
眼睛，在心里祈祷月神保佑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我
就边吃月饼边赏月，也会吃很多水果，有葡萄、柿子，还有
柚子……我最喜欢玩灯笼，点上蜡烛，提着灯笼跑来跑去。
最后就是回到客厅，开开心心地看电视。

我觉得中秋节是最快乐的节日了！

中秋节的来历日记篇八

星期六，我去姥姥家，姥姥家在安丘，我和爸爸坐动车
组d335次列车36分钟就到，又稳又舒服。然后再坐，潍坊—
安丘的车一小时就到。行程：250公里用时：96分钟，路上有
很多人，因为要过中秋节，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都急着
回家过节。姥姥看见我来了高兴的笑了。

中秋节美食首推月饼，其起源说法多种。一说元代末年，江
苏 中秋月饼 泰州的反元起义领袖张士诚(或说是朱元璋的谋
士刘伯温)利用中秋民众互赠圆饼之际，在饼中夹带“八月十
五夜杀鞑子”的字条，大家见了饼中字条，一传十，十传百，
如约于这天夜里一起手刃无恶不作的“鞑子”(元兵)，过后
家家吃饼庆祝起义胜利，并正式称中秋节的圆饼为月饼。在
后来很长历史时期，甚至在上世纪末，许多月饼上还贴有一
方小纸片!只可惜，近年所产月饼已不见小纸片踪影，月饼所



含代代相传的“文化密码”荡然无存。另有一说为，明洪武
初年，大将徐达攻下元朝残余势力盘踞的元大都北京，捷报
传到首都南京，正在下棋的明太祖朱元璋欣喜若狂，即传谕
中秋节普天同庆，并将当初反元大起义时传递信息的月饼赏
赐臣民。月饼从此成为中秋节“法定”的食品，非食不可
了[1]。 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军队祝捷食品。唐高祖年间，
大将军李靖征讨突厥靠月饼隐蔽的传话得胜，八月十五凯旋
而归，此后，吃月饼成为每年的习俗。当时有经商的吐鲁番
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高祖李渊接过华丽的饼盒，拿出圆
饼，笑指空中明月说：“应将胡饼邀蟾蜍”。说完把饼分给
群臣一起吃。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一书，已有“月饼”
一词，但对中秋赏月，吃月饼的描述，是明代的《西湖游览
志会》才有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
取团圆之义”。到了清代，关于月饼的记载就多起来了，而
且制作越来越精细。

初中七年级中秋节日记600字是不是对同学们有所帮助呢?希
望同学们的作文水平都能有更大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