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敬老爱老的演讲稿(大全5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演讲稿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演讲稿呢？
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敬老爱老的演讲稿篇一

各们朋友们：

大家好!

“每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人人都要敬老，社会会更
加美好……”在“九九”老人节来临之际，我们祝愿所有的
爷爷奶奶生活愉快、健康长寿!

九九重阳，与“久久”同音，含有长久长寿之意，同时秋季
也是收获的黄金季节。尊老敬老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是先辈
们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社会主义新风尚的重要方面，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码要求，更是做人的最基本准则。光
阴似箭，日月如梭。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从为人子女，变
成了为人父母，可以说上有老，下有小，对尊老爱幼也越发
体会得深了，也越发感到尊老敬老的重要了。不敢说我们都
是百分之百的孝顺子女，但可以说我们的父母都是百分之百
的好父母。

尊老敬老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我们对老人没有理由不孝敬。
我们知道，人的一生都要经过幼年、少年、青年、壮年、老
年等五个不同的阶段，这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这五个阶段又可分为靠父母抚育、独立生活和靠子女
敬养的过程。由此可见，尊老敬老是形成人生良性循环的需



要，是让人类繁衍畅流无阻的必备要素。如果在人生的这三
个过程中出现严重问题，将直接影响人的本身的发展，人类
也必然会形成老少不养的恶性循环。

老人为我们创造了幸福的今天，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戴。老人
是我们的长辈，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我们幸福的今
天。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正是他们当年辛勤劳动打下的基
础。如今，当年的劳动者虽然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但他们曾
为社会做过贡献，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戴。退一步，从老年人
本身来说，他们大量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是整个社
会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老人也理应受到社会
的尊敬和重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了自己我们应该
孝敬老人。人生自古谁无老。我们今天对待老人的言行，也
许就是明天作为老人被对待的翻版。将心比心，我们必须做
尊老敬老的榜样，这样，我们的下一代才会从中明白尊老敬
老的事理，把我们感人的孝道、孝德融入到自己的思想道德
和行为规范里，自觉做尊老敬老的有心人。这样，当我们年
老的时候，才会享受到颐养天年的无穷乐趣。

人生最美夕阳红，世间最美老年花，没有人会永远年轻，老
年人拥有的是智慧和经验，别说老年人爱啰嗦，每一句话里
有真情，每一个字也是渴望，多陪老人说说话，会有好处，
明理和涵养在时光之海已浸入到内里，没有浮华，没有虚假，
只有渴望，想与子孙辈多点相处的时间，多一些相聚的时刻，
可以知道孩子们的生活，为孩子的幸福开心，为每一个亲人
祈福。

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我们尊老敬老。孝敬老人从来是上
合天理、下合人伦的事情。在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
主义国家进程中，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爱老的淳
厚民风，才能保证家庭的和睦，也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我
们的社会也才能变得更加和谐美好起来。

尊老敬老的事情还很多，关键靠行动。因此，我们要自觉把



尊老敬老根于心中，不断增强尊老敬老意识，时时处处以身
作则，在家中做尊老敬老的先锋，在社会上做尊老敬老的模
范，以实际行动将尊老、敬老、助老的优良道德传统发扬光
大，为老人们营造一个美满、安详、健康、幸福的晚年，努
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

敬老爱老的演讲稿篇二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孝亲敬老

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孝敬父母是我们做人的根本。
从古至今，从伟人到平民百姓再到我们身边的同龄人，有多
少人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大家听说过《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故事吗?王祥年少的时
候母亲就过世了。继母对王祥非常不好，屡次挑拨他跟父亲
的关系。年幼的王祥受尽了委屈，后母还对他百般的挑剔刁
难。

一天，后母病了，想吃鱼，就命王祥去抓鱼。可是，江河都
冻结了，哪里还有鱼呢?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王祥顶着严寒
来到河边，他脱掉衣服，希望用体温化冰，得到鲤鱼。

据说就在这个时候，冰突然自己裂开，竟然有两条鲤鱼跃了
出来，冻得浑身发抖的王祥如愿以偿。

是什么力量支撑王祥这样做呢?唯有一个“孝”字，也正是王
祥的一颗孝心感动了后母。

有的同学也许会说，这个故事未必是真的。翻开历史看看，



感恩的故事还少吗?黄香九岁温席，李密陈情报祖母，花木兰
替父从军，赫赫有名的陈毅元帅亲手为生病的母亲洗尿裤，
失去父亲的8岁的唐银花安慰失明的母亲说：“妈妈——我就
是你的眼睛……”

敬老爱老的演讲稿篇三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都说尊老爱亲是中华的传统美德，我都知道，可就是不了解。
终于这次回老家让我了解了。

回老家时，我的表哥也跟我一起回来。就是他让我了解了尊
老的。刚回老家，一下车，表哥就对我父亲说：“我先去看
我奶奶了。”说完，他连行李都会没放下就走了。看着表哥
的身影渐渐模糊，我懂了，尊老就是要把尊重老人放在第一
位。

回老家的第二天，我就去看表哥。来到他的奶奶的住处，我
不由得吃了一惊：这么破的老房子，摇摇欲坠，好似一阵风
就能将这座简陋的小屋吹的无影无踪。

哥在第一天看到奶奶如此孤独，奶奶的儿女们都急着赚钱，
原本就显得简陋的小屋就更加空虚，于是就在这里住下了，
好让老人家别那么消极的度过自己的晚年。看着哥陪着老人
家的情形，我懂了，尊老就是要体贴老人。

记得，表哥跟我说话都不太习惯用方言，而他的奶奶又听不
懂普通话。于是，每次我和表哥交谈，我说一句，哥就把普
通话翻译成方言对奶奶说上一边，直到奶奶懂了，才继续跟
我谈话。尽管我有点吃他的奶奶的醋，可是表哥仍然不厌其
烦地翻译，又说普通话，又翻译。终于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
了，“哥，你再翻译，我就快疯掉了！”大哥白了我一
眼：“你狠心让老奶奶被抛弃在一边，完全参与不上我们的



交谈吗？再说这样也可以练习练习方言。”说完又用开玩笑
的语气说：“你个小鬼哟，再不练习方言，就成了‘城包
子’了。”说完两人呵呵的笑起来了。望着哥弯着腰，认认
真真地翻译，我懂了尊老就是让老人不孤独。

哥现在已经回到深圳当志愿者了，我相信他能当好志愿者的，
因为他能尊老，因为他能在外国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祖国的美
德！我从他离开的那时起，就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我要当
个尊老爱亲的好少年！

敬老爱老的演讲稿篇四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母爱无边》。

每个人在讲起自己的妈妈时，心中总是充满了幸福与快乐。
我也一样。想起妈妈，我就会想起当我早上匆匆忙忙地从床
上爬起时，桌上已经摆好的早餐。想起妈妈，我就会起想起，
我一人去上特长班时，妈妈的千叮咛万嘱咐。想想妈妈，我
就会想起妈妈外出时，不时往家里打来的满是牵挂的电话。

妈妈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平时工作也挺忙的，虽然我和妈妈
在同一个学校，可妈妈总是顾不上我。我们班上群里发些什
么通知，妈妈不知道。班上组织的亲子活动，妈妈没时间。
她只能尽量带我去参加她班上的亲子活动。记得有一次，妈
妈在做她班上的亲子活动准备工作。我一直缠着要她帮我复
习小科，可妈妈说她没空。我很不高兴，哼了一句：“你不
是我的好妈妈。”当天亲子活动互动时，妈妈却当着她全班
同学的面，向我道歉了。当妈妈问我，她还是不是我的好妈
妈时。我忍不住哭了。这时，我才发现，我是多么任性，多
么不懂事。



她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好妈妈？此时往事就是放电影，一幕幕
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生病时，妈妈无微不至地照顾。平时，妈妈同样对我关怀倍
至。吃饭时，她总是夹我最喜欢的菜给我吃。冲完凉，她总
是细心地帮我把头发吹干。。做作业时，她会细心帮我打开
台灯，调好最佳位置。晚上睡觉，她要起床多少次帮我盖被
子，怕我着凉……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是妈妈的爱吗？妈
妈的爱，像一条长河。它恬静，泛着微微的涟漪；它清澈，
看得见河底的块块卵石；它轻柔，如春风送我前行！

所以，我要告诉所有人，她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敬老爱老的演讲稿篇五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每天，我们迎着朝阳上学，沐浴着夕阳回家，不知不觉又走
进这秋风送爽、瓜果飘香的日子，迎来了农历九月初九重阳
节。

敬老、爱老、助老是我国优良的传统美德，是先辈传承下来
的宝贵精神财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儿童时代，每个人也都
有老的一天。古往今来，多少个春夏，多少个秋冬，一代代
人由小孩到老人，不管是处于盛唐还是当今社会，有一点是
相通的，那就是弘扬怎老爱幼的优良传统。

古代思想家孔子说：做子女的能活下来，是因为有父母的养
育。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要求人们不仅要尊敬
自己的老人，还要尊敬社会上所有的老人。古往今来，我们
有许多敬老爱老的故事：古有木兰代父从军、黄香扇枕温席、
王祥卧冰求鲤、孟宗哭竹生笋的佳话。今有陈毅探母等感人



肺腑、润人胸襟的故事。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尊重老
人，实际上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多，维护老人，敬老爱老这一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美德更显得重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夕阳的幸福要朝阳的回报，让我们用一
颗真诚的敬老之心、感人的助老之行影响全社会，使所有的
老人“老有所乐”。

亲爱的同学们，期中考试就要到了，我们能够做的，便是用
心复习，认真考试，用满意得分数换取长辈们那沧桑的脸上
欣慰的笑容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师生
祝普天下的老人健康长寿，平平安安！我们衷心的希望“敬
老、爱老、助老”的中华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永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