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孝亲敬老演讲(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孝亲敬老演讲篇一

大家好！我演讲的题目是——感恩父母，孝亲敬老！

首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天生聋哑的小女孩，
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在她们贫穷的家里，妈妈每天辛苦工
作回来后给她带一块小小的年糕，是她最大的快乐。有一天，
下着很大的雨，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了，妈妈却还没有回来。
天，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小女孩决定顺着妈妈每天回
来的路自己去找妈妈。当她看见妈妈的时候，妈妈手里拿一
块小小的年糕倒在路旁，已经永远的离开了她。雨一直在下，
小女孩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她知道妈妈再也不会醒来，现在
就只剩下她自己。妈妈的眼睛为什么不闭上呢?是不是因为不
放心她?她突然明白了自己该怎样做。于是擦干眼泪，决定用
自己的语言来告诉妈妈她一定会好好地活着，让妈妈放心地
走……小女孩就在雨中一遍一遍用手语做着这首《感恩的
心》，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从她小小的却写满坚强的脸上
滑过……“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
我自己。"她站在雨中不停地做着，一直到妈妈的眼睛终于闭
上……小时候，我们从没有想过该用怎样的语言去赞美父母，
从没有思考该如何理解父母百分之百的爱，直到参加工作了，
一切的一切，似乎冥冥中自有安排。

那种名叫时间的东西，无情地侵蚀着我们。父母如一部大书，
无论翻多少页，都不会到尽头。曾经的美好，昔日的呵护，
像影片翻来覆去的播放。感恩，我们要懂得回报。



当走进陌生的城市，体验的是无助和悲伤，隔三差五的电话，
成为唯一可以缓解疲惫的良药。任凭酸楚的泪水从脸颊滑落。
独在异乡的日子有些凄凉，总让人想家;度日如年的季节似乎
很漫长，常使人难忘。脑海中没有一时停止思考，真想此刻
就陪伴在父母身旁，聊天、捶背、给他们读报。平凡也是一
种好。感恩，就在此刻生效。总是不愿提起的往事，因为有
太多的惆怅。每每做事都会让父母失望，从小到大的娇惯，
使我脾气见长，无休止的争吵今天想来悔心悔肠。扪心自问，
真心为父母换位思考的太少太少。不经意的顶撞，细细品位
泪流满面。年少的我们多少都会有些轻狂，看着父母脸庞刻
下的烙印，愧疚，无处可藏。感恩，由心底绽放。

亲爱的同事们，在我们成长的日日夜夜中，我们有多少次去
静静地感知过父母给予我们的爱，有多少次向父母诉说过我
们对他们的爱，又有多少次用语言和行动去报答过对父母的
爱呢?鲜花可以枯萎，沧海可以变桑田。但我们感恩的心永远
都不能变，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做起，感恩父母，孝亲敬老！
父爱如山，母爱深似海。让我们永远铭记父母的生养之恩，
学会感激、学会感恩，让父母多一丝微笑，少一份忧愁;让父
母越活越幸福，越活越开心。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孝亲敬老演讲篇二

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进一步倡导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尤
其显得必要。有数据表明：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人口已经超
过了1。3亿，占全国人口的10%以上。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
年人口将达4亿，占全国人口的1/4。

“花无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老人。
作为学生，我们应该发扬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在重阳节
这天，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致以节日的问候，感谢他
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在平时，帮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活，关心照顾他们，多陪他们聊聊天，从每一件小事做起，
做他们的乖孙子。同时向社会的爷爷、奶奶伸出关爱、帮扶
之手。

当然，尊老敬老绝不是重阳节一天的事，应该是在日常生活
中，帮助老人解决生活的困难，多给老人一些心理慰藉。因
此，我提议，每一位队员都要用实际行动向老人们献上我们
的一份心意，为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邻居老人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比如帮他们洗衣、洗碗、扫地、叠被，多为他们着想，
少让他们做那些本来应该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把好吃让给他
们，把有趣的事告诉他们，对邻居长辈有礼貌，外出礼让老
人。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从现在做起，
都能尊老、爱老。在天高云淡、秋风飒爽的季节，让我们共
同祝愿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幸福、安康。

愿所有老人都过上和我们一样幸福的生活！

谢谢！

孝亲敬老演讲篇三

大家好!

我是6(2)班的贾淑珺，我演讲的题目是《孝亲敬老争当美德
少年》!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
问孝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
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虽然，这
是古时候的孝，但是，我们还要这样做‘孝就是不要违背礼，
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礼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要按礼埋葬他们。
祭祀他们。’这也是我们孝子应该做的礼仪。



在家里，我们那么努力的干活，扫地，拖地，洗碗……难道，
这就是孝么?这是在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认为，孝，是和
爸爸妈妈一起聊聊天说说话，要为他们的烦恼。疾病担忧。
从我们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我们难道
不应该感谢，不应该照顾他们么?有的同学会说，我们整天忙
于学习，哪有时间管这些?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那就大错特
错了!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怎们挤也挤不完。
我们的'学习固然重要，但，照顾父母这是最基本的礼仪，它
不是一个形式，也不是一时就能就能完成的，是一天一天积
累起来的，慢慢的你会发现，父母很注重我们，这都是我和
爸爸妈妈聊天得出来的结论。让我们用行动来证明，我们是
一个孝子。我的妈妈很注重我的成绩，哪不会了，就给我讲，
我完全可以自己思考的，我有点羞愧，明明自己可以的，白
白浪费了妈妈的时间。有一次妈妈胃疼，我很担心，我就提
出来给妈妈倒水，给妈妈倒药，烫了手了，没关系;药太苦了，
没关系，我把一个一个药放在妈妈跟前，妈妈的心情一定和
枯燥，我就假装说我想听歌，不但我的心情变好了，妈妈的
心情也变好了，我真替她高兴。

孝亲敬老演讲篇四

大家好！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一位中华儿女
都应将敬老爱老的传统发扬光大。记得有人说过，童年是一
幅画，少年是一个梦，青年是一首诗，中年是一篇散文。回
首人生，老年人是一部历史；把握今朝，老年人是一面旗帜，
憧憬未来，老年人是一道风景。在过去的日子里，老人们为
这个社会的建设呕心沥血，任劳任怨，洒下了辛勤的汗水，
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我们为有这样的老人而感到自豪。

现在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是独生子女。部分同学在家里都是小
皇帝、小公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我们要知道百
善孝为先。在春秋时期，孔子最有名的弟子子路，小的时候，
由于父母体弱多病，家里很穷。有一次，父母想吃米饭，可
家里一粒米也没有，怎么办？于是，小小的子路，翻山越岭，



走了十几里的山路，从亲戚家里背回了一小袋米。看到父母
吃上香喷喷的米饭，子路忘记了疲劳，邻居们都夸他是个孝
顺的孩子。

因些，作为一个新世纪、新时代的小学生、不能只停留在思
想和口头上，而要付诸实际行动，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
比如说：当爸爸妈妈辛苦劳动的时候主动端茶递水，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以减轻他们
的负担。我认为这就是尊老爱幼的开始。还有，在社会的大
环境中，我们虽然能力不大，但也应该有所作为。比如说：
当我们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不小心摔了一跤，旁边的人却视
而不见﹑无动于衷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跑上前扶起老人，
如果摔伤了，还可以扶他到医院去；总之，每一次充满爱心
的行动，每一次尊老爱亲的行为，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甚
至毫不起眼，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做下去，就
必将起到榜样的作用，在无形中可以感动和潜移默化周围的
人们。如果全社会的人都能养成尊老爱亲的优良品质，那么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更和谐，更融洽，更亲密，人间将到
处充满爱。

同学们，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行动吧！

孝亲敬老演讲篇五

在我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重视人伦道德、
讲究家庭和睦是我们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强大
凝聚力与亲和力的具体体现。中国古代就有"卧冰求鲤"、"亲
尝汤药"等24孝的故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做人的一个
准则。

因为老年人，是对我们这个社会作出过贡献的人，在他们有
能力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我们的国家，
共和国的大厦是用他们辛勤的劳动甚至生命建造起来的。今
天，他们年纪大了，没有劳动能力了，全社会就应该关心他



们，有能力的人就应该照顾他们，让他们幸福地度过晚年。
我们要学会关心身边的老人。尊敬老人；我们能做的事很多：
早晨起床、放学归来，都主动向长辈问好；尊敬长辈，听他
们的话；有好吃的，先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帮爷爷、奶
奶做事。乘坐公共汽车时，主动给老年人让座位等等。

尊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是
尊老敬老的楷模。1959年，毛主席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湖南韶山。在短暂逗留的日子里，他特地请家乡的老人吃饭。
在他向一位70多岁的老人敬酒时，那位老人说："主席敬酒，
岂敢岂敢。"毛主席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这件事一时
传为佳话。

"这么热的天，你们还是来了"…… 7月12日，气温37℃；大
众租赁公司国宾车队驻四季酒店小队全体21名成员，在队长
杜云飞、副队长李荣发的带领下，又一次来到了结对孤老86
岁的娄阿婆家中，送来了防暑降温用品。 娄阿婆独自一人，
身居海防路某处一楼梯下，3平方米的陋室中除了一张床，唯
一的活动空间只有一条与床同长的通道，吃喝拉撒全部在这
仅有的3平方米内。娄阿婆早年丧夫，自己无生活来源，全靠
丈夫生前的工作单位100元左右的抚恤金和政府发放的救济金
度日。早年领养过的一个儿子，多年来对老人不闻不问，从
未踏进过家门口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