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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国庆中秋手抄报内容篇一

相传，远古时候天上有十日同时出现，晒得庄稼枯死，民不
聊生，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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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射下九个多太阳，
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

后羿因此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后羿娶了个美丽善良的妻
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人
们都羡慕这对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

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
便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
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
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小人蓬蒙
看见了，他想偷吃不死药自己成仙。

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
留了下来。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
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
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
了下去。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



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
上成了仙。

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
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
悲痛欲绝，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
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
他拼命朝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
月亮进三步，无论怎样也追不到跟前。

后羿无可奈何，又思念妻子，只好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
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
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
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

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国庆中秋手抄报内容篇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国庆中秋手抄报内容篇三

当初聚散。便唤作、无由再逢伊面。

近日来、不期而会重欢宴。

向尊前、闲暇里，敛著眉儿长叹。

惹起旧愁无限。

秋蕊香引

留不得。

光阴催促，奈芳兰歇，好花谢，惟顷刻。

彩云易散琉璃脆，验前事端的。

风月夜，几处前踪旧迹。

忍思忆。

这回望断，永作终天隔。

向仙岛，归冥路，两无消息。

国庆中秋手抄报内容篇四

八千里路程，九州才俊，革新睿智转乾坤，

2、六十年发展篇：神舟探月，藏铁腾龙，长电播春光，宏开
一代惊天业;

九万里和谐路：奥运燃情，荆莲映日，三通连两岸，大赋千
秋动地诗。



3、一国行两制，三地归心，四海扬眉，五星光灿烂。举世同
欢，百族起舞千秋颂;

十月乐九州，八方瞩目，七音悦耳，六秩典恢宏。普天共庆，
亿众开怀万里歌。

4、新华迎六秩寿辰，天鹅舞翩翩，急管繁弦，奏响和谐社会
主旋律;

盛世建三门强市，黎庶情切切，浑金璞玉，绘描锦绣湖滨美
画图。

国庆中秋手抄报内容篇五

每一年农历的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仅次于春节的中秋佳
节。这时恰好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就被人们称为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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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中秋也常常被称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通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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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它传统节日一样，也是慢慢发展
形成的，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
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来贵族和文人学
士也仿效起来，在中秋时节，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
观赏祭拜，寄托情怀，这种习俗就这样传到民间，形成一个
传统的活动，一直到了唐代，这种祭月的风俗更为人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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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节日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
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中秋节的传说是非常丰富
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之类的神话故事流传甚
广。

国庆中秋手抄报内容篇六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



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

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

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

西南火星如弹丸，角尾奕奕苍龙蟠。

今宵注眼看不见，更许萤火争清寒。

何人舣舟昨古汴，千灯夜作鱼龙变。

曲折无心逐浪花，低昂赴节随歌板。

青荧灭没转山前，浪*(左风右占)风回岂复坚。

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

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上将下虫)鸣露草。

卷帘推户寂无人，窗下咿哑唯楚老。

南都从事莫羞贫，对月题诗有几人。

明朝人事随日出，恍然一梦瑶台客。

国庆中秋手抄报内容篇七

快上西楼，怕天放、浮云遮月。

但唤取、玉纤横笛，一声吹裂。

谁做冰壶浮世界，最怜玉斧修时节。

问嫦娥、孤冷有愁无，应华发。



玉液满，琼杯滑。长袖起，清歌咽。

叹十常八九，欲磨还缺。

若得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承别。

把从前、离恨总成欢，归时说。

国庆中秋手抄报内容篇八

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

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

碧虚无云风不起，山上长松山下水。

群动悠然一顾中，天高地平千万里。

少君引我升玉坛，礼空遥请真仙官。

云*(左车右并)欲下星斗动，天乐一声肌骨寒。

金霞昕昕渐东上，轮欹影促犹频望。

绝景良时难再并，他年此日应惆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