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重阳节班会课 重阳节班会教案(优
秀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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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重阳节班会课篇一

  1、了解重阳节的来历。

  师：宝宝们，知道农历的九月初九是谁的节日吗？

  小结：九月九日是重阳节，也叫"老人节"，是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的节日。

  2、知道重阳节的风俗。

  二、发表感言师提问：

  九月九日是爷爷奶奶的节日，我们可以为爷爷奶奶做些
什么事？

  我想对爷爷奶奶说句贴心话。

  三、学习儿歌《九月九》

  九月九，重阳到，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哈哈笑，我请他们
吃甜糕，妈妈/爸爸夸我好宝宝。



重阳节班会课篇二

1. 了解中华民族的风俗文化，养成尊老敬老的好习惯。

2.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加快，让学生从小就认识
到尊敬老人、爱护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我们未
来一代的责任和使命。

3. 老人的人生经验是丰富的，人类正是靠着有经验的老人毫
无保留地将金子一样珍贵的智慧传给一代又一代，才能得以
延续、发展和壮大。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老马识途”的道理。

1.（一名男孩身着唐装，高声朗诵中上场）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男孩提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我是谁？

同学乙：我还知道，那年你只有十七岁，正在长安赶考。看
到人们都那么高兴地和家人一起欢度重阳节，你在长安感到
非常孤独，思念远在蒲州的亲人，才写下了这首诗。

“欢度重阳”主题班会一

大家纷纷开始讨论。

同学丙：我们还是听周老师说说，好吗？

播放幻灯片。

重阳节班会课篇三

活动目标:

1.使学生更清楚地了解重阳节文化与意义，明确节日对自己



生活的影响以及感恩教育的意义。

2.感受革命前辈为我们创造的新时代生活的美好，心怀对老
一辈人的崇敬之情。

3.感悟对革命前辈或对老一辈人的感恩活动对自我成长的帮
助和意义。

活动过程:

一、翁晶晶向其他同学简述重阳节的来历，以及两则关于重
阳节的民间故事：《丹朱修建重阳店》和《重阳公主与重阳
店》。

二、学生收集材料展示，了解重阳文化：一是“孝”文化。
中华民族素有尊老敬老传统美德。1989年，我国重阳节正式
定名为老人节。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定为全国的敬老日。
目前，我国的老人总数已超过一亿，已经接近老龄化社会指
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人们的知识、经验是
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二是“寿”文化。青春长驻，人生不
老，是世界各国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追求，重阳佳节之时，
正是枫叶流丹、五谷飘香、秋高气爽的黄金季节，亲朋好友
一起扶老携幼爬山登高，是人们的一次集体健身、崇尚长寿
的传统活动。三是“雅”文化。菊花和梅、兰、竹是中国古
典文化的“四君子”，古代的文人骚客常在落叶萧萧时节怀
乡赋诗或踏野访花。重阳节赏菊，是士大夫阶层和文人墨客
留下的古文化遗风。

三、观看视频短片，了解老一辈人付出各种艰辛努力创造新
生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祖国的各方面进步与发展，尤其是
高科技发展的今天世界迅猛的变化。感受革命先烈前辈为我
们创造的幸福生活。

四、学生发言：我们应该怎样表达感恩之情?学生谈自己的感



悟。

五、分享快乐：部分学生向全班同学展示重阳节当天慰问敬
老院爷爷奶奶的照片，以及在家中帮助长辈所做事情的照片。
还有个别学生为敬老主题画了几幅画，并将它们展示出来。

六、小组讨论：感恩对于我们成长的意义。每个小组派一名
代表发表看法。

活动效果:

1.通过“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主题班会，使学生进一
步了解了重阳节文化与意义，明确了感恩教育的深层含义。

2.通过观看视频短片，了解了革命前辈创下今天幸福生活的
不易，以及今天世界迅猛发展的情况。表达了自己对感恩老
一辈人的感悟以及对自我成长的意义。

3.通过小组讨论，培养了合作精神，发扬了民主作风，并在
全班同学中引起共鸣，形成一致合力。

篇六

活动背景：现在的孩子都是家庭的中心，他们只知有自己、
不知爱别人。感恩教育从感受父母爷爷奶奶的养育之恩开始，
从小让孩子对老人心存感激、知恩图报，做个有孝心的好孩
子。一个人只有爱父母、爱家人，长大后才会爱他人、爱祖
国。

活动目标：

1.了解重阳节的风俗及民族文化含义

2.学会感恩，学会珍惜，学会感激老人。



3.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老人的情感，动手又动脑。

4.培养学生敬重老人，关心老人的良好品质，弘扬中华民族
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

主持1：“金秋十月爽，九九话重阳。日月两重归，相映地久
长。”

主持2：“霞披夕阳情无限，霜染秋枫叶正红。”

主持1：秋风送爽，果实飘香。上个月，也就是金秋十月的二
十六日，同学们知道是什么节日吗?对啊，是一年一度的老人
节——“九九”重阳节。

主持2：重阳节又称敬老节，尽管今年的重阳节已经过去，但
尊老、敬老这个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却不会改变。

主持2：可是当今社会，也有极少数人不尊重老人，把老人视
为累赘，看作负担，不尽赡养义务，请看小品《如此孝敬》。

主持1：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重阳节，继承尊老敬老这个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前段时间，我们班就围绕“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这个主题，进行了调查活动。今天，我们就以
生动的形式对成果进行汇报吧!

主持2：本次活动共分为4个组，分别是重阳溯源组、重阳美
食组、重阳习俗组、重阳敬老组。(课件出示)

请各组认真准备，首先有请第一组——重阳溯源组。大家欢
迎!

(二)自主活动，成果展示

1.重阳溯源组



(1)小组长引入小组活动：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们是
重阳溯源组。我们收集到了有关重阳的由来和一个相关的神
话故事。

(2)组员1介绍重阳节的由来1：

首先请组员1来为大家介绍吧，大家欢迎!

10月26日，是一年一度的九九重阳节。专家介绍说，九九重
阳节源于西汉，今称“敬老节”“老人节”，是一个非常温
馨的传统节日。古人认为，九为“阳数”，象征吉祥、幸福、
光明。九月初九是双九，故曰“重九”;又是两个阳数合在一
起，故称“重阳”，所以这一天为重阳日。

(3)组员2介绍重阳节的由来：

那大家知道九月初九是什么时候被定为重阳节的吗?接下来有
请组员2来给大家介绍。

重阳节正式成为节日，是在西汉时期。据说汉高祖刘邦的爱
妾戚夫人被害后，她有个名叫贾佩兰的侍女也被驱逐出宫。
贾佩兰与人闲谈时，说到在宫中每逢九月九日，就要佩插茱
萸、饮菊花酒，以辟邪延寿。可见，农历九月九日在汉代就
成为节日了。

(4)组员3介绍重阳来历的神话故事：

关于重阳节的来历，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大家想听吗?下
面请组员3来为大家介绍吧，大家欢迎!

在民间，关于九九重阳的来历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呢。

相传，在东汉时期，有个叫恒景的人，拜方士费长房为师，_
了几年后，有一天，费长房突然发现恒景脸色难看，就对恒



景说：“九月九日你家有灾祸，想避开灾祸，你必须做一个
红布袋，用红布袋装上茱萸，扎在手臂上，带着全家人一起
登上高山向东面远望。到山上，务必喝点菊花酒，这样灾难
就会过去。”恒景照办了，在九月九日这一天，恒景带上全
家登上了附近的高山，第二天，恒景一家回到家中，发现所
饲养的鸡、犬、牛、羊不知何故都死去了，全家因遵循了费
长房的告诫，外出登高才逃过一劫。从此，九月九日登高避
邪的风俗便传开了。传说终归是传说，其实，秋天到野外登
高爬山、游玩赏花本身就是一项对身心很有益的娱乐活动。

谢谢大家，我们组的介绍完了。

2.重阳美食组

(1)小组长引入小组活动：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民以
食为天”，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许多传统节日都离不开吃，
那你们知道，端午节吃什么吗?(粽子)对!端午节吃粽子，中
秋节吃月饼，那重阳节呢?(吃重阳糕)对，我们这一小组就来
介绍重阳节的美食。

(2)组员1：大家好!我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特色小吃——栗子糕
(课件出示)。

北京有重阳节吃花糕的习俗，花糕又称栗子糕，它是在蒸熟
的江米上排满整栗子而名。还有一种栗子糕，是用栗子泥为
主料制作的。上、中、下为_，中间夹有红、褐两色，共为五
层。吃的时候，用白糖和糖桂花熬成的糖汁浇在上面即可。
栗子糕宜秋、冬季制作与食用。因此，这种栗子糕还获得
了“中华名小吃”称号呢。

(3)组员2：大家好!我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五色糕(课件出示)。

上海五色糕一共有这样五种颜色：用麦青汁做成的绿色，用
莲子汁做的白色，用松花粉做成的_，用玫瑰浆做成的红色，



用可可粉做成的咖啡色。切成菱形块状，装盒时插上象征吉
祥的小旗即可。

(4)组员3：大家好!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各式美味重阳糕的图
片。

3.重阳习俗组

(1)小组长引入小组活动：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们是
重阳习俗组。在重阳节这天，我国民间有很多活动，一般包
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
饮菊花酒等。下面就请我们的组员为大家一一介绍。大家欢
迎!

(2)组员1介绍重阳习俗之一：登高(课件出示)。

重阳登高，是节日主要习俗。历代以来，汉族官民到九月九
日全都成群结队去爬山。住在江南平原的百姓苦于无山可登，
无高可攀，就仿制米粉糕点，再在糕面上插上一面彩色小三
角旗，以示登高(糕)避灾之意。"登高"特别受老年人重视，
是"高"有高寿的意思，因此人们认为"登高"可以长寿。

(3)组员3、4分别介绍重阳习俗之二：插茱萸(课件出示)。

大家好!听了前面同学的介绍，大家都知道了重阳节要插茱萸
的习俗，那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茱萸的功效吧!

古人认为茱萸可以辟邪，现代医学认为，它除了防虫，还有
散寒止痛、止呕止泻的功效。可见，茱萸的功效可不小啊!所
以，古人不但喜欢将带果实的枝叶采下来插在头上，还喜欢
单独将果实做成香囊随身佩戴。

大家好!听了我们组的介绍，同学们一定会想这种植物究竟长
什么样呢?请看大屏幕。(课件出示茱萸图片)



不过，重阳佩茱萸的习俗在唐代盛行，到了宋元以后，就开
始少见了。因此，现代人知道茱萸的已经很少了。这也是我
们调查之后，觉得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4)组员2介绍重阳习俗之三：品酒赏菊(课件出示)。

菊花，是我国名花，也是长寿名花。菊是生命力的象征。菊
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

古时菊花酒，是头年重阳节时专为第二年重阳节酿的。九月
九日这天，采下初开的菊花和一点青翠的枝叶，掺和在粮食
中，然后一齐用来酿酒，放至第二年九月九日饮用。传说喝
了这种酒，可以延年益寿。诗人们，赏菊饮酒，吟诵诗句，
给后世留下不少佳句。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写的《过故人庄》
就是写了朋友邀请他品酒赏菊的情景。让我们小组的成员一
起来背一背这首诗吧!

4.重阳敬老组

(1)组员1推荐敬老书籍(《二十四孝》)。

1989年，我国把重阳节又称为“敬老节”“老人节”。其实，
从古至今，重阳敬老之风是绵延不绝啊。孝是中国古代重要
的思想之一，元代郭居敬曾收集了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
成了《二十四孝》，现在它已成为宣传孝道的通俗读物。建
议大家课后可以去翻阅这本书。(课件展示)

(2)组员2介绍现代名人敬老故事(鲁迅一生遵母命)(课件出
示)。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许多名人都是敬老的好榜
样，接下来，请听名人敬老故事。

鲁迅一生遵母命



鲁迅平常不多喝酒。他在小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酒后失态，
并告诫他长大了不要多喝酒。鲁迅遵母令，一生从未喝醉过。

鲁迅的母亲爱看小说。当母亲由家乡移居北京后，鲁迅在上
海买了些畅销小说给母亲浏览消遣。在《鲁迅书简》一书中，
收有鲁迅写给母亲的问安信，就有50封之多，可见其拳拳赤
子之心。

(3)组员3介绍当代名人敬老故事(孔繁森情系孤老)(课件出
示)

孔繁森情系孤老

孔繁森在拉萨当副市长期间，经常走访敬老院，他走访了48
所，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老人的心田。他平时自己节衣缩
食，把节省下来的钱买东西，送给有困难的孤寡老人。

他不仅关心社会上的老人，也同样孝敬自己的老母亲。1994
年，孔繁森回到老家，就给93岁高龄的妈妈梳头、洗脚、喂
饭，用轮椅推着老人出去乘凉，村里人看到了，个个都伸出
大拇指夸奖。

主持1：刚才四个小组都圆满完成了任务，让我们了解了很多
有关重阳节的知识。在我们心目中，老人就是社会的财富，
就是时代的丰碑，更是生活的宝典，值得我们好好地去学习。
请听诗朗诵《敬老歌》。

主持人2：重阳佳节，寓意深远，人们对此节历来有着特殊的
感情，唐诗宋词中有不少贺重阳，咏菊花的诗词佳作。其中
最有名的，也是同学们都知道的一首诗，就是大诗人王维写的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了。让我们齐声背诵吧。

下面让我们来做做诗词游戏，当我吟出上句的时候，你们可
以站起来接下句。接得快的、接对的有奖。



主持2：叔叔阿姨，还有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从晨曦一抹到太阳山，从青春年华到两
鬓斑白，为子女操碎了心，他们把爱都给了我们，把世界给
了我们。今天，我们为长辈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请欣
赏手语操《感恩的心》。

主持1：亲爱的爸爸妈妈，当我们一天天长大，而你们却一天
天变老，您脸上的鱼尾纹正是岁月留下的沟沟坎坎，为了拉
扯儿女，您曾付出过怎样的艰辛，又担负着怎样的牵挂和担
忧啊。

主持2：前段时间，我们根据同学们父母所写的资料，评选出了
“敬老之星”，现表彰如下：(略学生名单)让我们把最热烈
的掌声送给他们吧!希望他们一直保持这种美德，同时也希望
同学们好好向他们学习哦!

主持1、主持2(轮流)：秋高气爽的华夏大地，万象蓬勃的锦
绣中国。仰望天空高山海洋，倾听风儿吹过草原旋律，呐喊
声音围绕在山谷回响，潜入蓝色深海和鱼儿游戏，让我们享
受生命重回纯真的情怀。“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爱在
重阳”主题队会到此结束。

重阳节班会课篇四

小学生重阳节主题班会篇三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

二、活动目的

培养学生尊老的美德。

三、活动时间



20_年x月x日

四、活动地点

_镇_村敬老院

五、参加人员

_镇政府领导，_德育处，_中队辅导员，_部分学生代表。

六、活动过程

（一）_学生为敬老院打扫清洁卫生。

（二）表演节目：

1、_大队辅导员x老师讲话。

2、慰问敬老院老人，赠送礼物。

3、_学生表演节目。

4、_镇政府领导讲话。

重阳节班会课篇五

1.尝试用团圆、压扁、捏紧等方法为爷爷、奶奶做饺子。

2.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知道将油泥收拾干净。

活动准备：

1.各色彩泥、泥工板。



2.《爷爷亲、奶奶亲》的音乐磁带。

活动过程：

1.谈话，引起制作兴趣。

2.学习做饺子的方法。

3.讨论使用油泥的规则。

4.在音乐声中，为爷爷、奶奶制作饺子。(教师指导个别幼儿
掌握对折捏边的方法。)

5.相互欣赏制作的饺子。

重阳节班会课篇六

小学生重阳节主题班会篇四
“百善孝为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炎黄子孙，
自然应当继承传统、弘扬传统。为引导少年儿童孝敬父母，
孝敬长辈，学会感恩，树立良好的家庭美德观念，增强少年
儿童的社会责任感，我校特在重阳节之际，针对我校全体学
生，开展以“九九重阳节孝心献老人”为主题的青少年感恩
敬老行动。

二、活动时间:

20_年x月x日——20_年x月x日

三、活动对象:

全校少先队员

四、活动形式:



活动以学校、少先队中队为单位，以主题班会活动和社会实
践活动为主要形式，统一在10月20日——10月25日一周内，
开展以“九九重阳节孝心献老人”为主题的感恩系列活动。

五、活动过程:

“五个一活动”

1、一份活动倡议书:(责任人:尉水华)

利用晨间活动向全体队员发出开展“九九重阳节，孝心献老
人”活动倡议书。让队员知道我们的长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从晨曦一抹到太阳衔山，从青春年华到两鬓斑白，为孩子们
操碎了心，他们把爱都给了我们晚辈。当我们一天天长大，
而他们却一天天变老，他们脸上的鱼尾纹正是岁月留下的沟
沟坎坎，为了拉扯儿女甚至儿女的儿女，他们曾付出过怎样
的艰辛，又担负着怎样的牵挂和担忧。九九重阳节，浓浓敬
老情，希望队员们能动的体谅老人，与父母一起共同创造温
馨、和谐的家庭氛围，让我们的长辈幸福地安度晚年生活。

2、一期红领巾电视台主题录制(责任人:徐维潇)

录制一期以重阳节为主题的电视节目。

3、一节中队主题队会(周三下午第三节课责任人:各中队辅导
员)

4、一番感恩话:(责任人:辅导员、全体少先队员)

在日常生活中请记得对家人说感恩的话，如:当父母下班回家
或干完家务要说“您辛苦了”，当爷爷奶奶做饭或做其他事
情说“谢谢”，平时做到不与家人顶嘴等等。

5、一份手抄报:(责任人:辅导员、四五六年级少先队员)



制作一份“中华传统节日——重阳节”小报。队员们通过上
网和查资料了解“重阳节”的来历、传说、风俗及民族文化
含义等相关知识，制作一份“中华传统节日——重阳节”小
报。(四五六年级每班3张小报参加评选)

六、活动延续拓展:回报老人、学做家务活:(责任人:辅导员、
全体少先队员)

平常为长辈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学会一项家务小技能，为
家人减一份辛劳，添一份惬意，送一份亲情，做快乐的、有
责任感的家庭成员。建议队员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家中的
老人献上孝心，献上祝福，感谢长辈的养育之恩，使其成为
一种常态化。比如:给老人送一份礼物;替老人泡一杯茶;为老
人表演一个节目;给老人捶一次背;陪老人一起运动，锻炼身
体;和老人一起为他们的身心健康策划一份家庭计划书等。

重阳节班会课篇七

1、让学生了解重阳节的来历和习俗。

2、懂得尊老爱老是一种美德，并努力做一个尊老爱老的好学
生。

1、关于重阳节的传说故事和有关图片。

2、事先让孩子初步了解有关重阳节的有关民俗。

同学们，我们都知道每年的9月9日是重阳节，民间也常在该
日举行一些祭祖与敬老活动。20xx年，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将农
历九月九日定为“老年节”。这节班会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
了解一下重阳节以及尊老、敬老的传统。

二、老师讲解重阳节的.来历，通过故事《重阳节由来的传



说》，加深学生对重阳节的了解和认识。

三、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人们有
丰富的活动，询问学生知道哪些重阳节的习俗，如登山、赏
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然后老师详细讲解
重阳节的习俗及演变。

四、让学生分组读、齐读与重阳节有关的诗句，加深对重阳
节习俗的理解。

五、老师播放多媒体课件，讲解重阳节蕴含的尊老敬老的意
义，播放相关图片、视频，让学生分组讨论图片和视频中哪
些人的做法是对的，哪些人的做法是错的，并让学生反思自
己在生活中是怎么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