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秋节广播稿(模板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中秋节广播稿篇一

a：敬爱的老师。

b：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下午好！

a：憨班小学红领巾广播站正在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播
音员xxx。

b：我是播音员xxx。

a：过后天就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中秋节。在此我提前祝大
家中秋节快乐。

b：同学们都知道中秋节代表着什么吗？

a：中秋代表着团圆、合家欢聚。

b：每当这天晚上，全家人都会坐在院子里，吃着糍粑或月饼，
听着爷爷奶奶讲着《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的故事。苏
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a：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更有杜甫的“露
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古往今来，每当在这个夜晚都会



引起流浪在外的人对家的无限思念。

a：有句俗话说的好：“儿行千里母担心，母行万里儿不愁”，
同学们，爸爸妈妈在外打工，最放心不下的是我们。怎样才
能让你的爸爸妈妈在外少为你担心呢？那就在家里听爷爷奶
奶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

b：我们学校的大部分同学都在住校，这样可以免受天晴下雨、
风吹雨晒的困扰。到了学校，同学们应该把这里当作自己的
家。

a：在这个大家庭里，就要和别的同学友好相处。不管是六年
级的大哥哥大姐姐，还是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我们每个
人都要相互照顾，相互关心。

b：有什么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比如伤风感冒，突生疾病等
等应主动向生活老师或班主任报告，心理有疙瘩，有什么想
不通的应向老师，向同学倾诉。

a：在这个大家庭里，还应该遵守“家里”的秩序。比如，按
时关灯睡觉，按时起床，按时出早操。

b：一切活动听从班主任及生活老师的指挥。只有这样，我们
的大家庭才和睦；也只有这样才能让爸爸妈妈不担心。a：在这
个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让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我们的学
校建设成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吧！

中秋节广播稿篇二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9月14日，是个什么节日吗？（中秋节）
对呀，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马上要到了。今天，我
们一年级组的小朋友，就来给大家讲讲中秋节的故事。

徐峥城：大家好！我是一（2）班的徐峥城。



厉祎昀：大家好！我是一（2）班的厉祎昀。今天的就由我们
俩来为大家讲中秋节的故事。

徐峥城：那就先介绍一下中秋节的由来吧。每年农历的八月
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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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祎昀：这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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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又称为
“团圆节”。

（音乐）

徐峥城：接着是不是应该讲讲中秋节的习俗啦？

厉祎昀：是的。在我国的古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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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峥城：我还知道在唐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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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祎昀：其实中秋节的习俗有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都
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在中秋佳节，人们最主要的
活动还是赏月和吃月饼。

（音乐）

徐峥城：那你知道与月亮有关的古诗吗？

厉祎昀：那当然！你听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徐峥城：哦，那是大诗人李白的写的《静夜思》。我也有一
首李商隐的《嫦娥诗》：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音乐）

合：中秋节快乐！

徐峥城：我们的故事讲完了，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

小学生中秋节广播稿2甲：留住一丝清风，播撒希望的明天。

乙：付出一份真诚，打造爱的世界。

甲：绽放最美的笑容，让经典永远与我们同行。

乙：在这金秋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候，在这收获的季节《佳
作欣赏》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甲：我是芷欣老师。

乙：我是小毕。

甲：小毕，老师考考你，你知道中秋节是哪一天吗？



乙：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甲：对，今年的9月12日就是农历的八月十五，就是一年一度
的中秋节。中秋节，可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呢！

乙：老师，这个节日为什么叫中秋节呢？

甲：是这样的。八月十五恰在秋季的中间，所以称作中秋节。
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中
秋节又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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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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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佳作欣赏”里，我们来欣赏一首和中秋有关的千
古流传的词作。

甲：你真聪明，的确是这一首。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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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恐琼楼玉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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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这首词真美，请同学们一起和我读一读吧！

甲：这词作于苏轼41岁那年的中秋节，当时苏轼与他的弟苏
辙已经六七年不见了。心中很是想念。这首词正是表现这种
兄弟之间的手足相念之情。



这首词的意思是：明月什么时候出现的？（我）端着酒杯问
青天。不知道天上的神仙宫阙里，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我想
乘着风回到天上，只怕玉石砌成的美丽月宫，在高空中经受
不住寒冷。在浮想联翩中，对月起舞，清影随人，仿佛乘云
御风，置身天上，哪里象在人间！

转过朱红楼阁，月光低洒在绮窗前，照到床上人惆怅无眠。
明月不该有什么怨恨，却为何总在亲人离别时候才圆？人有
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这种事自古来难以
周全。但愿离人能平安康健，远隔千里共享这明媚的月
色。“婵娟”在这里指的就是“月亮”

这首词流传很广也很久，千古名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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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这首词写得真美呀，请同学们再和我朗读一下其中的名
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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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这首词还被谱了曲，成了一首流行歌曲。今天为大家安
排的就是这首根据《水调歌头》改编的通俗歌曲，让我们一
起来听一听吧。（播放歌曲）

乙：同学们，你们喜欢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吗？别忘了在中秋节的晚上朗诵这首词给你的亲人听呀！今
天的《佳作欣赏》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
见。

小学生中秋节广播稿3中秋节，是中国的一个古老节日，因为
八月十五这一天是在秋季的正中，所以称为中秋节。中秋节
的特色是吃月饼和提灯笼。

中秋节和农历新年一样，是一个家人大团圆的日子。中秋之
夜，月亮最圆、最亮，月色也最皎美。家家户户把瓜果、月



饼等食物，摆在院中的桌子上，一家人一面赏月一面吃月饼，
正是“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这是多么美好
的图景。

中秋节的传统食品是月饼，月饼是圆形的，象征团圆，反映
了人们希望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中秋节吃月饼据说始于元
代，当时，朱元璋领导汉族人民反抗元朝暴政，约定在八月
十五日这一天起义，以互赠月饼的办法把字条夹在月饼中传
递消息。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传开来。

后来，朱元璋终于把元朝推翻，成为明朝的第一个皇帝，虽
然其后满清人入主中国，但是人们仍旧庆祝这个象征推翻异
族统治的节日。

中秋节广播稿篇三

亲爱的客户:

您好！

晚上五班，半夜半班；三秋在八月，中秋节在八月。

在中秋节，人们总是忘记庆祝后赏月。中秋节象征团圆。人
们总是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月亮上，表达自己的
想法、担忧和愿望。然而，我们所爱的人、朋友、爱人长期
在一起并不常见。正是因为担心他们，所以人们对中秋节总
是有不同的感觉。可以说，古往今来，人间的悲欢从来没有
从月亮的背景中走出来，很多诗词歌赋因为月亮的永恒而流
传千古。

关于月亮的传说最早可能是从嫦娥奔月开始的。简而言之，
自从这个美丽的神话产生以来，月亮就有了生命、灵性和浓
厚的诗意。千百年来，被文人倾吐，以至于流传下来许多与
月亮有关的独特文字和精彩篇章。



写中秋最著名的词恐怕要数苏东坡的中秋了，上面写着:“明
月几时来？我从远处拿酒杯。我不知道天上的故宫。是哪一
年？想留风走，又怕琼楼玉宇，又寂寞在顶。跳舞找影子就
像在地球上一样。月亮变成了猩红色的亭子，低垂在雕花的
窗户上，照着困倦的自己。应该没有恨，所以会有什么不同！
人有悲伤和快乐，他们会分开，然后再次相遇。月亮会变暗
或发光，会变大或变小。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即使是在过去。
希望人长久，在一起千里。”这第一个字，是苏东坡在中秋
之夜思念哥哥苏子元，一个人喝醉后写的。当时作者对自己
的仕途极为不满。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宰相王安石一次
次贬官。他离开故土几年，漂泊到异乡，穿越苍桑，一直抑
郁到老。苏轼一生豪放，诗多如其人，但这首诗却写透了人
间的愁与不恨。就这一句话，“高处不胜寒”，“人有喜怒
哀乐，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命百岁，万世同堂”成
了千古传唱的名句。唐代诗人杜甫和苏东坡一样精彩，纯属
巧合。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月亮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每个人都可
能因为时间地点和心情的不同而对月亮伤心、高兴、怨恨、
叹息。总之，今天的月亮有生命，有灵性，因为月亮可以包
容世间的一切情绪，或者让人吟唱，或者让人伤心地凝视，
哭泣。

又要去中秋节了，“年年明月在，今夕明月更圆！”祝所有
珍惜感情的人，永远珍惜和呵护心中的月亮，让彼此都感受
到一种关怀和体贴的感觉！愿所有爱上月亮，等待月亮的人，
都平安幸福。

中秋节广播稿选登

开始:“心”电台现在正在播出。欢迎老师和学生收听。

中秋月圆，南北情缘。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北张村中学的
全体师生聚集在美丽的校园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沉浸在



浓浓的亲情中。

抬起头来看，我发现是月光，又沉了回去，我突然想到了家
这个迷人的中秋之夜，自然牵动着我们的血肉。中秋节是最
美的月份，好有诗意；中秋是最软的一个月，好温柔；中秋
节是最晴朗的一个月，如水镜。中秋节是中国人的团圆节日。
每天都有很多离家很远的流浪者赶回家，和父母、亲戚、朋
友聚在一起，享受他们的美酒。

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中，从陌生人到优秀员工的简历:认识，
从相识到相识，从相识到相亲。感情的升华让我们离不开学
校，离不开老师，离不开同学。“好老师”“好同学”温暖
了大家的心。让我们无尽的感情融化在浓浓的月光，祝福，
歌声中！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真诚地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万事如意！

这是阿牛唱给全体师生的歌曲《北京的月亮》。

结束:本次播出结束。再见老师同学们！

中秋节广播稿篇四

尊敬的顾客：

您好！

一夜五更，半夜五更之半;三秋八月，中秋八月之中。

中秋佳节，人们欢度之余总忘不要赏月。中秋之月象征着团
圆，人们总在这个时候将各种心愿寄托与月亮，表达思念、
牵挂和祝愿之情。可是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我们所热爱着的
亲人、友人及恋人，要长久相聚毕竟不是平常的事，正因有
牵肠挂肚，人们对中秋月滋生出的情愫总是别样地浓。可以
说古往今来，世人的喜怒哀乐都不曾走出月亮的背景，多少



诗词歌赋，皆因月亮的永恒而千古流传。

关于月亮的传说，最早可能是从嫦娥奔月开始的吧，总之自
从有这美丽的神话后，月亮便有生命，有灵性，也便有浓浓
的诗意色彩，千百年来为文人墨客们所倾情，以至于传下多
少与月有关的绝词妙章。

写中秋月最著名的词恐怕得首推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中
秋》，词中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今昔是何年?我欲剩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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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是苏东坡思念
其弟苏子由，于中秋之夜独自饮酒大醉之后而作的，当时的
作者正是仕途上极度不得意。苏东坡曾因“乌台诗案”牵扯
出政治的风波，被宰相王安石一贬再贬，数年远离故土，飘
零异乡，历经苍桑，一直忧郁到老。苏轼一生豪放不羁，其
诗词也多如其本人性格，但这首词却写透人间的离愁别恨。
该词中的“高处不胜寒”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以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成为千古吟唱的名
句。说来巧合，与苏东坡同妙的是，唐朝诗圣杜甫。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对月亮都有一种特别的情结，每个人或
许因时间地点及遭遇心境的不同，对月亮亦悲亦喜，亦怨亦
叹。总之，今天的月亮，是有生命和灵性的，就因月亮能容
纳世人的一切情感，或让人高咏浅吟，如痴如醉，或让人悲
然凝眸，如泣如诉。

又到中秋佳节，“明月年年有，今夕月更圆！”愿所有重情
的人们，永远珍惜和呵护心中的月亮，让彼此间感受一份牵
挂，一份思量！但愿所有衷情于月亮、守候于月亮的人都平
安，幸福。



中秋节广播稿篇五

甲：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伴随着熟悉的乐曲声，红领
巾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本期广播站为您安排的是中秋节趣
话专题栏目。

乙：欢迎你的收听。

甲：我是xxx

乙：我是xxx。

甲：再过10天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里我们
预祝全校师生中秋快乐，合家团圆，万事如意！

乙：中秋节一直以来被喻为最有人情味、最诗情画意的一个
节日。人们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时节对亲人的思念
当然会更深切，尤其是当一轮明月高高挂起的时刻。

甲：考考你，你知道为什么要叫中秋节呢？

乙：这个可不难，在我国，农历的7、8、9三个月为秋季，农
历8月15——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正好是一年秋季的中期，
所以被称为中秋。

甲：那为什么有人又称它团圆节呢？

乙：因为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它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
人们仰望天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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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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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你知道得可真多！那你知道有关中秋的传说故事吗？

乙：中秋节与元宵节和端午节并称为我国三大传统佳节。究
中秋节之来源，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神话传说
有着密切的'关系。

甲：哇！还有神化故事呀！那你给我们讲讲吧！

乙：好！我给大家讲一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吧！

相传，远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生，
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他一气射下九个太阳，并
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羿因此受到百姓
的尊敬和爱戴，王母娘娘也赐给了他一包长生药，他把不死
药交给了自己的妻子——嫦娥珍藏。不料被小人逢蒙看见了，
趁后羿不在家，他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在危急之时，嫦娥
当机立断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
去，成为月亮中的神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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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听完了如此凄美感人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中
秋节的歌曲吧！

《花好月圆》

甲：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国外中秋节趣话吧！。

乙：中秋节并非中华民族所独有，许多国家也有类似中国传
统习俗的形形色色的中秋节，而且非常奇特有趣。泰国人将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称为“祈月节”。中秋之夜，家家户户都
用甘蔗扎拱门，在拜月方桌上供奉观音和八仙的图像或塑像，
八仙桌上的供品主要是寿桃而非月饼。



甲：日本人称中秋节为“月圆节”，而且这样的节日有两个，
除农历八月十五日外，九月十三日也是。节日这天，成千上
万的居民都穿上富有民族特色的服装，吟唱吆喝，扶老携幼，
抬着神龛到庙里去进香。孩子们还到野外采集象征吉祥如意
的野草装饰家门，迎来幸福；晚上全家聚集在院子里，摆上
瓜果、米团子等供奉月神，然后分食、赏月，聆听老人讲述
关于月亮的神话。

乙：朝鲜的中秋节称为“秋文节”，也叫“秋夕”、“嘉
徘”。这一天，他们以松饼为节日食物，家家蒸食并互相馈
送。松饼形如半月，用米粉制成，内馅是豆沙、枣泥等，因
蒸时垫有松毛而得名。到了晚上，一边赏月，一边进行拔河
比赛、摔跤比赛，或者表演歌舞。年轻的姑娘们穿上色彩缤
纷的节日盛装，欢聚在大树下做“布伦河”游戏（即荡秋
千）。

甲：伊朗称中秋为“麦赫尔干节”。这天是伊朗太阳历七月
十六日。节日期间，人们都以品尝各种丰收果实为乐，隆重
的庆祝活动持续6天方才结束。

乙：老挝称中秋节为“月福节”。每逢中秋节到来时，男女
老少也有赏月的风俗。夜晚，青年男女翩翩起舞，通宵达旦。

甲：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中秋的习俗吧

俗话中有：“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每年这
个时候，我都会和爸爸妈妈一起赏月吃月饼呢！

甲：专家提示：月饼应与清茶搭配，清茶有助消化，又解油
腻；若与汽水、可乐或果汁搭配，则不利健康。专家提醒糖
尿病患者，即使是“无糖月饼”，仍然不能多吃。专家还指
出，老年人和婴幼儿消化能力较差，过多食用月饼会加重脾
胃负担，引起消化不良和腹泻等。而肥胖的人，一般都有潜
在的糖、脂代谢异常和动脉硬化问题，也要像糖尿病人一样，



少吃月饼为宜。

甲：好！请听我们的美好祝福吧！

齐：送一个圆圆的饼，献一颗圆圆的心，寄一份圆圆的情，
圆一个圆圆的梦。祝老师和同学们中秋节快乐！

甲：时间过得真快，又到说再见的时候了。

乙：希望你们能喜欢我们的节目！

甲：最后让我们在歌声中说再见吧！

三、音乐欣赏

现在将为您送上的是一首由古诗改编的歌曲《水调歌头》

播放《水调歌头》

甲：本期红领巾广播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

合：老师们，同学们，再见！

中秋节广播稿篇六

甲：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乙：红领巾广播又和您见面了

甲：我是主持人

乙：我是主持人

甲：明天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了，在这里我代表
红领巾广播站全体人员祝全校师生中秋快乐，合家团圆，万



事如意!

乙：中秋节一直以来被喻为最有人情味、最诗情画意的一个
节日。人们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时节对亲人的思念
当然会更深切，尤其是当一轮明月高高挂起的时刻。

甲：说起中秋的来源，民间一直流传着多个不同的传说和神
话故事。其中就有嫦蛾奔月、朱元璋起义、唐明皇游月宫等
故事。

乙：最为人们熟悉的当然是嫦娥奔月的传说：嫦娥偷吃了丈
夫后羿的不死仙丹，飞升到月宫，奔月后，嫦娥住的月宫其
实是一个寂寞的地方，除了一棵桂树和一只兔子，就别无他
物。可是又有另一个说法是，在月宫里还有一个叫吴刚的人。

甲：朱元璋成功推翻蒙古人，建立明朝：在民间的传说中是
把月饼作为通讯联络工具。朱元璋带头起义，把写有起义时
间的字条塞在每个月饼馅里，呼唤众人依照时间起义。

乙：唐明皇游月宫：话说贵为天子的唐明皇对嫦娥非常的迷
恋。一天他真的上了月宫，在月宫里看到了一只玉兔和一群
能歌善舞的仙女。

甲：农历八月十五之所以叫中秋，是因为这一天是在三秋之
中。这一天，天上的圆月分外明亮特别的大特别的圆，所以有
“月到中秋分外明”之说。

乙：中秋夜，除了拜祭、还有就是应节的月饼和灯笼。祭拜
的当然是在天上的嫦娥，也有人称她为月娘。时至今天，中
秋的原意也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对于新的一代来说，中秋
节最令人记取的还是那香甜的月饼和五光十色的灯笼。当然，
月圆当空的节日，也是人们喜庆团圆的大好日子。

甲：中秋节并非中华民族所独有，许多国家也有类似中国传



统习俗的形形色色的中秋节，而且非常奇特有趣。泰国人将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称为“祈月节”。中秋之夜，家家户户都
用甘蔗扎拱门，在拜月方桌上供奉观音菩萨和八仙的图像或
塑像，八仙桌上的供品主要是寿桃而非月饼。

甲：今天的红领巾广播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