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开展重阳节活动方案及总结(精
选8篇)

整改措施的有效性取决于执行的力度和落实的情况，需要全
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活动策划是一个系统工程，以下是一些
经典的活动策划案例。

小学开展重阳节活动方案及总结篇一

1、让学生了解重阳节的风俗及民族文化含义。

2、鼓励学生自己动手，为长辈做一件事或做礼物送给老人,
提高动手能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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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旗下讲话--《弘扬孝亲美德，争做孝心少年》。给学生
讲解重阳节节日起源、风俗等相关知识，诵读重阳诗篇。

2、在全校学生中开展"我为长辈送快乐活动"，每人为老人做
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打一个问候电话，为老人捶捶背，
盛一碗饭等等，让身边的老人感受到关爱。

1、请老师家长创造条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活动。

2、在日常生活中，为身边的.父母长辈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同学们，在重阳节到来之际，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对长辈为
我们无私的、多年的付出给予回报，以此表达我们对老人的
崇敬!



小学开展重阳节活动方案及总结篇二

爱在重阳活动时间：x年10月9日下午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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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假期作业）

1．了解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重点收集重阳节的有关资料。

2．教师向学生推荐与老人有关的书籍、报刊，学生利用课余
时间到图书馆搜集资料，引导他们认真阅读并将典型故事记
下来，结合自己的感想，准备交流。

3．上网收集资料。利用利用关键词上网搜寻有关尊老敬老的
资料，为活动的开展做好充分的准备，制作好ppt。

本次活动6个年级分别围绕6个主题，上好少先队活动课，主
题分别是重阳溯源、重阳美食、重阳习俗、重阳诗文、重阳
敬老、重阳调查。

1、一年级——重阳溯源

各中队辅导员讲述有关重阳的由来和相关的神话故事。

2、二年级——重阳美食



各中队辅导员讲述和队员交流相结合，了解重阳节的美食，
如重阳糕、北京的栗子糕、上海五色糕……也可讲讲与重阳
美食有关的传说，有条件的`可以品尝美食。

3、三年级——重阳习俗

各中队引导队员交流重阳节的民间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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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四年级——重阳诗文

队员围绕重阳诗文进行交流，如王维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也可以围绕诗歌创作书法、手抄报、贺卡等作品，
奖励中队的“孝敬之星”。

5、五年级——重阳敬老

队员介绍古代敬老故事，如《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
故事，古今中外名人敬老的故事等。

6、五年级——重阳调查

队员课前调查周围同学、邻居或亲戚等，了解重阳来历、习
俗和敬老的情况，把调查报告、采访记录、活动照片等在队
课上进行交流。

活动时按中队整理汇集活动过程的材料（包括收集的资料、
设计方案、思想汇报专题体验文章以及观察记录卡、自制贺
卡、书画作品、调查报告、采访记录、活动照片、家长的评
价表、队活动资料、演讲稿等）。

辅导员引导学生对自己活动的成果进行反思，把自己的活动
收获及时记下来。

辅导员要重视活动过程的评价，肯定和发展每位学生身上的



潜能，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个性特长。

xx小学

x.10.5

小学开展重阳节活动方案及总结篇三

10月13日是重阳节，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校德
育处开展“念亲恩、抒亲情”——重阳节敬老活动。现将有
关安排如下：

通过富有实效的`敬老主题活动展现我校少先队员尊老敬老的
精神风貌，激发全体队员孝老爱亲的内在自觉，并由爱家、
爱老推及到爱国、爱社会，进一步树立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

1.九九重阳节，浓情敬老院

组织学生到魏家庄敬老院参加义务劳动并为老人献上丰富多
彩的节目。加强队员们思想品德教育，培养社会责任心和尊
敬老人的优秀品质，让同学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得到提高。

2.我和长辈过重阳

和父母一起去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建议可以陪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锻炼身体，大家一起来运动；也可以陪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聊天，陪老人们说说话，谈谈心，还可以帮助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做点家务事，减轻他们的辛劳等。用实
际行动感恩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

1.利用周日（重阳节），去和老人团聚，把和爷爷奶奶、姥
姥姥爷在一起的活动用照片记录下来，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进
行展示，周一带回学校。



2.周一下午班会以重阳节“念亲恩、抒亲情”为主题展开。

主题班会步骤：诵读重阳节有关古诗——分享周日活动内容

1.积极动员，广泛发动，让所有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2.精心设计活动方案，认真组织开展，注重活动实效。

3.认真开展活动，做好活动总结，收集整理资料上交。

小学开展重阳节活动方案及总结篇四

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在各中小队中开展丰富多彩的.“念亲恩、
感亲意、抒亲情”主题系列活动，通过活动展现新世纪小学
少先队员孝老爱亲的良好精神风貌。

1、以中队为单位，班队课上各班开展以“念亲恩、感亲意、
抒亲情”为主题的班队课，进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少年儿
童孝敬父母长辈，学会感恩。

3、开展“爷爷、奶奶的重阳节，我做主”的活动，要求少先
队员们开动脑筋，为爷爷(奶奶)设计一个有新意的过节方案，
向长辈们送上节日深深的祝福。建议少先队员可以为爷爷、
奶奶准备一根拐杖，方便他们平时的出行;可以陪爷爷、奶奶
锻炼身体，大家一起来运动;也可以陪爷爷、奶奶聊天，陪老
人们说说话，谈谈心，还可以帮助爷爷、奶奶做点家务事，
减轻爷爷、奶奶的辛劳等。用实际行动感恩爷爷、奶奶，旨
在进一步唤起少先队员们尊老、爱老的意识，大力弘扬尊老、
爱老的风尚，让他们学会感谢，学会关爱。共同享受温馨的
家庭生活。

4、三分钟小故事演讲。利用晨读课的时间进行“三分钟小故
事演讲”。请学生讲述自己亲身感受或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父
母、长辈真心付出、无私关爱子女，以及作为子女真诚回报、



感恩于行的感人故事。

5、自选活动。各中小队围绕主题，自主设计，鼓励创新。

6、孝歌我会唱。组织学生学唱一首以孝敬父母和长辈为主题
的歌曲，曲目自选;

1、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各中队要充分认识敬老爱老活动对
少先队员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教育传统美德，推动和谐
社会构建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此项活动，利用少先队组织
的优势，积极动员，广泛发动，使尽可能多的队员参与到活
动中来。

各班教室

一至六年级全体学生

小学开展重阳节活动方案及总结篇五

10月13日是重阳节，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校德
育处开展“念亲恩、抒亲情”——重阳节敬老活动。现将有
关安排如下：

通过富有实效的敬老主题活动展现我校少先队员尊老敬老的
精神风貌，激发全体队员孝老爱亲的内在自觉，并由爱家、
爱老推及到爱国、爱社会，进一步树立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

1、九九重阳节，浓情敬老院

组织学生到魏家庄敬老院参加义务劳动并为老人献上丰富多
彩的节目。加强队员们思想品德教育，培养社会责任心和尊
敬老人的优秀品质，让同学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得到提高。



2、我和长辈过重阳

和父母一起去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建议可以陪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锻炼身体，大家一起来运动；也可以陪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聊天，陪老人们说说话，谈谈心，还可以帮助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做点家务事，减轻他们的辛劳等。用实
际行动感恩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

1、利用周日（重阳节），去和老人团聚，把和爷爷奶奶、姥
姥姥爷在一起的活动用照片记录下来，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进
行展示，周一带回学校。

2、周一下午班会以重阳节“念亲恩、抒亲情”为主题展开。

主题班会步骤：诵读重阳节有关古诗——分享周日活动内容

1、积极动员，广泛发动，让所有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2、精心设计活动方案，认真组织开展，注重活动实效。

3、认真开展活动，做好活动总结，收集整理资料上交。

小学开展重阳节活动方案及总结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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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xx年x月x日——20xx年x月x日

全校少先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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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开展重阳节活动方案及总结篇七

同学们，在重阳节到来之际，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对长辈为
我们无私的、多年的付出给予回报，以此表达我们对老人的
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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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营造敬老、亲老、
爱老、助老的社会风尚，引导少年儿童学会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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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重阳，雏鹰行
动”为主题的重阳节感恩活动。

重阳节前后两天，重阳节当日。

全校少先队员。

活动以学校、少先队中队为单位，结合活动主题，以主题班
会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在各中小队中开展丰富



多彩的“爱在重阳，雏鹰行动”主题系列活动，通过活动展
现齐小少先队员孝老爱亲的良好精神风貌。

1、认真做好宣传工作：校利用周一的国旗下讲话，大力向广
大少先队员宣传重阳节敬老活动的重要目的和意义;少先队大
队部下发活动倡议书。

2、开展“爱在重阳，雏鹰行动”主题班队活动，并能与雏鹰
争章(孝敬章)相结合，各中队围绕主题，自主设计活动方案。

3、利用小贤人广播，通过学生自主探究，搜集重阳节典故，
在广播台交流重阳节传统习俗及敬老的感人故事。

4、在广大少先队员中开展“四个一活动，让夕阳更灿烂”活
动。即：为老人做一件好事、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为老人
制作一张“感恩卡”、为老人写一句“孝亲承诺语”。

1、重阳节前3天内，3-6年级各中队至少择优上交1张学生制
作的“感恩卡”参加评选，优秀作品将在学校橱窗展出。

2、重阳节前2天内，各中队将活动小结表及“孝亲承诺语”
上交大队部。

小学开展重阳节活动方案及总结篇八

爱在重阳活动时间：xx年10月9日下午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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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假期作业）

1．了解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重点收集重阳节的有关资料。

2．教师向学生推荐与老人有关的书籍、报刊，学生利用课余
时间到图书馆搜集资料，引导他们认真阅读并将典型故事记
下来，结合自己的感想，准备交流。

3．上网收集资料。利用利用关键词上网搜寻有关尊老敬老的
资料，为活动的开展做好充分的准备，制作好ppt。

本次活动6个年级分别围绕6个主题，上好少先队活动课，主
题分别是重阳溯源、重阳美食、重阳习俗、重阳诗文、重阳
敬老、重阳调查。

1、一年级——重阳溯源

各中队辅导员讲述有关重阳的由来和相关的神话故事。

2、二年级——重阳美食

各中队辅导员讲述和队员交流相结合，了解重阳节的美食，
如重阳糕、北京的栗子糕、上海五色糕……也可讲讲与重阳
美食有关的传说，有条件的可以品尝美食。

3、三年级——重阳习俗

各中队引导队员交流重阳节的民间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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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四年级——重阳诗文

队员围绕重阳诗文进行交流，如王维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也可以围绕诗歌创作书法、手抄报、贺卡等作品，
奖励中队的“孝敬之星”。

5、五年级——重阳敬老

队员介绍古代敬老故事，如《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
故事，古今中外名人敬老的故事等。

6、五年级——重阳调查

队员课前调查周围同学、邻居或亲戚等，了解重阳来历、习
俗和敬老的情况，把调查报告、采访记录、活动照片等在队
课上进行交流。

活动时按中队整理汇集活动过程的材料（包括收集的资料、
设计方案、思想汇报专题体验文章以及观察记录卡、自制贺
卡、书画作品、调查报告、采访记录、活动照片、家长的评
价表、队活动资料、演讲稿等）。

辅导员引导学生对自己活动的成果进行反思，把自己的活动
收获及时记下来。

辅导员要重视活动过程的评价，肯定和发展每位学生身上的
潜能，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个性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