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乡节事活动策划 节日活动方
案(通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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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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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乡节事活动策划篇一

根据市教育局《关于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
动》的通知要求，结合我校的实际，本着“切实可行”的原
则，制订本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的

坚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
充分挖掘端午节的深厚文化内涵，引导小学生进一步了解传
统节日、认同传统节日、喜爱传统节日、过好传统节日，建
设精神家园，增强爱国情感。

二、活动的内容

1、与端午节有关的经典诗文诵读、传统故事讲演。

2、开展“学包粽子”活动。

3、举行“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征文活动。

三、活动的具体安排

1、6月5日（星期四）下午2:30在三楼大教室举行诗文诵读、
故事讲演比赛。每班推荐一名学生参赛，参赛内容为诵读诗



文、讲故事任选一项（诗歌朗诵可以由多名学生参加）。比
赛通过内线广播传到教室，各班老师必须组织学生认真收听。
比赛内容必须用16k纸誊写清楚，作为活动资料上交。

请程余明、朱月琴、顾全美、吴春生、叶红梅担任评委，由
吴春生老师负责统计成绩，确定获奖学生。活动结束以后，
将比赛内容、成绩统计、获奖名单等资料收集整理好。

2、各班将学包粽子的任务作为家庭作业布置给学生。每一位
学生从自己所包的粽子中，挑选一个得意的作品，于6月10日
上午带到学校参加展览。鼓励同学包粽子时，在传统的基础
上，从形状、用料等方面予以创新，展现那些既继承传统，
又充满创意的作品。各班在教室门前准备一张课桌作为展台，
集中展示，上操结束后，各班同学自由参观，老师必须在教
室门前维持好纪律。学校安排王磊老师到各班拍照，作为活
动资料保存。展览结束之后，粽子由各人收回。

3、结合包粽子、诗文诵读和讲故事等活动以及有针对性的课
外阅读，指导学生写日记和征文。内容可以是包粽子的过程、
感受，也可以是有关端午节的感想、思考，或者是其他有关
传统节日的内容等。一、二年级写几句简短的话，三、四年
级写一篇日记，五、六年级写一篇主题征文。各班在全体参
与的基础上，推荐两篇美文参加学校评比。参评文章一律
用16k纸誊写清楚，于6月13日晚散学之前交教科室。低中高
分别由朱月琴、叶红梅、程余明组织几位老师评分，确定获
奖作品，向学生颁发奖状。学生文章、成绩统计、获奖名单
等全部作为活动资料保存。

家乡节事活动策划篇二

为扎实推进“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实践活动的开展，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增强未成年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过好“我们的节日”，我校特开
展“节日小报”创作活动，特制订如下实施方案：



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
深厚文化内涵，引导小学生在自办“节日小报”的活动中认
知民族传统、增强民族意识、尊崇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
从而增强小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情感。

（一）把学生自办“节日小报”主题实践活动纳入学校的常
规工作，以班级为单位，各班要根据自身情况，精心策划、
周密组织，细化主题，有效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倡导创
作主体的自主性，注重创作内容的丰富性，突出表现形式的
多元性，增强活动的广泛性和实效性。

（二）在学生自办“节日小报”的过程中，学校、老师、家
长要有意识地引导中小学生去收集并参与传统节日民俗活动，
引领学生践行传统美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三）要结合地域优势、人文资源，建设特色的学校文化，
形成独有的办学理念，引导学生创作集聚本校特色和个人风
格的“节日小报”；要通过小报评选等活动，利用校园宣传
栏等阵地，展示学生“节日小报”创作成果，反映学生参与
活动的所思、所感、所悟，为学生创作“节日小报”搭建交
流、沟通的平台。

（四）要积极开展学生自办“节日小报”评比活动，调动学
生创作的积极性；要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认真总结，提炼好
的经验和做法，树立先进典型，推荐优秀案例，相互学习先
进做法，以推进主题活动不断深化。

结合学生认知规律、年段特点和实际需要，确定小报主题，
组织学生自办“节日小报”，可根据不同节日的类型，如传
统节日、法定节日、纪念日、校园节日，挖掘节日文化内涵
和教育意义，在活动中注重创新形式，可灵活采取个人、小
组、班级等方式，展示节日收获和感悟。



家乡节事活动策划篇三

一、活动目的：

让消费者看到赠品就能想起产品，进而想起产品的`企业形象，
起到传播企业产品、品牌形象的功效。最终达到留住现有的，
之前的或潜在的客户。

二、活动时间：

20xx年5月1日-20xx年1月1日。

三、活动对象：

已经在平台完成认证的法人代表。注：人员名单活动开展前
制作;

四、礼品赠送标准：

五、活动参与人员：

1、综合部：审批方案、购买相关礼品，以及负责活动整体开
展、跟进、反馈;

2、财务部：审批金额、发放资金;

3、技术部：提供客户相关资料及版面美工设计;

4、销售部：负责联系客户咨询是否需要礼品及收到礼品后满
意度反馈;

六、活动预算：

1、挂号信：300份(2元一份成本共计600元);



2、生日贺卡：300份(5元一份成本共计1500元);

3、手机短信：1200份(0.1元一份成本共计120元);

4、其它礼品预算等活动开展成熟后在进行核算;

总计：2220元

家乡节事活动策划篇四

我校今年举行的“节日小报--中秋节”主题活动。中秋节充
分挖掘中秋节的深厚文化内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
育，大力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传
统节日、认同传统节日、喜爱传统节日、过好传统节日，激
发学生爱国激情，振奋民族精神。

（一）组织传统文化宣讲活动。通过出板报、国旗下讲话、
举行主题班会、开设主题讲座等形式，大力普及传统节日知
识，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倡导文明向上的道德风尚。

（二）举办咏月经典诵读和“我们的节日―中华经典学习知
识竞赛”等活动。引导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增进爱国
主义情感。本周六下午读报时间举办咏月经典诵读和“我们
的节日―中华经典学习知识竞赛”等活动。（各班语文老师
组织全班同学背诵一首咏月经典诗歌，4-6年级班主任组织学
习经典知识（大队部下发答题资料），周六进行抢答。）

（三）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本周四开展关心留守儿童志愿服
务活动。向他们赠送月饼一起过中秋节，让他们感受社会主
义大家庭的温暖。（负责人：大队部志愿者）

（四）制作节日小报。4-6年级假期制作主题节日小报，10
月8日上交。



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是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丰富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
径，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和谐、家庭幸福，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班要积极创新、精心设计传统节日
的形式和载体，力争主题活动，内容丰富，更具实效。

家乡节事活动策划篇五

1.通过活动，教育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使我们的
学生从中受到浓郁的传统节日文化气息的熏陶，并从中受到
深刻的思想教育。

2.引导学生在慎终追远、缅怀先辈的情怀中认知传统、尊重
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增进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情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活动内容：

认识春节：

春节，是习俗中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莆仙一带把正月的初
一至初五日称为“五日岁”初一早晨，开门放鞭炮，各家拜
神明祖先，祀以线面、烛、炮，礼毕，全家共吃线面，每人
一碗，寓祝全家长寿。初二不相往来，不相串门拜年，只有
初一日来过者不忌。初三日，各户进行“迎年”，所谓“迎
年”，是上年年底有“送年”之例的回应。初四日，在继
续“迎年”中，沿有“为菩萨乞草”的习俗：由儿童捧神像，
在车鼓队簇拥下，按户募取木柴。下午则有“娘妈请花”，
希望能庇其早生贵子。黄昏垒柴木于社庙前，举火燃烧，各
户进行接神祀，待柴火烧透，众用长钳争夹未烬之柴速返家
中，日“夹火母”希望财如火发。

春节习俗：



1、扫巡兴化话把大扫除叫“扫巡”。

2、祭灶公.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祭灶”，就是送灶公
上天。

3.、二十五日头，农历十二月廿五日，是莆仙习俗公定的大
日子，俗称“二十五日头”。

4、做年糕，十二月二十六日起，户户做豆腐，买年货，尤以
做年糕最为繁忙。

5、辞岁，“除夕”前一天，俗称“小除”，户户放鞭炮，贴
新春联。当晚，家家户户堂上点花烛，叠红橘果如塔状，上插
“三春”纸花，供“隔年饭”于灶头，备办丰厚祭礼和“贡
银”，祭祀天地神，名为“辞年”。

6、初四过大年,做大岁

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侵犯福建，占领宁德横屿、
福清牛田和莆田林墩等地，建立据点，四出烧杀掠抢。兴化
府城(今莆田城)在农历十一月二十九的半夜时分被倭寇攻陷，
并被占据达两个月之久。兴化城内被焚毁殆尽，死亡3万余人。
当时，莆田男女老少奋起反抗，被倭寇割舌断胫，或火焚、
钉死，惨不忍睹，倭贼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惊海内外。次年正
月廿五日，由于城内死尸腥臭不可居，倭寇只得暂退平海，
直到抗倭英雄戚继光兵到，兴化城得以光复。这时，逃亡山
区的老百姓，才纷纷于二月初二返回家里。大家一方面掩埋
亲友的尸体，另一方面收拾破碎家园。这时，年节已过，人
们只得在二月初二那天互相探望之后，于二月初四重新做岁。
后来，为纪念莆田这一段悲惨的日子，莆田民间和以往一样，
于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夜“做岁”，时间拖得太长。于是，莆
田民间约定将农历二月初四“做岁”，改为正月初四“做
岁”(围炉)，因农历二月农事正忙，若在二月初二才“做
岁”并将年三十晚上改为“做小岁”，正月初四晚上称



为“做大岁”。同时将二月初二日约定为正月初二日，作为
探望亲友伤亡的不祥日子，俗称探亡日。至今莆田人每年这
一天，都不互串门拜年或走亲访友。

主题活动：

1、举办书写春联活动

2、开展“我爱家乡，介绍家乡习俗”征文活动。

家乡节事活动策划篇六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传统大节，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
放假前，学校召开专门会议，开展了春节传统习俗扫尘。祭
祖。贴春联。吃年夜饭。守岁。放鞭炮等春节文化内涵宣传，
增进了广大中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营造了浓厚的节日
氛围。各位教师。所有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发挥其作用，分
利用板报。宣传标语，积极开展春节文化宣传，弘扬春节民
俗传统，倡导文明过节、勤俭过节。

1、通过活动，教育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使我们的
学生从中受到浓郁的传统节日文化气息的熏陶，并从中受到
深刻的思想教育。

2、引导学生在慎终追远。缅怀先辈的'情怀中认知传统。尊
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爱社会主义情感，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组长：王校长、蒋主任

副组长：各教研组长

组员：各年级班主任、课任教师



（一）表孝心，弘扬孝道：

活动细则：本校学生可在20xx年寒假期间凭学生证或其他有
效证件至当地移动营业厅领取“福字春联”礼包一份，敬献
给自己的父母。长辈或师长，从小树立感恩意识，传承中华
传统美德。

（二）践孝行，感恩图报：

活动细则：举行“孝行实践”日记比赛。百善孝为先，孝行
要时时体现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号召中小学生孝敬父母表
真情，对待亲人用真心。通过孝行日记比赛，各学校要积极
引导学生在体验中学会感恩，学会回报。

（三）认识春节：

春节，是习俗中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山丹一带把正月的初
一至初五日称为“五日岁”初一早晨，开门放鞭炮，各家拜
神明祖先，祀以线面。烛。炮，礼毕，全家共吃线面，每人
一碗，寓祝全家长寿。初二不相往来，不相串门拜年，只有
初一日来过者不忌。初三日，各户进行“迎年”，所谓“迎
年”，是上年年底有“送年”之例的回应。初四日，在继
续“迎年”中，沿有“为菩萨乞草”的习俗：由儿童捧神像，
在车鼓校簇拥下，按户募取木柴。下午则有“娘妈请花”，
希望能庇其早生贵子。黄昏垒柴木于社庙前，举火燃烧，各
户进行接神祀，待柴火烧透，众用长钳争夹未烬之柴速返家
中，日“夹火母”希望财如火发。

家乡节事活动策划篇七

二、活动地点

幼儿园各班教室及空土地。



三、参加人员

全体幼儿及教师。

四、活动准备

1、做好的清明果若干。

2、柳枝若干，小铲若干，小水桶若干。

五、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让幼儿认识清明果的外形特征及清明节习俗。

2、通过品尝知道清明果的味道。

3、让幼儿了解，插柳是清明节期间的一种习俗，并知道其由
来。

4、通过插柳活动，培养幼儿爱劳动的习惯。

5、让幼儿理解插柳的意义，懂得植树造林的好处。

六、具体活动流程安排

1、各班开展清明节活动，让小朋友自带清明果，在班里进行
讲述吃清明果这一习俗特征，并介绍清明果的外形及清明节
的其他习俗如：扫墓、插柳等。

2、教师口述制作清明果的制作过程，让他们更深入的知道清
明果制作的方法及吃清明果的主要意义所在。

3、教师介绍清明节插柳的习俗。

(1)启发提问：“清明时节，草青树绿，人们有一种习俗即折



柳枝这是为什么?”

(2)教师：“小朋友们知道吗，人们为什么要在清明节插
柳?”介绍插柳习俗的来历：晋文公在清明节的第二天，到大
臣介之推坟前祭奠时，发现与介之推同时被烧死的柳树复活
了，晋文公便掐下柳枝插在了头上，他的群臣也仿效晋文公
掐带柳枝。另外还有一种民谣说：“清明不插柳，死了变黄
狗。”

4、向幼儿讲解插柳的意义，激发幼儿动手插柳的兴趣。

(1)插柳可以渲染节日的气氛，增添节日乐趣。

(2)插柳可以绿化周围的环境，每到柳枝展绿的时候，它便告
诉小朋友春天已经来了。

5、组织幼儿在院子周围进行插柳活动。

(1)要求：四个小朋友一组，其中一人用小桶提水，两人用小
铲松土，一人拿柳枝。四人要团结协作，看哪一组插得好又
快。

(2)方法：先用小铲松土，然后浇水，最后插柳枝。

(3)幼儿动手插枝，教师巡回指导。如：松土时可找个松软的
地方，松的土要稍微深一点，以免柳枝歪斜不牢固，浇水不
能浇太多。

(4)柳枝插完后，教师组织幼儿将工具放好，然后小结活动的
情况，表扬不怕脏、不怕累的幼儿及团结协作好的小组。

(5)要求幼儿每天给柳枝浇水，轮流看护并保管。

七、活动小结



通过以上这样实践活动相信幼儿对清明节有了一定的认识，
而同时也让他们体验到了活动带来的乐趣，如果只通过简简
单单的讲解，孩子根本就没多大的兴趣，可是通过实际操作
的话，幼儿的兴趣以及印象都会加深，更能促进对该活动的
意义性。

家乡节事活动策划篇八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进一步培育社
会明新风尚，根据省、市明办的部署要求，重阳节期间，在
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我们的节日・
重阳”主题活动为载体，以倡导“孝老爱亲”的道德风范、
培育公民良好的明素质为重点，广泛发动广大群众及青少年
积极参与形式多样的重阳节活动，引导人们继承和弘扬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为建设明、幸福、魅力新xx提供强大精神
力量。

20xx年10月16日－10月2日

（一）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重阳民俗化活动。各乡镇、街道、
农场，市直各部门在重阳节期间要结合实际，在单位、社区、
村镇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重阳民俗化活动。要利用各类民俗
讲坛，举办重阳节民俗讲座，组织民俗体验、经典诵读等活
动,大力传播重阳节的化内涵。

（二）积极为老人办好事办实事。围绕“孝老爱亲”主题，
通过走访慰问，陪老人外出活动，给老人打一个问候的电话
以及为孤寡、生活困难、空巢老人献一份爱心等活动，为身
边老人送上真切的关爱与温暖，还可以因地制宜开展丰富多
彩的老年体育健身活动和化娱乐活动，活跃老年人的节日生
活。



（三）组织志愿者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助老志愿服务活
动。以“邻里守望”志愿服务为载体，深化“关爱空巢老
人”志愿服务活动。带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社区群众积极
参与到助老、为老服务的活动之中，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
老年人的浓厚氛围。

（四）组织未成年人开展“我们的节日・重阳节”活动。提
倡通过创作节日小报，写一份重阳孝老爱亲感言，给家里或
社区里的老人办一有益的事等形式，强化传统节日意识，培
育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质。

（一）积极发动，广泛参与。各乡镇、街道、农场，市直各
部门要将开展“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活动作为推进公民
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契机和载体，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到活动
中，让他们在参与中感受爱与温暖，感受奉献的快乐。

（二）精心组织，抓好落实。各乡镇、街道、农场，市直各
部门要研究制定具体详细的活动方案，充分整合资，注重点
面结合，覆盖关爱群体、突出活动实效，让传统化与时代精
神紧密结合，形成社会和谐、敬老爱老的明风尚。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新闻媒体要发挥各自优势，通
过开辟专栏、专版，制作专题节目、公益广告，采用消息、
图片、特写、综述等多种形式，图并茂、生动活泼地做好宣
传报道，扩大宣传效果，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活动结束后，要及时总结上报本单位组织开展活动情况（总
结、照片、信息等），并于10月26日前以电子本形式报xx市
明办。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xx市精神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xx年10月1日

家乡节事活动策划篇九

一、活动主题：

弘扬五四精神，放飞青春理想

二、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加强班级组织建设为基础。通过开
展主题纪念系列活动，回顾共青团的光辉历程，展望新形势
下共青团的发展前景，进一步增强团员青少年的政治意识和
服务意识。

三、活动目的：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为了宣扬“五四”精神，放飞
青春理想，激励广大团员青年自觉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
命，不断创造新的青春业绩，进一步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校
园文化氛围，实现和谐校园、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四、具体安排：

各班团组织要紧密围绕纪念活动的主题，重点做好以下几方
面的工作。

1、举办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99周年图片展(中国共青团
于1922年5月15日成立，1957年5月更名为共青团)。各班团支
都可组织本班级团员及入团积极分子集体观看展出，通过学



习团的知识和团的历史，引导广大团员青年继承和发扬共青
团的光荣传统，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自觉跟党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2、开展“怎样弘扬五四精神”青春感言征集活动。团支部书
记通过向班级团员青少年进行感言征集，关注共青团公众号，
阅读了解公众号内的文章，加强对青少年思想观态和关注热
点的把控，增强团员青少年的自豪感与凝聚力。

3、.团史知识竞赛活动。未来广大青年团员加强对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团情和团史的学习，使团员们对团的发展历史和
有关团的基本知识有较为全面的掌握，从中明白为团员的基
本权利和义务，对团的性质和职能有个较为更深层次的认识，
各班团支书举办该活动加强团员们的素质。

4、在活动举行完成之后，要求各班团支书与宣传委员、组织
委员做好电子版会议记录并且在智慧团建上面上传此次活动。

(注：该活动团总支自行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