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秋节感悟体会(实用7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感悟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
苦恼吧。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秋节感悟体会篇一

"八月十五月儿明呀……"每当中秋节来临之际，我就情不自
禁地想起儿时最喜欢唱的这首歌。今年中秋节的夜晚，我们
全家一起到玄武湖赏月。只见一座玉盘挂在天空，格外耀眼;
圆圆的月亮倒映在碧波湖水里，月水镶嵌，浑然一体;抬眼远
望，数座不知名的小山丘托起一轮明月，仿佛众星捧月，又
好似鹤立鸡群。

看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唐代刘禹锡的《望洞庭》诗的'最后两
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这首诗用在这里，
把圆月比作青螺，把山丘喻成白银盘，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回家的路上，耳边不时传来琅琅笑声，团圆的日子总是让人
笑逐颜开的。在家里，全家人围坐在桌边，一边吃着香喷喷
的月饼，一边说笑着赏月的感受体会，一边回忆着成长经历
的美好时光，整个屋子浸染着"圆"的亲情和"爱"的温馨，让
我一直记忆犹新。"圆"是中秋节最核心的要素，如果我们把
这一天的"圆"拓展到365天的每一天里，那么，和谐社会就向
我们走来了。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中秋节感悟体会篇二

今天是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街上买月饼的人熙熙攘
攘，说明人们很重视这个节日。因为这是个幸福团圆的节日。



我和妈妈来到商场，货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月饼更
品种繁多：有香甜的哈蜜瓜馅的，有甜甜的草莓馅的，还有
五仁馅的……五仁馅里有花生，芝麻等食物混合在一起，蕴
含着团圆的意思。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满足不同层次的人
们的需求。这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商品的需求也
不同了。我和妈妈也挑选自己喜欢的月饼带回家。

家里，电视正在播放十小时直播节目——“万家邀明月，一
起过中秋”。节目里一个个精彩的表演，烘托出了中秋节的
热闹气氛。听着一首首相思的'歌曲，让我想起了海峡对岸的
同胞。她们也在过中秋节，真希望海峡对岸的同胞能早日回
归祖国的怀抱。

中秋节感悟体会篇三

秋深深，月圆圆，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年一度的传统佳
节——中秋节已经来临！奉节永安镇夔州大道山河段好几十
棵金桂飘香，银桂荡蕊，夔州诗城景美花好月圆。在这羊年
美好的中秋节日里，又正逢双休日，晚上8：00，不少的人们
坐在电脑或电视机前观中央电视台在四川绵阳现场直播的中
秋赏月音乐会的节目。人们边看节目，边吃月饼、或在手机
上走亲访友——发短信，诵祝福……无论什么形式，都寄托
着善良人们对明天美好温馨生活的无限憧憬与祝愿。众所周
知，中秋是中华民众的瑰宝之一，中秋有着中华民族几千年
深厚的文化底蕴。中秋最美是亲情，每逢这个时节来临，老
中青幼几代人都用不同方式无声或有声，倾诉说着人们同一
个心声：亲情最宝贵。中秋最美是思念，月亮最圆最亮丽。
然而，美不过思念，你瞧，月亮高悬天空，但高不过人们对
未在身边的亲人的想念。中秋圆月，会把我们的目光和思念
传递给我们想念的人和我们牵挂的人，祝亲人们每一天每一
年，无忧无愁，幸福到永远！中秋最美是感恩！无须多言，
给父母一个看望，给亲友一个短信祝福，给来访者递上一杯
清茶，送上一块月饼，这是我们给予长辈或亲朋好友最好的
回馈。感谢父母给予我们的生命，感谢长辈给予我们多年的



关爱与培养。我们不要忘记教育子女对社会，对长辈心怀感
恩之情，我们才会知足并永远拥有快乐，拥有幸福！

中秋节，我们对长辈要心怀感恩！并以此短文感恩曾经无私
帮助过我们的人。

中秋节感悟体会篇四

今天晚上是中秋佳期节，我和家人早早地坐到外面，开始欣
赏那如诗如画的月亮。

爸爸在月色下给我讲起了从前中秋佳节的样子。

在以前的中秋佳节里，很多户人都拿不起钱来买月饼，只好
到邻居家玩玩，看看能不能得到邻居家的月饼吃。幸运的话，
讨到了一块月饼吃，也要用小刀分成八块，一个人吃一小块，
而且都是里面只有一点糖的，那时是多么物资紧缺呀!甚至还
有一些“狠心”的婆婆，不给自已的孙子吃呢!

没等我细细体会，外公又说了一句：“那时候的中秋佳节在
有些地方，则是把水果、花生和几块月饼放在一起，叫几个
邻居过来一起吃。”

我呆呆地望着爸爸和外公，开始体会爸爸和外公那意味深长
的'话--要珍惜现在的月饼，来之不易呀!

那天晚上，我过了一个受益匪浅的中秋佳期节。

中秋节感悟体会篇五

八月中秋，点缀着秋天，使秋天更具有魅力。在院子里，泡
一壶好茶，在欢乐的气氛里和亲朋好友一齐肆无忌惮得聊天，
这就是故乡八月中秋最美的时候了。



一年的中秋总在国庆节前后，这可乐坏了我们这些小孩，因
为学校通常会来一个特长假，那样我们就能够尽情地玩了。
大人们也很高兴，因为能够跟家人好好团聚一下。所以，气
氛在不知不觉中融洽起来。

中秋前，人们就开始忙了，为小孩买衣服，为祭祀祖宗而准
备，为赏月买月饼、鞭炮，等等，都有。在家乡，人们不会
去买精装的月饼，通常是在一些附近的面包店里买自我乡人
做的月饼，没有装饰得很漂亮，却实惠，2元一块，里面还有
鸡蛋。想起自我更小的时侯，吃月饼时，经常为鸡蛋的大小
而和姐姐争吵，就觉得很好笑。最终通常被爸妈骂过之后，
不欢而散。

到了中秋那天，家乡在前几天所积蓄的热闹才爆发出来。早
上，我们小孩子们就穿着新衣服满大街乱跑，早餐也没有吃
多少，因为中午要祭祀祖宗，所以留着肚子去吃大餐。父母
在这天不会管我们，我们只管玩，玩累了回家还有好东西吃，
在平时是没有这么好的。

在祭祀祖宗之后就将祖宗炉搬掉，然后开始吃祭祀的东西了，
意思是祖宗想吃，家人再吃，表现出对祖宗的尊敬。吃完后，
大人们收拾碗筷就会去准备晚上拜月亮和赏月的事情。大约
在晚上七点半的时候，人们就在街道上摆起了自家的桌子，
然后把月饼和一些食物放在桌子上，开始拜月亮。

整个街道很热闹，大人小孩都很高兴。这时，我们会到村里
的其他地方看看，或者去放鞭炮。在逛完回来的时候，大人
们正好拜完了，我们就开始大吃特吃，水果啊，月饼啊，饮
料啊，疯狂地吃，反正没有人怪我们。

在院子里，大人们把茶具拿出来，开始泡工夫茶，并且在桌
子上摆着月饼，和我们一齐享受。我们吃着月饼，在院子里
欢乐地奔跑着，游戏着，累了就喝茶，吃月饼。大人们就谈
天说地，聊家常，气氛十分好。



大人们一般会聊到很晚，而我们小孩子则早早的做着美梦去
了。

中秋节感悟体会篇六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够和大家欢聚一堂，也很高兴能够有
机会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优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
秋佳节。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在这些古往今
来的文人墨客留给我们的诗句里，我们无疑可以看出我国人
民对中秋佳节的足够重视，以及大家在中秋佳节所抒发的关于
“月亮”的情怀。如果不是因为中秋佳节需要与家人团聚，
又如何会有那些“倍思亲”的后话呢如果不是因为月亮的阴
晴圆缺，诗人们如何会想到自己与月亮也能成为朋友呢这一
切的诗文，无不透露着我国的文人墨客对中秋佳节所产生的
情感是抒发不尽的。

关于中秋节，我们自古还流传着许多的美丽传说，其中“嫦
娥奔月”就是中秋之夜给人们的无尽遐想，不仅有嫦娥，还
有玉兔，这些都是我国人民对中秋节的浪漫点缀，千百年来
流传在我们整个中华之中。在月圆之夜，和家人在院子里，
切一盘月饼，一边赏月一边听老人们讲起这些中秋节相关的
美丽传说，感受到我国文化美好的孩子们也会更加珍惜我们
的传统佳节以及传统文化。也正是因为前辈们对中秋节的重
视，我们才有机会让我们的后辈延续我们这美丽的中秋佳节，
继而每年都在一种节日的仪式中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

我家算是诗书世家，家里的老人会特别注重这些传统节日的
传承。每到中秋节快要来临之际，我爷爷就会把我们召集起
来给我们讲古往今来的中秋佳节，讲文人墨客们在中秋佳节
留下的典故，讲他年轻时候家里过中秋节的故事。爷爷还会



安排中秋节的活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让每一个
人都心里惦念着中秋佳节的到来。直到中秋佳节真正到来的
时候，我们家就会热闹非凡，除了自家人，还有爷爷的学生
以及朋友。爷爷十年如一的做着中秋节的活动，不为别的，
只为把中秋节在他还在世的时候，更好地传承下去，让我们
这些年轻人精神上有所寄托，生活上有所憧憬，也让我们未
来的时代里仍然存留着我们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结束了，谢谢大家！

中秋节感悟体会篇七

一片片落叶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哺育自己多年的大树的怀抱，
那里有他童年的回忆，有着和他朝夕相处的好伙伴……月亮
很圆，月光寒冷清澈，慢慢将手一点点伸出，闭上眼，去感
受月亮的光芒。

月亮本身就是一首诗，寄托乡思，寄托亲情；月亮本身就是
一幅画，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人们只希望自己思念的人健康长寿，虽远隔千里，却
可以共赏同一轮皎洁的明月。

月亮似玉盘，镶嵌在蓝黑的夜幕中。一束束月光穿过云层，
映到又圆又甜的月饼里，流出一丝丝浓浓的亲情。在这个中
秋之夜，我们的家庭也是温馨的，当然，月亮也在这夜晚，
放射出温柔的光芒。

每到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我总是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件事。那
时，妈妈经常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我听了很多遍，可就
是听不烦。只要是关于月亮上的故事我都就觉得新奇，难道
月亮上，也能住人？希望有一天我也能飞上天去，飞到月球
上与嫦娥一起玩，一起看月亮的伙伴，也是嫦娥的伙伴——
星星，一起抱抱嫦娥姐姐的小宠物——可爱、洁白的玉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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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饼和灯笼。当然，圆月当
空的节日，也是人们团圆的大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