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重阳节感受 小学生重阳感受感悟
重阳(优秀8篇)

即兴可以培养我们的表达能力和思维灵活性，是一种锻炼创
造力的好方法。即兴表演中如何处理情绪和情感的表达？以
下是一些即兴艺术作品的精华，让我们一同领略其独特魅力。

重阳节感受篇一

有人医治老人，千金散尽;有人赡养老人，不惜重金。有人信奉
“百善孝为先”;有人恪守“一闯孝义生死关”。有人选择善
待老人，有人选择拒绝赡老。美与丑，善与恶，全在一念之
间，遗臭万年还是流芳百世，系于一瞬。

同学们!普天之下的每一位慈母严父，都值得尊敬，值得爱戴。
当岁月的痕迹悄悄爬上那娇美的容颜，当山一样伟岸挺拔的
腰身渐渐佝偻，当曾经火红的青春悄然离他们远去，他们却
没有丝毫遗憾，没有任何抱怨。他们用那无私的奉献和深沉
的爱心，抚育着我们成长，包容着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平安，
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幸福……我们在人生之路
上取得的点点滴滴的成绩，都包含着慈母严父那沉甸甸的爱!
可是，我们又给与了父母什么?我们的父母一生都在毫无保留
地付出，却从没想过要得到任何回报!在这个重阳节，难道我
们不应该为父母做些什么吗?来吧，用最朴素的方式献给父母
一份孝心;拿起你手中的笔，写几句感恩的话语;举起你的手，
为父母捶两下背、揉几下腰、洗一下脚;拿起你的相机，给父
母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只要我们真心的做了，你就能得到一
笔珍贵的财富!

重阳节感受篇二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农历九月初九日的重阳佳节，活动丰



富，情趣盎然，有登高、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
萸等习俗。下面我就来介绍一种“登高”习俗。在古代，民
间在重阳有登高的风俗，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此
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很多，大多是写重阳
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
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

相传在东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家家有人
丧命，这些百姓受尽了折难。它也夺走了青年恒景的父母，
恒景自己病倒了愈后，他辞别了妻儿，决心出去访仙学艺，
为民除害。他四处访师寻道，最终在一座最古老的山，找到
了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恒景不畏艰险和路途的遥远，终于
找到了那个神奇法力的仙长，从此恒景刻苦练出了非凡的武
艺。一天仙长把恒景叫来说：“明天是九月初九，瘟魔又要
作恶，你本领已经学成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给恒景
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并且密授避邪用法。恒景回到家，
在九月初九的早晨，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
座山上，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中午时分，随
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汝河。突然闻到香和酒气，便戛然止
步，这时恒景手持宝剑几个回合就把瘟魔刺死。后来人们就
把重阳节登高的风俗看作是免灾避祸的活动。双九还是生命
长久、健康长寿的意思，重阳节便被做为老人节。

这使我也有所感受，在这一星期天中，我们老师让为自己的
长辈洗一次脚或洗一次头等。我突然心血来潮，准备，在星
期天给来我家串门的姥姥洗一次脚。

“凡凡，凡凡……”哦，我姥姥来了，我赶忙把姥姥请进屋
里。赶紧把妈妈叫来。趁着妈妈与姥姥交谈这来之不易的机
会，赶忙拿来盆子，倒了一些热水，一摸水，呀，烧死了!我
又倒了一些凉水，哎，又凉了。此刻，想起了“永不气妥”
这个词，顿时提起精神，又倒了一些热水，这会算是差不多
了。我又拿起肥皂和擦脚布。摇摇晃晃的端到姥姥面前
说：“姥姥，马上就要过重阳节了，我今天特意为您洗一次



脚。”姥姥说：“呀，灿灿真的是长大了，懂事了，姥姥为
你感到骄傲啊!”我把姥姥的脚放入水中，泡了一会儿。又用
肥皂把脚周围搓了一遍，在用清水冲洗。连续重复几次，就
差不多ok了!但是，当我摸到姥姥脚跟时，有什么扎了我一下。
我一看，原来是一层厚厚的茧子。我想起姥姥操劳日久，每
天洗衣，做饭。便更加仔细的去洗脚了!洗完后，望着姥姥干
净的脚，喜出望外。姥姥和妈妈都欣慰的笑了!

这一年的重阳节让我过的很充实，很完美!即使在平时，我也
会多多的为长辈做事。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名初中生!

独立金秋，群山绵延，菊花怒放，纸鸢漫天，放飞金色梦想。

在那连绵不绝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一个个流传至今的传
统节日化作无数晶莹的浪花，翻滚而来，其中李东阳的一句
“万古干坤此江水，百年风日几重阳”见证了重阳佳节在人
们心中的地位。众所周知，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
又称“老人节”。因为古老的《易经》中把 “六”定为阴数，
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
叫重阳，也叫重九。

从古至今，重阳节在人们心中早已生根。孟浩然的“何当载
酒来，共醉重阳节”的豪爽，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
插茱萸少一人”的思念，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的哀伤，如此名篇数不胜数。今天，我们吃重
阳糕，登最高峰，赏菊花，放纸鸢，敬老人，献爱心，体现
了一代又一代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接力。

在那金色的秋日里，天高气爽，万里无云，人们结伴而行，
攀登生命高峰。一步步的艰难攀行，一次次的勇往直前，重
阳节给了亿万炎黄子孙一次展现自我的机会。立于山顶，俯
瞰脚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金色的果实是农人一年
劳作的汗水结晶，金色的落叶装点了群山大地，诠释了“落
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无上的人生价值。瞧，



远处的孩子们正在放飞他们“亲手制作”的纸鸢。五彩缤纷
的纸鸢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这是孩子们金色的笑
脸，金色的理想，金色的心。

金色的秋风带来丝丝凉意，凌霜不屈的菊花也在悄悄的绽放。
重阳又称菊花节，而菊花又称九花。赏菊也就成了重阳节俗
的组成部分。菊花是寒秋之魂，自古以来被看作中华民族精
神的象征，它与梅、兰、竹并称为“四君子”。唐代诗人元
稹的《菊花》一诗“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
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就精辟地道出菊花神韵
清奇的特点。菊花有的.形神一体，风流潇洒;有的群芳簇拥，
体态婆娑;有的玲珑俊秀，生动传奇。重阳节给我们的不仅是
视觉上的欣赏，还是精神上的升华。“宁可枝头抱香死，何
曾吹落北风中”，吟出了南宋诗人郑思肖对菊花那种坚持正
义、矢志不渝精神的赞美之情。菊花还是长寿的象征，让我
们在这重阳佳节里向长者们献上金色的菊花，道出自己金色
的祝愿。

金色的秋天也给老人们带来了长寿与活力。每逢重阳佳节，
敬老院里人流如潮，热闹非凡，我也有幸能身临其境。那天
清晨，往常静谧的小巷一改常态，脚步声、欢笑声在院子里
荡漾起伏。原来是重阳佳节热心的人们都来看望这些孤寡老
人，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我也赶去四宜糕团店买重阳糕以
赠老人。门口大红的灯笼，里面朱红的雕梁画栋，张显这节
日的喜气，这是老人们的金色假日。提着糕团，我快步走到
敬老院，里面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带着自己最真挚的祝福，与老人们共度佳节。我急忙献上热
乎乎的重阳糕，软软的甜糕是爱的传递。老人们那些饱经风
霜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正如窗台上那株迎风怒放的黄
菊。

金色的重阳，带给我们金色的希望，奋斗的汗水，浇灌祖国
壮丽的河山。让我们将爱传递下去，让爱之芳香沁满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



每当秋高气爽、菊花飘香的时节，中国人又一次迎来了一个
特殊的节日——重阳节。重阳节是在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举
办，那时的老奶奶们在县村里跳舞、唱歌为自己过重阳。九
九重阳正赶上丰富多彩的秋季，它也染上了秋天的五彩和美
丽。“九”包蕴着长久，吉利，祝福老人们延年益寿，健康。
“九”代表着中华人民的喜悦、兴奋。

重阳节的种种风俗习惯，不辜负这大好光景，增添了这个秋
天的快乐，有多少人画上了这个秋天的快乐，为多少人画上
了一丝微笑，它看不见，摸不着，要发自内心去感受。重阳
节它又可以称为茱萸节、菊花节，甚至“野餐节”。秋天是
野游的好季节，可到郊外去“采青”啊，登山啊，或者再搞
搞对身体有益的活动，这是对身体非常好的哦。我国已经把
九九重阳节定为老年人的节日。同学们，九月初九时，你为
爷爷奶奶做了什么，怎样让他们过得难忘，快乐呢?听听我的
亲身经历吧。

又一次九月初九了，天上、屋顶上......到处是秋天的身影，
大地都披上了一层厚而蓬松的金沙，金灿灿的，亮晶晶的。
我看了看日历，原来今天是九月初九，九九是重阳节呀.我想
了好一会儿，正当心情烦躁时，我随手拿了一张报纸，看见了
“重阳节”这三个字，喜出望外，认真地阅读起报纸来，报
上清楚地写着每当重阳节时，做孙子孙女的应该陪自己的爷
爷奶奶出去到郊外散散心，吃吃糕点，看看菊花，这就是最
好的礼物，体验这个秋天带来的幸福。看了这张报纸，我的
心里有了小算盘。

我走到奶奶跟前，想考考奶奶的记性就笑着说：“奶奶，你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奶奶疑惑地说：“哦......
哦......哦，是你的生日吧?”“不是，不是，我生日早过了
好几个月了。”奶奶又思索起来，“难道今天是国庆
节?”“更不是了，今天是重阳节，是你们的节日。”奶奶恍
然大悟，笑了。我又继续说：“我陪奶奶到郊外去吧!”我搀
着奶奶走了。我和奶奶一边谈，一边走，走得更远了。我们



看着清澈池水，饱览壮丽山色，顿时感觉神清气爽。我陪着
奶奶不知不觉度过了一天可爱的重阳节。

天暗下来了，妈妈爸爸回来了，还带了一袋糕点，可真是雪
中送炭啊。正准备给奶奶过老年节。上面缀着各种花纹，有
的是嵌着几棵小草......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津津有
味地尝起了糕点，可好吃了。奶奶笑了，像年轻了五年。一
家人嘴里甜甜蜜蜜，心里更加甜蜜。爽朗的笑声传遍
了......

重阳节感受篇三

“百善孝为先，孝为百行首，夫孝，德之本也”孝顺父母，
尊敬长辈，天经地义。转眼又是一年重阳节，这一天大家都
在纷纷说着孝敬老人的故事。

记得我的学生时期，那时候，我家、学校、姥姥家三点一线，
每天中午放学就回到姥姥家吃饭，每天桌上都摆好了可口的
饭菜等着我们回家，姥姥年轻的时候没有正式的工作，家里
孩子又多，拉扯完大的有拉扯小的，她的一辈子就是在照顾
这一家子人，把整个大家庭照顾的井井有条。渐渐的她老了，
很早就因病瘫痪在床，这么多年，陪伴她、照顾她在侧的又
是我的`母亲，每天给姥姥喂饭、擦洗、翻身、打针是我母亲
照顾她的每日的工作，日复一日从来没有间断过。有句话
叫“言传身教”，已经长大的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只要我
在家就会帮着母亲照顾姥姥，用心学着照顾她，从不会到会，
再到可以独立完成照顾姥姥的生活，里面的艰辛并不是说说
就可以做到的。就这样过了多年，姥姥走了，我也已经成家，
也工作了很多年，可母亲的头上却添了许多白发，渐渐地我
才发现，忙自己的事情越来越来越多，陪伴父母的时间却越
来越少，每次给母亲打电话她都能跟我聊上好久，好像不愿
意放下电话听不到我陪她说话，这才知道她们老了，原来她
们要的或许并不多，并不求回报。



都说“子欲养而亲不待”，虽然我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
工作，我也会抽个时间给他们打打电话，回家给他们做上几
顿饭，陪他们聊聊天，让他们不会感到孤独。看着我的姥姥、
我的母亲就知道所有老人的辛苦和不易，所以我们更应该去
孝敬他们，没有他们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养大，哪有我们现在
这么美好的生活。

我觉得敬老更应该是一种传承，如今的我也快要成为母亲，
我看着我的母亲照顾她的母亲感受到了敬老爱老的传承，我
也要言传身教让我的孩子感受到这种传承。

这是我对重阳节敬老的感触，也希望人们可以在忙碌的生活
和工作中能够抽出时间来陪陪老人，不要让等待成为一种遗
憾。

重阳节感受篇四

一年级重阳节作文：重阳节的感悟

今天是重阳节，我和

奶奶说：重阳节又名“敬老节”，现在国家富强了，

我点了点头。尊敬老人，和谐生活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啊!

通过上面这篇一年级重阳节作文，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简
单句也可以写出好文章。

重阳节感受篇五

金色的秋风带来丝丝凉意，凌霜不屈的菊花也在悄悄的绽放。
重阳又称菊花节，而菊花又称九花。赏菊也就成了重阳节俗



的组成部分。菊花是寒秋之魂，自古以来被看作中华民族精
神的象征，它与梅、兰、竹并称为“四君子”。唐代诗人元
稹的《菊花》一诗“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
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就精辟地道出菊花神韵
清奇的特点。菊花有的形神一体，风流潇洒；有的群芳簇拥，
体态婆娑；有的玲珑俊秀，生动传奇。重阳节给我们的不仅
是视觉上的'欣赏，还是精神上的升华。“宁可枝头抱香死，
何曾吹落北风中”，吟出了南宋诗人郑思肖对菊花那种坚持
正义、矢志不渝精神的赞美之情。菊花还是长寿的象征，让
我们在这重阳佳节里向长者们献上金色的菊花，道出自己金
色的祝愿。

金色的秋天也给老人们带来了长寿与活力。每逢重阳佳节，
敬老院里人流如潮，热闹非凡，我也有幸能身临其境。那天
清晨，往常静谧的小巷一改常态，脚步声、欢笑声在院子里
荡漾起伏。原来是重阳佳节热心的人们都来看望这些孤寡老
人，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我也赶去四宜糕团店买重阳糕以
赠老人。门口大红的灯笼，里面朱红的雕梁画栋，张显这节
日的喜气，这是老人们的金色假日。提着糕团，我快步走到
敬老院，里面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带着自己最真挚的祝福，与老人们共度佳节。我急忙献上热
乎乎的重阳糕，软软的甜糕是爱的传递。老人们那些饱经风
霜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正如窗台上那株迎风怒放的黄
菊。

金色的重阳，带给我们金色的希望，奋斗的汗水，浇灌祖国
壮丽的河山。让我们将爱传递下去，让爱之芳香沁满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

重阳节感受篇六

重阳节感受作文范文：感悟重阳（800字）



金黄的枯叶离开了树梢，在空中如蝴蝶样飞舞，最后以悠柔
的弧度悄无声息地降落在地上，一片片的金黄，为冷寂的街
道作了最美的点缀，渐渐的，秋的韵味浓了起来。秋天，来
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枫叶正红时，又是重阳佳节到。我登上
了故乡的山。往日，崎岖的乱石小路，如今还十分亲切，路
旁的景物依旧，只是觉得更添了一份愁绪，因为，睹物思人，
而物事人非。是的，重阳节，难免让人回想起过往的人，过
往的事，过往的一切，更难免让人触景伤情。不经意间，我
又想起了我那已故的，亲爱的大伯。往日与大伯的欢声笑语，
又在我难中浮现，让我对他的思念，在秋风中更加浓烈。

去年的重阳节，过去了不久但又似乎很漫长。那时，大伯还
在我们身边。他是一个很活泼可爱的老人，因为他有一颗常
青的新，又宽厚的胸怀。他的笑，是那么的爽朗，清澈又慈
祥，不禁让我想起“绝类弥勒”。他的一切，都感染着身边
的日呢。

可是，生老病死——这一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终究让大伯
从此成为过去，只给我们留下似枫叶般的片片回忆，簌簌的
落下，沉甸甸的压在我们心头。那爽朗的笑容从此定格了。
那一刻，我似乎长大了，明白到人世的悲欢离合，明白到何
谓亲情，明白到在世的我们应该珍惜这一切。

如今的重阳节，我站在山上，习习秋风，

夹杂着思念，吹乱了我的思绪，古往今来，人们都喜欢悲秋，
又值重阳，我终于明白，这“悲”从何而来。“遥知兄弟登
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此时此刻，我反复咀嚼这句诗的
韵味，尝到“少一人”中包含的那份沉甸甸的思念，其中有
对现实的无奈和对过往的追忆。我于这迷离的秋色中，试图
寻找昨日那一幕幕珍贵的画面，不知不觉，太阳已滑到了山
间，像一个泛黄的大石榴。



重阳节感受篇七

幸福是一只淘气的小鸟，当你苦苦地寻觅或守望她时，殊不
知她就悄悄栖落在你肩头，只是由于你的左顾右盼而忽视了
她的存在。

人们往往过分追逐未知的漂渺的幸福，而对波澜不惊的平谈
生活中的幸福视而不见。我们一直在追赶幸福，可为什么不
好好享受现有的幸福呢？不懂得满足，是永远不会品尝到幸
福的甘甜的。汽车上年轻的母亲逗引着怀里的小宝宝，宝宝
咿咿呀呀回应着妈妈，母子俩让整个车厢都弥漫起幸福的空
气；公园里，一对耄耋老人默默地沿河散步，他们互相搀扶
着，言语此时已失去了功效，也许他们就是这样相互扶持着
走过了漫长的人生，不悔地实践着当初“执子之手，与子携
老”的诺言。这又是何等质朴而动人的幸福！

幸福是一件绝对崇高剔透的东西，它买不来，抢不到。披金
戴银不是幸福，纸醉金迷不是幸福，高官厚禄不是幸福，幸
福容不得半点世俗的灰尘。幸福决不是欲望满足的附属品。
幸福是内心深处的'一坛陈酒，由里及表，向周身蔓延出浓郁
香味，幸福是心灵方舟停靠时的踏实感、归属感和愉悦感。
幸福是蒙娜丽莎深远而神秘的微笑。

其实，感悟幸福也是一种幸福，当幸福经过你身旁，握她在
手，携她同行，度过一段快乐的旅程，享受一份可贵的生活
馈赠。

感谢生活，感谢生命吧，用你的心感悟幸福，你会发现幸福
真的不是远在云端的飞鸟，她就跳跃在你身旁，你甚至可以
一数她身上的翎毛，只要用心，用心去感悟。



重阳节感受篇八

“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无限好，最美不过
夕阳红”。10月16日我们迎来了“重阳节”。重阳节是弘扬
中华民族敬老爱老优良传统的节日。为了使学生更加深刻地
理解并继承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美德，体会长辈们最无私
的拳拳之心，在重阳节来临之际，我校根据县教育局通知精
神，在全校广泛开展了“我们的节日·重阳节”主题教育活
动和重阳节感恩活动，学校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1、10月11日，学校举行了以重阳敬老为主题的升旗仪式。

升旗仪式上，副校长张小平向全体学生围绕“孝满天下，爱
在重阳”的主题，向全校师生讲述了中华传统节日重阳节的
由来、风俗以及在重阳节弘扬尊老美德的重要意义。鼓励全
校师生要以一种体贴包容的心态，以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
从身边小事做起，发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中华传统
美德!宣读了《柿沟中学“我们的节日·重阳节”主题教育活
动实施方案》并向全校师生发出尊老爱老倡议。

2、10月12日下午第三节，各教室召开了一次“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的主题班会，通过班会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
收集关于重阳节的相关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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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月13日七、八年级每个学生制作一张感恩卡，送给家里
的长辈，力求把感恩传播到家庭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4、10月14日，以班为单位，举行中华经典诗词诵读比赛。

组织师生诵读国学经典诗词，吟诵有关重阳节的诗词和历代
尊老爱老经典诗篇，引导学生感受传统“孝”文化的魅力，
让学生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汲取精神营养，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5、实践感恩行动:10月16日在重阳节这天为老人送上一声亲
切的问候、道一句美好的祝福，感谢父母、长辈的真心付出、
无私关爱，并祝他们身体健康。给长辈写一封感恩信，抒发
自己对他们的爱。为他们献上一支歌;递上一杯热茶;为他们
盛饭洗碗或洗一次脚。给长辈送去一份自制的小礼物:做一张
敬老贺卡或画一张敬老图画，写上祝福的话。

6、每位同学写一则“感恩”日记，记录“尊老敬老活动周”
活动的实际过程和感受，和自己要感谢的人和物。以形式多
样且内容丰富的活动践行爱老敬老行动。每个教室通过各种
各样的形式，富有特色的节目，丰富多彩的活动，对父母以
及老人献上了真挚的祝福。

这次活动大家不仅奉献了爱心，懂得了人要懂得感恩，也学
会了关爱自己的家人，珍惜身边的美好生活!我们相信，学生
的爱老敬老情体现在生活的点滴，我们的主题教育活动与师
生的实践行动时刻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