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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制定一般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讨论和广泛征求意
见。决议的制定可以借鉴过去的经验和现有的知识。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决议的范文，供大家参考。

以中秋团圆为话题篇一

中秋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也是家庭团聚的时刻。在幼
儿园这个大家庭中，我们也庆祝了这个特别的节日。在这次
的中秋团圆活动中，我和孩子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收
获了些许的体会和感悟。

第二段：节日背景介绍

首先，我向孩子们介绍了中秋节的由来和传统习俗。我们共
同制作了月饼、灯笼、剪纸等，孩子们开心地展示自己的作
品。在活动中，我通过讲故事、演唱歌曲等形式激发了孩子
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第三段：团圆感受分享

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孩子们有了家长的陪伴，心情愉
悦，充满了幸福感。在活动中，我们也鼓励孩子们更多地与
父母沟通交流感情，拉近亲子关系。这也是我们培养孩子健
康心态和良好品质的重要方式。

第四段：活动反思

团圆虽然重要，但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要注意防止一些弊端
的出现。例如，在我们的活动中，我们强调了小朋友独立完
成作品的重要性，让家长不要过度干预。这样的做法有利于



孩子们的成长，也有助于增强孩子们的自信心。

第五段：总结

总体而言，这次中秋团圆活动，对孩子们的成长和教育都产
生了积极的作用。通过活动，我们让孩子们对传统文化有了
更深层次的认识，同时也让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更加关注孩子
们的成长和教育。我们相信，在这个大家庭中，孩子们会一
步步成长为具有优秀品质的公民，并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以中秋团圆为话题篇二

万物在这浓浓思乡情中变得颇美好起来了。

美好·赏月

凉风轻拂我的脸庞，令我心旷神怡。静悄悄的夜晚，好像只
为了衬托那银盘似的月亮——十五的满月而成，墨色的天幕
上，只有一轮明月和几朵悠闲的云。她在云层里时隐时现，
宛如披着银灰色轻纱的仙女翩翩起舞。皎洁的月光洒向大地，
把这世界装点得好似梦中一样。月光照在了我的躺椅上，魔
术师一般，把躺椅变成银子做的了。

美好·看花

八月，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小区里到处是桂花香，淡淡的，
沁人心脾的，值得人久久回味一番。最近楼下散步的人多了，
似乎都是冲着桂花来的。大人们兜着圈锻炼，路过桂花树总
要停一下，闭上眼，闻一闻桂花香；男孩子们两三个一棵桂
花树，使劲摇拽，桂花便像雨一样纷纷飘落，他们对视良久，
再指着对方的头发、衣裤哈哈大笑；女孩子们拎着纸篮子或
小桶，一点一点采摘桂花；老人们则靠在桂花树旁的长椅上
闭目养神，感受桂花带来的清香，嘴角漾起一丝微笑。



美好·吃月饼

过中秋怎么能不吃月饼？外婆召集全家一起吃月饼盛宴。我
一进门，就闻到了香喷喷的月饼，抓起一个便是往下咬。真
好吃，还是我最喜欢的蛋黄馅儿！表弟一手拿着椰蓉月饼，
一手向盘子里的冰皮月饼“进攻”，嘴里还含着红豆月饼。
一边没牙的阿太吃着软软的月饼，边吃边笑得合不拢嘴，可
能是为一下子见到那么多亲人而高兴吧。小小的月饼，美味
中蕴含着幸福、团圆的味道。好一个快乐的“月饼节”！

此时，微风轻许，在阵阵桂花香中，我希望无论离故乡有多
么遥远的地方工作的人们，都能在中秋这一天回到家与家人
们团聚，一起品尝团团月饼带来的幸福味道。

以中秋团圆为话题篇三

血浓于水，亲人是我们最重要的人。亲情如冬日里的暖阳，
如酷暑中的凉风，亲人总是给予我们鼓励，让我们更快乐地
成长。

前不久刚过的中秋节使我对亲人和亲情有了新的认识，新的
定义，也让我颇有感触。

清楚地记得去年的中秋节是和同学一起度过的，去年的中秋
节相比以往的中秋节多了许多欢声笑语，但由于今年的中秋
节恰逢爷爷的生日，我便在家中度过了。

下午五点时分，太阳还没有落山，家里厨房的饭菜香味便窜
出来在房子里翩翩起舞，外婆和奶奶正在张罗着晚饭，外公
和爷爷都拿出了压箱底的好酒，而爸爸妈妈则在准备水果，
大家都在愉快地为这团圆饭做着准备。终于，大功告成，大
家围着饭桌陆续坐下，除了可口的菜肴和必不可少的嘘寒问
暖，还有酒杯碰撞的声音，好似交响曲一般庆祝着这让人温
暖的中秋节，这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



晚饭过后，太阳已经消失在眼前，我们到了姑姑家的院子里
赏月，大人们互相谈常。而小孩子们则提着唱着童谣的灯笼
活蹦乱跳。一样的是，大家都沉浸在欢声笑语中，行走在亲
情的海洋中，喜悦浸透着我们。

每到中秋节，如鸟投林回到家里过节的人越来越少，出去和
朋友一同度过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永远不要忘了，在家中张
罗等候着的家人。

对我来说，去年的中秋节饱含欢乐，但今年的中秋节却更有
意义，和家人在一起的感觉是纸笔间所不能描述的，它是人
性最真实的美丽。

以中秋团圆为话题篇四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大文豪苏东坡关于中秋
节的著名诗句。今天又是中秋节，我们杨家要共聚一堂来一
场中秋团圆宴。

晚上，我们如约来到饭店。进入朋天阁，屋子很大，十分宽
敞，到处富丽堂皇，一派古色古香的中式韵味。不一会儿，
人到齐了。我第一个举手发言：“今天又是中秋佳节，我祝
长辈们身体健康，祝小朋友们学业进步！”说话时，第一道
菜已经上桌了。于是，我们全家举杯共庆今天的团圆。

我最爱吃香嫩的鸡翅，只见十个鸡翅在盘中围成一圈，从空
中看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朵，象征着花好月圆。鸡翅呈金黄色，
吃起来鲜美无比。我还喜欢吃烤鸭。一个圆形的托盘里盛着
三种不同的鸭肉，外焦里嫩，看起来就让人垂涎三尺，再加
上白绿黑三色的春饼和五颜六色的调料，真是一种视觉的享
受。我拿起一张绿饼，再夹起一块烤鸭蘸一下酱料放进饼中，
又选了黄瓜、萝卜一起卷在饼里，咬一口，真是够味啊！后
来，悦悦堂姐负责卷烤鸭，我呢，则承担起分发的“重任”。
一家人都夸我们俩长大了，有姐姐的样子，我和悦悦姐听了



都美滋滋的。

回家的路上，夜空中云彩半遮月亮，一路跟着我们走，让我
感到一种清新朦胧的美好。我想，一会儿到家一定要把今晚
团圆的欢乐记录下来！

以中秋团圆为话题篇五

月十五的夜，显得格外寂静。

夜空中，只有一轮圆月，没有群星闪烁，那惨白的月光给大
地又增添了几分凄凉。

这样的景象，谁不会想起自己的家人呢?

相信嫦娥仙子，也会在幽静的月宫中，想着后羿哥哥吧!

这满月，带着团圆的美好意义，像洁白的圆盘，像无暇的美
玉，像碧绿的翡翠，静静地挂在宁静地夜空上。

我陶醉了……

时间老人啊!请你走慢点儿吧!让这皎洁地月亮，多陪我一会
儿吧!

亲情，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感情了，是天空中这轮圆月，给了
它们团聚的机会呀!

亲人们在这一天里，一块赏月，听泉，吃月饼，欢聚一堂，
也都是这轮满月赋予的权利呀!

想到这，对这轮满月的敬意，不禁油然而生，而满月似乎害
羞了，羞答答的跑进云雾里去了。



泉，在这一天里，似乎也对我们特别照顾，为了让亲情更加
圆满，趵突泉喷涌地更欢了，一下子突破了30米大关，在电
视机屏幕上，她是那么有活力，水花四溅，那水声，像飞流
直下的瀑布一样!

月，请你在夜空中多待一会儿吧!泉，请你更欢快一些儿吧!
让人们的亲情更圆满一些吧!

我相信，大自然的赏赐，就是中秋节的满月和泉吧!

以中秋团圆为话题篇六

——题记

每年的农历十五是我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因处于秋天的中
旬，故得此名。此时天上的明月，犹如玉盘一般圆，所以
有“中秋月正圆”的美称。我国民间把圆当作团圆的象征，
把中秋节看作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所以把中秋节也称为“团
圆节”。

中秋虽有团圆节之称，可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得以与家人团聚。
古往今来，多少游子在此佳节却漂泊异地，只能在异地思念
自己的家乡，思念家中的亲人。

中秋节的思念，又体现为“月下思”。古往今来那么多怀人、
思乡、望故国的中秋诗词，都是在月亮底下完成的--比如苏
轼就把他中秋诗词的首句思念寄托给了月亮，说“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豪情如李白，也被月亮唤起了思乡之情，
说“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宋朝的苏轼因为不能和家人团圆，心情无比苦闷，于中秋佳
节深夜独饮，酩酊大醉之际写下名篇《水调歌头》。“丙辰
中秋，欢饮达旦，大醉而作此篇，兼怀子由”这种心情仍然
是充满淡淡的愁绪。



随着近年来海外留学、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也因为车票
难买、路途遥远、工作繁等多种原因已不知有多少家庭没能
在中秋这一天吃过团圆饭了。

曾看到有人这样说，在这中秋佳节分为两类人，一种是回家
的人，另一种是回不了家的人。回的了家得以与家人团圆是
一种幸福，而许多漂泊他乡、无法回家与家人团圆的游子，
往往会选择邮寄给父母各色的礼品。却忽略了父母需要的并
不是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而只是简单的问候和关心。

愿花常开，月常圆，人常在……

以中秋团圆为话题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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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恐琼楼玉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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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共蝉娟。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次 于春
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八月十五恰在秋季的中间，故谓 之
中秋节。我国古历法把处在秋季中间的八月， 称谓“仲秋”，
所以中秋节又叫“仲秋节”。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 此，
又称八月十五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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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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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祭月赏月是节日 的重要习俗。古代



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 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
到了后 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 欢娱。
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 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
的`诗句，宋代、明代、 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
具规模。 我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 月
亭”、“望月楼”的古迹。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 间
为皇家祭月修造的。 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将
月饼、石榴、枣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 后，全家人围桌
而坐，边吃边谈，共赏明月。现在，祭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
盛 大、多彩多姿的群众赏月游乐活动所替代。 吃月饼是节
日的另一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月饼的制作从唐代以后越
来越考 究。苏东坡有诗写道：“小饼如嚼 月，中 有酥和
饴”，清朝杨光辅写道：“月饼饱 装桃肉馅，雪糕甜砌蔗糖
霜”。看来当时 的月饼和现在已颇为相 近了。

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
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
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
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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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情画意的一个节日。有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这一
份思念当然会更深切，尤其是一轮明月高高挂的时刻。中秋
之所以是中秋，是因为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是在三秋制中。
这一天天上的圆月分外明亮特别的大特别的圆，所以这一天
也被视为撮合姻缘的大好日子。

中秋节原是丰收的节日。在中国农业社会，农民在丰收的季
节里，总是大事庆祝一番。这个节日之所以成为佳节也
和“嫦娥奔月”这个美丽的神话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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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说，小孩子不可以用手指指月亮，
要不然会被割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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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圆当
空的节日，是人们团圆的大好日子。

以中秋团圆为话题篇八

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最
初“祭月节”的节期是在干支历二十四节气“秋分”这天。
那么，过完中秋节这天你会怎么写中秋节的日记呢？你是否
在找正准备撰写“中秋团圆日记最新”，下面小编收集了相
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今天是我盼望已久的日子----中秋节，因为晚上就可以边赏
月边吃月饼。可惜今天的天气很令我失望，一直下着蒙蒙细
雨，估计晚上是看不见月亮了。但是我的心情还是很舒畅，
因为我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了。

我们踏出家门，走在大街上，我蹦蹦跳跳的，还跟爸爸妈妈
说说笑笑。忽然，我们停下了脚步，因为我们看见一位可怜
的老爷爷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手里拿着硬硬的干馒头，前
面放着一个破旧的小碗，衣服薄薄的，很破旧，上面还打着
许多补丁。我的心也打了个冷颤。我和妈妈对视了一下，我
还没开口，妈妈已经从包里拿出一元硬币交给我，我跑回去，
把一元钱轻轻地放入碗中。我看了看老爷爷，老爷爷布满皱
纹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不再像刚才那样高兴了，老爷爷可怜的
样子总是浮现在我眼前。这位老爷爷一定是无家可归，要不
然怎么会在八月十五这样团圆的日子里不和孩子们在一起呢。
我真后悔没带我的零花钱，否则我会多给老爷爷一些钱，妈
妈也抱怨自己没有太多的零钱。

希望家家能吃到香喷喷的月饼，在晚上能观赏圆滚滚的月亮。



我希望老爷爷能“安”个家，也过上与家人团圆的中秋节。

今天是中秋节，一早爸爸就开车去水产市场买螃蟹。今天的
水产市场人异常多，都是来买螃蟹、鱼虾的。因为吃螃蟹是
中秋节的习俗。我和爸爸挑选了十二只母蟹，又买了一些活
虾，就前往奶奶家吃团圆饭。

晚上，我们一大家人围坐在饭桌前，一起吃团圆饭，爷爷还
放了一盘音乐cd，房间充满了优美的音乐声，添加了许多节日
气氛。奶奶端出一盘月饼，大家每人都吃了一块，这叫“咬
月”。

接下来，便摆出了丰富的大餐。首先是一大盘黄橙橙的清蒸
螃蟹，爸爸还陪了醋汁，里面放上切的碎碎的姜末。接着，
又来了一盘泛着红光的大虾，看着就让人垂延欲滴。还有红
烧鱼，卤鸡头，拌海蛰丝，炒鱿鱼……吃饭前，大家都举起
酒杯，互相祝节日快乐。吃饭时，爷爷给我们出了几个小谜
语。其中一个是中秋的月亮，打一句宋词。我首先想到我们
学过的宋词，一下想到苏轼写的《水调歌头》的最后一
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每想到还真的猜对了。
爷爷又出了一个字谜叫“地壳”，打一字，这次我猜错了，
应该是“坡”字，意思是地的皮，真有意思。最后，爷爷出
了一个谜语，“泰戈尔”打一世界名著，这次我是一点也才
不出，谜底是《战争与和平》，爷爷解释说：“泰”谐
音“太”指和平，“戈”是古代的一种战斗兵器，指战争。

夜深了，今天的月亮特别圆，我们全家人坐在阳台上赏月，
真是美好的中秋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一念到这首诗，就想去今
年，我们一大家人中秋团圆的情景。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日，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节也
称团圆节。因为在这一天，大家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中，和家



人一起吃饭，赏月团圆在一起。

今年中秋节，我们全家就回到爷爷奶奶家一起吃团圆饭看中
秋晚会并赏月。

一进家门，奶奶早就准备好了一大桌子的饭菜，等着我们。
桌上有我爱吃的糖醋排骨，也有爸爸爱吃的鱼和妈妈爱吃的
兔丁。吃完饭，我们全家人坐在沙发上看中秋晚会。奶奶端
来月饼让我们吃。

这时，爸爸跑到阳台山，突然喊到：“樊樊，快来看月亮!”
我听到后，立刻跑过去。只见在这深蓝色的夜空中挂着一轮
皎洁的月亮，月亮的边上飘荡着几朵云彩。晚上，微风徐徐
的吹着，让人感觉很是舒服。看着月亮，我好像看见嫦娥正
在桂花树下坐着，玉兔也在边上玩耍着。我好想飞到月亮上，
看着全国人民在一起合家团圆的样子呀!我也希望那些坚守在
工作岗位的叔叔阿姨也能早点回家和家人团聚。

这时，夜色渐渐的浓了，映衬着皎洁的月光，看的我们全家
都流连忘返，我依依不舍的回到屋里。

今晚的夜色真美，今年的中秋节也真快乐呀!不但月亮圆，而
且人们也和家人一起团圆。中秋节真让我难忘!

中秋节是个全家团圆的日子。

这一天，全家人都要从远近不同的地方聚到外婆家。我们一
边品尝着香甜美味的月饼和水果，一边欣赏着美丽的月亮。
于是，外婆给我们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催人泪下，
发生在战场上的，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在战场上拼搏的儿子总是让家中的老母亲放心不下，正巧，
儿子的一封家书给母亲带来了关怀和温暖。信中除了对母亲
的问候外还向母亲述说了一件事情：再一次战斗中，儿子的



一位战友被炸断了一条腿，他求母亲能不能让他这位战友来
他家住着养伤。母亲考虑后，再给儿子的回信中说道“我老
了，家境也不好，实在无力奉养。”

后来母亲去了部队，见到儿子的上司，才知道那个被炸断腿
的战士居然是自己的儿子。上司说他也看见过那封信，也体
谅母亲的心情。母亲痛哭起来说应该支持孩子的想法。上司说
“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儿子的错，他不应该欺骗你，他不
应该用另一个战士代替自己，另一个还是他的错，他不应该
自杀。因为如果你知道是你儿子受伤，既是家境再不好，做
母亲的都不会不管自己的孩子的。

天下的母亲们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

吃完团圆饭，我和爸爸、妈妈来到小公园赏月。中秋的夜晚
真美啊!月亮又大又圆，像个玉盘，赏着赏着我忽然发现月亮
上有许多阴影，我就问爸爸：“爸爸，月亮上为什么有阴影
啊?”爸爸回答：“你也发现了，那边一块阴影是树林，树林
下面有一块小阴影，那就是吴刚。”“吴刚是谁?”我打断爸
爸问。“吴刚是汉朝人，他醉心仙道不专心学习，天帝就罚
他在月宫伐桂树，他每砍一斧，树伤就马上愈合，所以至今
我们仍能看到吴刚在月中无休无止地砍桂树的形象。”其实，
这只是神话传说，人类早已登上月球了。

哈哈!!今天真开心!

以中秋团圆为话题篇九

中秋节到了，我们一家都高高兴兴地准备着中秋节吃月饼和
我们常吃的的习俗菜。我们现在常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即使8月15是中秋节，但是8月16日的月亮更加明亮，更加圆
润。



如今，月亮只能配上这一首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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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多
么一首优美的古诗啊，让人听了都陶醉。

在下午我们放完学之后婶婶和叔叔还有他们的孩子也都过来
了，爸爸妈妈做出了许多美味的食物，把我们吃的心服口服。
晚饭后，大家都聚集在阳台上，望着天空。咦？真是奇怪！
都已经这么晚了，为什么还没有看到月亮的一点影子呢？唉，
以前中秋节都没怎么看到月亮，希望今年能够顺利看到吧！

终于，将近一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月亮缓缓地出现了。宛如
一个羞答答的少女躲在云里，露出半个身子，渐渐地，她不
再羞涩，将自己全部都露了出来。夜空如黑丝绒一般，一轮
金黄的圆月镶嵌在上面，周围有好多星星眨着孩子似的眼睛，
若隐若现，忽明忽暗。银白色的月光从天空直泻下来，洒在
大地上。望着洁白的月亮，哇！好漂亮啊！我们赞叹着。

古人常以月亮来寄托自己的思乡、思友之情。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些都是赞
美月亮的诗句。

以中秋团圆为话题篇十

1. 何人为校清凉力，欲减初圆及午时。

2. 山中夜来月，到晓不曾看。

3. 绝景良时难再并，他年此日应惆怅。

4. 十轮霜影转庭梧，此夕羁人独向隅。



5. 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

6. 今宵注眼看不见，更许萤火争清寒。

7.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 苏轼《水调歌头·丙辰
中秋》

8.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苏轼《水调歌头·丙辰
中秋》

9. 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 —— 皮日休《天竺
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

10. 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 —— 苏轼《念奴
娇·中秋》

12. 中秋作本名小秦王，入腔即阳关曲 暮云收尽溢清寒。
—— 苏轼《阳关曲 》

13. 细数十年事，十处过中秋。 —— 范成大《水调歌
头·细数十年事》

14. 十轮霜影转庭梧，此夕羁人独向隅。 —— 晏殊《中秋
月》

15. 中秋谁与共孤光。 —— 苏轼《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16. 天上若无修月户，桂枝撑损向西轮。 —— 米芾《中秋
登楼望月》

19.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 —— 苏辙《水调歌头·徐
州中秋》

20. 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 —— 晏殊《中秋
月》



2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

2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

23. 风泛须眉并骨寒，人在水晶宫里。 —— 文征明《念奴
娇·中秋对月》

27. 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 苏辙《水调歌头·徐
州中秋》

28. 柳下系舟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 —— 刘过《唐多
令·芦叶满汀洲》

29. 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 —— 苏轼《念奴
娇·中秋》

31. 忆对中秋丹桂丛。 —— 辛弃疾《一剪梅·中秋元月》

33. 青雀西来，嫦娥报我，道佳期近矣。 —— 文征明《念
奴娇·中秋对月》

34. 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 —— 辛弃疾《木
兰花慢·滁州送范倅》

35. 月到中秋偏皎洁。 —— 徐有贞《中秋月·中秋月》

36. 寄言俦侣，莫负广寒沈醉。 —— 文征明《念奴娇·中
秋对月》

37. 天上若无修月户，桂枝撑损向西轮。

38.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39.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40. 中秋之夜，举杯团圆，叶已纷飞情义绵延。思乡的人儿
匆忙在远方，把酒问孤月，今夕是何年?光的柔情在四散，泪
已潮湿在他乡，枕边漏进来的斑斑银色的光芒，静静伴随那
落寞走过的痕迹。

以中秋团圆为话题篇十一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真是我此时的情景啊！又是一年中秋节，
圆圆的月亮挂在夜空中央，周围零星的点缀着点点光亮，划
破了整个如黑布般的天空，依稀的照亮着大地，安静的看着
大地上的热闹，欣赏着黑夜的美景。

每到这天我的笑容就不见，回想着故乡的一切，回忆着故乡
的景色是否依旧，回忆着乡间的田野是否依旧热闹，回忆从
前的人是否依旧存在，回忆着以前的种种。

社会在不断的变化的、前进着，社会的脚步也变得越来越快，
生活的脚步也越来越快，现在的我也变得不再是从前的我了，
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也适应着社会的脚步、生活的速度，从
前总是慢吞吞的我也变得不在是慢吞吞的了，这变化的速度
让我现在想起来都不自觉地感到太快了。

拿起一块月饼，看着月饼上花好月圆的图案，我笑了笑，慢
慢地品尝起其中的味道，月饼是好月饼，本应该是美味的月
饼，现在在我的口中却是苦涩的，苦味慢慢地在我的口中蔓
延，使我此时的心也是苦苦的，哭的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
不知何时眼泪从眼中留了下来。

想起从前在故乡时，中秋总是和父母一起过的，自从我离开
故乡时就在也没有回去过，不知在家的父母是否也和我一样
正在赏月吃月饼，也许他们和我也一样正在想着我吧！

中秋啊！为何你是如此的热闹，而我却觉得此时是如此的凄
凉，你是在有你的热闹衬托我的悲哀么？谢谢你我不需要，



因为我知道我总是会回去的，因为我的根在那，我的心在那。

故乡的'景，故乡的人，你是否也在思念的我呢？

以中秋团圆为话题篇十二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了。

我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平时少有走动，都很想念彼此，于
是，中秋便成了我们一大家子团聚的好日子了。这不，我们
定好了宴席，准备在中秋大吃一顿。

中秋节傍晚，我们先到奶奶家接他们，只见奶奶穿着一件漂
亮干净的花布衣裳，嘴角上挂着微笑，爷爷呢，穿着一件新
衬衫，看起来精神又随和。到了酒店，刚进包厢，爷爷奶奶
就和外婆他们热情似火地交谈起来：一会儿有说有笑地拉家
常，一会儿感叹时光的飞逝，一会儿又是一阵寒暄。外公和
爷爷平时都喜爱喝酒，这下真是找到“知音”了。瞧，他们
滔滔不绝地谈起酒来。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一瓶洋河大
曲，这可是外公收藏了二十多年的名酒哦。接着，服务员又
为其他人倒上了饮品，我们一起举杯同庆美好的中秋节。

坐在热闹的包厢里，看着窗棂外月色皎洁，圆月当空，我情
不自禁地想起了出差在外地的爸爸，想起了千古名句《水调
歌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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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