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重阳节国旗下讲话内容(汇
总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重阳节国旗下讲话内容篇一

尊敬的领导、评委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叫xxx，今年xx岁。我来自素有“半城山色半城湖”美称的
惠民之州——广东省惠州市。我讲话的题目是《弘扬孝道文
化，做有根的中国人》。

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季羡林自传》这本书中多次提到：
尊老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几乎根本没有。他的教授，吐火
罗文的世界权威西克，在耄耋之年几乎走遍全城才能来到哥
廷根大学上课，然后在又黑又冷的雪路上走回家。而学校从
来不管这些事，并且没有人认为其中有什么不妥之处。

于是，我对母校常年开展的经典诵读活动，尤其是关于孝道
的内容倍加感动和喜爱起来。

你看，在母校的文化长廊上，那一句句流传千古，耳熟能详
的语句：如来自《弟子规》里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
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又如来自《论语》的《孝悌为仁之本》：“其为人也孝悌，
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



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再听，在上课前、放学时的广播系统里，悠扬深情的表达孝
道主题音乐萦绕于耳：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不仅如此，我们还通过开展活动强化对经典国学中孝道内容
的理解，如文艺汇演、诗歌配画比赛、经典诵读比赛等。

就是在这种尊奉民族传统孝道文化环境的耳濡目染，“百善
孝为先”的传统美德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田；也正是在这片
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中华大地上，涌现出许多感人至
深的孝子事迹。

8岁，还是一个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而山西省临汾市的一
位xx后女孩，已经独自为瘫痪在床的母亲撑起了一片天。
她20岁的生命中，十多年在照料母亲，风雨不改，寒暑不易。
她每天给母亲穿衣服、刷牙、洗脸、换尿布、买菜、做饭、
喂饭、擦洗身子、活动筋骨、敷药按摩、倒屎倒尿，换洗床
单等。当她被离家数百公里的山西师范大学录取时，仍然放
不下母亲。于是，她决定“带着母亲上大学”！让人意想不
到的是，这并非她的亲生母亲，而是仅仅照顾她三年的养母！
她，就是2011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临汾最美女
孩”孟佩杰！

孟佩杰用她柔弱却坚强的身躯扛起几经风雨的母女之家，用
四千多个填满艰辛的日子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她让
孝道充满着每一天每一个细节，她让孝亲敬老的民族精神感
动着每一个中华儿女！

“一滴水能见大海，一粒沙能望宇宙”。没有孝道文化的滋
养，没有无数前辈的言传身教，又怎会有一个又一个可歌可
泣的“孟佩杰”？让我们掀开历史的画卷，重新感悟前辈的



孝心，重新感受如何行孝吧。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相隔半个多世纪，给小学的启蒙老师
单膝脆下，献上一束鲜花，那是任凭时间洪流冲刷也不会褪
色的孝心；同学们，相比西克教授，我还没有渊博的知识和
崇高的地位，我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小公民。但我深深地
为自己感到庆幸和自豪。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孝亲敬老、充满
温情的国度，因为我和我的同胞们身上流淌着孝道的血液！

同学们，孝道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之根，让我们认真学习经
典国学，让我们一起发扬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做有根的中
国人吧！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幼儿园重阳节国旗下讲话内容篇二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体老年同志们：

大家好!

金秋十月，山花烂漫，在党的--大即将召开的前夕，我们在
这里隆重集会，共同庆祝中华民族老年人的传统佳节—“九
九重阳节”，在此我谨代表乡党委、乡人大、乡政府，向全
乡老年同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衷心的祝愿，向关心支持乡
老年事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敬意
和衷心的感谢!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养”，是全乡老
年人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老年人所期望的幸福生活，当前
已形成了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尊老、
敬老、爱老、助老已慰然成风;适合老年人的歌舞、放鸽等健
康的群众性文体活动经常性开展，已具备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吸引了大批的老年人参与，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快乐和幸福，



我们要积极宏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积极创造更好的条件，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推动
老年人事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促进全乡精神文明和思想道
德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志们：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未来是美好的，但我
们发展的道路是艰辛的，乡党委、政府要求全乡党员干部群
众积极行动起来、尤其是全乡老年同志们要发挥积极余热，
为创造富裕、安定的小康生活，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宏伟目标，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历斗。

让我们再次祝愿全乡老人节日愉快、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万事如意。对参加演出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预祝演出
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幼儿园重阳节国旗下讲话内容篇三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又到了丹枫似火、丹桂飘香的时节，我们又一次和一个特殊
的节日相遇了——重阳节。

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不是很重视重阳节，或者很
理所当然的认为重阳节就是老人的节日，但是这种的想法是
错误的，其实重阳节不仅是老人的节日，更是我们大家的节
日。因为在那天一天是阖家团圆的日子。

重阳节有着种.种的习俗，无论是出游赏秋，还是登高远眺，
还是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其
实它们的本意上不仅是对于我们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是希望



家人团聚在一起共赏佳节。而且这个节日早在我国古代战国
时期就已经有了，一直到了唐代被确定为明见的节日，可以
想象到我们前人对于这个节日的重视，而且每到这个节日的
时候基本上是全族出动，一起登高望远。

九月初九，这一天虽然是家人团聚的时节，但是对于文人墨
客尤其是那些背井离乡的异乡人来说，更是一个可以畅述自
己情怀的节日。此时登高远眺，故乡在远方，族中便插茱萸
却缺少了一人，唯有饮酒赏菊、吟诗取乐罢了。但是对于后
人来说，却留下了无数可以诵读的诗篇。

虽然现在交通的便捷化，可以使我们很快和家人相聚，但是
有又多少人是相聚在一起共渡佳节的?虽然我们的生活更加的
方便了，但是那些从古流传至今的优良的传统还是需要有所
保留的，那是我们民族得以延续的记忆。

今年的重阳节就让我们和家人一样登高望远，为了美好的生
活而静静期待。

幼儿园重阳节国旗下讲话内容篇四

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的讲话题目是“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尊
老爱幼新风”。

不少同学都知道，今年的10月5日是农历九月初九，它是我们
中华民族又一个传统佳节——重阳节。农历九月九日，为什
么叫重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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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九九”与“久久”同音，九在
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况且秋季也是一年
收获的黄金季节，因此重阳佳节，寓意深远，所以古人认为
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



到了东汉，民间在该日又有登高的习俗，所以重阳节又叫"登
高节"。以后到了唐朝，文人墨客们写了很多登高诗，其中大
多数是写重阳节的习俗。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等;而杜甫的七律《登高》，则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当然，
古人的登高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同时
还有吃"重阳糕"(一种九层糕)、赏菊饮菊花酒的习俗。清代
以后，赏菊之俗尤为昌盛，时间也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
是重阳节前后最为繁盛。

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已经很普遍。“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遥想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因
为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
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还有插在头上的。这些习俗
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的中就有记载。

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
秽，以招吉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重阳节这个传统的节
日被赋予了新的含义。1989年，我国把每年农历的九月九日
定为老人节，从而将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成为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

同学们，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
含有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的就是这层意思：尊敬、爱
护自己家的老人和小孩，同时也要象对待自家人那样去尊敬、
爱护别的老人和小孩。最近，从新闻媒体讨论的话题中也可
看出一二。如“该不该给老人让座?”“怎样做一个可爱的上
海人?”这些活动的核心就是要努力建设和塑造一个具有高度
文明、能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而尊老、敬老、
爱老、助老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作为生活在这座大城市的
我们，更有义务为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而作出努力。客观地
说，经过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良好的社会风气已经逐
渐形成，一些不良的行为受到大家的谴责。反省我们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学生在尊老、敬老、爱老、助老又做得



怎样?我不想对你们的过去予以评价。但是，在重阳节即将到
来之际，我们全体同学是否想到，该如何为我们家的老人或
者社会上的老人做点什么呢?希望大家考虑一下。当然，学校
政教处也有安排，要求各班的班主任在节后作个统计，看看
我们的立达学生在老人节里为社会、老年人都做了些什么。
我今天的国旗下的讲话就到这里。

我的国旗下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幼儿园重阳节国旗下讲话内容篇五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早上好！

我是0806班的刘xx，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九九重阳，
关爱久久》。

农历九月初九，也就是明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重阳节。在古时候，每年的`这一天，人们都会登高山、
插茱萸、饮菊花酒，以求长寿。如今，我国将重阳节称为为
老人节，是敬老、爱老、助老的日子。

我们是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呵护下长大的，是他们不怕苦
累地在关心我们的一切：为我们准备可口的饭菜；准时地接
送我们；半夜里为我们盖被子；帮我们洗衣服；陪我们看动
画片等等。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想在庄严的国旗下向
大家发出倡议：

1、早晨起床、放学归来，都主动向长辈问好；

2、尊敬长辈，听他们的话；有好吃的，先给爷爷奶奶吃；

3、帮爷爷、奶奶做力所能及的事，给他们捶捶背。



4、乘坐公共汽车时，主动给老年人让座位等等。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同学祝普天下的老人健康长寿，平
平安安！衷心希望敬老、爱老、助老的中华传统美德在玉潭
中小发扬光大，希望同学们个个都成为小孝星。

幼儿园重阳节国旗下讲话内容篇六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

早上好！

今年10月21日是重阳节，请问大家准备做什么吗？记得去年
学校有一些学生做了漂亮的贺卡送给了退休老师，老教师们
都很开心，但我想作为子女、孙辈的我们如果也能做一张普
通的贺卡，写上一些真诚的话语送给自己的长辈，相信他们
也会喜笑颜开，并且保存好这张卡片。也许有的学生这时候
会悄悄地说我读书都忙死了，背书、默写还来不及，哪有时
间做那个？现在，许老师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
故事是前些天在网上看到的，写的人是一个在手机维修店工
作的员工。

有一天，她接待了一位老爷爷。这位老爷爷穿着比较破旧，
手持一个老式的手机，递手机时神情看起来很悲伤，他说道：
“姑娘，赶紧给我看看手机哪里出问题了？坏了的话我要接
不到儿女的电话，他们会担心的'。”工作人员接过手机，经
过一番检测，发现手机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她自己心里已经
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于是她心塞难过了，然后就有了这么
一则小故事。同学们，可能你们有人已经明白了问题出在哪
里，有人可能还不明白，许老师再解释一下：其实手机并没
有坏，而是老人的儿女们由于在外工作忙忽略了自己的父亲，
没有想到给他打电话。许老师再问一下，打给电话给父母需
要很多时间吗？子女因为自己工作忙忽略父母对吗？我相信
大家的回答肯定是否定的。对，在外工作的子女打个电话关



心一下父母或者像我们这样离父母不远的子女回去看望一下
他们并不需要很多时间，关键是大家有没有这个心。

而作为小学生的你们其实也有很多空余时间，可是大家有时
候也忽略了家人，有时借口看书要安静把自己关在房间，不
要父母管。不管还有什么其他情况，今天许老师只想和大家
说，每天抽点时间，不管是在上学路上还是回家做完作业后，
和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说说话，问问他们的情况，也告诉他
们你的情况，哪怕成绩是不及格，但也可以和他们说说你的
困惑，或者请求他们的帮助，当然开心的事更加要和他们说
了。也许有的同学会说他们更忙，但是每天多说一句话的时
间肯定还有的，只要大家有这个心就肯定可以做到的，要相
信自己也要相信他们。最后，我还想问今年重阳节大家想好
准备做什么了吗？我想答案肯定是多种多样的，但只要大家
去做了，这个节日的目的就达到了，当然最好的是没有重阳
节的时候大家也能经常这样做，我想这应该也是国家设立这
个节日的初衷吧。

谢谢大家。

幼儿园重阳节国旗下讲话内容篇七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我是xx的xx，今天由我来为大家作国旗下讲话，
我讲话的主题是《重阳敬老·话说美德》。

明天，是农历的九月九日——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重
阳节，也叫老年节。在唐诗宋词中，有许多的有关重阳节的
诗词佳作。唐朝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
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
少一人。”说的就是王维在重阳节思念家乡的亲人。重阳这
天所有亲人都要一起登高“避灾”，插茱萸、赏菊花。



作为一名小学生，更要发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
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要时刻关心老人,多为他们着想。

在此，我向大家发起倡议：在家里，对待老人要有礼貌，多
陪陪老人，多跟老人说说话，散散步，给老人盛饭、夹菜、
倒茶，让老人在晚年不会感到孤独。在外，我们要学会礼让
老人，给老人让座，排队时遇到老人，也应让他们先排，看
到老人迎面而来，我们要让出路让他们先走，给老人们最大
的方便。

让我们大家从今天做起，从尊敬、关心身边的每一位老人做，
说一句敬老话，读一本敬老书，做一件敬老事。同学们，虽
然重阳节一年只有一天，但是尊老、敬老不仅仅是重阳节一
天的事，更应该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帮助老人解决
生活的困难，多给老人一些心理慰藉。尊重老人，爱护老人
是传统的美德;是社会的责任。让我们把最美丽的祝福送给全
天下的老人!做到让老人笑在重阳，笑在每一天。父慈子孝，
子孝父心宽，家庭才和谐安宁。同学们，让我们都拥有一颗
感恩的心，感谢他们为我们撑起的这片蓝天，让我们为争做
一个知礼明礼的好孩子而努力，让“尊老、敬老、爱老、助
老”的中华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永放光彩。谢谢大家!

幼儿园重阳节国旗下讲话内容篇八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九月初九，你想到了
什么？》

大家知道本周六是什么日子吗？其实，刚才我已提到，是农
历九月初九——重阳节。现在，我国已正式将农历九月初九
定为“中国老人节”。



这里我想到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有一个女生，因为跟
家里处得不好，所以很少回家。后来有一次回家，发现年老
的母亲走路一跛一跛的，不经意的看了母亲脚一眼，这才发
现母亲的脚趾甲太长而长到肉里面造成流血、流脓。这时，
她认真的看着已经很久没有正眼看过的母亲，她才发现在她
眼前的母亲已经很老了，老到已经没有办法弯下身来自己剪
指甲。她哭了！

第二个故事：儿时，小男孩家里很穷，吃饭时，饭常常不够
吃，母亲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他吃，说孩子快吃吧，我不
饿！——这是母亲撒的第一个谎！

等男孩长身体的时候，勤劳的母亲常用周日休息时间去河里
捞些鱼。鱼很好吃，鱼汤也很鲜。孩子吃鱼的时候，母亲就
在一旁啃着鱼骨头，用舌头舔鱼骨头上的肉渍。男孩心疼，
就把自己碗里的鱼夹到母亲碗里。母亲说，孩子，快吃吧，
我不爱吃鱼！——这是母亲撒的第二个谎！

高考那年，母亲站在考点门口为参加高考的男孩助阵。适逢
盛夏，烈日当头，固执的母亲在烈日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母亲迎上去递过一杯浓茶，叮嘱孩子
喝。茶亦浓，情更浓。望着母亲干裂的嘴唇和满头的汗珠，
男孩将手中的`浓茶反递过去请母亲喝。母亲说，孩子，快喝
吧！我不渴！——这是母亲撒的第三个谎！

晚年，母亲患了重病，住进了医院。男孩乘飞机赶回来时，
手术后的母亲已是奄奄一息。母亲老了，望着被病魔折磨的
死去活来的母亲，男孩悲痛欲绝。母亲说，孩子，不哭，我
不疼。——这是母亲撒的最后一个谎！

天下最疼爱自己的人莫过于父母，同学们，请珍惜现在，好
好孝敬自己的父母吧，莫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时，才后
悔！



父母亲总是将最好，最宝贵的留给我们，像蜡烛一样无悔地
燃烧自己，照亮孩子！而我们呢？有没有问候过：“爸妈，
你们今天好吗？”有没有想过，你们此时此刻的学习，不仅
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让父母以后能生活地更好！

同学们，人世间最无私、最难报的就是父母恩啊！

请允许我在这里祝愿所有的长辈们笑颜常驻，幸福安康！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幼儿园重阳节国旗下讲话内容篇九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的讲话题目是“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
尊老爱幼新风”。

不少同学都知道，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它是我们中华民族
又一个传统?佳节——重阳节。农历九月九日，为什么叫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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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九九”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
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况且秋季也是一年收获的黄金季节，
因此重阳佳节，寓意深远，所以古人认为这是个值得庆贺的
吉利日子。

据说重阳节从汉朝初就有了。东汉时期，民间在这一天又有
登高的习俗，;多数是写重阳节的习俗。如王维的《九月九日
忆山东兄弟》等而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
名篇。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已经很普遍。

因为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清代，
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



招吉祥，今天的重阳节，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我国把每年
农历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成为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人节。在这个属于老年人的节日
里，我们祝愿所有的爷爷奶奶生活愉快、健康长寿!

尊老爱幼，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还有在
重阳节祭祖的习俗。老一辈为了我们国家的强盛，为了下一
代能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他们艰苦创业、辛勤劳动了几十
年，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精心哺育和照料我
们，使我们茁壮成长。如今他们老了，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
敬和照顾。所以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优
良传统。

尊老敬老绝不是重阳节一天的事，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帮
助老人解决生活的困难，多给老人一些心理慰藉。因此，我
提议，每一位学生都要用实际行动向老人们献上我们的一份
心意，为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邻居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比如帮他们洗衣、洗碗、扫地、叠被，多为他们着想，少让
他们做那些本来应该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把好吃让给他们，
把有趣的事告诉他们，对邻居长辈有礼貌，外出礼让老人。

愿所有老人都过上和我们一样幸福的生活。

谢谢！

幼儿园重阳节国旗下讲话内容篇十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的讲话题目是“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这个星期的.星期六是农历九月初九，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又一



个传统佳节——重阳节。农历九月九日，为什么叫重阳?因为
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
农历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
九。又因为数字“九”与“长久”的“九”同音，九在数字
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况且秋季也是一年收获
的黄金季节，因此重阳佳节，寓意深远，所以古人认为这是
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

九九重阳节，也是老人节。在这百果飘香的金秋时节，这个
周末我们又要喜逢重阳节。此时此刻，让我们这些晚辈们向
全社会老年人表示最衷心的节日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吧，衷
心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夕阳最美，因为那是一种告别，一种对一天辛勤耕作的告别；
是一种期待，一种蓄势待发对下个黎明的期待。正是夕阳的
逝去才托起了明天的朝阳。老人便是这轮美丽的夕阳，人生
最美夕阳红，世间最美老年花!

尊敬老人的家庭是和谐的家庭，尊敬老人的社会是发展的社
会，尊敬老人的学校是进步的学校，尊敬老人的学生才是文
明的学生。同学们，虽然重阳节一年只有一天，但是尊老、
敬老不仅仅是重阳节一天的事，更应该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
每一天。尊老爱老，我们不能只喊口号，也不能只停留在倡
议书上，更不能止于国旗下的一次演讲……尊敬老人，我们
要付诸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生活中，不和老人顶嘴，
不冲老人发脾气，不把老人当佣人使唤。吃饭时，给老人夹
夹菜；洗了水果，先挑一个好的递给老人；看电视节目时，
把遥控器放在老人的手上；假日出游，邀请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一同前往；放学回家，甜甜地叫声“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空闲时间，陪老人说说话，听老人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
“辉煌”……同学们，只要我们心中真正装着老人，就一定
能让他们每天绽放舒心的笑容，就一定能让他们真正感受到
天伦之乐的甜蜜和晚年生活的幸福！



人生是一面镜子，对照人生，尊重老人，爱护老人是传统的
美德，是社会的责任。把最美丽的祝福送给全天下的老人!做
到让老人笑在重阳，笑在每一天。

同学们，让我们都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他们为我们撑起
的这片蓝天，让我们为争做一个知礼明礼的好孩子而努力，让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中华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永
放光彩!

最后，让我们再次祝福我们可爱的前辈们如晚菊傲霜，漫步
人生夕阳红！

我的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