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假期
安全教育



中秋节介绍

出游安全

防疫安全

居家安全

01

02

03

04

目
录



中秋节介绍
01



中秋节由来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节、仲秋节、拜

月节、月娘节、月亮节、团圆节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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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调至夏历（农历）八月

十五日，也有些地方将中秋节定在夏历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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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列入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自2008年起中秋节被列为国家

法定节假日。

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

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

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

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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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奔月

嫦娥奔月”神话源自古人对星辰

的崇拜，嫦娥奔月故事最早出现

在《归藏》。后来民间把故事进

一步发挥，衍化成多个故事版本。

嫦娥登上了月宫，据西汉《淮南

子》中说，是因为她偷吃了她丈

夫羿从西五母那里要来的不死药，

就飞进月宫，变成了捣药的蟾蜍。

吴刚折桂

吴刚登上月宫折桂，据唐代

小说《酉阳杂俎》中说，是

因为西何人吴刚修仙犯了错

误，才罚他去伐月中的桂树。

这桂树随砍随长，永远也砍

不断。李白在《赠崔司户文

昆季》一诗中写道：“欲斫

月中桂，持为寒者薪”。

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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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灯

赏 月

追 月

观 潮 猜灯谜

吃月饼

赏桂花

竖中秋

耍禄仔

烧斗香

舞火龙

玩花灯

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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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又叫月团、丰收

饼、宫饼、团圆饼等，

是古代中秋祭拜月神的

供品。月饼最初是用来

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

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

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

圆的一大象征。

月饼象征着大团圆，人

们把它当作节日食品，

用它祭月、赠送亲友。

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

是中国南北各地过中秋

节的必备习俗，中秋节

这天人们都要吃月饼以

示“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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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马路上嬉戏打闹，不在行走和骑车时看手机、

听音乐，不在车辆盲区内玩耍。

• 不闯红灯、不翻越交通隔离栏，未满12周岁不骑自

行车及共享单车，不坐副驾驶座位。

• 未满16周岁不驾驶电动自行车。

• 不得在马路中央骑自行车。

• 横穿马路要走斑马线、人行天桥等，不得随意横穿

遵守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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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区注意防火

• 不要在林区、牧区吸烟和进行野炊烧烤等活动。

• 高风险天气，林牧区生活用火要格外小心，炉灰渣要倒入密封的收

纳桶里，并用水浸泡。

• 发现森林火灾，要第一时间报告火情，拨打森林火情报警

• 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

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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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D E

C

遵守乘客守则，不携带易

燃、易爆物及其他禁止物

品乘坐公共交通。

乘车时先下后上不争抢，

发现可疑物品，及时报告

工作人员，不擅自处置。

保管好随身携带物品。

遵守秩序，排队等车，车

未停稳不得靠近车辆，上

下车时不拥挤。

文明乘车，乘车时要系好安

全带或抓牢扶手。

安全乘坐公交

出游安全



居家安全

03



安全用电用气

1 不使用“三无”电器，不在同一接线板上同时使用多种大功率电器，不用湿手触摸

电源开关和电器。

2 使用燃气设备应开窗通风并看管，使用后及时关闭。

3 发现火情，及时到室外拨打119。

4 要在家长的指导下逐步学会使用家用电器；不要乱动、乱接电线、灯头、插座等。

5 不要在标有“高压危险”的地方玩耍。

6 不玩火，不携带火种，发现火灾不得逞能上前灭火，要及时报告大人或报警。

7 家长不在家时，不使用煤气、液化气灶具等，防止煤气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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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网络文明公约，不浏览不良信息，不

侮辱欺凌他人。

遵守网络公约

增强自护意识，不随意约会网友，不沉溺虚

拟空间，不将个人、家人及他人信息上传

增强自护意识

保护自己的密码口令安全，不告诉他人

保护密码口令

聊天交友要谨慎， 上网要有节制，文明

健康上网

文明健康上网

安全文明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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