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立冬的活动方案(通用8篇)
活动策划需要具备良好的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以协调各方
面的资源和人员。想要写好一份调研方案，不妨先了解一些
优秀的调研范例，下面就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立冬的活动方案篇一

11月7日，农历年十月初五，立冬。立，建始也;冬是终了的
意思，中国传统又把立冬作为冬季的开始。冬天是传统的养
生滋补好时节。俗话说“冬令进补，春天打虎”，意思就是
说经过冬天的滋补调养，身体会更好更健康，到了来年春天
也不容易得病。

xxxx现场售楼处

xxx女士xx市中医院主任医师著名养生专家

已签约老业主/别墅意向客户等，约30人。

通过本次活动，为每天都在忙碌中的客户朋友提供一个轻松
愉悦的养生科普和冬季养生的指导;同时也通过这样的小活动，
为云澜湾项目现场做暖场，让近期意向客户有聚拢的机会。

1、活动流程：入口处2名礼仪迎宾

e、16:00活动结束，分发礼品

2、嘉宾主讲议题：《冬季养生保健讲座》

(1)、冬季养生保健的必要性

(2)、冬季养生保健的方法：食物养生和起居养生



食物养生：养生餐、养生食物

起居养生：运动、睡眠，生活习惯等在上述传统养生的基础
上，单独讲一下温泉养生对人身心保健的'作用!

(3)、如何进行“冬令进补”

食补：结合养生餐、百花宴

药补：根据时间及现场需要随意发挥

立冬的活动方案篇二

为了使孩子们亲身感受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传承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传统。12月9日上午，江溪幼儿园中五班盛邀家长，
与孩子们一起开展了“迎冬至，包团子”实践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老师的讲解了解冬至的由来，跟着老师
念着数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
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耕
牛遍地走”。家长们热火朝天地和面粉，调馅儿，为孩子们
准备材料。孩子们在了解了包团子的要领后，迫不及待地挽
起袖子动手操作。在欢乐、温馨的气氛中，孩子们认真参与
其中，充分展示着自己的手艺，从中体验亲自动手参与的快
乐，洋溢着兴奋与自豪，班里一片节日的欢悦与忙碌。活动
结束，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将包好的团子送到了厨房，午餐时
间津津有味地品尝自己亲手包的团子，别提有多高兴了。

通过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冬至的来历、了解了中国的
传统文化，感受了家乡传统节日的氛围，更让孩子从中体验
到了劳动的快乐，让孩子们过上了别具一格的冬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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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的活动方案篇三

1、认识了解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2、锻炼小朋友的动手能力，培养自力更生的意识。

3、感受集体劳动的快乐。

4、和父母一起包饺子增进父母亲情。

二、活动准备

1、请家长准备：擀面杖、锅拍、围裙（班主任合理安排），
以校讯通、黑板报形式告知家长时间、地点、家长需要准备
的物品（提前两天通知家长）。

2、幼儿园厨房准备：饺子馅、包饺子面。厨房以班级为单位
分好，厨房11月7日上午9：40之前准备好饺子馅、包饺子面，
等待班级生活老师来领取。

3、班级准备：洗手、带好围裙。



4、幼师们提前做好不织布手工饺子

三、活动过程知识介绍阶段

1、准备立冬相关图片，让幼儿观察图片

2、提问：看看图片上有什么

3、给幼儿讲解立冬的来历及习俗，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十九个节气，在每年的11月7日或者11月8日，我国古时民间
习惯以立冬为冬季的开始，但是我国幅员辽阔，除全年无冬
的华南沿海和长冬无夏的青藏高原地区以外，各地的冬季并
不都是于立冬日同时开始的。

4、习俗：吃饺子，立冬节气有秋收冬藏的含义，源于过去的
农耕社会，劳动了一年的人们，利用立冬这一天要休息一下，
顺便犒赏一下一家人一年来的辛苦。

5、包饺子阶段：以班级为单位亲子活动开始包饺子

四、分工

1、家长孩子分别擀皮、包饺子；

4、家委会指定专人：负责拍照、指导、维持秩序。

五、煮饺子阶段

1、生活老师和指定家委会专人：集中包好的饺子送进厨房并
负责把煮好的饺子送回班里；

3、家委会指定专人：负责维持家长秩序。

六、吃饺子阶段



1、生活老师和指定家委会专人：负责把煮熟的饺子分发到小
朋友的餐盘中，请小朋友们品尝自己包的饺子。

2、邀请家长品尝――家委会指定专人负责分发和维持秩序。

七、赠送小礼物阶段

立冬的活动在品尝饺子中接近尾声啦，老师们为大家准备了
亲手制作的小礼物―手工饺子。让这个活动在礼物分发中画
上完美句号。

八、活动结束

1、家长品尝完毕家委会指定专人：负责组织家长回到班级门
口填写表格、顺序离开幼儿园。

2、班级整理、餐后散步、午休――活动结束。

3、活动总结、找补不足。

立冬的活动方案篇四

暖炉会

霜降后寒气已重，因此各地开炉日期，一般常在农历十月初。
《荆楚岁时记》载：“庐山白鹿洞，游士辐凑，每冬寒醵金
市乌薪为御寒之备，号黑金社。十月旦日，命酒为暖炉
会。”北平一般在十月初一烧暖炕，设围炉，称之为开炉节，
到第二年二月初一才撤去暖炉。暖炉多用一种耐燃烧的矿物)
砌筑，该物比矾石更白，轻暖坚固，后来则用薄铁做暖炉。
《岁时杂记》称京人十月初一喝酒，就在炉中烤大块的肉，
围着火炉，边饮边吃，称之为“暖炉”。《礼记·月令》记
述十月有暖炉会。江苏昆山、安徽太平、湖北钟祥等地，也
在月初开始用火御寒，期间有卖糕饼供食或者饮酒举行暖炉



会的。

煎香

香草为芳草中的一种，用衣袖在草上挥动便会芳香袭人，可
缝制成香囊佩戴。焚烧香草可辟瘟疫、祛风瘴以及驱除房屋
中的秽气；佩戴香囊则可解郁闷；熬汤沐浴可以祛风寒；搽
在发间可以辟秽污；以水酒煎制涂于面部，能够祛黑斑，滋
养容颜。兰慧一类的植物也属于香草，都是味辛之物，具发
散上达之气，足以辟除秽恶，润肌肉，散滞结。

采桑叶

桑叶性苦，甘寒，能祛风清热，凉血明目，以老而经霜的为
佳，取其气足力厚的特点。此时已人寒冬，得秋季肃杀之气，
桑叶更能泄降肝胆郁热。《广济方》称立冬日采桑叶一百二
十片，如遇闰年，则多采十片，每次用十片。遇到需洗眼睛
的日子，用桑叶煎汤洗眼，能治疗各种眼病。其他如《普济
方》《集简方》都记载有用桑叶治疗青盲眼、风眼流泪以及
眼红涩痛的方法。

吃羊肉

羊肉性甘，大热，属火，能补元助阳，治疗体虚瘦弱，可御
寒益气，安心止惊，有很强的营养作用。秋冬后的羊肉味道
尤为鲜美。我国除了塞外边睡，如内蒙古、西藏等地，一般
都在深秋开始吃羊肉，到立春为止。如浙江的长兴等地，农
历八月就已经设店，宰羊出售。有民谚道：，月初一羊开刀。
”一直到过了除夕才停止售卖。沿太湖流域，盛产绵羊。冬
令时节，羊肉也是时令之物。

修农具

隆冬时节，农事已毕，农家对所有农具都应该趁闲暇时加以



检查，进行整修。如果发现有损坏或不可使用的，要立即修
理或者予以添置，以免来春贻误农时。《礼记·月令》中有
季冬之月“命农计搁耕事，修来招，具田器”。所说的正是
这个意思。

制肥料

各种植物，除了生长于沼泽中的之外，大都靠根部吸收土城
中的养料，以维持生命。在终年无人的山野，树木特别繁茂
旺盛，正是依赖草木自生的枯枝落叶，日积月累，形成肥料。
入冬草木凋零，靠近山林的地区或者家中有园圃的，枯枝败
叶，到处都是，正是农家制造堆肥的最佳时候。

迎冬

封建社会，朝廷会举行郊外迎冬的仪式，并赏群臣冬衣、抚
恤孤寡。

在《吕氏春秋·孟冬》有记载：“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
三日，太史渴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
乃斋。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还，
乃赏死事，恤孤寡。”是日，皇帝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北郊
六里处迎冬。回来后皇帝要大大赏赐，以安社视，而且要抚
恤孤寡。

祭冬神

古时候，立冬时节天子要穿黑色的衣服，骑铁色的马，带文
武百官去北郊祭冬神。冬神名叫禺强，字玄冥。《山海经》
说他住在北海的一个岛上，长相怪异：人面鸟身，耳上挂着
两条青蛇，脚踩两条会飞的红蛇。祭祀冬神的场面十分宏大。
《史记》上记载，汉朝时要有70个童男童女一起唱《玄冥》
之歌：“玄冥陵阴，蛰虫盖减……籍敛之时，掩收嘉毅。”
意思是说，天冷了，要收藏好粮食。



立冬是什么意思

古人对“立”的理解与现代人一样，是建立、开始的意思。但
“冬”字就不那么简单了，在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
“冬”的解释是：“冬，终也，万物收藏也。”意思是指一
年的田间操作结束了，秋季作物全部收晒完毕，“粮入仓，
菜入窖”，动物也已藏起来准备冬眠了。

立，建始也，表示冬季自此开始。冬是终了的意思，有农作
物收割后要收藏起来的含意，中国又把立冬作为冬季的开始。

立冬字面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理
位置，气候不一样，所以即使立冬了，有些地区气温依然很
高。

狭义：立冬节气后就是冬天了。

立冬，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到了立冬节气就标志着冬季的
正式建立。

广义：低于10°以下的气温

我国国境区域跨度大，就算除开华南沿海、青藏高原，其他
地区也不是一同入冬的，古代以中原为尊，各种习俗也是由
此传承，而二十四节气主要是根据黄淮地区设立，所以，入
冬主要也是符合黄河、淮海一带的气候规律。而南方地区入
冬稍晚。

立冬三候

古人将二十四节气中的每个节气都等分为三，每五日为一候，
从而以三候来描述每个节气的气候变化特点。立冬的三候为：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冻；三候雉入大水为蜃。”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冻，这两候直观地表现了立冬前后天
气的变化情况。立冬是冬季的开始，这一时节北方的冷空气
已经有了较强的实力，并逐渐向南方移动。水面开始结冰，
土地也开始上冻，是这种气候变化最直观的表现。当然，二
十四节气以及相应的物候，实际上主要是对我国古代北方地
区气候状况的总结。对于长江以南地区，要到11月底才能有
冬季的感觉。而珠三角地区，更接近亚热带气候，12月份依
然比较温暖。

三候雉入大水为蜃，这一候就比较有意思了。雉是野鸡，也
可以指大型的鸟类，而蜃则是大的蛤蜊。所谓秋收冬藏，立
冬之后，古代的人们发现天上的大鸟都很少再见，同时海边
的人们则发现海中开始出现大的蛤蜊。由于蛤蜊的花纹和雉
的羽毛颜色有几分相似，于是古人就把这两者联系了起来，
认为雉跑到水里变成了蜃。这其实也反映了古人对于天地之
间生命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一种认识。

立冬的活动方案篇五

11月7日，农历年十月初五，立冬。立，建始也;冬是终了的
意思，中国传统又把立冬作为冬季的`开始。冬天是传统的养
生滋补好时节。俗话说“冬令进补，春天打虎”，意思就是
说经过冬天的滋补调养，身体会更好更健康，到了来年春天
也不容易得病。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xxxx现场售楼处

活动嘉宾：

xxx女士xx市中医院主任医师著名养生专家



活动对象：

已签约老业主/别墅意向客户等，约30人。

活动目的：

通过本次活动，为每天都在忙碌中的客户朋友提供一个轻松
愉悦的养生科普和冬季养生的指导;同时也通过这样的小活动，
为云澜湾项目现场做暖场，让近期意向客户有聚拢的机会。

1、活动流程：入口处2名礼仪迎宾

e、16:00活动结束，分发礼品

2、嘉宾主讲议题：《冬季养生保健讲座》

(1)、冬季养生保健的必要性

(2)、冬季养生保健的方法：精神养生、食物养生和起居养生

精神养生：

食物养生：养生餐、养生食物

起居养生：运动、睡眠，生活习惯等在上述传统养生的基础
上，单独讲一下温泉养生对人身心保健的作用!

(3)、如何进行“冬令进补”

食补：结合养生餐、百花宴

药补：根据时间及现场需要随意发挥



立冬的活动方案篇六

了解立冬的节气特点和习俗;通过观察花草树木和气温的变化，
了解冬天的气候特点和人们的衣着变化;通过游戏，让幼儿知
道冬天也要多锻炼身体，不怕冷。

四季的图片，冬季运动的图片

01讲述立冬的节气特点和习俗。

02展示一年四季的照片，让幼儿感知冬天和其他季节的不同。

03展示冬季运动的图片，告诉幼儿冬天也要坚持体育锻炼，
不怕冷。

04带幼儿到户外寻找冬天，切身体会冬天的季节特点。

立冬的活动方案篇七

通过故事了解一些小动物的过冬方式;培养幼儿爱护小动物的
情感;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准备小燕子、青蛙、蜜蜂等小动物的卡片，故事《小动物是
怎样过冬的》

01老师通过出示不同动物的卡片，让幼儿认识各种小动物。

02讲述故事《小动物是怎样过冬的》，并提出问题，让幼儿
回答不同的小动物是如何过冬的，引导幼儿说出还有哪些小
动物和故事中的小动物的过冬方式相同，激发幼儿的探索兴
趣。

故事《小动物过冬》



青蛙、小燕子和小蜜蜂是好朋友。它们常常在一起唱歌跳舞，
日子过得很快乐。

秋风刮起来了，天气渐渐凉了。一天，青蛙、小燕子、小蜜
蜂聚到一起商量过冬的事。

燕子说：“冬天快要来了，虫子也没啦。我要飞到南方去，
那儿暖和，还有很多虫子。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再飞
回来。”

燕子接着问小青蛙：“青蛙哥哥，你不是也吃虫子吗?可你不
会飞，怎么到南方去呢?”

小青蛙说：“我不到南方去，就在这里过冬。我准备吃得饱
饱的，过两天钻到泥土里去，好好睡上一大觉。等到来年春
天，再出来找虫子吃。”

燕子又问小蜜蜂：“蜜蜂妹妹，冬天地上都是冰雪，没有鲜
花，你怎么生活呢?”

小蜜蜂说：“我早就采了很多蜜，藏在蜂巢里，够吃上一个
冬天的。”

它们商量好了，约定第二年春天还在这里相见。

立冬的活动方案篇八

一、指导思想: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认真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坚持育人
为本,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
同努力;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良好的艺
术修养,引导学生做脚踏实地的快乐追梦人;营造健康向上的



校园文化环境,体现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特质。

二、活动主题:

本次花会活动的主题是“我的青春我的'梦”。花会活动围绕
主题,展现学生热爱祖国、朝气蓬勃、勇于探索、健康向上的
精神风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体现时代特征、校园特色、
学生特点。

三、组委会:

主任委员:费建华洪斌任颖常务副主任:张丹心周倩黄彩霞

成员:万灵王乐嵘马欧亚卢燕孙国萍陈冬岳赵锡娟姚莉梁兰兰
蒋华韩祎蒋祖霞

四、活动时间:

20xx年5月6日--5月10日

五、比赛方法及内容:

比赛方法:以中队为单位参赛,按各中队集体、个人项目累计
总得分评选出本届文艺花会优胜中队。

比赛内容:设集体项目、个人项目和家庭才艺三类。

集体项目:1、合唱(初一);2、舞蹈;3、朗诵;4、小品

个人项目:5、绘画;6、书法;7、摄影;8、器乐;9、独唱(初
二)

家庭才艺

六、活动说明:



1、集体项目:每中队至少参加一项集体项目,每个项目报名中
队超过5个开设比赛。

2、合唱(独唱):初一每中队参赛一个曲目(班歌或者法制歌
曲),伴奏带自备,不可有原声,必须设指挥。初二每中队一人
参加独唱比赛。伴奏请于4月27日(周六)前用u盘拷至年级辅
导员。逾期视为无伴奏。法制歌曲是指定的,稍后通知。

3、舞蹈:人数要求至少4人,表演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伴奏
带自备,伴奏请于4月27日(周六)前用u盘拷至年级辅导员。逾
期视为无伴奏。

4、朗诵:主题是梦想。人数要求至少4人,表演时间控制在5分
钟以内,伴奏带自备,伴奏请于4月27日(周六)前用u盘拷至年
级辅导员,逾期视为无伴奏。

5、小品:主题是廉洁或文明礼仪。人数要求至少4人,表演时
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

6、绘画:主题是美丽中国,美丽苏州。内容紧密围绕主题,必
须是原创,风格不限。作品规格:国画、水彩或水粉画、版画
等,尺寸不超过对开,卡通画(单幅4开,或短篇4格为16开)。每
个中队选送作品不超过2份。参赛表附于作品后面。(作品请
于5月7日〈周一〉前交至信息楼四楼艺术办公室蒋华老师处)。

7、书法:主题是廉洁。字体不限,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每个
中队选送作品不超过2份。参赛表附于作品后面。(作品请于5
月7日〈周一〉前交至信息楼四楼艺术办公室蒋华老师处)。

8、摄影:主题是生命的美,各中队限报3张,作品尺寸均为8*10
英寸,自拟题目,无需装裱,不得进行电脑制作,但可进行色阶
调整和裁剪,参赛表附于作品后面。(作品请于5月7日〈周一〉
前交至:信息中心4楼万灵老师处,作品背面用圆珠笔写明标题
和班级姓名,同时上交电子稿)。



9、器乐:初一民乐;初二西洋乐,不包括钢琴。各中队只能报
一名同学,时间3分钟以内,曲目自定,乐器自带。

10、家庭才艺:每中队限报一个节目,除本校学生外,至少有一
位家庭成员(长辈)参与。比赛节目形式不限,可以是歌、舞、
器乐、书法、剪纸等。但必须当场表演,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
内。伴奏请于4月27日(周六)前用u盘拷至年级辅导员。逾期
视为无伴奏。

11、报名:截止日期为4月27日(周六),歌会、舞蹈、器乐、朗
诵、小品、独唱、家庭才艺的报名表由各中队长交至年级辅
导员处。各中队长于4月28日(周日)中午12:00整到各年级辅
导员处抽签。

12、时间以及场地安排:活动型项目详见附件《花会活动日程
安排表》,请参赛队员及时到赛场;材料性项目如绘画、书法、
摄影,不涉及场地。

13、观赛安排以及要求:本次花会将由相关老师在各分会场发
放入场券,并由老师回收。观看比赛时不得随意离开,回收的
入场券数将作为各中队总分的参考。学生在参加活动中要讲
文明、守纪律,老师将根据在观看比赛时的纪律情况评比精神
文明中队若干(有特殊需要的可另外再申请入场券)。各班要
专门动员,制定好参加方案,在花会进行期间给予大力宣传,为
校园文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14、奖项设置:本次花会分设集体、个人、家庭才艺奖一、二、
三等奖若干名,优秀组织奖、精神文明中队若干名。各类奖项
将设相应的分值,以中队为单位进行积分排名,评出总分前3名
颁奖。具体分值如下:

集体项目的一、二、三等奖分别计7分、5分、3分

个人项目一、二、三等奖分别计3分、2分、1分



家庭才艺奖参赛计1分,一、二、三等奖分别计4分、3分、2分

优秀组织奖、精神文明中队各2分

附件:花会活动日程安排表:

星期时间内容地点主要负责部门

一5月7日下午第四节课后初二小品报告厅语文组

初一器乐艺体楼一楼艺术组

初一舞蹈体育馆艺术组

二5月8日下午第二节课后初一合唱体育馆艺术组

5月8日下午第四节课后初二朗诵报告厅语文组

三5月9日下午第四节课后初二舞蹈体育馆艺术组

初一朗诵报告厅语文组

四5月10日下午第二节课后初二独唱报告厅艺术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