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冬至班会内容 文明冬至班会教
案(大全10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冬至班会内容篇一

1、能够了解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冬至的由来；

2、通过这次活动，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领略传统文化的无
穷魅力；

3、让学生懂得去珍惜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以实际行动减轻父
母的负担。

了解冬至这个传统节日的文化。

领略祖国的传统文化冬至的的无穷魅力，意识到在生活中能
够懂得珍惜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并以实际行动减轻父母的负
担。

朗诵、讲故事、游戏、吉他、小品、歌唱等

1、宣布主题：主持人宣布“情暖冬至，洋溢青春”主题班会
现在开始！

2、节日冬至的由来和传说：

（1）请听朗诵诗词《小至》和优美诗句；



（2）讲述冬至的传说和习俗：如冬至吃饺子、狗肉和混沌等。

3、冬至是一个开心的节日，接下来一起来玩游戏“模仿秀”；

4、在冬至这天，家人都会团聚一起吃汤圆，接下来请倾听吉他
《卖汤圆》；

5、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幽默又搞笑的小品《卖汤圆》；

7、在这欢乐的节日当中，每个人心中都有愿望，下面请听歌曲
《许一个愿望》；

8、伴随着歌声，学生畅谈自己的愿望。

冬至班会内容篇二

冬至，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
传统节日，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亚岁”等。
因此很有要让幼儿了解这个节日。下面是百分网小编精心为
大家整理的幼儿园冬至主题班会的教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更多内容请关注应届毕业生网!

冬至是中国传统的24节气之一，是冬天真正来临的日子。这
一天，全国人民都要吃饺子“以防天冷冻掉耳朵”。为让小
朋友既感受到冬至的节气，培养小朋友集体生活的乐趣，又
能提高孩子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所以设计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采用游戏化的教学形式“吃饺子”，让幼儿在游戏
中学习句型：我把xx给xx吃。然后通过完成操作表演仿编句
型，将单调的`仿编活动变得有趣好玩。

本班共8名学生，实际年龄在3-4岁之间，其中2名学生佩戴人
工耳蜗，6名学生双耳配戴助听器。通过听觉语言能力评估，
本班孩子听觉能力为一级，听觉补偿效果基本达到最适;语言



年龄平均为3岁。

1、能够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学习掌握句
型“我把饺子给xx吃”，并能进行句型仿编：我把xx给xx吃。

2、通过活动，让孩子学会分享劳动成果，培养幼儿热爱家人
的感情。

能够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学习掌握句型“我
把饺子给xx吃”。

学习掌握句型“我把饺子给xx吃”，并能进行句型仿编：我
把xx给xx吃。

1、知识经验：幼儿在生活中吃过饺子，已经了解一些相关知
识

听到名字的小朋友和老师击掌问好。

羊妈妈,(双手比自己，一蹲一站)

包饺子,(一只手把另一只手的五指往内、往外来回扳)

中间突起,(双手握拳)两边翘(大拇指、小指升起，作”六”
的手势)

有的像小船，有的像元宝(两只手半举并左右摇动)

师：儿歌里，羊妈妈包什么?

幼：羊妈妈包饺子。



师：小朋友们看一看，饺子长什么样子?

幼：饺子像小船，像元宝，还像橘子瓣儿……

师：你们吃过饺子吗?什么时候吃的?

师：冬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吃饺子，要不然，耳朵都冻掉
了。

师：饺子好吃不好吃?饺子里面有什么?

幼：饺子很好吃。饺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馅儿。有鸡蛋，有
韭菜，有肉肉……

师：你们喜欢吃饺子吗?你们会不会做饺子?

……..

四、请小动物吃饺子，练习句型：我把饺子给xx吃。

(引导幼儿练习表达：我把饺子给xx吃。)

活动延伸：

在家中和家人一起包饺子，体验自己动手制作食物的快乐。

活动反思：

语言教学的核心在于“运用”二字。本次活动通过创设丰富
的情景，让幼儿在宽松的游戏中不知不觉练习句型，大胆仿
编。而且两个情景活动贴近幼儿的生活，对于他们并不陌生，
更容易发展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冬至班会内容篇三

古人最初过冬至节是为了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古人认为自
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是
大吉之日，也是进补3的好时节。下面是百分网小编精心为大
家整理的冬至养生主题班会的教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更
多内容请关注应届毕业生网!

冬至节气到来，天气更加寒冷，这个时候要注意做好养生工
作，在“冬至大过年”的今天，你可不能错过冬至养生食谱!
冬至想要吃得美味又养生，不妨来看看以下6道冬至养生食谱，
让你健康过冬，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在江南水乡，有冬至之夜全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饭的习
俗。相传，有一位叫共工氏的人，他的儿子不成才，作恶多
端，死于冬至这一天，死后变成疫鬼，继续残害百姓。但是，
这个疫鬼最怕赤豆，于是，人们就在冬至这一天煮吃赤豆饭，
用以驱避疫鬼，防灾祛病。糯米味甘、性温，能够补养人体
正气，吃了后会周身发热，起到御寒、滋补的作用，最适合
在冬天食用。

原料：糯米300克，花生米适量，赤豆适量，葱末适量，香芹
末少许，熟芝麻少许，腊肉适量，盐适量，鸡粉少许，水适
量。

做法：把糯米先用水泡发滤干水份，赤豆提前一天泡软备用。
花生米去皮，准备姜末香芹末，熟芝麻，腊肉切片过水备用。
热锅下油，爆香腊肉，撒姜末，倒入糯米，花生米，赤豆不
断翻炒，最后撒少许盐和鸡粉拌匀了，倒入电饭锅，水一定
不能放多了，刚好和腊肉糯米平水即可。等电饭锅跳闸后，
开盖撒上熟芝麻和香芹末即可。

粟米人肾、脾、胃、手足太阴、少阴经。《本草纲目》
说：“煮粥食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龙眼营养丰富，



是珍贵的.滋养强化剂。长期食用，强体魄，延年益寿，开胃
健脾，补体虚。可见，冬季以粟米龙眼粥为食，有补心肾、
益腰膝的作用，适用于心肾精血不足，心悸，失眠，腰膝酸
软者。

原料：粟米100克，粳米50克，龙眼肉15克。

做法：将粳米淘洗干净，放入铝锅内，将粟米去壳，淘洗干
净入锅，加入龙眼肉，加水适量，置武火上烧沸，再用文火
熬熟，加入白糖搅匀。

从冬至日起一定要常吃羊肉炖萝卜，这是皇家御膳“冬至”
日的首选菜肴。萝卜与羊肉共炖，不但有去膻作用，还有助
消化的功效，能补脾肾，壮筋骨，御风寒，且补而不腻，消
而有度，不易上火。

原料：羊腿肉、葱、姜、陈皮、料酒、白胡椒粉、盐、鸡精、
香菜末。

做法：羊腿肉洗净，切寸块备用;锅中水沸后，放入羊肉块，
大火再次煮开，撇开浮沫，捞出羊肉，冲净羊肉上的备水备
用;砂锅水开后，放入葱、姜、陈皮，放入羊肉、料酒、白胡
椒粉，煮半个小时;萝卜切寸块备用;把萝卜放入砂锅中，煮
十几分钟至熟，放少许盐、鸡精调味，出锅前撒上香菜末即
可。

关于过“冬节”的习俗，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
人管”的说法。那么，冬至吃饺子也与养生有关吗?答案是肯
定的。因为冬季人们易生冻疮，而传说中张仲景所使用的食
材如羊肉、辣椒确实有行气血、防寒的作用。吃了饺子后，
可以让人周身血液上涌，两耳发热，寒气顿消。胡萝卜性温，
可调补中焦和肠胃等。而羊肉补气养血、温中暖肾。非常适
合气血虚、胃寒的患者。



原料：胡萝卜一根(约150g)、羊肉馅250g、大葱一根(约50g)、
生姜一块(约20g)、花椒20g泡开水5大匙、生抽2茶匙(10ml)、
料酒1茶匙、香油1茶匙、盐1/2茶匙、美极鲜味酱几滴(可无)。

做法：胡萝卜和葱姜清洗干净备用，花椒冲干净后用开水
泡30分钟左右;洗好的胡萝卜用擦丝器擦丝后剁碎，葱和生姜
剁碎备用;泡好的花椒水(用来去羊肉的膻味)逐次加入羊肉馅
中，搅打至羊肉上劲;加入葱末和姜末搅拌均匀;加入剁好的
胡萝卜碎，加入上述各种调料搅拌均匀;擀皮，包饺子。包成
自己喜欢的形状，下锅煮熟开吃!

冬至后吃坚果最养生了。坚果是植物的精华部分，一般都营
养丰富，含蛋白质、油脂、矿物质、维生素较高，对人体生
长发育、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有极好的功效。

原料：整鸡腿4只，洋葱1个，红洋葱1个，青椒1个，1汤匙，
红葱头2茶匙，熟腰果15颗左右，黑榄菜2汤匙，姜片2块，植
物油适量，米酒1汤匙，老抽3茶匙，生抽1汤匙，辣椒油1-2
茶匙，酱油、生粉、糖、盐、水和油适量。

大家都知道蘑菇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研究报道表明，蘑菇
维生素a含量很高，如果在冬季常吃蘑菇能有效预防感冒。蘑
菇中还含有一般植物中稀有的维生素b12，具有增加红血球、
预防贫血症的功能。炒双菇补益肠胃，化痰散寒。这道菜可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对高血脂患者更为适宜。

原料：水发香菇、鲜蘑菇等量，植物油、酱油、白糖、水淀
粉、味精、盐、黄酒、姜末、鲜汤、麻油适量。

做法：香菇、鲜蘑洗净切片，炒锅烧热入油，下双菇煸炒后，
放姜、酱油、糖、黄酒继续煸炒，使之入味，加入鲜汤烧滚
后，放味精、盐，用水淀粉勾芡，淋上麻油，装盘即可。



冬至班会内容篇四

1、能够了解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冬至的由来

2、通过这次活动，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领略传统文化的无
穷魅力

3、让学生懂得去珍惜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以实际行动减轻父
母的'负担。

了解冬至这个传统节日的文化。

领略祖国的传统文化——冬至的'的无穷魅力，意识到在生活
中能够懂得珍惜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并以实际行动减轻父母
的负担。

朗诵、讲故事、游戏、吉他、小品、歌唱等

1、宣布主题：主持人宣布“情暖冬至，洋溢青春”主题班会
现在开始！

2、节日冬至的由来和传说：

（1）请听朗诵诗词《小至》和优美诗句

（2）讲述冬至的传说和习俗：如冬至吃饺子、狗肉和混沌等。

3、冬至是一个开心的节日，接下来一起来玩游戏“模仿秀”

4、在冬至这天，家人都会团聚一起吃汤圆，接下来请倾听吉他
《卖汤圆》

5、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幽默又搞笑的小品《卖汤圆》

7、在这欢乐的节日当中，每个人心中都有愿望，下面请听歌曲



《许一个愿望》

8、伴随着歌声，学生畅谈自己的愿望。

9、班主任总结。

冬至班会内容篇五

一、了解农历、24节气。

1、欣赏校本课程-24节气图片。

2、了解农历与公历区别。

3、了解24节气由来。

4、读、背24节气歌，清楚24节气名称。

二、学习冬至习俗、传说。

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节气吗?(冬至)

1、那冬至的具体时间是哪一天呢?(每年12月22日左右，12
月21——23日)，今年正好是12月22日这一天。

2、冬至有什么特点呢?谁来给大家介绍?

3、读“九九歌”。你知道这首九九歌和冬至的关系吗?(冬至
过后，各地气候都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进九”。数九寒天，就是从冬至算起，每九天算一“九”，
一直数到“九九”八十一天，“九尽桃花开”，天气就暖和
了。)

4、还记得冬至那天晚上你们吃的什么吗?怎么都吃的饺子呀?
难道有什么讲究吗?(学生交流，了解冬至吃饺子的故事)



5、原来还有这样的习俗和传说!那你还知道冬至有哪些习俗
和传说吗?

(1)冬至大如年：汉朝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
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祭祀祖
先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
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现在仍有一些地方在冬至这天过节庆
贺。

(2)冬至吃狗肉。习俗从汉代开始。相传，汉高祖刘邦在冬至
这一天吃了狗肉，觉得特别鲜美，赞不绝口。

(3)江南水乡，有冬至之夜全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饭的习
俗。

(4)过去老北京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说法。相传汉朝时，
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疆，百姓不得安宁。当时匈奴部落中有
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于是
用肉馅包成角儿，取“浑”与“屯”之音，呼作“馄饨”。
恨以食之，并求平息战乱，能过上太平日子。因最初制成馄
饨是在冬至这一天，在冬至这天家家户户吃馄饨。

6、同学们搜集的习俗和传说还有很多，下面小组内互相交流
一下。注意刚才交流过的就不要重复了。

三、交流冬至谚语。

四、交流冬至诗词。重点诵读《邯郸冬至夜思家》，学生在
诵读中体会诗意，感受诗人情感。

五、总结。

六、作业



1、背诵自己喜欢的谚语、诗句，并抄写到农历游记本上。

2、搜集有关梅花的诗词、图片。

3、下一个节气是小寒，搜集、准备资料。

课后反思：

这节课是一节全新的课，对于学生、对于家长、对于我来说
都是如此。由于要对家长开放，所以心里一直有些忐忑：家
长能接受这样的课程吗?课堂上该以什么为重点学习?学生们
的准备能不能达到预期设想?学习效果会怎样?……众多问题
困扰着我，在上课之前心情一直是紧张的。但最终的展示结
果还是很令人欣慰的。孩子们课堂上充满了兴趣，表现的很
精彩;家长们反映也很热烈，觉得这样的课堂很能锻炼孩子的
能力，拓宽他们的知识面，也让孩子对诗词的.背诵更有兴趣，
都表示会支持我们的校本课程继续开展下去。尽管课堂上取
得了令人高兴的效果，但不足之处还是很明显的：

1、由于是第一次开课，所以对于课堂模式还是不很清楚，整
节课下来环节不够紧凑，重点不是很突出。

2、课堂容量过大。由于是第一节课，要把农历、24节气的知
识都介绍给孩子，所以课堂内容有些多，导致整个课堂比较
急，每个环节都不能深入进行，有些浮于表面。

3、教师对课程内容的了解也有待深入。以后每节课前要做大
量准备，这样才能保证课堂上有的放矢，避免出现不知孩子
在讲什么的情况。

冬至班会内容篇六

冬至有吃饺子的习俗。为了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增长孩子
的见识，培养孩子的合作与关爱之情，我们大班组决定举



行“包饺子”活动。让孩子们在活动中体验劳动的快乐，分
享劳动成果。

1、让孩子们了解冬至节气，还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

2、通过选购原料、拌馅、包饺子、煮饺子、品饺子、喂饺子
等活动，丰富孩子体验，提高动手实践的能力。

20xx年x月x日上午9：00——11：00

大班全体老师和幼儿

1、材料准备：饺子馅、餐具、水、盘子、调味品等。

2、活动场地：各班教室

1、事先让孩子了解有关饺子的知识。

知道饺子的历史、饺子馅要哪些原料和调料以及是如何搭配
的、饺子是如何包的，怎么样煮饺子的.。知道包饺子必须带
的物品。

2、在老师指导下，各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班主任老师作为
辅导员，指导本班孩子包饺子、煮饺子，和中班小弟弟、小
妹妹共同品尝饺子。

交流体会、品尝饺子、分享劳动成果。

1、活动时，教师做好班级安全工作和卫生教育。

2、活动时，教师要求孩子做到不大声喧哗，不自由走动。

1、开展了“包饺子”的`活动。

2、为弟弟妹妹喂饺子活动。



冬至班会内容篇七

1、对朗诵诗歌感兴趣，进一步体会冬至日的节日特点。

2、体会文学作品的'情景和意境，并用相应的表情、语气表
现诗歌。

有关于冬至节的认知与理解。

1、教师朗诵儿歌冬至节2—3遍：幼儿欣赏。

2、幼儿朗诵冬至节

3、鼓励幼儿个体朗诵冬至节，根据幼儿情况实施给予鼓励及
表现建议。

活动区时间，美工区的`幼儿可以自主为冬至节儿歌配上自己
想到的绘画作品。

冬至班会内容篇八

1、锻炼小朋友的动手能力，培养自力更生的意识。

2、感受集体劳动的.快乐。

3、和父母一起包饺子增进父母亲情

20xx年12月10日小班8：00开始中班8：30开始大班9：00开始

1、请家长准备：擀面杖、案板、围裙，菜刀（班主任合理分
组安排）

以微信、家长会等形式告知家长时间、地点、家长需要准备
的物品（提前三天通知家长）



3、班级准备：洗手液体、洗手水。

（一）介绍冬至来历

冬至这一天是全年中白天最短、夜间最长的一天。由此，白
天开始一天天变长，夜间开始一天天变短。是冬天真正来临
的日子，我国古代，冬至被当作一个较大节日，不仅有“冬
至大如年”的说法，而且有庆贺冬至的习俗。祭天祭祖外，
北方地区有冬至吃饺子“以防天冷冻掉耳朵”、宰羊、吃馄
饨的风俗，南方地区则有吃冬至米团、冬至长线面的习惯。

（二）以班级为单位亲子活动开始包饺子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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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

1、擀皮

2、包饺子

3、吃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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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把煮好的饺子拿回班里

2、班主任和配班教师协同家委会：组织孩子开展儿歌、唱歌、
故事、亲子朗诵等活动（班主任设计好）（等待饺子煮熟）

3、家委会指定专人：负责维持家长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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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班会内容篇九

1、认识我国传统的冬至节，知道冬至的由来；

2、知道冬至是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
以后，白天逐渐变长。

3、深刻对祖国的认识，知道我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
族。

1、冬至我知道

让孩子知道冬至日，一般都在公历的12月21日或12月22日这
二日。通过讲冬至故事等多种形式，让孩子感受家乡传统节
日的氛围，了解更多的传统节日，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学习儿歌：《冬至到》。

《冬至到》

冬至到，冬至到；南馄饨，北方饺；

暖暖和和吃一碗，保你耳朵冻不掉。

冬至到，冬至到；敬祖宗，把墓扫；

会亲访友拜老师，平安幸福乐陶陶。

冬至到，冬至到；这一夜，最长了。

甜甜蜜蜜睡一觉，明天太阳会更好。

2、科学知识



过了冬至以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向北移动，北半球白天开始
逐渐变长，正午太阳高度也逐渐升高。

3、节气习俗

人们还会把冬至作为一个节日来过，北方地区有冬至宰羊，
吃饺子、吃馄饨的习俗，南方地区在这一天则有吃姜饭、冬
至米团以及长线面的.习惯，各个地区在冬至这一天还有祭天
祭祖的习俗，让孩子感受到冬至的节气。

冬至班会内容篇十

1、能够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学习掌握句
型“我把饺子给——吃”，并能进行句型仿编：我把——
给——吃。

2、通过活动，让孩子学会分享劳动成果，培养幼儿热爱家人
的感情。

能够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学习掌握句型“我
把饺子给——吃”。

学习掌握句型“我把饺子给——吃”，并能进行句型仿编：
我把——给——吃。

1、知识经验：幼儿在生活中吃过饺子，已经了解一些相关知
识

一、点名法检查助听器的工作状态。

听到名字的`小朋友和老师击掌问好。

二、活动导入：播放儿歌《包饺子》，然后做手指操，直接
引出主题。



羊妈妈，（双手比自己，一蹲一站）

包饺子，（一只手把另一只手的五指往内、往外来回扳）

中间突起，（双手握拳）两边翘（大拇指、小指升起，作”
六”的手势）

有的像小船，有的像——（两只手半举并左右摇动）

师：儿歌里，羊妈妈包什么？

幼：羊妈妈包饺子。

三、出示实物饺子，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请
幼儿观察、讲述饺子的外形特征，并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
吃饺子的经历。

师：小朋友们看一看，饺子长什么样子？

幼：饺子像小船，像——，还像橘子瓣儿……

师：你们吃过饺子吗？什么时候吃的？

师：冬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吃饺子，要不然，耳朵都冻掉
了。

师：饺子好吃不好吃？饺子里面有什么？

幼：饺子很好吃。饺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馅儿。有鸡蛋，有
韭菜，有肉肉……

师：你们喜欢吃饺子吗？你们会不会做饺子？

……



四、请小动物吃饺子，练习句型：我把饺子给——吃。

（引导幼儿练习表达：我把饺子给——吃。）

五：学习仿编：“我把——给——吃”的句式。

六、老师总结，活动结束。

在家中和家人一起包饺子，体验自己动手制作食物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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