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冬至的演讲稿(优质7篇)
演讲稿首先必须开头要开门见山，既要一下子抓住听众又要
提出你的观点，中间要用各种方法和所准备的材料说明、支
持你的论点，感染听众，然后在结尾加强说明论点或得出结
论，结束演讲。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
恼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欢迎大家借
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冬至的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北风吹着，但是我们不觉得冷，心里暖洋洋的，因为今天是
冬至日。冬至，这是一个源于汉代的节日，在古代，冬至比
过年还受人们重视，同时，冬至日还被人们称为“安身静
体”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都会互赠好礼，相互拜访，将
抛开所有的烦恼，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天。

我们必将成为一个自强不息，具有远大理想、人格健全、品
德高尚的接班人。最后，在这美好的冬至日，在这美好的成
长日里，我给大家送去我最真挚的祝福，祝愿老师们身体健
康，工作顺利，祝愿同学们开开心心，取得好成绩，祝愿天
下所有人都平平安安。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冬至的演讲稿篇二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冬至大如年》。

冬至被人们当做一个重大节日，从周代起就有了祭祀活动，



宫廷历来十分重视。民间也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还
有庆贺冬至的`习俗。《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
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会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
升，这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因此应该庆
祝。《晋书》上有记载“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
其仪亚于正旦。”可见古代人民对冬至的重视。冬至这天，
一些文人、士大夫会进行“九九消寒”的`活动。择一九日，
相约九人饮酒，席上用九碟九碗，成桌者用“花九件席”，
以取九九消寒之意。

在北方，不论贫富，饺子是冬至必不可少的食物。有谚语说：
“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这种习俗是为纪
念“医圣”张仲景冬至舍药留下的。张仲景是南阳稂东人，
老时毅然辞官回乡为乡邻治病。当时正值冬季，他看到白河
两岸乡亲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便
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那天
舍“祛寒娇耳汤”医治冻疮。他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的
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皮
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与一大碗肉汤一起分给求药
的人。人们吃了娇耳，喝了驱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
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后人学着“娇耳”的样子，包成食物，
也叫饺子或扁食。冬至吃饺子，是不忘“医圣”张仲景“祛
寒娇耳汤”之恩。至今南方仍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
朵没人管”的民谣。关于冬至，还有许多数不完道不尽的习
俗。

然而，身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在离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似乎越来越远的今天，冬至大如年，你还知
道多少?让我们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传承我们源远流长的优
秀中华传统文化！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



冬至的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你们知道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吗?“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
暑相连，秋初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是我国的
《二十四节气歌》，想必大家一定还能脱口而出吧。在这二
十四节气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就是冬至。今天我
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回归传统节，感受冬至日》。

冬至这天阳光恰好直射在地球的南回归线上，北半球开始进
入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老师们，同学们，下一周即
将到来的12月22日，就是我国24节气中的冬至。

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我国已经测出冬至来了，时间在每年
的阳历12月21日至23日之间。冬至这一天，北半球白天最短，
黑夜最长。根据冬至的阴晴冷暖可以预示未来的天气：冬至
阴天，来年春旱;冬至晴，新年雨，冬至雨，新年晴;冬至无
雨一冬晴;冬至有雪来年旱，冬至有风冷半冬。

据记载，周秦时代以冬十一月为正月，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
也就是说，人们最初过冬至节是为了庆祝新一年的到来。如
今过了2500多年，在这浓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冬至仍散发
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同学们，不知道以往每年的冬至日你们
是怎么过的呢?你们知道冬至这天有哪些风俗习惯呢?古人有
诗云：“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在我们江南
地区，吃汤圆、吃米团是过冬至的传统习俗，冬至的汤圆又叫
“冬至团”，民间更有“吃了汤圆大一岁”之说。北方地区
有冬至宰羊，吃饺子、吃馄饨的习俗。冬至吃饺子，是不忘"
医圣"张仲景"祛寒娇耳汤"之恩。至今还有“冬至不端饺子碗，
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既然冬至意味着难熬的严冬的到来，人们为何又要大加庆祝
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东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惊人一



致的智慧。在西方，诗人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
远吗?”在东方，老子说——物极必反，哀极必兴，否极泰来。
是啊，人生的拐点往往在最低点开始攀升，只要我们牢记最
可宝贵的希望，就如过了夜最长，昼最短的冬至，尽管气温
日降，但毕竟昼渐长，夜渐短，终将春回大地。

漫步校园，让我们静静地感受这即将到来的冬至的气息吧!我
们醉心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更热切地盼望每个中国人都
能谨记自己的历史使命，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谢谢大家!

冬至的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冬至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祭祀祖先的人文节日；一个是清
明，一个是冬至，一个是七月十五的中元节，民间俗称
为“鬼节”；这三个节日，是我们祭拜祖先最主要的.日子。
其实这跟自然地理气候也有关系，因为冬至的时候，地球转
到最北半球的时候，到顶了，物极必反，这时候地球又开始
往回转了，中医上说是“一阳出生”的时候。冬至是一年当
中白天时间最短的一天，冬至一过，慢慢就开始昼长夜短，
白天时间就会一天比一天长。

冬至来历：冬至节源于上古的“腊祭”，究其实是缘于古人
的原始信仰。古人因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于是就把它
们归于上天神灵的操控，认为春风夏雨、秋霜冬雪、星斗河
汉、日蚀月亏、大旱洪荒、海啸地震等自然现象，全都是上
天神灵所为。因此，古人特别重视以祭祀活动来娱神祭天，
祈求上苍与神灵的保佑。从宗教的角度看，冬至祭祀其实就
是古人娱神祭天的一个盛大的宗教节日。冬至节的祭祀，重
要的内容就是祭天祭神。冬至之日，历代王朝都要行“贺
冬”之仪，举行隆重盛大的祭天祭神大典。祭祀活动场面宏



大，一般都是在郊外举行，因此又被称为“郊祭”。至明、
清时期，祭祀活动在古代祭祀的基础上，更加神圣化，更加
隆重。

冬至习俗——祭天：历代统治者都要于冬至日祭天。“祭
天”即是古代的“郊祀”礼，是历代帝王禳灾祈福，在冬至
日必须举行的一种仪式。

北宋时祭天多在京城的南郊举行，明清时则在北京天坛的圆
丘。圆丘在古代即是高出地面的圆土丘，它像征着天圆，故
用来祭天的前一天晚上，皇帝要斋戒沐浴，住在斋宫，冬至
日举行祭天大典。

冬至习俗—数九九，民间把冬至义称为作“交九”或“数
九”，即从冬至这—·大起，每隔九天作为一个“九”，共
分成9个“九”，共九九八十一天，81天之后便进入春天。冬
至之后数九九在全国各地都十分流行，各地的人们根据各地
不同的气候条件、景物特征、农事物候及风俗习惯，编排出
了各种数九九的谚语和顺口溜。这些谚语和顺l：i溜在许多古
籍：卜部多有记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下面这首顺口溜：
一九二九不出乎，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
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数九九的谚语和顺口溜不仅仅是人们多年来对气候的经验总
结，也是人们在严冬时节对春天的一种企盼。

冬至的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我是高一(22)班的x，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回归传统
节，感受冬至日》。

后天，阳光恰好直射在地球的南回归线上，北半球开始进入



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是的，冬至，在我们眼中，或
许只是一个在地理书上记过的日子，一个平淡的12月21日。
但是在中国古代，我们的老祖先们对这一天却极为重视。

周秦时代以冬十一月为正月，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也就是
说，人们最初过冬至节是为了庆祝新一年的到来，因此
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足见人们对冬至的重视。人们认
为：冬至过去，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吉日，
应该庆祝。许多地方在冬至这一天，都有九层糕祭祖的传统：
即用糯米粉捏成许多动物的形象，放入蒸笼，蒸好后将其放
在祖祠的牌位前，以示祭祀。祭祀之后，亲戚们还要一同举
杯畅饮，联络感情，称为食祖。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记住冬至，记住的不仅仅是冬至这
个节日，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有每个人时
刻铭记这句话，传承了五千年的民族血脉才不会中断。

过完冬至，一年一度的元旦就接踵而来了，我们很快就要进
入20xx年了，最后祝同学们在新的一年开开心心，健康成长!

谢谢大家!

冬至的演讲稿篇六

大家好！

北风吹着，但是我们不觉得冷，心里暖洋洋的，因为今天是
冬至日。冬至，这是一个源于汉代的节日，在古代，冬至比
过年还受人们重视，同时，冬至日还被人们称为“安身静
体”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都会互赠好礼，相互拜访，将
抛开所有的烦恼，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天。

而今天，我们又迎来的冬至，家家户户准备了饺子馄饨，将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延续下去。过完冬至，意味着人们的年



龄将大一岁，在我的眼里，冬至就成了一个成长日，在这一
天，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过去，思考我们的未来。我们是祖国
的未来，祖国的未来靠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勇敢的担起这一
职责。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追求进步，才能
真正成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那么同学们，让我们从现在做
起，热爱我们的祖国，树立远大的目标，热爱家庭，孝顺父
母，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同时，我们还要养成诚实守信，
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我相信，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磨练自己，
只要我们从身边的每一点小事做起，我们必将成为一个自强
不息，具有远大理想、人格健全、品德高尚的接班人。

最后，在这美好的冬至日，在这美好的成长日里，我给大家
送去我最真挚的祝福，祝愿老师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祝
愿同学们开开心心，取得好成绩，祝愿天下所有人都平平安
安。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老师同学们：

早上好！今天是12月22日，24节气中的冬至。冬至是北半球
全年最短的一天，最长的一夜。冬至过后，白天会一天天变
长。冬至古语为：阴极来，太阳起，天南来，昼短影长，故称
“冬至”。冬至过后，各地气候进入了最冷阶段，常被称
为“进入第九年”。中国民间有句话叫“九年寒，三年热”。
现代天文学认为，冬至太阳直接照在北回归线上，太阳最偏
向北半球，北半球白天最短，夜晚最长。那天之后，太阳逐
渐向北移动。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冬至，冬至被视为一个大节日。冬至节起
源于汉代，兴盛于唐宋，此后一直存在。有句话说“冬至大
如一年”，有个习俗是庆祝冬至。现在，一些地方也庆祝冬
至作为一个节日。北方地区有冬至宰羊、吃饺子、馄饨的习
俗，南方地区则有冬至这一天吃饭团、长面的习惯。



进入冬至，一年中最冷的一天就要到了。希望同学们冬天能
做好保暖工作，注意锻炼，保证充足的睡眠，少吃冷食，为
期末复习学习和即将到来的考试打好基础。

冬至的演讲稿篇七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回归传统节，感受冬至日》

12月22日凌晨1：11，阳光恰好直射在地球的南回归线上，北
半球开始进入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是的，昨天就
是24节气中的冬至。冬至节在我国有多年的历史。古人对冬
至的说法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
影长之至，故曰“冬至”。杜甫的《小至》中也有云：“天
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
寒欲放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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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周秦时代以冬
十一月为正月，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也就是说，人们最初
过冬至节是为了庆祝新一年的到来。

如今过了2500多年，在这浓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冬至仍散
发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不知道同学们在这个周末有没有吃汤
圆呢?古人有诗云：“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
在我们江南地区，吃汤圆是过冬至的传统习俗，冬至的汤圆
又叫“冬至团”，民间更有“吃了汤圆大一岁”之说。

走在校园的小路上，感受着冬至的气息。我醉心于中华传统
文化的氛围，更热切地盼望每个中国人都能谨记自己的历史
使命，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