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冬至演讲稿 冬至佳节演讲稿(通用9
篇)

演讲是练习普通话的好机会，特别要注意字正腔圆，断句、
断词要准确，还要注意整篇讲来有抑有扬，要有快有慢，有
张有弛。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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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演讲稿篇一

12月21日是我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冬至。说起
冬至，有些同学嘴馋了，因为这一天，按照习俗，家家户户
是要吃汤圆的。

冬至是我国汉族一个传统节日，至今仍有不少地方有过冬至
节的习俗。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已经用土
圭观测太阳测定出冬至来了，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
的一个。时间在每年的阳历12月21日至23日之间。冬至是北
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
会一天天变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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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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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有“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的说法。

现代天文科学测定，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阳光对北半
球最倾斜，北半球白天最短，黑夜最长，这天之后，太阳又
逐渐北移。

在我国古代对冬至很重视，冬至被当作一个较大节日，冬至
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曾有“冬至大如年”
的说法，而且有庆贺冬至的习俗。《汉书》中说：“冬至阳
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



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
应该庆贺。《晋书》上记载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
贺，其仪亚于正旦。”说明古代对冬至日的重视。

现在，一些地方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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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米团、冬至长线面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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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演讲稿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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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演讲稿篇三

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四二中队的xx，由于今天下雨，我将在
广播室给大家分享本周的主题《冬至》。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
雪冬小大寒。24节气的歌谣伴随着我们度过一年又一年。转
眼间，冬至已悄然而至。它的到来，意味着我们即将告别温
暖的20xx年，迎来崭新的20xx年。

“冬至”大如年,是我国廿四节气之一,俗称”冬节”.在这一
天,因为太阳刚好直射在南回归线，使得生活在北半球的我们
感觉到白天最短。根据以前的传统,人们在冬至这一天,会画
梅花一枝，素墨勾出九九八十一朵花。每天用红笔或黑笔涂
染一朵花瓣，花瓣涂尽了，九九八十一朵花出来了,春天也就
到了,所以称为”九九消寒图”;也有的是横十画、竖十画，
制成一个九九八十一格的方块图表。每天涂抹一格、九尽格
满，称为”九九消寒表”。最文雅当属”九九消寒迎春联”,
每联九字，每字九画，每天在上下联各填一笔，如上联写
有“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下联对以“秋院挂秋柿秋送秋
香”，真是绝妙佳联！

冬至，也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节日。据说，在冬至只要吃了
饺子，无论天气再冷，耳朵也不会冻下来。说到吃饺子，还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东汉时候，南阳有个名医，叫张仲景，
他医术很高，不管什么疑难病症，都能手到病除，人们称赞
他是妙手回春的医圣。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在路上看见许多



穷人，穿的破破烂烂，脸上生了冻疮，耳朵都冻烂，张仲景
看到后心里非常难过；回到家，他把一些治疗冻疮的药材放
到锅里煮，煮好把它们放进面皮里，煮好就分给那些穷人，
大家吃了饺子后，脸上的冻疮都好了，耳朵也好了，身上也
暖和了。张仲景的爱心是严冬中的一缕温暖的阳光，爱心更
是每个人心中的光明！

20xx年，在老师的教育下，我们茁壮成长；在同学的陪伴下，
我们快乐成长；在爸爸妈妈的爱护下，我们健康成长；我们
在不断地吸收阳光雨露，经历我们快乐的童年生活。本周三
就是冬至了，我校会分年级庆祝冬至节，回家后，和家人一
起画一张“九九消寒图”，做一张”九九消寒表”吧,等把图
画完，表填完,百花盛开的春天就会展现在眼前了，最后预祝
大家迎来更美好的20xx年！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冬至演讲稿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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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演讲稿篇五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论长跑锻炼的好处。



寒冷冬至，北风萧瑟，清冷街头，稀疏人迹，抬头看空荡荡
的枝头，一股莫名的伤感由然而生，枯黄的干叶在寒风中打
着旋飞舞落下，似翩翩的舞者，只留下孤单的枝头在冷清的
季节打颤发抖。

清晨，闹钟在狂震，此刻你是否有种把它摔下去的冲动?科天
的被窝真诱人，真想温暖还可能继续停留。所以面对一次次
的冬至长跑锻炼，你退缩了，你愉懒了，你逃避了。孰不知
你逃开的，不仅是跑步训练，还有关于你毅力的磨练，体格
的锻炼。

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向我们阐述健身长跑的好处吧！

有关专家表示，长跑可提高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机能，科
学实践证实，较长时间有节奏的深长呼吸，能使人体呼吸大
量的氧气，吸收氧气超过平时的7—8倍就可以抑制人体癌细
胞的生长和繁殖。其次长跑锻炼还改善了民肌供氧状态，加
快了心肌代谢，同时还使心肌股纤维变粗，心收缩力加强，
从而提高了心脏工作能力。

更重要的是，长跑能陶冶人的性格，锻炼吃苦耐劳，战胜困
难的意志。

有关资料还显示，长跑能健脑，冬至气温较低，在冷风晨雾
中长跑，会刺激机体保护性反应，血液循环加快，脑部血液
流量加速，调节大脑体温中枢功能，从而供给大脑更多养分，
提高学习效益，还对大脑记忆功能有增进作用，而且长跑使
人情绪乐观饱满，有助于增进食欲，加强消化功能，促进营
养吸收。

同学们，听了以上这些，你还是否打算在以后的晨练长跑中
偷懒逃跑呢?



冬至演讲稿篇六

接近年底，各种东西方节日纷纷到来。

今天是阳历12月22日，也是我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
气“冬至”，它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传统节日，民间有“冬至
大如年”的说法。早在周代，我们的祖先已经用土圭观测太
阳，测定出冬至了。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
其节日传承已近3000年，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冬至这天，夜最长，昼最短，冬至过后，各地气候都进入最
寒冷的阶段，相信这几天有关全国各地气温骤降的新闻报道，
大家都有所关注；而在我们安庆，每年严寒天气的代表——
下霜，其时间也往往在冬至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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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
节本是个洋节日，这些年在中国也大为流行，圣诞未至，圣
诞的味道已早早在众多商家蔓延开来。也不追崇圣诞节，但
我尊重圣诞节的庆典，因为耶稣是西方文化中悲天悯人情怀
的代表，就如东方的孔子，印度的佛陀。相信不少同学已经
发现，经典文学名著中，最为伟大动人的情怀就是悲天悯人
的情怀，如屈原之于《离骚》，司马迁之于《史记》，曹雪
芹之于《红楼梦》，雨果之于《巴黎圣母院》，托尔斯泰之于
《安娜·卡列宁娜》，乃至现代的`鲁迅、沈从文等众多大师
巨著莫不如是。

有人说，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你看，人脸上的两道眉毛
是“草字头”，眼睛、鼻梁构成个“十”字，下面再加上一个



“口”，那不就是个“苦”字吗？所以人都是哭着来到这个
世界的。但有些人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们为世界减少了痛苦：
有的人为世界减少了水灾，如上古的大禹；有的人为世界消
除了狂犬病，如法国的巴斯德；有的人为世界减少了饥饿，
如当代的袁隆平······身处苦难，心忧世人，这份悲
悯情怀是值得我们深思与尊敬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传统节日，还是洋节日，都可以用
宽广的胸怀去面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冬至演讲稿篇七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二（9）班的xx，今天，我在国旗下演讲
的主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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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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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今年冬至将在学校里度过，但我们依旧可
以以简单的行动体验冬至的韵味：为家人打通电话，在他们
耳边呢喃一句“冬至安心”；见到老师同学，亲切地打声招呼
“冬至安好”；期待着食堂会不会也有一碗热乎乎的汤圆或
饺子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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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演讲稿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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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演讲稿篇九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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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