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以二十四节气为话题 小班二十四
节气冬至的活动方案(优秀8篇)

通过就职，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在就
职过程中，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和适应新的工作内容。在
就职之前，了解一些成功就职者的故事和经验，可以为大家
指明方向和提供信心。

以二十四节气为话题篇一

学校每月一次的亲子主题活动，正好利用冬至节气来让大家
一起参与包饺子，既有教育意义，又能达到亲子交流的意义。

1.让孩子们了解冬至节气，还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

2.通过分组进行包饺子比赛活动，让孩子懂得食物的不易，
锻炼动手的能力。

20xx年x月x日上午9：00——11：00

大班全体老师和幼儿

每组选出6名选手参加比赛，每组分面1盆、馅1盆、案板1个、
擀杖2只、刀1把。

要求在固定时间内，完成制作剂子、擀面皮、包饺子全部工
序，比赛结果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打分，数量方面每包出一
个的完整饺子得1分，包的饺子越多，得分越高，质量方面按
照饺子“成品”的质量来打分，如果包出的饺子出现漏馅情
况，属质量问题，出现一个扣0.5分。

最终按照得分高低评出三个等次的奖项，其中一等奖1名，二
等奖2名，三等奖3名，参赛风尚奖1名。



（一）最靓饺子比赛

最靓饺子比赛为个人比赛项目，由每组推荐2名选手参赛，要
求参赛选手至少要包出3种以上花色的饺子，由裁判组评选
出6名获奖选手，荣获最靓饺子奖。

（二）吃饺子比赛

吃饺子比赛为个人比赛项目，由每组推荐3名选手，比赛以
在1分钟内吃完饺子数量作为评分标准，数量越多得分越高，
比赛分3轮进行，每轮每组派1人参加，每轮有2名选手胜出，
三轮评选出6名参赛选手，荣获吃饺子最快奖。

以二十四节气为话题篇二

在南方，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
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含有多种天然优质有机酸和丰富
的矿物质，具有净血、整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
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独特营养保健功能。但是，
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
这种加工过程便是煮梅。

2、安苗

安苗是皖南的农事习俗活动，始于明初。每到芒种时节，种
完水稻，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各地都要举行安苗祭祀活
动。家家户户用新麦面蒸发包，把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
菜等形状，然后用蔬菜汁染上颜色，作为祭祀供品，祈求五
谷丰登、村民平安。

3、送花神

农历二月二花朝节上迎花神。芒种已近五月间，百花开始凋
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饯送花神归



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此俗
在传统文化中今已不存，但着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
提及。

4、打泥巴仗

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每年芒种前后都要举办打
泥巴仗节。当天，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
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活动结束，检查战果，身上
泥巴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人。

5、俗挂艾草

艾草有驱赶蚊虫的作用，到了天气炎热的五月，细菌滋生的
厉害，就是艾草出动的时候了。人们会把艾草从田里割回来，
然后摆放在自家的门口，还有些人会把艾草晒干，然后点燃，
在屋子里转上一周，蚊虫也会被驱赶走。

以二十四节气为话题篇三

立夏之后，天气逐渐转热，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
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和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
夏以后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养心可多
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能补充营养，又起
到强心的作用。平时多吃蔬菜、水果及粗粮，可增加纤维素、
维生素b、c的供给，能起到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总之立夏之
季要养心，为安度酷暑做准备，使身体各脏腑功能正常，以
达到“正气充足，邪不可干”的境界。

2、立夏后要加强心脏保养

立夏在农历四月前后，称之为孟夏(夏之初)，我国大部分地
区平均气温在18℃至20℃，此季节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
天气渐热，植物繁盛，正是“百般红紫斗芳菲”的大好时节。



天文专家提醒说，立夏以后，天气转热，传统中医认
为，“暑易伤气”，“暑易入心”。因此，值此时节，人们
要重视精神的调养，加强对心脏的保养，尤其是老年人要有
意识地进行精神调养，保持神清气和、心情愉快的状态，切
忌大悲大喜，以免伤心、伤身、伤神。人在与节气相交之时
故应顺之，所以在整个夏季的养生中要注重对心脏的特别养
护。

以二十四节气为话题篇四

由于湿热之热之气容易使人产生困倦、懒散、萎靡不振，出现
“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牵的要人拉，拉的要人推”等
疲沓不堪，以及汗出不畅、胸中烦闷、口腻无味之状，加之
梅雨、阴湿，极易患上湿温病，或寒湿证，或中暑，引发风
湿性或类风湿性关节炎、湿疮、湿疹、水痘、皮炎、腮腺炎、
肝炎、肠炎等多种传染病和季节性病变。

这个时节养生的要领是清利湿热，化湿醒脾，养心护阳。

01、精神调摄：

要始终保持愉悦的心情，不可恼怒忧郁，应宣泄有度，通泄
自如，事事都要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切不可生闲气，
发闷气，一定要豁达和自然顺变。

02、起居作息：

坚持适当晚睡早起，既要避免阳光直射，注意防止暑热过长
侵袭;又要适当接受阳光照射，以顺应阳气的充盈，有利气血
运行，振奋人体生理机能。上午、下午适当劳作，中午适当
小憩恢复疲劳，晚上学习或愉乐亦不宜通宵达旦，仍应保持6～
7个小时的睡眠。同时应注意环境、室内及个人卫生，勤洗澡、
勤换衣，不可久着汗衣或湿衣。



03、饮食宜清淡：

微凉微温，不可过度追求厚味或补益。《吕氏春秋·尽数篇》
早已指出：“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唐代著名医
药学家孙思邈告诫人们：饮食“常宜轻淡甜之物，大小麦曲、
粳米为佳”，并说：“善养生者常须少食肉，多食饭”;元代
著名医家朱丹溪亦说：“少食肉食，多食谷麦菜果，自然冲
和之味”。如粳米、红米、红豆、绿豆、蚕豆、小麦、大麦、
粟米、苡米、扁豆以及当季菜蔬、水果和莲子、百合之类，
且饮食烹调和菜蔬炒制中不宜添加过多食盐及辛辣、甜适调
料，以防湿热壅滞肠胃。

04、衣着增减要适宜：

民间早有“未食端午棕，破裘不可送”的说法。芒种仅在端
午之后3～5日，虽然湿热之气较重，但阴湿之气尚存，衣着
不宜过于裸露，特别是逢阴湿的雨天尚不宜过于单薄。第五
是适度运动，特别是长时在室内以坐姿为主的人，更应利用
晴明及阴天的早晚时间去室外活动，或散步，或慢跑，或进
行其他有益的健身锻炼，但不宜在湿地停留过长时间，或在
雾霾严重的时日里外出健身，且不宜从事过于剧烈的活动，
避免出现大汗淋漓，伤阴损阳。

以二十四节气为话题篇五

为了让幼儿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气，童心美幼儿园开展
了“二十四节气——小雪”主题教育。

在冬季食用白萝卜，可以健脾养胃、益气补精，预防疾病，
有益健康。经常食用可以帮助人们因为摄入肉食过多而产生
上火，也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第一次吃到的，好美味。孩子们在观察和体味中，更加热爱
生活，本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到传统文化，感受了家乡



传统节日的氛围，更让孩子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需
要在他们身上不断的传承下去。

以二十四节气为话题篇六

立冬是冬天的第一个节气，对于小朋友们来说，立冬只是二
十四节气之一，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立冬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二十四节气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我们有义务让幼儿们
深入了解二十四节气，让幼儿们知道立冬是一个怎么样的节
日，立冬有着怎样的气候，有着怎样的风俗，要让幼儿们真
真切切的理解立冬并且真正认识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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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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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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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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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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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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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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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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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二十四节气为话题篇七

1、观察毛衣摩擦产生的现象。

2、激发幼儿喜欢做小试验的兴趣。

3、尝试作记录。

活动准备

1、纸屑、记录纸

2、毛衣、塑料尺、塑料棒、铅笔、木筷子、记录表、木梳子、
塑料梳子、木棒等

活动过程

1、创设情境

教师：冬天来了，天空上飘下了美丽的雪花（白纸屑）！

小朋友，想不想把小雪花拣起来玩啊？

教师：可是，小雪花一碰到我们的手，就化成水了。

小朋友，想一想有什么办法，我们不用手，就能拿起这些小
雪花呢？

2.启发小朋友想出各种方法。



1、教师：老师手里面有一把尺子，老师用尺子能不能拿起小
雪花呢？

2、看看老师的魔法：神奇一擦，芝麻开花。（在毛衣上擦）

再用尺子去吸引小纸屑。

看看，有什么变化？

教师：小纸屑被吸引过来了，轻轻一擦，神奇不神奇啊？

3、教师：这里还有一支铅笔，让我来试一试，看能不能产生
魔力。

神奇一擦，芝麻开花，能不能吸引啊？（不能）

4、教师：这还有一把梳子，让我看看能不能产生魔力。

老师这里还有木筷子，木棒，这些东西擦了以后还能不能产
生魔力呢？

我想请小朋友来做试验，老师有个要求，把能产生魔力的的
东西和不能产生魔力的东西都在纸上记录下来，小朋友分组
做试验的时候，一定要一个人一个人做，其他的小朋友要仔
细观察。

统计的时候引导幼儿如何做记录。

教师：原来塑料尺、塑料棒、塑料梳子这些东西擦了毛衣以
后，能吸引小纸屑。

其实，在冬天，很多东西因为摩擦而互相吸引，看当我们梳
头的时候，梳子和头发也会互相吸引。

小朋友，如果以后你发现更多的东西能摩擦后互相吸引，就



告诉老师，好不好。

看看谁有一双最善于发现奥秘的眼睛。

以二十四节气为话题篇八

1. 了解夏至时节的天气变化

2. 感受雨声的变化，欣赏关于雨声的诗句

3. 能自主完成雨伞的涂色，培养创造力和审美能力

活动准备

雨伞简笔画、雨声音频

活动过程

1. 介绍夏至时节天气变化的知识。

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
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疾去，降雨范围小，人们称“夏
雨隔田坎”。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著名诗句。江淮一
带出现梅雨天气，频繁下雨，空气潮湿。

2.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雨天吗?

——有的小朋友喜欢，有的小朋友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呀?
为什么喜欢呢?

——其实雨天也不是那么的讨人厌的，只要你细细观察，能
发现很多让人喜欢的事。比如老师就特别喜欢听雨声，很多
古时候诗人也很喜欢下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一看吧。



3. 教师播放雨声音频，体会古诗中的雨。

(1)教师播放小雨音频，请小朋友描述小雨是什么样的。

志南写出“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小雨落在
衣服上，衣服都没有湿;风吹在脸上，脸也不觉得冷。

(2)教师播放大雨音频，请小朋友描述大雨是什么样的。

李商隐写“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深秋天空
昏暗，寒霜降临，池中荷叶已经凋零所剩无几，只留了几片
供人听雨珠滴落的声音。

(3)教师播放暴雨音频，请小朋友描述暴雨是什么样的。

苏轼写“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乌云如墨汁
一般，却没有把山峦全部遮蔽，大雨打在湖面，溅起的水花
跳入船中。

4. ——小朋友们，现在下雨了，你们要怎么防雨呀?

——现在老师给你们发一把小伞，请你们给它画上漂亮的图
案吧。

5.教师分发打印好的雨伞简笔画，幼儿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
行涂色，教师会需要帮助的幼儿进行指导。

6. 请幼儿展示自己的作品，并说说为什么这么画，教师对能
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幼儿奖励。

7.活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