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归传统农耕 回归传统喜迎冬至演讲
稿(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回归传统农耕篇一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1807班的姜xx。今天我国旗下演讲的题
目是《回归传统节，感受冬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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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12月22日，也就是我国24节气中的
冬至。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就测定出了冬
至，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冬至这天阳光
恰好直射在地球的南回归线上，此时我们所处的北半球白天
最短，黑夜最长。古人有诗云：“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
朝冬至天。”江南地区，吃汤圆，吃米团是过冬至的传统习
俗，因此冬至的汤圆又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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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惠。
至今还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由此可见冬至意味着难熬的严冬的到来，可人们为何又要大
加庆祝呢？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东西方在这个问
题上有着惊人一致的智慧。英国诗人雪莱说“冬天来了，春
天还会远吗？”老子说“物极必反，衰极必兴，否极泰来”
是啊，人生的拐点，往往是在最低的时候才开始攀升。在寒
冷里触摸温暖，在黑夜中遇见光亮。只要我们牢记最可贵的



希望，就如同过了夜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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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今，不少人只记得万圣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却忘了
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国学大师怀沙说“几千年的中国传统
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气’”，毕竟“树的影子拉得再长，也
离不开树根；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心。”中华文明养育了
我们五千年，历史的印记早已烙印在每个炎黄子孙的生命里。
当我们追韩剧，追日番，万圣节送糖果的时候，我们是否想
起活字印刷术，道德经，还有那汨罗江畔的身影。

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从20xx年起，许多传统节日成为
法定节假日，唯有保护住民族文化之根，续接断裂的文化之
脉，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与进步。让我们一起来期
待，一起努力，重新紧握那远去的传统文化，使其重归我华
夏大地，使其长盛不衰！让我们一起期待，让我国的传统文
化在神州大地上再次展现出傲人的风采。

漫步校园，感受冬至的气息，醉心于传统文化。

最后预祝所有高二同学合格考顺利，一次通过！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回归传统农耕篇二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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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传统农耕篇三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明天就是12月21日。你知道那是个什么日子吗？是的，冬至。
冬至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
期，中国就确定了冬至，这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定的一个。

冬至是北半球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冬至过后，全国
人民进入最冷的时期，也称为进九。从冬至后的第一天到立
春，人们通常会数“九”来测量天气的变化。

冬至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据记载，在周朝和秦朝，
十一月是冬天的第一个月，冬至是新年的第一天。曾有“冬
至大如年”的说法。

换句话说，人们最初庆祝冬至是为了庆祝新年的到来。2500
多年后的今天，冬至依然在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下散发着不可
抗拒的魅力。

现在，冬至在一些地方仍然作为一个节日来庆祝。在北方，
人们有习惯在冬至期间宰羊、吃饺子和馄饨。在南方，这一
天则有吃米团、长线面的习惯。

冬至，还是锻炼身体的好时候。冬季来临的时候，很多学生
害怕冷，不想活动，岂不知，冬天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时间，
小学生在冬季室外锻炼，身体经常受到寒冷的刺激，可以增
强人体对寒冷，支气管炎和其他冬季常见病阻力。



冬季接受室外阳光的照射，阳光中的紫外线不仅能促进人体
的造血功能，对治疗和预防贫血有积极作用，还能促进身体
对钙、磷的吸收，有助于骨骼的生长发育。

另外，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杀死人体皮肤、衣服上的病毒和
细菌，对人体有消毒作用。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期，
冬季锻炼不仅有利于身体的健康成长，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同
时，锻炼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准备活动，在运动前后及时脱掉和添加衣
服，选择合适的运动场地，注意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长期锻
炼，我们的身体御寒能力和抵御病毒攻击的能力一定会提高。
等春风拂面时，身体更柔韧，身体各脏器的功能更完善。

冬至过后，一年一度的元旦就要到了，最后祝老师、同学们
身体健康、开心快乐！谢谢大家！

回归传统农耕篇四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信息技术系16软件二班的马瑜翎。今天我
国旗下演讲的题目是“回忆传统，喜迎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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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起源于汉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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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冬至的
影响这么大呢？究其原因，首先是先民们最容易直接观察到



这些气象的变化，毕竟这一天昼最短、夜最长，太阳升得最
低；也因此，冬至的极寒对于先民们是最危险的。而过了冬
至，阳气反生，下一个循环就开始了。老人又过了一个寒冬，
孩子又长了一岁；太阳要高起来了，冰雪要化下去了；天要
亮起来了，水要动起来了因此，冬至是轮回的起点，是值得
庆贺的大吉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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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完冬至，一年一度的元旦就接踵而来了，我们很快就要迎
来20xx年啦，最后祝同学们在新的一年健康快乐！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回归传统农耕篇五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回归传统节，感受冬至日》

20xx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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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天就是24节气中的冬至。冬至节在我国有2500年的历史。



这一节令在现代人看来，可能仅仅是是划分时间的标记，甚
至一个无关紧要的日子；然而在我国传统社会里，冬至具有
的人文意义可能盛于新年：殷周时期，冬至一直排在24个节
气的首位，称之为“亚岁”；从汉代以来，每年冬至都要举
行庆贺仪式，高峰时期朝廷休假三天，君不听政；民间歇市
三天，欢度节日。唐人以“小岁”称冬至；宋人甚至有“肥
冬瘦年”之说；其热闹程度不亚于过年。

为什么冬至的影响这么大呢？究其原因，首先是先民们最容
易直接观察到这些气象的变化，毕竟这一天昼最短、夜最长，
太阳升得最低；也因此，冬至的极寒对于先民们是最危险的。
而过了冬至，阳气反生，下一个循环就开始了。老人又过了
一个寒冬，孩子又长了一岁；太阳要高起来了，冰雪要化下
去了；天要亮起来了，水要动起来了因此，冬至是轮回的起
点，是值得庆贺的大吉之日。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古人在年年的轮回中品味出自然规律，
他们以节令作为标志，按照亘古不变的土地的法则安排着自
己的活动。然而在现代，在这个我们已经离土地很远的时代，
在这个气候混乱、难以寻觅规律的时代，在这个冬的极寒已
经不再能造成任何威胁的时代，冬至，和其他的节令一样，
似乎要离我们远去了。我们在人工安排的时间表中丢失了轨
迹、丢失了规律；在充满目标的生活中忘记了安静，忘记了
家。然而，气候、土地在我们的血液中留下的痕迹，绝不是
能够轻易磨灭的。还总是应该有这样一个时节，让天气肃敛，
让人心安定，让游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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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