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节气班会教案(优质10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二十四节气班会教案篇一

1、寒凉的节气冰封不了我火热的问候，寒凉的气息凝固不了
我温暖的情意，寒凉的风霜冻结不了我融融的祝福，愿这个
寒凉的大寒节日里你拥着火热的爱情，守着温暖的亲情，伴
着融融的友情，过一个暖暖的大寒。

2、大寒风萧萧，祝福情飘飘，工作要忙碌，身体也得顾，竞
争压力大，沟通不落下，大寒祝你友情暖着手，亲情暖着心，
爱情不离分。

3、联系久了，幸福才能不断;祝福多了，关系才能不变淡;问
候多了，情谊才能更深远;衣服多了，冷意才能不侵犯;朋友
多了，提醒更要到身边;大寒节气，一丝温暖把情谊相连，幸
福味道贵在简单温暖，愿你温暖健康，快乐不随天冷淡。

4、大雪越积越厚，情谊越来越深。大风越刮越寒，思念越来
越浓。天气越来越冻，牵挂越来越强。阳光越来越冷，我的
爱恋越来越热烈。朋友：愿你大寒像梅花，绽放美丽人人夸!

5、亲，大寒到了，温暖牌祝福包邮哦!勤搓手，勤动脚，多
多运动寒冷少;穿棉衣，戴棉帽，多多添衣温暖到;常拥抱，
常问好，多多联系温情高;按时歇，按时劳，多多开心天天
笑;收祝福，送祝福，欢欢喜喜心情好。

6、大寒节气又来到，蜡梅盛开寒霜傲。阵阵余寒虽未了，暖
暖阳春把手招。家家枝头喜鹊闹，世间处处人欢笑。街头个



个春装俏，人人身边幸福绕。大寒过后春来到，祝愿开心把
你抱!

7、大寒气温降，祝福不能忘，问候送身旁，天冷添衣裳，早
晨喝热汤，饮食增营养，锻炼身体棒，愿你一生幸福，事事
吉祥!

8、寒冬到来景色妙，银装素裹更妖娆。小孩高兴满地跑，打
起雪仗汗直冒。及时换衣免感冒，健健康康常欢笑。愿你大
寒身体好，快快乐乐无烦恼!

9、白雪皑皑茫茫原，窗棂玻璃结花霜。早晨醒来别翻身，睁
眼神清活动慢。适应一会再起床，天冷大脑缺血氧。环境温
度过于低，血管收缩血流慢。愿你大寒：诸事注意多健康!

10、冰雕冰灯冰窗花，给你一个人间童话。雪花雪球雪娃娃，
唤温暖记忆如昨。寒冷的冬天愿你和快乐相守，和幸福对话。
大寒愉快。

11、冬日的阳光是我对你的问候，飘飞的雪花是我对你的祝
福，傲雪的腊梅为我送去沁人的芳芳，真诚地短信表达着情
谊绵长。大寒到了，愿你健健康康!

12、季节变换真快，转眼大寒到来，寒风悄悄来袭，出门切
记保暖，日常加强锻炼，晚上盖好被褥，关怀问候送上，愿
你幸福围绕，开心常伴左右，大寒快乐!

13、大寒至，有惦记，心寄短信来问候;寒风呼，冰雪落，添
衣加袄保温暖;喝热汤，吃热饭，暖身暖胃暖精神;睡眠足，
心开朗，勤加锻炼身体壮;短信到，祝福绕，愿君安康幸福伴。
大寒快乐!

14、大寒养生有窍门，不可大意把病找。锻炼最宜日出后，
以免温度过低得感冒。脸部双手冷水洗，血脉循环强体魄。



睡前热水多泡脚，有助睡眠习惯好。愿你平安快乐过大寒，
健康生活永不离!

15、大寒节气到，腊梅寒霜傲。余寒虽未了，阳春把手招。
枝头喜鹊闹，处处人欢笑。个个春装俏，家家绕。寒冬过后
春来早，祝愿开心常拥抱!

16、一缕寒风送寒意，一句叮咛送温暖，一抹情意在心间，
一份关怀挂嘴边，一丝问候暖心田，大寒到，愿你添衣防寒，
小心出行，大寒快乐!

17、北风呼呼，吹走烦恼忧愁，把所有的苦涩冻住;雪花飘飘，
带来吉祥幸福，把所有的快乐留住。愿你大寒时节事事顺心，
快乐永驻!

18、大寒到，问声好，贴心关怀早送到;冬风起，锻炼勤，强
身健体为健康;维生素，补充及，营养丰富不可忘;说到醋，
是个宝，多吃来把健康保。愿安康!

19、用拼搏能散去寒意;用勇敢能驱赶冷意;用坚持能战胜冻
意;用毅力能俘虏冰意;用成功能升起暖意;用舒心能散发温
意;用团聚能保持顺意;用喜庆能增添美意。祝愿你大寒不寒
温暖常伴!

20、狂风暴雪温最低，房前屋后大雪积。送你一件毛皮衣，
健康温暖好福气。送你一双棉靴子，走向光明立壮志。送你
一顶风雪帽，鸿运当头阳光丽。愿大寒吉利!

二十四节气班会教案篇二

初开曦光灿暖阳，寒冬渐去韵犹长。

冻蕊微绽荒野绿，稀疏枝头柳嫩黄。



醉弄清风放纸鸢，羞待粉蝶戏花岗。

情心已然怀春色，撷来新柔入心房。

雨落寒去乍暖时，嫩芽初上缀疏枝。

花蕾无声鸟欢语，农家屋檐见燕姿。

陌上依稀茵茵草，耕田归来说春迟。

忙把千野播新种，笑声如歌过小溪

时报雷声大地惊，苏生万木醒百虫。

烟霞轻罩蒙细雨，草色遥看郁青青。

燕随和风当空舞，纸鸢纷飞白云中。

煮酒唱赋赏新柳，盎然春意九州同。

日垂赤道暖光照，昼夜分领十二时。

江河开潮啸清爽，长天云淡煦风吹。

北国风光悄隐去，万紫千红说明媚。

更见轻衣舞俏丽，还将春色入相思。

先饮寒食思贤忠，雪白梨花落清明。

云色阴沉香烟袅，泪飞还说思绪萦。

远山默默缭尘雾，苍松哀哀长风鸣。

祖德宗功垂青墓；伟业自有后人承。



布谷声声催农忙，暖雨频来好栽秧。

浮萍茂盛生千绿，风吟雾润绽嫩黄。

野岭遥看色烂漫，蝶舞花丛蜂衔香。

戴胜鸟儿鸣桑树，春播美景寄情长。

斗指东南时序循，如岱远山深绿催。

秀麦呲牙笑春去，蛙声初鸣报夏来。

喜看农家遍锄地，欣指粮囤添新排。

更挥樱鞭放长牧，还将静水弄鱼肥。

风吹沃野壮青苗，麦稻初熟穗勾腰。

云偎蓝天说温热，寒凉不觉渐隐消。

鸥鹭翔飞湖照影，西窗听雨看色娇。

醉斟明月空杯饮，紫云乡里乐逍遥。

争时还看农家忙，汗浸衣衫收麦粮。

机声轰鸣奏丰韵，万顷浪动灿金黄。

且将辛苦育新苗，好教心雨孕新芳。

夕烟缕缕萦期望，犹待秋歌满村乡。

穹天日照北归线，白昼至极夜渐长。

阴雨放任欺半夏，热风助纣纵骄阳。



东莱旧人煮新麦，平阴大地祭祖忙。

蝉声初鸣说烦躁，横舟钓月好乘凉。

小热已是天如火，稻淑千重翻金黄。

牛闲南山石阴卧，鸟栖东海林中凉。

孩童沐雨喜外出，情侣牵手月荷塘。

花醒夜半享清静，风吹幽帘入梦乡。

昼如火炉夜烤墙，毒热何须有日光。

农家苦累田中事，抗旱排涝个中忙。

萤生腐草乱夜色，无常风雨弄禾桑。

长夜烦心无清梦，庭院徘徊纳月凉。

万野千山花始落，临夜风凉报已秋。

红叶零星留春梦，老柳微黄破绿稠。

闷气循循无奈去，淡云飘飘爽清幽。

陌上好看果园里，丰收喜悦满枝头。

天高云淡日渐凉，寒笛孤音柳先伤。

秋风萧瑟疏枝影，烟雨阴沉雾迷茫。

林苑幽深花色暗，雁欲南征鸣仓惶。

年轮又将刻凝重，香阁饮泣是徐娘。



晨草带露秋色茫，碧茵消瘦半萎黄。

多有西风吹清月，秋雨飘零打枯桑。

懒上南山觅菊影，对天观云雁南翔。

几人暮年说豪迈，落叶归根思还乡。

阴阳相伴气清爽，雷声始收露默寒。

鸥鹭嘶哑鸣霞落，荒野空谷鸦声残。

蛰虫陆续归隐去，寂水始涸流影单。

窃喜层林尽染处，风华正茂点江山。

群雁成排南下征，雀鸟深居少飞行。

菊始黄华金光烁，枫叶漫山傲深红。

北国江天寒露白，南国依然看葱茏。

神洲奏凯丰收乐，华夏尽在欢歌中。

长夜孤寒风吹冷，千顷白霜掩秋翁。

冰雨无情摧残菊，星辰寂寥望月宫，

草木凌乱无人动，农家小院几绿葱。

蹒跚移步篱笆下，俯拾落花默鞠躬。

孤寞寒烟落草蓬，百花已残叹凋零。

大地尽褪艳鲜色，苍天冷云刷长屏。



骚人低吟无新韵，墨客展纸情亦封。

孤立荒野远山望，回忆旧时感温馨。

寒气薄雨凝紫氤，冷风啸鸣掠暗尘。

碎雪飘零梅姿韵，霜挂绿竹摇玉筠。

野山静默梦未醒，海涛汹涌弄阴沉。

大地红妆芳菲尽，北国风光慨伟人。

鹃鸥不呜怯寒凌，江河失声冰玉凝。

荔挺新芽绽嫩碧，虎心萌动情欲腾。

苍穹多变宜应早，小饮浊酒敌冻风。

撷来新梅酿清韵，独留春心踏歌行。

阳生初始长至节，小期十日即元旦。

蚯蚓蜷缩待和煦，清泉渐流戏山岚。

素洁冰天说纯美，飞雪俏舞罩宇寰。

挥笔且把地作纸，画写斑斓好过年。

残柳垂枝凝冰霜，北风阵来透心凉。

远山松鸣迎乱雪，佳人寻梅采暗香。

玉阁帐暖情思蕴，妆台弄粉春心藏。

尽赏初寒蓄长志，剑胆琴心写华章。



朔风飞雪锁北疆，红妆素裹看苍茫。

江河涛声无奈去，冰封万里灿冬阳。

相约野玩乐有趣，皑山雪原好风光。

煮酒赏梅听春信，喜待百花激情扬。

二十四节气班会教案篇三

1.红云日出生，劝君莫出行。(日出时，有红云是台风兆。)

2.六月拢无巧，七月顿顿饱。

3.袂食五月粽，破裘仔不通放。(未过五月节，天气尚未稳定。
)

4.五月端午前，风大雨也连。

5.霜降，出无齐，牵牛犁。(霜降时，稻穗长不齐，收获不好。
要重新拖牛耕地。)

6.春天南，夏天北，无水通磨墨。(春天刮南风，夏天刮北风，
可能大旱。)

7.早春好佚陶，早夏粒米无。(夏天早来，却因涸早，晚冬收
获减少。)

8.四月芒种雨，五月无焦土。六月火烧埔。(芒种日下雨，五
月多雨，六月久旱。)

9.四一落雨空欢喜，四二落雨有花无结子。(四月农作物忌长
雨，收获不多。)

10.闪烁的星光，星下风会狂。(星光闪烁，夜虽晴，有大风。



)

11.四月廿六海水开目。(入夏之後，海水浪潮渐大。)

12.初三四，月眉意。十五六，月当圆。廿三四，月暗暝。

13.送月雨，後月无焦土。(月底下雨，占下月雨多。)

14.乌云飞落海，棕蓑盖狗屎。(满天乌云飞向海边，表示转
晴，不须雨具。)

15.云势若鱼鳞，来朝风不轻。(鳞云重叠，翌朝必起大风。)

16.十二月初三，黑龟湳，落雨落甲廿九暗。(十二月三日若
下雨，下到廿九日除夕。)

17.风台做了无回南，十日九日湿。(尚有多日下雨。)

18.六月十二，彭祖忌，无风也雨意。(台风季节，没有风也
有雨意。)

19.云布满山底，透暝雨乱飞。

20.春茫曝死鬼，夏茫做大水。(春天雾浓必大旱，夏则大雨。
)

21.落霜有日照，乌寒着无药。(阴冷天气，虽落霜，如有日
照可温暖，否则就冷了。)

22.乌云飞上山，棕蓑提来披。(满山乌云，定有雨，出门带
雨具。)

23.六月绵被拣人甲。(六月身体虚弱，尚须盖绵被。)

24.九月起风降，臭头扒佮掐。(九月秋天风乾燥，臭头会痒，



喜抓痒。)

25.冬节月中央，无雪也无霜。(冬节在月中，当年冬天很少
有霜雪。)

26.八月大，蔬菜免出外。(八月大〔三十日〕，气候不顺，
蔬菜收成不好。)

27.田蠳若结堆，戴笠穿棕蓑。(田蠳群聚群飞乃雨兆。)

28.透早东南黑，午前风甲雨。(东南边有乌云)

29.正月雷，二月雪，三月无水过田岸。(三月水少不够灌溉)

30.六一，一雷压九台。(六月一日鸣雷，该年台风少。)

31.七一，一雷九台来。

32.红柿若出头，罗汉脚仔目屎流。(红柿出，已是秋天，天
气转凉。)

33.初一落雨，初二散，初三落雨到月半。

34.冬节在月头，卜寒在年兜。(冬节在月初，年底很寒冷。)

35.雷打秋，晚冬一半收。(立秋日如有雷，晚冬(二期稻作)
收成不好。)

36.立夏小满雨水相赶。(梅雨季节雨水多。)

37.秋靠露，冬靠雨。白露勿搅土。(白露这天，不可扰动土
壤，以免损害农作物。)

38.晚雾即时收，天晴有可求。(夕暮添雾易散，翌日天晴有
望。)



39.雷打蛰，雨天阴天四九日。(惊蛰日鸣雷，雨或阴的天气
会有四九日之久)

40.冬节在月尾，卜寒正二月。(冬节在月底，冬天不会冷，
会冷在次年一二月间。)

41.七徛八倒九斜十落。(金牛宫顶的小七星，天亮时，每月
在天上的位置。)

42.乌云若接日，明天不如今日。(乌云近日)

43.二月踏草青，二八三九乱穿衣。(二三月冷暖不定，八九
月时寒时热。)

44.晚看西北黑，半暝仔起风雨。(傍晚，西北天上有乌云，
半夜有风雨。)

45.年惊中秋，月惊十九。

46.八月八落雨，八个月无焦土。(八月八日下雨，占长雨。)

47.三日风，三日霜，三日以内天清光。

48.大寒不寒，人畜不安。

49.二月三日若天清，着爱忌清明。(须防清明时节会下绵绵
雨)

50.五月蝶，讨无食。(五月花季已过。)

二十四节气班会教案篇四

雨水――表示降水开始，雨量逐步增多。

我国古代将雨水分为三候：“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



候草木萌劝。”此节气，水獭开始捕鱼了，将鱼摆在岸边如
同先祭后食的样子；五天过后，大雁开始从南方飞回北方；
再过五天，在“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中，草木随地中阳气的
上腾而开始抽出嫩芽。从此，大地渐渐开始呈现出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象。

“雨水”过后，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到0℃以上，黄淮平
原日平均气温已达3℃左右，江南平均气温在5℃上下，华南
气温在10℃以上，而华北地区平均气温仍在0℃以下。雨水前
后，油菜、冬麦普遍返青生长，对水分的要求较高。“春雨
贵如油”，这时适宜的降水对作物的生长特别重要。而华北、
西北以及黄淮地区这时降水量一般较少，常不能满足农业生
产的需要。若早春少雨，雨水前后及时春灌，可取得最好的
经济效益。淮河以南地区，则以加强中耕锄地为主，同时搞
好田间清沟沥水，以防春雨过多，导致湿害烂根。俗话
说：“麦浇芽，菜浇花”，对起苔的油菜要及时追施苔花肥，
以争荚多粒重。华南双季早稻育秧已经开始，应注意抓
住“冷尾暖头”，抢晴播种，力争一播全苗。

雨水季节，天气变化不定，是全年寒潮过程出现最多的时节
之一，忽冷忽热，乍暖还寒的天气对已萌动和返青生长的作
物、林、果等生长及人们的健康危害很大。在注意做好农作
物、大棚蔬菜以及工交部门防寒防冻工作的同时，仍要注意
个人的保健工作，以防止冬末春初感冒等流行疾病的发生。

雨水节气特点

雨水位于每一年正月十五前后（公历2月18-20日），节气时
段为雨水日起，到惊蛰日前（公历3月4-5日）结束。太阳的
直射点也由南半球逐渐向赤道靠近了，这时的北半球，日照
时数和强度都在增加，气温回升较快，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
开始活跃，并渐渐向北挺进。与此同时，冷空气在减弱的趋
势中并不甘示弱，与暖空气频繁地进行着较量，既不甘退出
主导的地位，也不肯收去余寒 。



降雨开始，雨量渐增。雨水节气的涵义是降雨开始，雨量渐
增，在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黄河流域，雨水之前天气寒冷，
但见雪花纷飞，难闻雨声淅沥；雨水之后气温一般可升至0
℃以上，雪渐少而雨渐多。可是在气候温暖的南方地区，即
使隆冬时节，降雨也不罕见。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这段时间
候平均气温多在10℃以上，桃李含苞，樱桃花开，确已进入
气候上的春天。除了个别年份外，霜期至此也告终止。嫁接
果木，植树造林，正是时候。华南继冬干之后，常年多春旱，
特别是华南西部更是“春雨贵如油”。另外，寒潮入侵时可
引起强降温和暴风雪，对老、弱、幼畜危害极大。所有这些，
都要特别注意预防。

雨水不仅仅表明降雨的开始及雨量增多，而且表示气温的升
高。雨水前，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寒冷。雨水后，人们则明显
感到春回大地，春暖花开和春满人间，沁人的气息激励着身
心。

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严寒多雪之时已过，下雨开始，雨量渐渐
增多，有利于越冬作物返青或生长，抓紧越冬作物田间管理，
做好选种、春耕、施肥等春耕春播准备工作。在雨水节气
的15天里，我们从“七九”的第六天走到“九九”的第二天，
“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意味着
除了西北、东北、西南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寒冬之中外，
其它许多地区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了由冬转春的过渡，在春
风雨水的催促下，广大农村开始呈现出一派春耕的繁忙景象。

但是，雨水季节，北方冷空气活动仍很频繁，天气变化多端。
既然这说到个季节冷空气活动频繁，就不能不提人们常说
的“春捂”。这是古人根据春季气候变化特点而提出的穿衣
方面的养生原则。初春阳气渐生，气候日趋暖和，人们逐渐
去棉穿单。但这时的北方阴寒未尽，气温变化大，虽然雨水
之季不像寒冬腊月那样冷冽，但由于人体皮肤腠理已变得相
对疏松，对风寒之邪的抵抗力会有所减弱，因而易感邪而致
病。所以这时的注意“春捂”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变化无



常的天气，容易引起人的情绪波动，乃至心神不安，影响人
的身心健康，对高血压、心脏病、哮喘患者更是不利。为了
消除这些不利的因素，除了应当继续进行春捂外，应采取积
极的精神调摄养生锻炼法。保持情绪稳定对身心健康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雨水后，春风送暖，致病的细菌、病毒易随风传播，故春季
传染病常易暴发流行感冒。每个人应该保护好自己，注意锻
炼身体，增强抵抗力，预防疾病的发生。

雨水节气中，地湿之气渐升，且早晨时有露、霜出现。所以
针对这样的气候特点，饮食调养应侧重于调养脾胃和祛风除
湿。又由于这时的气候较阴冷，可以适当地进补，如蜂蜜、
大枣、山药、银耳等都是适合这一节气的补品。

这时的大气环流处于调整阶段，全国各地的气候特点，总的
趋势是由冬末的寒冷向初春的温暖过渡。

雨水节气适宜吃什么

多喝汤粥养脾胃。雨水时节,人的脾胃容易虚弱,这时的应多
食汤粥以滋养脾胃。汤粥容易消化,不会加重脾胃负担,山药
粥、红枣粥、莲子汤都是很好的选择。如果将汤粥配上适当
的中药做成药膳还能滋补强身。如可根据初春时节肝气旺盛
的特点,在药膳中加入沙参、西洋参、决明子、白菊花、首乌
粉等升发阳气之药材。

脾胃虚弱的人应避免进食饼干等干硬食物。因为干硬食物不
仅不好消化,还可能给胃黏膜造成损伤。另外,老年人脾胃功
能不好,这时的应以流食和松软的食物为主,这类食物可以促
进人体对营养的吸收。

不吃辣,放燥热。雨水时节,空气湿度增加,但气温仍然很低,
因此这时的的天气寒中带湿。在这种环境下,人体往往预热壅



阻。这时的若吃燥热的食物无异于“火上浇油”。预热让人
想吃凉东西,但吃凉过多,则会使脏腑为湿寒所伤,出现胃寒、
腹泻等症状。

二十四节气班会教案篇五

一、老年人和小孩忌吃青明果。因为制作青团的主要材
料——糯米是一种极难消化的食品。老年人和小孩的消化功
能都不好，吃青团对他们来说，无疑是让消化系统“雪上加
霜”。

二、胰腺炎和胃炎患者忌食青明果，因为青团中的糯米会导
致这些炎症的复发或病情恶化。

三、糖尿病人忌食明果，青团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商家推出
的新品青团所含糖分“与日俱增”，糖尿病人食用青团无疑
会使病情恶化；四、有胆囊炎、胆结石的患者忌吃青团，可
能会因为消化不良而加重病情。

注意事项：

四、最好食用一些有助于消化的食品，如山楂等。因为这些
食品可以减少肠胃道消化青团等糯米食品的消化负担，有利
于青团在体内的吸收。

怎么做不裂开：

1、打面。先将粘米浸泡一至三小时，再把糯米合进去同泡一
会，滤干水，打成面（以前无电机时用碓舂）。面打好后，
一般应立即使用，否则，应将其摊干，以勉发酸。

2、拆煮白蒿打芡妥面。野自蒿应鲜摘鲜用，拆洗净后，和水
煮熟，挤干，用碓舂烂，然后与少量米面一起在锅里打芡。
若使用绵菜，则更方便，因绵菜一般只在清明时节扬花后采



摘来晒干，以备一年之甩。届时，只须将其舂成沫状打芡则
可。打芡时，须掌握整个米面的量，若芡打得太多，粑会变
甜，打得太少，粑的绵韧性就差些。打好芡，就合在米面中
绥揉成粑团。

3、制馅。馅一般分成甜二种。成馅用腊肉（鲜肉也可）、豆
腐干（均煮熟切成小颗）、蒜苗（切碎），再加少量腌制大
头菜，炒熟后备用；甜馅一般用黑芝麻，炒香舂烂加糖即可。
原料备齐，包馅上甑蒸熟即可食用。湘西自治州农民喜欢用
桐树叶子包好蒿菜粑再蒸。蒿菜粑韧绵糯滑，有一股浓郁的
野蒿香，且益气健肺，和缓脾胃。但在以前，它却是好吃难
春，尤其到了年关，有碓的人家常常排起长队，劳力弱的往
往得全家出动，辛苦一天也许才春得完十斤米。现在打米面
容易了，做起来也就不难，每逢家人过生，无论老少，都要
做一点，松桃人谓之"春一下"，其受欢迎的程度，即使在今
日的城镇，也往往是超过洋味十足的生日蛋糕的。

二十四节气班会教案篇六

1、今天大雪了，愿我的每一个字，都是一朵温暖的火花，融
化寒冷的心房，愿我的每一次祝福，都是一种温馨的怀抱，
温暖彼此的心房，大雪快乐！

2、今天如果是晴天，我用阳光编织幸福送你；如果是雨天，
我用雨水凝聚祝福送你；如果是阴天，我把云揉成棉花糖送
你；如果是雪天，太好了，揉个大雪球砸你。祝你圣诞快乐！

3、老人孩子别逞强，大雪来了添衣裳。天寒地冻路面滑，出
门注意别摔跤。伤风感冒爱传染，人多杂乱不要凑。加强营
养身体好，祝你们天天乐呵呵！

4、落叶萧萧，雪花飘飘。寒风瑟瑟，暮暮朝朝。时光荏苒，
岁月妖娆。真诚祝福，千里迢迢。情谊暖暖，愿君安好。短
信提醒：大雪节气已到，小心着凉感冒！



5、茫茫的大雪天地，一望无垠，那是多么的迷人和美好。正
如我们刚出校门的学子面对多彩的大世界，踏入社会的大集
体寻找事业一样。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自己的脚印。

6、片片雪花飞舞，谱写跳跃的音符；条条短信传输，汇成温
馨的祝福；丝丝情谊呵护，化作宝贵的礼物，串串思念相连，
表达真诚的心愿；大雪快乐！

7、气温降一降，感情升一升；寒风又凛冽，牵挂未冷却；雪
花还没飘，祝福已送到；大雪节气来，问候跟着跑；添衣保
暖莫忘掉，健康身体最重要！

8、青青的菜苗悠悠的心，白白的雪花暖暖的友谊，浓浓的思
念甜甜的梦，短短的信息长长的祝福：大雪到来天气寒冷，
你要注意身体啊！

9、群叶飘落，饱含着枝根相连的情谊，大雪飞舞，托付了天
地一体的亲密，新年将到，象征着春冬更替的欢喜，短信送
出，浓缩着岁岁年年的惦记！

10、让一个问候，为你披上温暖的外套；让一句祝福，为你
送上冬日的暖阳；让一份牵挂，为你遮挡飘飞的大雪；让一
点关怀，为你点亮满天星光。

二十四节气班会教案篇七

立夏吃罢中饭，有秤人的习俗。古诗云：“立夏秤人轻重数，
秤悬梁上笑喧闺。”人们挂起一杆大木秤，秤钩悬一根凳子，
大家轮流坐到凳子上面秤人。

喝粥

根据当地史料记载，我国古时每年“立夏”节气，民间形成
了吃粥、挂蛋等习俗。民间传说立夏这天喝立夏粥可保一年



平平安安、无病无灾。

吃立夏饭

尝新

很多地方有“立夏尝鲜”之俗。人们品尝时令食物，以求健
康吉祥。

做夏

立夏季节，福州风俗流行煮鼎边“做夏”。鼎边糊（又称锅
边糊），用米浆涮锅边烧煮而成，配以虾米、虾油、葱菜、
金针、黑木耳、蚬子，或少量香菇、蛏干等海鲜清汤，其味
极为荤美可口。

食面食

我国北方多种植小麦，立夏正是小麦上场时节，因此北方大
部分地区立夏时有制作与食用面食的习俗，意在庆祝小麦丰
收。立夏的面食主要有夏饼、面饼和春卷三种。

喝茶

迎夏

古代，人们非常重视立夏。还有习俗说立夏日不迎夏，会有
病灾缠身。

立夏这个节气在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就已经确立了，预
示着季节的转换，为一年四季之夏季开始的日子。

实际上，若按气候学的标准，日平均气温稳定升达22℃以上
为夏季开始，“立夏”前后，我国只有福州到南岭一线以南
地区是真正的“绿树浓阴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夏季，



而东北和西北的部分地区这时则刚刚进入春季，全国大部分
地区平均气温在18～20℃上下，正是“百般红紫斗芳菲”的
仲春和暮春季节。进入了五月，很多地方槐花也正开。

20xx年05月05日，星期三，农历三月廿四。

立夏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
表示盛夏时节的正式开始，太阳到达黄经45度时为立夏节气。
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按气
候学的标准，日平均气温稳定升达22℃以上为夏季开
始，“立夏”前后，中国只有福州到南岭一线以南地区真正
进入夏季，而东北和西北的部分地区这时则刚刚进入春季，
全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在18——20℃上下。立夏时节我国
南北的气温差异较大，而且同一地区波动频繁，华南其余的
地区气温为20℃左右；而低海拔河谷则早在4月中旬初即感夏
热，立夏时气温已达24℃以上。故此时也是农作物病虫害的
多发期和人们易于犯感冒的时期，正如左河水所云：“南国
似暑北国春，绿秀江淮万木荫。时病时虫人撒药，忽寒忽热
药搪人。

二十四节气班会教案篇八

清明节，又称扫坟节、鬼节、冥节，与七月十五中元节及十
月十五下元节合称三冥节，都与祭祀鬼神有关。并且已
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
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
（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
系列体育活动的习俗。清明节古时也叫三月节，已有20xx多
年历史。

公历四月五日前后为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二十四
个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我国古代将清明



分为三候：“一候桐始华；二候田鼠化为鹌；三候虹始
见。”意即在这个时节先是白桐花开放，接着喜阴的田鼠不
见了，全回到了地下的洞中，然后是雨后的天空可以见到彩
虹了。

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
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古代劳动人民用它安排农事活动。
《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
风至。”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
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
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
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言。可见这个节气与农
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清明节作为一个节日，与纯粹的节气又有所不同。节
气是我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而节日则包含着一定
的风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
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
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
节扫墓。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
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
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
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
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写出了清明节的特殊气氛。直到今
天，清明节祭拜祖先，悼念已逝的亲人的习俗仍很盛行。清
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是重要的“八节”（上元、
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一般
是在公历的四月五号，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十
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

清明节的起源，据说是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
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
族一种固定的风俗。



二十四节气班会教案篇九

1、云布满山底，透暝雨乱飞。

2、春茫曝死鬼，夏茫做大水。（春天雾浓必大旱，夏则大雨。
）

3、落霜有日照，乌寒着无药。（阴冷天气，虽落霜，如有日
照可温暖，否则就冷了。）

4、乌云飞上山，棕蓑提来披。（满山乌云，定有雨，出门带
雨具。）

5、六月绵被拣人甲。（六月身体虚弱，尚须盖绵被。）

6、九月起风降，臭头扒佮掐。（九月秋天风乾燥，臭头会痒，
喜抓痒。）

7、冬节月中央，无雪也无霜。（冬节在月中，当年冬天很少
有霜雪。）

8、八月大，蔬菜免出外。（八月大〔三十日〕，气候不顺，
蔬菜收成不好。）

9、田蠳若结堆，戴笠穿棕蓑。（田蠳群聚群飞乃雨兆。）

10、透早东南黑，午前风甲雨。（东南边有乌云）

11、正月雷，二月雪，三月无水过田岸。（三月水少不够灌
溉）

12、六一，一雷压九台。（六月一日鸣雷，该年台风少。）

13、七一，一雷九台来。



14、红柿若出头，罗汉脚仔目屎流。（红柿出，已是秋天，
天气转凉。）

15、初一落雨，初二散，初三落雨到月半。

16、冬节在月头，卜寒在年兜。（冬节在月初，年底很寒冷。
）

17、雷打秋，晚冬一半收。（立秋日如有雷，晚冬（二期稻
作）收成不好。）

18、立夏小满雨水相赶。（梅雨季节雨水多。）

19、秋靠露，冬靠雨。白露勿搅土。（白露这天，不可扰动
土壤，以免损害农作物。）

20、晚雾即时收，天晴有可求。（夕暮添雾易散，翌日天晴
有望。）

21、雷打蛰，雨天阴天四九日。（惊蛰日鸣雷，雨或阴的天
气会有四九日之久）

22、冬节在月尾，卜寒正二月。（冬节在月底，冬天不会冷，
会冷在次年一二月间。）

23、七徛八倒九斜十落。（金牛宫顶的小七星，天亮时，每
月在天上的位置。）

24、乌云若接日，明天不如今日。（乌云近日）

25、二月踏草青，二八三九乱穿衣。（二三月冷暖不定，八
九月时寒时热。）

26、晚看西北黑，半暝仔起风雨。（傍晚，西北天上有乌云，
半夜有风雨。）



27、年惊中秋，月惊十九。

28、八月八落雨，八个月无焦土。（八月八日下雨，占长雨。
）

29、三日风，三日霜，三日以内天清光。

30、大寒不寒，人畜不安。

31、二月三日若天清，着爱忌清明。（须防清明时节会下绵
绵雨）

32、五月蝶，讨无食。（五月花季已过。）

33、早落早好天，慢落遘半暝。（晨下雨，午後阴转晴。午
後下雨，就会到半夜。）

34、十月日，生翅，贫弹查某领袂直。（十月白天短，太阳
下山快。懒女人工作不完。）

35、正月寒死猪，二月寒死牛。三月寒着播田夫。（一二三
月的天气都很冷。）

36、红云日出生，劝君莫出行。（日出时，有红云是台风兆。
）

37、六月拢无巧，七月顿顿饱。

38、袂食五月粽，破裘仔不通放。（未过五月节，天气尚未
稳定。）

39、五月端午前，风大雨也连。

40、霜降，出无齐，牵牛犁。（霜降时，稻穗长不齐，收获
不好。要重新拖牛耕地。）



41、春天南，夏天北，无水通磨墨。（春天刮南风，夏天刮
北风，可能大旱。）

42、早春好佚陶，早夏粒米无。（夏天早来，却因涸早，晚
冬收获减少。）

43、四月芒种雨，五月无焦土。六月火烧埔。（芒种日下雨，
五月多雨，六月久旱。）

44、四一落雨空欢喜，四二落雨有花无结子。（四月农作物
忌长雨，收获不多。）

45、闪烁的星光，星下风会狂。（星光闪烁，夜虽晴，有大
风。）

46、四月廿六海水开目。（入夏之後，海水浪潮渐大。）

47、初三四，月眉意。十五六，月当圆。廿三四，月暗暝。

48、送月雨，後月无焦土。（月底下雨，占下月雨多。）

49、乌云飞落海，棕蓑盖狗屎。（满天乌云飞向海边，表示
转晴，不须雨具。）

50、云势若鱼鳞，来朝风不轻。（鳞云重叠，翌朝必起大风。
）

51、十二月初三，黑龟湳，落雨落甲廿九暗。（十二月三日
若下雨，下到廿九日除夕。）

52、风台做了无回南，十日九日湿。（尚有多日下雨。）

53、六月十二，彭祖忌，无风也雨意。（台风季节，没有风
也有雨意。）



二十四节气班会教案篇十

今天，是1月5日，每年的这一天前后都会迎来二十四节气中
的第二十三个节气：小寒。此时，太阳到达黄经285度，正
值“三九”前后，有些地区气温到达零下，下起了雪，结起
了冰霜，正如《月令七十二集解》中所说：“十二月节，月
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矣。”意思是小寒已经很冷，小
寒和大寒一般都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过了小寒就要走进千
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三九天了，手套、耳罩、帽子不离身。

尽管是寒冷的三九天，但人们的心情都被即将来临的春节染
上了几分热情，诗人为写春联不停练字习作，不知不觉中留
下了千古名篇：如范成大的《窗前木芙蓉》：“辛苦孤花破
小寒，花心应似客心酸。更凭青女留连得，未作愁火怨绿看。
”陆游的《重九後风雨不止遂作小寒》：“夜长稚了添书课，
霜近衰翁忆醉乡。尽道吴中时节晚，菊花也有一支黄。”等
优美诗句。

小寒被古人分为三候，初候雁北飞，二候鹊始巢，三候雉始
抅雊，说的是前五天在南方的大雁，准备向北飞；过五天，
喜鹊开始建造巢穴，为繁殖后代做准备；后五天野鸡为了求
偶而频繁地鸣叫。

小寒里还有许多习俗如喝腊八粥，腊八粥的原料有黄米、白
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豆、枣泥等，喝起来身上热乎
乎的美味迷人。喝腊八粥主要是为庆祝当年五谷丰登，祈求
来年事事如意。

小寒下雪，就要赏雪，我们一家就来到了岚皋县四季镇，开
车上山，一路踏雪那有节奏的声音成了这寂静里的一部乐曲，
走进深山，雪厚得没过小腿，树上、地上、车上、草上、房
子上都铺上了雪，在阳光的照耀下好像嵌上了银边，一切都
是白的，就连那天空和太阳也染上了微微白光，好一派雪景！



大自然是美的，让我们不局限于书本，而去大自然放放身心，
体验它的神奇魅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