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冬至英语演讲稿(通用7篇)
使用正确的写作思路书写演讲稿会更加事半功倍。在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能够利用到演讲稿的场合越来越多。那么我们
写演讲稿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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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英语演讲稿篇一

依然没有雪花的踪影

站在清风的翅膀上

眺望苍穹

无雪的冬天是那样的荒凉

让冷漠的心更加凄冷

独自守着寒冷的花

寂寞把整个房间充盈

素颜冰封的脸庞上

一半是沧桑

一半是沉重

寒冷驱散了温暖

也带走了所有的热情

我不喜欢无雪的冬天



期待雪的精灵

染白荒凉的大地

点燃尘封的激情

冬至英语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冬至。

北风吹着，但是我们不觉得冷，心里暖洋洋的，因为冬至日
快要来了。冬至是我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我
国汉族一个传统的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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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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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我们
又将迎来了冬至，家家户户准备了饺子混沌，羊肉汤，人们
相信吃了这些食物后，他们整个冬天都不会感到冷了，耳朵
也不会冻了。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人们最重视的节日，我
们要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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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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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磨练自
己，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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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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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
昌盛，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冬至英语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你们知道冬至的来历吗？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冬至俗称“冬节”，在古代是很隆重的。在二十四节气中，
冬至也最受重视。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

冬至节，大部分地方习惯吃饺子，山区传统是吃糕，晋南地
区盛熬油菜根米汤喝。也有的地方是吃馄饨，有“冬至馄饨
夏至面”的说法。

还有，你们知道“冬至”这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为什么不
吃饺子会冻耳朵吗？不知道吧。嘿，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这里面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呢！吃“捏冻耳朵”。“捏冻耳
朵”是冬至河南人吃饺子的俗称。相传南阳医圣张仲景曾在
长沙为官，他告老还乡那时正是大雪纷飞的，寒风刺骨。他
看见白河两岸的乡亲衣不遮体，有不少人的耳朵被冻烂了，
心里非常难过，就叫他的弟子在南阳关东搭起医棚，用羊肉、
辣椒和一些驱寒的药材放在锅里煮，捞出来剁碎，用面皮包
成像耳朵样子，再放进锅里煮熟，做成一种叫“祛寒娇耳
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服食后，乡亲们的耳朵都治好了。
后来呀，每逢冬至人们便模仿做着吃，这便是形成“捏冻耳
朵”此种习俗的原因了。

冬至这一天吃饺子，还是为了不忘“医圣”张仲景的“祛寒
娇耳汤”之恩。至今仍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
管”的民谣。



现在大家知道冬至的来历了吧！

谢谢大家！

冬至英语演讲稿篇四

今天是冬至节

没有下雨，更没有下雪

似乎比昨日稍冷一些

偶尔一丝寒风，天气平和

平静得肉贩们都很快乐

案板上，白花花的肉比往日更多

新鲜的骨头挑得顾客们乐呵呵

而旁边的针织大市场

没有盼来寒风

也没有盼来冷雨

更没有盼来飞雪

临近中午，风也累了，歇了

明晃晃的阳光却很给力

老板们也烤起了太阳

暖在身上，冷在心房



冬至英语演讲稿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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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英语演讲稿篇六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
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
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
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
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
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
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
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
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花丛里，像眼睛，像星星，
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
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
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
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
与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
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
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
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这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
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
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
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
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
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
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
前去。

下卷 路上行人

画外音：

清明的雨，把永远的唐诗宋词化成了清新的生命水墨，

清明的风，把生命的春暖秋寒燃成了岁月澎湃的激情!

胡马秋风塞北，让我们记住那些精忠报国的英豪才俊，让我
们崇敬那些舍生取义的民族精魂。

冬至英语演讲稿篇七

依然没有雪花的踪影

站在清风的翅膀上



眺望苍穹

无雪的冬天是那样的荒凉

让冷漠的心更加凄冷

独自守着寒冷的花

寂寞把整个房间充盈

素颜冰封的脸庞上

一半是沧桑

一半是沉重

寒冷驱散了温暖

也带走了所有的热情

我不喜欢无雪的冬天

期待雪的精灵

染白荒凉的大地

点燃尘封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