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冬活动教案 幼儿园立冬节气活动总结
参考(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
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立冬活动教案篇一

[阅读提示]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一段时间的工作已经结束
了，回顾这段时间的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找到
了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让我们对过去的工作做个梳理，再
写一份工作总结。好的工作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
《幼儿园立冬节气活动总结》是（）为大家准备的，希望对
大家有帮助。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二十四节气传统习俗，深入
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活动，丰富我市广大少年儿童
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20xx年11
月6日，在立冬到来之际，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组织面塑非遗传
承人、百人百组文化志愿者来到石东路小学，开展"非遗文化
展异彩童心共筑幸福城"——百人百组传承二十四节气立冬活
动。

立冬节气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民间
有着制作面塑的传统。今年立冬来临之际，百人百组邀请呼
和浩特市金属丝编和面塑大师、非遗传承人贾茂田老师引领
学生感受非遗面塑艺术的独特魅力。

活动中，五颜六色的面团经过贾老师的捏、搓、揉后，瞬间



就变成了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人物、小动物和鲜花。

学生们在贾老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捏出
了可爱的小燕子、机器猫、百合花等面塑作品。看着自己的
作品，同学们互相点评，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活动期间还进行了第xx次人口普查趣味互动等项目，在寓教
于乐中宣传人口普查知识，力争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
让学生和家人全面了解、积极支持配合第xx次全国人口普查
工作。

11月7日，是我国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冬，为了让孩子
们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受祖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香园幼
儿园开展了“情暖立冬、传承文化冬”主题教育活动。

根据不同幼儿的年龄特点，每个年龄段针对性地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活动。小班幼儿戴上青蛙、大狗熊的头饰，摇身一变
成了要冬眠的小动物。中班的小朋友则利用黏土制作了饺子、
用画笔制作了手套，提前迎接冬至的到来。大班幼儿的想象
和创造力更加丰富，他们利用棉花、餐巾纸皱纸等丰富的参
考，合作创作出一副副美丽的雪景，感受冬天独到之处，深
刻体验大自然赋予的别样冬之景。

通过立冬活动不仅激发了孩子们探索新知的欲 望，也加深了
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让孩子们用心去体验和感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为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激发同
学们探索新知的欲 望，在“立冬”即将到来之际，青岛市金
门路小学开展立冬节气劳动教育“快乐立冬包饺子”活动。

在立冬吃饺子的由来是这样的，劳动了一年的人们，大多都



希望利用立冬这一天休息，顺便犒劳一年来的辛苦。有句谚语
“立冬补冬，补嘴空”就是的比喻。在我国南方，立冬人们
爱吃些鸡鸭鱼肉，在我国北方，特别是北京、山东的人们爱
吃饺子。为什么立冬吃饺子？是因为饺子是来源于“交子之
时”的说法。大年三十是旧年和新年之交，立冬是秋冬季节
之交，所以这两天都要吃饺子哦。

所有的同学们都在家长的协助下，开心快乐的参与了此次劳
动教育活动。在家里和大人分好工后，同学们纷纷洗好小手，
捋起袖子，跃跃欲试。家长们熟练地放馅料、捏饺子，十指
翻飞之间，一只只精巧的饺子就诞生了。同学们认真效仿，
包出来的饺子却形态千差万别。快来看看我们可爱的同学们
都是怎样热热闹闹帮助大人包饺子的吧。

在这个阖家团圆的立冬佳节，同学们和家人们团聚在一起品
尝着自己动手包出的饺子，不仅感受到了快乐，放松了心情，
还增进了长幼之间的感情，拉近了彼此的心。通过这次活动，
不仅激发了同学们探索新知的欲 望，让同学们亲自体验了一把
“立冬”包饺子的乐趣，还加深了同学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同时也让我们期待小金童们一定会认真学习并努力传承、弘
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做一名“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
小金童！

"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为了让孩子们了解这一传统节日
的由来和相关风俗习惯，11月7日，"立冬"当天，阿北乡中心
幼儿园开展了"快乐立冬"主题活动。

活动中，教师讲解了冬至的故事，让孩子们了解冬至的来历
和习俗；
接着，开展了“开心包饺子”的活动，孩子们用彩色的橡皮
泥做造型、捏花边，忙得不亦乐乎，包出的“饺子”色彩鲜
艳、千姿百态、俏皮可爱，看得人眼花缭乱；
接着教师对幼儿进行冬季防寒保暖教育，孩子们知道了一些



御寒的方法：经常搓搓手、耳朵及面部，坚持用热水洗手、
洗脚，加强锻炼，提高身体对寒冷的适应力等。

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立冬的来历，了解传统文化，
感受了传统节日的氛围，更让孩子们从中体验了快乐。

立冬，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我国的北方，立冬包饺子
吃饺子已成为多年的风俗。为了让幼儿深入了解立冬的由来
和风俗习惯，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11月7日，郑州市管
城回族区花溪路幼儿园开展了“知民俗，迎立冬”节气活动。

今天一大早，中班“美食坊”社团的孩子就带着擀面杖早早
地来到幼儿园。10点钟社团开始，孩子们就穿上围裙，武装
整齐的进入厨房开始战斗。美食坊孙老师这样说道：“今天
我们的活动重点就是让孩子们体验和面的过程，感受擀饺子
皮的乐趣，为冬至包饺子活动打好基础。”孩子们跟着孙老
师有模有样的和面、擀皮，忙得不亦乐乎。这边，“创意画
坊”社团的教室里却很安静，原来孩子们正在认真画画，立
冬了，他们要给自己亲手设计一件棉衣。走进“泥工坊”社
团，孩子们正在用黄泥捏着各种造型的饺子，不仅有大人理
解的饺子形状，还有孩子们理解的太阳形状的，小花形状的
饺子。

活动结束后，该园的教学主任马梦星说：“此次活动，孩子
们通过动手擀饺子皮、为自己设计棉衣、用黄泥捏饺子等活
动，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又更加深入的学习到了立冬的来
历，感受到了中华传统二十四节气文化。”

立冬活动教案篇二

立冬已至，新春不远。为了让胜利幼儿园小四班的`小朋友们



感受立冬的氛围，小四班的老师们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开展了
“立冬饺子味”的节日教育活动。

首先老师和小朋友们一起观看了视频，用最直观的方式让孩
子们了解了立冬的风俗习惯。接着老师请出了今天活动的主
角——饺子皮和饺子馅，在小朋友们专注的目光下老师示范
了制作饺子的步骤，小朋友们兴趣盎然的看着，听着，每个
小朋友都蠢蠢欲动，渴望着能够亲自尝试。接下来就是宝贝
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包一包、捏一捏，一个个小小的饺子
诞生啦。孩子们包的饺子虽然造型各异，但在他们眼里，这
是最漂亮的饺子。最后每个小朋友都吃上了自己包的饺子，
欢快的气氛洋溢在小四班的每个角落，这大概就是亲自动手
的魅力吧！

立冬的饺子包裹了希望，立冬的饺子煮熟了快乐，立冬的饺
子咬开了幸福。立冬的饺子暖到了胜利幼儿园小四班每个小
朋友们的心里。

立冬活动教案篇三

1.能尝试用滴洒的方法绘画能表现冬天的雪景，感受滴洒画
呈现的独特效果。

2.能控制手部力量创作滴洒画。

3.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4.引导幼儿能用辅助材料丰富作品，培养他们大胆创新能力。

5.感受作品的美感。

水粉笔 水桶 水粉颜料 图片 挂图

1.教师引导幼儿欣赏名作，激发幼儿兴趣.



教师出示波洛克的作品，请幼儿观察特殊的绘画效果.教
师:“你看到什么？这样的画见过吗？猜猜看画家用什么方法
画出来？”

2.教师讲述并演示滴洒画的方法。

（1）教师出示画好大树的画纸，边用水粉笔演示滴洒边讲述。
教师：“看，冬天的风呼呼地刮着，把树叶都吹走了，带来
很多雪花。”（启发幼儿将滴洒的颜料想象成雪花。）

（2）教师：“滴洒在树上的颜料像什么？让你想到了什么？
（激发幼儿使用其他颜色进行滴洒。）

（3）找一找还可以在哪里滴洒颜料。（鼓励幼儿在树上、树
下、空中、地面上洒上各色颜料。）

（4）教师鼓励幼儿用水粉笔滴洒，并注意控制手部力量及甩
动方向。

3.教师强调活动注意事项，幼儿创作。

（1）教师：“这种作画的方法有意思吗？你想不想试一试？

（2）教师：“试一试向不同的方向甩，画面会出现怎样的不
同的变化。（引导幼儿向不同方向甩）

（3）教师：“在滴洒过程中颜料不要太多，使颜料滴下来画
面就不美观了 。“

（4）鼓励幼儿使用不同颜色作画。

4.欣赏与评价。

（1）教师引导幼儿相互欣赏作品，感受画面的特殊效果。



（2）教师：“谁来说说你分别在哪些地方进行滴洒？这种绘
画方法给你怎样的感受？

立冬活动教案篇四

“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为了让孩子们了解这一传统节
日的由来和相关风俗习惯，11月7日，“立冬”当天，阿北乡
中心幼儿园开展了“快乐立冬”主题活动。

活动中，教师讲解了冬至的故事，让孩子们了解冬至的来历
和习俗；接着，开展了“开心包饺子”的活动，孩子们用彩
色的橡皮泥做造型、捏花边，忙得不亦乐乎，包出的“饺
子”色彩鲜艳、千姿百态、俏皮可爱，看得人眼花缭乱；接
着教师对幼儿进行冬季防寒保暖教育，孩子们知道了一些御
寒的方法：经常搓搓手、耳朵及面部，坚持用热水洗手、洗
脚，加强锻炼，提高身体对寒冷的适应力等。

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立冬的来历，了解传统文化，
感受了传统节日的氛围，更让孩子们从中体验了快乐。

立冬活动教案篇五

1、暖炉会

霜降后寒气已重，因此各地开炉日期，一般常在农历十月初。
《荆楚岁时记》载:“庐山白鹿洞，游士辐凑，每冬寒醵金市
乌薪为御寒之备，号黑金社。十月旦日，命酒为暖炉会。”
北平一般在十月初一烧暖炕，设围炉，称之为开炉节，到第
二年二月初一才撤去暖炉。暖炉多用不灰利一种耐燃烧的矿
物)砌筑，该物比矾石更白，轻暖坚固，后来则用薄铁做暖炉。
《岁时杂记》称京人十月初一喝酒，就在炉中烤大块的肉，
围着火炉，边饮边吃，称之为“暖炉”。《礼记·月令》记
述十月有暖炉会。江苏昆山、安徽太平、湖北钟祥等地，也
在月初开始用火御寒，期间有卖糕饼供食或者饮酒举行暖炉



会的。

2、采桑叶

桑叶性苦，甘寒，能祛风清热，凉血明目，以老而经箱的为
佳，取其气足力厚的特点。此时已人寒冬，得秋季肃杀之气，
桑叶更能泄降肝胆郁热。《广济方》称立冬日采桑叶一百二
十片，如遇闰年，则多采十片，每次用十片。遇到需洗眼睛
的日子，用桑叶煎汤洗眼，能治疗各种眼病。其他如(普济
方)(集简方)都记载有用桑叶治疗青盲眼、风眼流泪以及眼红
涩痛的方法。

3、吃羊肉

羊肉性甘，大热，属火，能补元助阳，治疗体虚瘦弱，可御
寒益气，安心止惊，有很强的营养作用。秋冬后的羊肉味道
尤为鲜美。我国除了塞外边睡，如内蒙古、西藏等地，一般
都在深秋开始吃羊肉，到立春为止。如浙江的长兴等地，农
历八月就已经设店，宰羊出售。有民谚道:，月初一羊开
刀。”一直到过了除夕才停止售卖。沿太湖流域，盛产绵羊。
冬令时节，羊肉也是时令之物。《帝京景物略》称，明朝时，
北平在农历十月，羊开始上市。羊肉气味都属温性，善于补
虚。《本草纲目》曾经把羊肉与人参并列而称，张仲景用当
归羊肉汤治疗虚劳之症。天气越冷，食用羊肉便越为佳妙。
一般有酱羊肉、白羊肉、羊键子、羊饺头、羊肚汤、爆羊蹄
等各种做法。而北平正阳楼的烤羊肉和浙西太湖的羊青，尤
其脍炙人口。如果到了春天，夭气已暖，羊容易啃食毒草，
就不宜食用了。

4、修农具

隆冬时节，农事已毕，农家对所有农具都应该趁闲暇时加以
检查，进行整修。如果发现有损坏或不可使用的，要立即修
理或者予以添置，以免来春贻误农时。《礼记·月令》中有



季冬之月“命农计搁耕事，修来招，具田器”。所说的正是
这个意思。

5、制肥料

各种植物，除了生长于沼泽中的之外，大都靠根部吸收土城
中的养料，以维持生命。在终年无人的山野，树木特别繁茂
旺盛，正是依赖草木自生的枯枝落叶，日积月累，形成肥料。
入冬草木凋零，靠近山林的地区或者家中有园圃的，枯枝败
叶，到处都是，正是农家制造堆肥的最佳时候。

6、立冬送寒衣

立冬这一天，人们也要给生活在阴间的祖先准备衣裳，即送
寒衣。《帝京景物略》上说，有专门的纸坊，用五颜六色的
纸，剪出一尺多长的男女不同的衣裳。家里人买回去，在门
口烧了，嘴里念叨着，请祖先来拿，叫送寒衣。

7、吃饺子

中国古有“冬至节”的风俗，有些地方也称之为“过小年”。
在我国北方，特别是北京、天津的人们爱吃楼瓜饺子。立冬
时节，市场上新鲜的楼瓜很少，人们吃的楼瓜大多是夏天时
候买的。人们将买回的新鲜楼瓜放在小屋里或窗台上，经过
长时间的糖化，用做饺子馅，滋味与鲜楼瓜和大白菜都有不
同，拌上醋和蒜，味道更好。

2021年立冬时节的气候特征

1、热带气旋、强弩之末

根据统计，平均每年11月份有2-3个热带气旋生成。尤其是西
北太平洋上生成的气旋，还有可能发展到台风强度。近55年
中，11月份有11个热带气旋在我国沿海登陆，登陆地点主要



在广东和海南等南方地区。如果当年中纬度盛行纬向环流，
热带气旋比较活跃，如果中纬度盛行经向环流，也就是冷空
气强，不容易有台风。

2、华南南北、秋夏两季

立冬期间的华南北部，即便寒风扫过，气温会迅速回升，晴
朗无风之时，常有“十月小阳春，无风暖融融”之说。这里
往往12月才会进入冬季。华南南部、台湾以及以南的海南岛
等岛屿地区，11月尚未进入冬季。但11月的气温也不是很高，
最高气温一般都在30℃以下。此外，也不排除受强冷空气的
影响，出现强烈降温的情况，只不过近些年来较少出现。

3、入冬深秋、易有霜雾

正常年份的11月，北起秦岭、黄淮西部和南部，南至江南北
部都会陆续出现初霜。偏冷的年份，11月中旬，南岭以北也
会出现初霜。

11月的北方，随着冷空气的前锋移出本地，锋后的冷空气团
开始向暖的方面变性，如果没有后续的冷空气补充，几天之
后，温度虽回升了，空气质量却逐渐变坏。特别是大城市，
大气中积累的水汽和污染微粒结合凝结后，形成烟雾或是浓
雾，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和交通运行。在我国西南、江南，水
汽条件比北方要好，如果早晨气温偏低，往往有成片大雾出
现。

2021年立冬的具体含义：表示冬季开始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
藏也。”意思是说秋季作物全部收晒完毕，收藏入库，动物
也已藏起来准备冬眠。因此，立冬不仅仅代表着冬天的来临。
确切地说，立冬是表示冬季开始，万物收藏，规避寒冷的意
思。立冬是传统上为冬天的第一个节气。相当于视太阳在黄



道上自黄经225°至240°的一段时间，约14.9天，每年11月7日
(或8日)开始，至11月22日(或23日)结束。这时太阳直射点
由16°19′s移至20°16′s。狭义上立冬的开始，视太阳在天球上
经过黄经225°的时刻，即在11月7日(或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