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立冬活动方案 幼儿园立冬
节气活动总结(优秀6篇)

为确保事情或工作顺利开展，常常要根据具体情况预先制定
方案，方案是综合考量事情或问题相关的因素后所制定的书
面计划。我们应该重视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不断提升方案制
定的能力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以下是
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幼儿园立冬活动方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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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最好的比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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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二】2021年幼儿园立冬节气活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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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三】2021年幼儿园立冬节气活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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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立冬活动方案篇二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应利用传统节日适当向
幼儿介绍我国的民族文化，帮助幼儿感知文化的多样性，深
刻了解我国传统文化，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学思路幼儿
园近年来一直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教育契机让幼儿获
得知识与情感的发展。

本学期，**幼儿园尝试以节气为切入点，将围绕民俗传统之"
二十四节气"展开一系列主题活动，让孩子在愉快的实践中体



验、感悟，从而发挥教育的情感教育功能，让祖国优秀的传
统历史文化与美德能代代弘扬与传承，让民族文化根植于每
个孩子幼小的心田中。立春，农历二十四节气之首，是中国
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
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四、具体实施：

【立春】立春，春天的开始时间:2月4日前后习俗:（1）迎
春:一年之计在于春，家家户户做好准备，迎接春天的到来。

（2）咬春:用饼皮包裹生菜，做成春卷或春饼，大家分食，
祈求身体健康。

（3）鞭春牛:用鞭子轻轻抽打农牛三下，象征着春天的开始。

幼儿园可以做什么:（1）带孩子去户外游游春。

（2）请食堂制作春饼作为点心。

（3）观察迎春花、小燕子。

『雨水』雨水，有绵绵的春雨时间:2月19日前后习俗:（1）
接寿:女儿给父母、女婿给岳父母送礼，表达感恩。

（2）拉保保:给孩子找个准干爹，为其指引命运。

（3）占稻色:爆炒糯谷米花，来占卜今年的收成。

幼儿园可以做什么:（1）穿上雨衣，去室外看看雨、踩踩水
（2）去幼儿园里找找雨后初生的嫩芽。

【惊蛰】惊蛰，小动物被春雷惊醒啦时间:3月6日前后习俗:
（1）打小人:用清香熏家中四角，祛除害虫，逐渐演变为到



庙里打小人驱赶霉运。

（2）吃梨:惊蛰吃梨，提醒你不忘祖先，努力创业。

（3）炒豆:爆炒盐水泡过的黄豆，用噼噼啪啪的声音象征害
虫在锅中受煎熬。

幼儿园可以做什么:（1）读读《昆虫记》，上一节关于昆虫
的教学活动。

（2）玩传统游戏“炒黄豆”。

（3）今天的水果可以吃梨呢。

【春分】春分，把春天劈成了两半时间:3月20日前后习俗:竖
蛋:“春分到，蛋儿俏”，找一枚合适的鸡蛋，努力让它竖起
来吧。

（2）放风筝:春分阳光和煦、春风平缓，是放风筝的好时光。

幼儿园可以做什么:（1）在教室里开展一次竖蛋活动。

（2）去公园开展亲子放风筝大会。

（3）和孩子们一起在教师里摆上几盆植物做装饰。

『清明』春分，万物生长时、清洁而明净时间：4月5日前后
习俗:（1）扫墓:去陵墓中打扫，祭拜祖先、祈求平安。

（2）插柳:将柳枝插在屋檐下，预报天气、纪念神农氏。

（3）斗鸡: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连皇帝都忍不住参与呢。

幼儿园可以做什么:（1）组织一场插柳的活动。



（2）请食堂制作青团作为点心。

（3）玩传统游戏“斗鸡”。

『谷雨』谷雨，雨水下、百谷生时间:4月20日前后习俗:（1）
喝谷雨茶:传说谷雨这天的茶清火、明目、辟邪，人们喝茶来
祈求健康。

（2）祭海:祭奠海神，祈求海神保佑，捕鱼时能平安。

（3）走谷雨:青年妇女去野外走一走，象征与自然融合、身
体健康。

幼儿园可以做什么:（1）带孩子们喝一杯“谷雨营养水”。

（2）在幼儿园的绿化间走一走。

幼儿园立冬活动方案篇三

1、在熟悉理解歌曲内容的基础上，幼儿分组后引导他们大胆
创编舞蹈动作，发展创编能力。

2、激发幼儿以快乐的心情和同伴协调一致的表演自己创编的
集体舞，体验集体表演的愉悦，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3、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4、借助图谱、动作、游戏情景理解记忆歌词并学唱歌曲。

重点：幼儿合作创编舞蹈动作，节奏准确、动作优美协调。

难点：幼儿在表演集体舞时能按队形和同伴自然愉快的交流。

1、在活动区投放有关下雪的图片、头饰等。



2、在活动室悬挂各色雪花吊饰。

3、事先让幼儿学会歌曲《可爱的小雪花》。

4、音乐磁带、活动标志小雪花。

1、师生交流对小雪花的感受，引出课题。

2、请幼儿有表情的演唱歌曲《可爱的小雪花》，引导幼儿根
据歌曲创编舞蹈，并启发幼儿讨论应注意的事项。

3、分组进行编舞，选出幼儿最喜爱的动作进行练习。

4、在幼儿舞蹈当中添加队形的练习。

5、对创编的舞蹈，鼓励幼儿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感觉。

6、教师对本节课做出评价。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板书设计：

音乐《小雪花》是我们教研组的音乐课，由邵老师执教。这
首歌又简单又好听，孩子们非常的喜欢，其实孩子们很喜欢
雪花，只是南方下雪的机会很少，孩子们对于雪的美好的记
忆不是很多。但是邵老师配上了带有动画效果的雪景视频，
一下子激活了孩子的灵感。特别是让孩子表演下雪的情景时，
孩子们做得都是有模有样，他们很喜欢做下雪时的动作，双
手往下滑落时各个手指翘翘的，很有节奏感。同时，邵老师
也请了一部分幼儿让他们在前面表演。当最后一句歌词“告
诉你，告诉他，冬天来到了”时，孩子们真正体验到冬天终
于来临了的喜悦之情。



对于音乐活动最主要的是让孩子们大胆的去表演，有些孩子
会在表演的同时，会跟着老师不由自主一起唱歌。这充分说
明了孩子的喜爱之情。邵老师整节课上的都比较顺利，唯一
不足的是最后的游戏环节，第一次游戏时，孩子们只是跟着
老师，没有放开来玩，邵老师意识到可能是自己没有交代清
楚，于是又进行了补充，第二次游戏时，孩子们就比较活跃。

幼儿园立冬活动方案篇四

俗话说“春分至，蛋儿俏”，时在三月，节气春分。老师们
有没有发现最近孩子们对“春”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呢?可是对
二十四节气是陌生的。让孩子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感
受到春天的喜悦和情趣。

竖蛋大比拼“春分到，蛋儿俏”，自古民间就有春分竖蛋的
习俗。春分这一天最好玩的莫过于“竖鸡蛋”：选一个光滑
匀称、刚生下四五天的鸡蛋，轻手轻脚在桌上把它竖起来。

为什么要在春分这一天竖鸡蛋呢?

据说，这一天最容易把鸡蛋竖起来，其中还有一些科学道理。
据专家介绍，春分是南北半球昼夜均等的日子，呈66.5度倾
斜的地球地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刚好处于一种力
的相对平衡状态，很有利于竖蛋。

其次，春分正值春季的中间，不冷不热，花红草绿，人心舒
畅，思维敏捷，动作利索，也易于竖蛋成功。

最后，春暖大地，万物生长，“立蛋”除有立住鸡蛋的本意，
亦有“马上”、“添丁”之意，意味着人们祈祷人丁兴旺，
代代传承之意。

打扮蛋宝宝“竖蛋”游戏后，可以教孩子为蛋宝宝穿上新衣
服啦!



用彩色画笔在鸡蛋上画出的美丽的图案，寄托着孩子们心中
对美好春天的希望。

护蛋行动蛋宝宝穿上新衣服之后，小朋友们就好守护好这个
鸡蛋。全天内鸡蛋不离身，孩子们必须时时刻刻把鸡蛋携带
在身边，尽心尽力地保护这个鸡蛋，不让它破损。

护蛋行动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让孩子感受
到父母对子女的贴心呵护和辛勤付出。感悟父母的养育之恩，
懂得感恩父母，也培养了孩子的责任心。

制作风筝春分前后清气上升，微风飘荡，正是放风筝的最好
季节。自古以来人们就希望通过放风筝来避邪，如今大家更
是借放风筝表达对新春的祈盼。

老师可以教父母在家做亲子手工，和孩子一起制作风筝，制
作完成后可以挑个好的天气去空旷的户外放风筝，记得出门
戴好口罩哦，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节气儿歌古人为了更好地进行农事耕作，运用很多的方式记
忆和传播二十四节气，童谣儿歌就是其中方便又具有很大传
播力的一种方式。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春分

(一)

到了春分忙备耕，马拉大车去送粪。

果农剪枝勤浇水，家家户户无闲人。

(二)

春分风多雨水少，土地解冻起春潮。



稻田平整早翻晒，冬麦返青把水浇。

二十四节气民歌

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

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

芒种开了铲，夏至不拿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立秋忙打甸，处暑动刀镰。白露烟上架，秋分不生田。

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立冬交十月，小雪地封严。

大雪河封上，冬至不行船。小寒近腊月，大寒整一年。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应利用传统节日适当向
幼儿介绍我国的民族文化，帮助幼儿感知文化的多样性，深
刻了解我国传统文化，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幼儿园老师
可以“春分”节气为契机，帮助孩子们了解春分习俗，体验
时令节气的趣味性，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幼儿园立冬活动方案篇五

社会活动：

各地小学

活动目标

1.了解小雪节气后，南北方气候的变化。

2.了解各地相应的习俗（给树木保温、腌腊肉、吃糍粑等）。

3.知道冬季树木保温的方法。



4.体验串山楂，提高动手能力。

活动准备

1.用草秸包裹树木的图片、腌制腊肉、制作糍粑的过程图、
草秸草绳（或薄膜纸、绳子）、山楂、木签。

2.谚语：节到小雪天下雪；趁地未封冻，赶快把树种；瑞雪
兆丰年；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年等。

活动过程

1.通过图片简单了解小雪节气时各地的习俗。

2.一起学习几个谚语，理解谚语的意思。

3.户外实践：到户外帮助树木保暖。

4.室内实践：串山楂活动。

活动延伸

了解有制作腌菜习惯的幼儿家庭，请幼儿回家与父母共同制
作腊肉，并带来幼儿园观察腊肉的变化。

最新幼儿园二十四节气小雪活动方案2

活动目标

1.知道每年11月22日或23日是小雪（今年是22日），是24节
气中第20个节气。

2.了解简单的"小雪文化，知道小雪的由来与相关习俗。

3.理解小雪儿歌的含义，并大胆尝试复述。



4.知道冬季如何防寒，保护自己。

活动准备

故事《二十四节气图画故事|第二十节》或“图片+老师讲故
事”的形式。（点击蓝字查看详细故事内容）

2.儿歌

小雪到，小雪到，天寒地冻开始了。

冷风吹，雪花飘，山川树木尽萧条。

穿厚衣，带厚帽，加强锻炼身体好。

3.节节虫身体中间留出空白可添画的部分（老师们可依照图
片自己画，然后打印多份给幼儿）。

活动过程

1.故事图片（节节虫、吉鸟、大尾鱼）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2.教师讲述故事内容，并通过提问帮助幼儿了解小雪的节气
特点。

（1）小雪的天气是怎样的？

（2）大地、树木都有些怎样的风景？

（3）在天冷的时候，我们要怎样保护自己，抵抗严寒？

小结：在二十四节气中，小雪表示降雪的起始时间与程度，
寒气降至零下形成雪，雪小，地面上又无积雪，是“小雪”
节气的原本之意。小雪过后，要要添加厚实冬衣保暖，还要
加强身体锻炼。



3.添画节节虫：小班可以只涂色，中大班加入数物对应的内
容。

4.健康领域还可以延伸，给树木的防寒和小朋友保暖，小雪
后的食物（腌腊肉、吃糍粑的风俗，不挑食，多吃黑豆、黑
木耳、鲫鱼等良好饮食习惯）。

活动延伸

美工区，制作节节虫；阅读区，自制绘本；建构区，搭建节
节虫。

幼儿园立冬活动方案篇六

二、活动时间：20xx年12月18日上午

三、活动地点：幼儿园操场

四、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莆田冬至习俗，掌握制作汤圆的基本常识及制作
技能。

2、尝试与同伴合作制作汤圆，体会劳动的快乐，激发爱劳动
的情感。

五、活动准备：

1、各班提前邀请家长来园参加活动，班级创设有关迎冬至内
容的环境，营造喜庆、欢乐、祥和的氛围。

2、物质准备：24张桌子、24个盆、12个大圆竹匾、12个“三
春”、桔子48个、生姜12排、红筷子12包（十双包的）、块
状红糖12块、糯米粉48包。



六、活动过程：

1、园长致辞。

2、大班幼儿介绍“三春”、红糖、桔子、筷子、生姜的寓意。

寓意：莆田人搓汤圆从祖上传承下来，有许多讲究。先要准
备一个圆竹匾，在里面分别摆上生姜、红糖、10双新筷子、
大柑橘、一枝“三春”。这些物品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
生姜取“旺盛”之意，要越大越好；红糖寓意“甜甜蜜蜜”，
为了方便，现在不少人用白糖来代替；10双新筷子则象
征“十全十美”。俗称的“三春”是一枝贴着2个鲜艳的胖大
娃娃的红纸片，福禄寿齐全，一般插在大柑橘上面。

3、家长示范讲解和糯米粉的技巧及莆田冬至捏小狗、金元宝、
金银元、舂米石臼、喜鹊圆等的方法及寓意。

寓意：捏金元宝和金钱饼（银元），祈求财源广进；捏舂米
杵和舂米石臼，祈求五谷丰登；捏小狗，狗能守门防盗，希
冀来年平安无事。搓“喜鹊圆”——“客鸟丸”煮熟后要
将“喜鹊圆”撒到屋檐上，引喜鹊来啄食，招来好兆头。在
搓汤圆的时候，还得注意不要掉到地上。这是古时劳动人民
的朴素传统，希望人们爱惜食物。

4、欢欢喜喜搓汤圆。

（1）大班幼儿和糯米粉。

（2）幼儿搓汤圆。

5、品尝汤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