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至节气广播稿(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冬至节气广播稿篇一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冬至是个团圆的.节日，俗话说得好，冬至大如年就是说冬至
能够和过年比较，冬至夜是一年当中晚上最长的一夜，民间
传说：有钱人吃一晚上，没钱人冻一晚上。

今日晚上我去外婆家过冬至夜，品尝了象征团圆的汤圆，还
有爷爷买来的冬酿酒，上头飘着朵朵桂花香。

今日真是其乐无穷呀！

今日爷爷奶奶准备的食物和平常不一样，全是美味佳肴。面
对着这一道道的美食，我不禁口水直流。还没开饭时，我的
肚子就一直在打鼓，好像在说：我快等不及了！我们在吃饭
时，喝了许多冬酿酒。冬酿酒不像白酒那样浓，它入口香甜，
还有股淡淡的桂花香味。饭后，我们的肚子都像个大皮球。

啊！冬至，你让我怎样也忘不了！

冬至夜，是吃货的节日；是团聚的节日；也是欢乐的节日。

广播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冬至节气广播稿篇二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北风吹着，但是我们不觉得冷，心里暖洋洋的，因为今天是
冬至日。冬至，这是一个源于汉代的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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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天，我们又迎来的冬至，家家户户准备了饺子馄饨，将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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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同学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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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还要养成诚实守信，
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我相信，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磨练自己，
只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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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去我最真挚的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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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天下所有人都平平安
安。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冬至节气广播稿篇三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你们知道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吗？“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
夏暑相连，秋初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是我国的
《二十四节气歌》，想必大家一定还能脱口而出吧。在这二
十四节气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就是冬至。今天我
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回归传统节，感受冬至日》。

冬至这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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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同学们，下一周
即将到来的12月22日，就是我国24节气中的冬至。

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我国已经测出冬至来了，时间在每年
的阳历12月21日至23日之间。冬至这一天，北半球白天最 短，
黑夜最 长。根据冬至的阴晴冷暖可以预示未来的天气：冬至
阴天，来年春旱；冬至晴，新年雨，冬至雨，新年晴；冬至
无雨一冬晴；冬至有雪来年旱，冬至有风冷半冬。

冬至过后，各地都进入最 寒冷的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进九”，我国民间有“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的`说法。
自冬至后的第一天到开春，人们习惯数着"九"来衡量天气的
变化。“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
看柳；七九河开八 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据记载，周秦时代以冬十一月为正月，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
也就是说，人们最 初过冬至节是为了庆祝新一年的到来。如
今过了2500多年，在这浓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冬至仍散发
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同学们，不知道以往每年的冬至日你们
是怎么过的呢？你们知道冬至这天有哪些风俗习惯呢？古人
有诗云：“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在我们江



南地区，吃汤圆、吃米团是过冬至的传统习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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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恩。至今还有“冬至不端
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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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步校园，让我们静静地感受这即将到来的冬至的`气息吧！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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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节气广播稿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冬至是个团圆的节日，俗话说得好，冬至大如年就是说冬至
能够和过年比较，冬至夜是一年当中晚上最长的一夜，民间
传说：有钱人吃一晚上，没钱人冻一晚上。

今日晚上我去外婆家过冬至夜，品尝了象征团圆的汤圆，还
有爷爷买来的冬酿酒，上头飘着朵朵桂花香。

今日真是其乐无穷呀！



今日爷爷奶奶准备的食物和平常不一样，全是美味佳肴。面
对着这一道道的美食，我不禁口水直流。还没开饭时，我的
肚子就一直在打鼓，好像在说：我快等不及了！我们在吃饭
时，喝了许多冬酿酒。冬酿酒不像白酒那样浓，它入口香甜，
还有股淡淡的`桂花香味。饭后，我们的肚子都像个大皮球。

啊！冬至，你让我怎样也忘不了！

冬至夜，是吃货的节日；是团聚的节日；也是欢乐的节日。

广播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冬至节气广播稿篇五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冬至，是我们国家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国民
间的传统节日。古代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被视为冬季
的大节日，因此，冬至又被称作日短至、冬节、亚岁等。在
冬至这天，各地存在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南方一般祭祖、宴
饮、吃年糕、吃汤圆，而在北方则大都是吃饺子，防止“冻
掉耳朵”。

冬至，是我国农耕文化的一个符号，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现
如今，仍然有着迷人的魅力；冬至，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
个缩影，更需要我们去保护、去传承。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善良和智慧，一直教化着我们的道德风尚和
价值取向。

除了冬至，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那
么多的传统节日，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仍然蕴含着丰富的
历史和文化的内涵；那么多故事记载，那么多诗句吟诵，值



得我们责无旁贷地世世去铭记、代代去传承。

文化，是国家发达的支撑，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是民族复兴
的命脉。作为年少一代的我们，作为祖国接班人的我们，无
论我们在东海之滨，还是在喜马拉雅，无论是在北国极地，
还是在南海群岛，都不能忘记自己是“龙的传人”，都要义
不容辞地承担起保护、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
不断汲取中华民族优良文化的精华，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传
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无愧于祖先赋予我们的神圣的
历史使命。让我们一起去行动，保住民族文化之血脉；让我
们一起去努力，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让我们一起去奋斗，
使中华民族复兴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