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立冬活动总结(大全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结
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立冬活动总结篇一

为了使孩子们亲身感受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传承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传统。12月9日上午，江溪幼儿园中五班盛邀家长，
与孩子们一起开展了“迎冬至，包团子”实践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老师的讲解了解冬至的由来，跟着老师
念着数九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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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耕
牛遍地走”。家长们热火朝天地和面粉，调馅儿，为孩子们
准备材料。孩子们在了解了包团子的要领后，迫不及待地挽
起袖子动手操作。在欢乐、温馨的气氛中，孩子们认真参与
其中，充分展示着自己的手艺，从中体验亲自动手参与的快
乐，洋溢着兴奋与自豪，班里一片节日的欢悦与忙碌。活动
结束，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将包好的团子送到了厨房，午餐时
间津津有味地品尝自己亲手包的团子，别提有多高兴了。

通过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冬至的来历、了解了中国的
传统文化，感受了家乡传统节日的氛围，更让孩子从中体验
到了劳动的快乐，让孩子们过上了别具一格的冬至节。

幼儿园立冬活动总结篇二

由于天气渐冷，树木花草凋零在即，故人们谓此为“辞青”。



九九登高，还要吃花糕，因“高”与“糕”谐音，故应节糕
点谓之“重阳花糕”，寓意“步步高升”。

花糕主要有“糙花糕”、“细花糕”和“金钱花糕”。粘些
香菜叶以为标志，中间夹上青果、小枣、核桃仁之类的干
果;“细花糕”有3层、2层不等，每层中间都夹有较细的蜜饯
干果，如苹果脯、桃脯、杏脯、乌枣之类。

金钱花糕与细花糕基本同样。但个儿较小，如同“金钱”一
般，多是上层府第贵族的食品。

2、饮菊花酒

寒露与重阳节接近，此时菊花盛开，为除秋燥，某些地区有饮
“菊花酒”的习俗，这一习俗与登高一起，渐渐移至重阳节。

菊花酒是由菊花加糯米、酒曲酿制而成，古称“长寿酒”，
其味清凉甜美，有养肝、明目、健脑、延缓衰老等功效。

在寒露这天，古人还要取井中的水用来浸造滋补五脏的丸药
或药酒。古书记载：“九月九日，采菊花与伏苓、松脂，久
服之，令人不老。”重阳时节插茱萸饮菊花酒，可使身体免
受初寒所致的风邪。

3、农事习俗

寒露时天气对秋收十分有利，农谚有：黄烟花生也该收，起
捕成鱼采藕芡。大豆收割寒露天，石榴山楂摘下来。寒露蜜
桃属北方晚熟桃品种，成熟期在寒露前后，故名“寒露蜜
桃”。

4、登高

众所周知，重阳节登高的习俗由来已久。由于重阳节在寒露



节气前后，寒露节气宜人的气候又十分适合登山，慢慢的重
阳节登高的习俗也成了寒露节气的习俗。登高寓意“步步高
升”、“高寿”。古时登高源于“避祸”。

登高不仅可以怀古、陶冶情操，而且通过登高，人们可以借
此抛开工作烦恼，通过与自然的接触，缓解压力，放松自己，
所以在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季节，登高远眺，高喊几声呼
出胸中浊气，对抑制悲伤的情绪大有好处。

5、吃芝麻

寒露到，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
养阴”的四时养生理论。这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

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在北京，与芝麻
有关的食品都成了寒露前后的热门货，如芝麻酥、芝麻绿豆
糕、芝麻烧饼等。

芝麻分为白芝麻和黑芝麻。食用以白芝麻为好，药用以黑芝
麻为好。白芝麻通常称为“二芝麻”，而黑芝麻的“黑”字
是不能省略的，也不是多余的。谚语说：“嚼把黑芝麻，活
到百岁无白发。”意思是说黑色芝麻养黑发。

6、观红叶

寒露时节到香山赏红叶早已成为北京市民的传统习惯与秋季
出游的重头戏。秋风飒飒，黄护叶红。

寒露过后的连续降温催红了京城的枫叶。金秋的香山层林尽
染，漫山红叶如霞似锦、如诗如画。

7、南方较流行秋钓边

在江南地区，对喜欢垂钓的人来说，寒露之后的一段时间是



不容错过的好时节。

进入“白露”后，天气已逐渐凉爽，水温也下降到鱼类喜爱
的温度。此时，饱受盛夏苦日的鱼儿又活跃起来，四处游弋
觅食。

尤其是在“寒露”之后、“霜降”之前的一段时间，向阳的
浅水区域温度较高，浮游生物比较丰富，因此鱼儿们喜聚这
样的地方觅食，此时钓鱼易上钩、易钓获，也就是钓谚所说的
“秋钓边”。

在这段时间里，垂钓经验丰富的人一般选择水面小、水较浅
的钓场。只有温度较高的晴好天气，鱼儿才会活泼爱寻食，
因此一般选择在上午1o时到下午5时之间下竿，尤其是下午，
效果更佳。

此外，为避免人影竿影对水中鱼儿的影响，最好使用长竿斜
向垂钓，这样下钓点与垂钓者距离较远，钓点环境相对安静，
鱼儿敢于大胆进窝和毫无顾忌地摄饵吞钩。

8、北京流行斗蟋蟀

白露、秋分和寒露，是老北京人斗蟋蟀儿的高潮期。蟋蟀儿
也叫促织，一般听见蟋蟀儿叫就意味着入秋了，天气渐凉，
提醒人们该准备过冬的衣服了，故有“促织鸣，懒妇惊”之
说。

据记载，斗蟋蟀儿始于唐朝天宝年间，南宋权相贾似
道，“少时游博无行”，掌权后尤喜促织之戏，还专门写了
一本书《促织经》。

明朝宣德皇帝也爱斗蟋蟀儿，致使一只好蟋蟀儿价至数十金，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北京人玩蟋蟀儿，大概也始于明朝吧。



寒露节气的天气特点

气温降得快

气温降得快是寒露节气的一个特点。一场较强的冷空气带来
的秋风、秋雨过后，温度下降8℃、10℃已较常见。不过，风
雨天气大多维持时间不长(华西地区除外)，受冷高压的控制，
昼暖夜凉，白天往往秋高气爽。

平均气温分布差异大

10月份，我国平均气温分布的地域差别明显。在华南，平均
温度大多数地区在22℃以上，海南更高，在25℃以上，还没
有走出夏季;江淮、江南各地一般在15℃-20℃之间，东北南
部、华北、黄淮在8-16℃之间，而此时西北的部分地区、东
北中北部的平均温度已经到了8℃以下。青海省部分高原地区
平均温度甚至在0℃以下了。

寒露吃什么传统食物

螃蟹

寒露的一大习俗是吃螃蟹。古人诗日：“九月团脐十月尖，
持螯饮酒菊花天。”民间也有“九雌十雄”的谚语。蟹肉质
细嫩，味道鲜美，为上等名贵水产。螃蟹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蛋白质的含量比猪肉、鱼肉都要高出几倍，钙、磷、铁和维
生素a的含量也较高。中医认为，河蟹性寒，味咸，具有清热
散结、通脉滋阴、补益肝肾、生精益髓、和胃消食、散热通
络、强壮筋骨等功效。煮螃蟹以清蒸最原汁原味，营养价值
高。

芝麻

民间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芝麻，在《神农本草经》和



《本草纲目》等医药学专著里都享有很高的评价：健脾胃、
利小便、和五脏、助消化、化积滞、降血压、顺气和中、平
喘止咳，可治神经衰弱，抗衰老。

柑橘

柑橘也是最佳的寒露养生食物。柑橘一般在秋季大量上市，
它还有大量的维生素b1，维生素b1对神经系统的信号传导具
有重要作用。而在秋季盛产的水果当中，柑橘的维生素b1含
量最高。此外，柑橘的果实、果皮、果核以及根等都有不同
的药理作用。

花生

“寒露收豆，花生收在秋分后”。花生是寒露前后的时令食
物。因花生有滋阴润肺，抵抗肠道病毒等保健作用，而秋季
保健的工作重点就是养阴防燥，所以大家可多食花生。

山药

山药属于薯类，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多种维
生素，包括胡萝卜素、维生素b1、b2和钙、磷、钾、钠、镁、
铁、锌、铜等多种矿物质。山药虽然可以同时滋补很多脏器，
但最终还是以补肾为主，经常吃山药可以增强肾脏的排毒功
能。拔丝山药是很好的一种食用方法，用焦糖“炮制”过的
山药，补肾抗毒的功效会相应增强。

幼儿园立冬活动总结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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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立冬活动总结篇四

立冬，作为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典籍中记载：“立冬，十
月节，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随之而来，
本年度最后一个季节也悄然来临，为了让孩子们感受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了解立冬的由来与风俗，丁堰镇丁堰幼儿园
开展了“开心立冬”民俗活动。

在活动中，教师以诗仙李白的诗《立冬》作为活动的开场，
接着以故事的形式分享了关于立冬的由来及风俗习惯，同时
提醒孩子们冬天了，要及时添加衣物，保护自己的肠胃。中
国还有句俗语：“立冬不端碗饺子，冻掉耳朵没人管”，所
以，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拿起彩泥制作起各种各样的饺
子，“老师，我做的是芹菜饺子”“老师，我包的是糖饺
子”“老师……”，每个孩子都沉浸在动手动脑的快乐之中。

通过此次活动，孩子们不仅了解到立冬来历及习俗，增强了



孩子们冬季预防疾病、强身健体的意识，更感受到中华二十
四节气的文化。

幼儿园立冬活动总结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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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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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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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冬之日，水始冰，地始冻。立冬是冬季的开始，是二十四
节气之一，也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立冬不仅代表着冬天
的来临，也是万物收藏，归避寒冷的意思。我们北方在立冬
都有吃水饺的习俗。

为让孩子们感受“立冬”的氛围，了解立冬的来历及风俗。
傅庄幼儿园组织中二班幼儿开展了《饺子温暖整个冬天》习
俗教育活动。

活动中，教师用彩泥与幼儿一起制作水饺、通过故事讲解、
游戏活动等形式加强对幼儿进行冬季防寒保暖教育，让孩子
们了解立冬的来历，知道立冬后要经常搓擦双手、双耳及面
部，坚持用热水洗手、洗脚，要加强锻炼，提高身体对寒冷



的适应性等。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传统文化，感受了
家乡传统节日的氛围，更让孩子们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
统美德需要在他们身上不断的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