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冬吃饺子活动方案 立冬农事活动特
点(通用6篇)

方案是从目的、要求、方式、方法、进度等都部署具体、周
密，并有很强可操作性的计划。方案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
的呢？以下就是小编给大家讲解介绍的相关方案了，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立冬吃饺子活动方案篇一

生猪秋季防疫工作，着重做好补针工作;耕牛加强放牧，吃足
草料;在冬季来临之间，开展一次驱虫工作。放牧时，尽量让
山羊吃足草料多长膘;长毛兔秋繁工作，未配种的及时配上
种;有养鹅习惯的农户赶紧引进苗鹅饲养，饲养70日龄正赶上
春节，可卖上好价钱。

立冬农事之二秋收冬种

立冬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显著减少。东北地区大地封
冻，农林作物进入越冬期;江淮地区“三秋”已接近尾声;江
南正忙着抢种晚茬冬麦，抓紧移栽油菜;而华南却是“立冬种
麦正当时”的最佳时期。此时水分条件的好坏与农作物的苗
期生长及越冬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这时节正是秋收冬种的大好时段，各地要充分利用晴好天气，
搞好晚稻的收、晒、晾，保证入库质量。冬小麦播种要抓紧，
注意收听气象预报，巧用天时，下雨早播，不如抢晴略为迟
播，以保证播种质量力求做到带蘖越冬，防止年内拔节，并
尽量扩大冬种面积，减少空闲田。各地要抓好冬种、冬修水
利、冬季积肥工作。

立冬农事之三蔬菜农事



立冬后要及时做好大棚搭建工作。同时，做好大棚蔬菜管理，
白天气温高时可在背风口揭膜通气，晚上要注意做好大棚密
封工作。

华北及黄淮地区一定要在日平均气温下降到4℃左右，田间土
壤夜冻昼消之时，抓紧时机浇好麦、菜及果园的冬水，以补
充土壤水分不足，改善田间小气候环境，防止“旱助寒威”，
减轻和避免冻害的发生。

江南及华南地区，及时开好田间“丰产沟”，搞好清沟排水，
是防止冬季涝渍和冰冻危害的重要措施。

立冬的谚语

今冬麦盖三层被，明年枕着馒头睡。(全国)

腊月初八，冻掉下巴。(北方)

立冬晴,雨鞋挂断绳(湘)

立冬三日阳,谷子堆成仓(桂)

立冬阴,一冬阴(苏)

立冬阴,一冬温;立冬晴,一冬风(冀)

立冬暗,禾谷倒田坎(赣)

立冬无雨一冬睛(苏、浙、湘等九省)

立冬无雨多晴天(闽)

立冬日子晴，就有一冬晴(赣)

立冬逢晴少雨雪(湘)



立冬无雨冬至晴(赣)

立冬之日半日晴，冬季干得起灰尘(贵)

立冬无雨一冬晴，要落三回没稻根(沪)

立冬无雨一冬干(桂、赣)

立冬无雨一冬睛，立冬有雨一冬淋(湘)

立冬无雨一冬净，立冬有雨遭遏年(粤)

立冬交十月，小雪地封严，大雪河冰封，

冬至不行船，小寒奔大寒，即要迎新年。

立冬无雨一冬晴。

立冬落雨一冬落(指烂冬)。

立冬发雾冬至雨。

今冬麦盖三层被，明年枕着馒头睡。

立冬打雷要反春(北方)

雷打冬，十个牛栏九个空(北方)

立冬之日起大雾，冬水田里点萝(北方)

立冬北风冰雪多，立冬南风无雨雪(北方)

立冬那天冷，一年冷气多(北方)

立冬北风冰雪多，立冬南风无雨雪(江南)



立冬那天冷，一年冷气多(北方)

立冬前犁金，立冬后犁银，立春后犁铁(指应早翻土)。(客
家)

立冬晴，一冬晴立冬雨，一冬雨(客家)

立冬打雷要反春雷打冬，十个牛栏九个空

立冬之日起大雾，冬水田里点萝

立冬那天冷，一年冷气多

霜降腌白菜。立冬不使牛

立冬东北风，冬季好天空(闽南)

立冬南风雨，冬季无凋(干)土(闽南)

立冬有雨防烂冬，立冬无鱼防春旱(闽南)

重阳无雨看立冬，立冬无雨一冬干(赣)

重阳无雨看冬至，冬至无雨晴一冬(闽)

立冬小雪紧相连，冬前整地最当先(江南)

西风响，蟹脚痒，蟹立冬，影无踪(江南)

冬不吃糕，一死一旮旯(南方)

立冬种豌豆，一斗还一斗(南方)

立冬前犁金，立冬后犁银，立春后犁铁(指应早翻土)(客家)



立冬晴，一冬晴立冬雨，一冬雨(客家)立冬北风冰雪多，立
冬南风无雨雪(江南)

立冬落雨会烂冬，吃得柴尽米粮空。(闽南)

立冬吃饺子活动方案篇二

1、喝羊肉汤

在山东滕州，立冬时节，有喝羊肉汤的习俗。在寒冷的天气，
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绝对是一种享受。而且，羊肉中
还含有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以及丰富的热量，御寒效果极佳。

2、补冬

立冬节气的到来，是草木凋零，蛰虫伏藏，万物活动趋向休
止，以冬眠状态，养精蓄锐，为来春生机勃发作准备。人类
虽没有冬眠之说，但民间却有立冬补冬的习俗。

人在这个进补的最佳时期，进行食补，为抵御冬天的严寒补
充元气。在冬季应少食生冷，尤其不宜过量的补。一般人可
以适当食用一些热量较高的食品，特别是北方，可以吃些牛、
羊肉，但同时也要多吃新鲜蔬菜。吃一些富含维生素和易于
消化的食物。

3、吃赤豆糯米饭

4、吃狗肉

冬至吃狗肉的习俗据说是从汉代开始的。(建议不要吃狗肉~
狗狗是人类最好的伙伴)相传，汉高祖刘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
樊哙煮的狗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赞不绝口。从此在民间
形成了冬至吃狗肉的习俗。现在的人们纷纷在冬至这一天，
吃狗肉、羊肉以及各种滋补食品，以求来年有一个好兆头。



5、烧香

满族有烧香的习俗。立冬，秋粮一入库，这个季节便是满族
八旗和汉军八旗人家烧香祭祖的活跃季节。汉八旗的祭祀
称“烧旗香跳虎神”，满八旗称“烧荤香”。“烧荤
香”5—7天，在操办祭祖烧香的头三天，全家人一连十天吃
斋，不吃荤腥。

6、冬泳

有意思的是，庆祝立冬的方式现在也有了创新，在哈尔滨，
立冬之日，黑龙江省冬泳协会的健儿横渡松花江，以这种方
式迎接冬天的到来。哈尔滨，立冬之日，黑龙江省冬泳协会
的健儿横渡松花江，以这种方式迎接冬天的到来。冬泳是集
冷水浴、空气浴与日光浴于一体的“三浴”。

立冬后饮食原则

1、增加维生素a、c的摄取:增加维生素a、c的摄取，可以增强
对寒冷的适应能力。维生素a主要来自动物的肝脏、胡萝卜、
深绿色蔬菜等，维生素c则主要来自于新鲜水果和蔬菜。此外，
冬天多吃点辣椒，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增进食欲。

2、进补前先引补:立冬后进补要给肠胃一个循序渐进的适应
过程，所以要做好引补。比如食用性质温和的花生红枣汤、
生姜炖牛肉等。此外，冬季喝热粥也是养生的好选择。小麦
粥可以养心除烦，芝麻粥可以益精养阴，萝卜粥可以消食化
痰，茯苓粥可以健脾养胃。

3、常吃坚果:坚果是指油脂多的种子类食物，如花生、核桃、
板栗、榛子、杏仁等。

4、菜品可首选羊肉炖萝卜:它对腰膝酸软、困倦乏力、肾虚
阳痿、脾胃虚寒者更为适宜。其次是炒双菇(香菇和平菇)，



它能补益肠胃，化痰散寒，可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对高血脂
患者更为适宜。

立冬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

立冬在古代中国有多重要：在汉族民间有祭祖、饮宴、卜岁
等习俗，以时令佳品向祖灵祭祀，以尽为人子孙的义务和责
任，祈求上天赐给来岁的丰年，农民自己亦获得饮酒与休息
的酬劳。

古时中国是农业国家，立冬就和二十四节气中的其他节气一
样，反映气候变化及相应的物候情况，对农业生产有着切实
的指导意义。“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因
昭示不同的季节，尤为重要。

立冬迎来，天子率满朝文武去郊外迎接

古代皇帝号称“天子”，不仅是一国的行政首脑，同时也身
负沟通天、人的使命。所以，每当“四立”来临，传统上都
要求天子率满朝文武，去郊外迎接。比如，立冬前三天，太史
(司马迁父子就做过这个职务)要禀告天子：今年某日某时立
冬。于是，天子乃齐。齐，顾名思义，就是整齐。整齐的目
的是为了让身心达到一种清洁虔敬的状态，为此要沐浴更衣、
不饮酒、不食荤，更严格的，还要求不能同妻妾共寝。

立冬时刻，天子赏死事，恤孤寡

到了立冬那一天，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立
冬是在北郊迎接，立春、立夏、立秋则是在东、西、南郊迎
接。在郊外举行迎接仪式回来之后，照例，天子还要对臣下
进行赏赐。比如，立冬的时候，天子还朝，要“赏死事，恤
孤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诸如烈士遗属、孤寡老人等
困难户给予抚恤。



其余，像立春，立夏、立秋，也无不进行封赏：立春是对公
卿诸侯大夫行赏，立夏是封诸侯，立秋是赏军帅武人。这样
做的目的，一方面当然是显示天子的宽惠，另一方面，也是
为了创造一种人人都喜乐(无不欣悦)的和谐局面。

立冬吃饺子活动方案篇三

饺子的原名据称叫“娇耳”，是我国医圣张仲景首先发明的。
他的“祛寒娇耳汤”的故事至今还在我国民间流传着。“立
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立冬意味着冬天的到来，
天凉了，耳朵暴露在外边很容易就被冻伤了，因此，吃点长
得像耳朵的饺子，补补耳朵，这可是家里人对亲人最贴心的
关怀了。

为什么立冬吃饺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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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交
子之时”的饺子不能不吃。现代人延续着这一古***俗，立冬
之日，各式各样的饺子卖得很火。

“好吃不过饺子”，在秋冬之交，饺子当然是最不可少的美
食了。在北方地区，尤其是北京、天津一带有立冬吃饺子的
习俗。

我国河东水西“老天津卫”聚居地，立冬有吃倭瓜饺子的风
俗。倭瓜又称窝瓜、番瓜、饭瓜和北瓜，是北方一种常见的
蔬菜。一般倭瓜是在夏天买的，存放在小屋里或窗台上，经
过长时间糖化，在冬至这天做成饺子馅，味道即同大白菜有
异，也与夏天的倭瓜馅不同，还要藮醋加蒜吃，别有一番滋
味。

2、冬泳

有意思的是，庆祝立冬的方式现在也有了创新，在哈尔滨，
立冬之日，黑龙江省冬泳协会的健儿横渡松花江，以这种方



式迎接冬天的到来。

对于冬泳爱好者，一定要有一定基础，循序渐进，应该从天
气暖和时坚持每天下水，持续进行锻炼。另外，要选择熟悉
水岸情况的地点冬泳，如果不熟悉水中及岸边的情况，就不
要轻易下水，以免发生意外。另外，要结伴而行，以便互相
照顾。

其实，无论室内运动还是户外运动，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
动。因为，冬季里场地、器械等密度加大，对人体的冲击力
也加大。而且，天冷时人体的肌肉、关节组织活动性降低，
具有一定惰性，因此锻炼时更要做好充分准备活动，循序渐
进。

3、贺冬

贺冬亦称“拜冬”，在汉代即有此俗。东汉崔定《四民月
令》：“冬至之日进酒肴，贺谒君师耆老，一如正日。”宋
代每逢此日，人们更换新衣，庆贺往来，一如年节。清
代“至日为冬至朝，士大夫家拜贺尊长，又交相出谒。细民
男女，亦必更鲜衣以相揖，谓之拜冬”。(见顾禄《清嘉录》
卷十一)。

民国以来，贺冬的传统风俗，似有简化的趋势。但有些活动，
逐渐固定化、程式化、更有普遍性。

4、祭祖祭天

旧时，立冬这天，人们还要举行祭祖祭天的活动。即便再忙
的农人也要在家休息一天，杀鸡宰羊，准备时令佳品，一方
面祭祀祖先，以尽为人子孙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祭祀苍天，
感谢上天恩赐的丰年，并祈求上天赐给来岁风调雨顺;而祭祀
仪式后的.酒食也可让辛苦一年的农人，好好犒赏一下自己。



5、补冬

立冬后，就意味着今年的冬季正式来临。草木凋零，蛰虫休
眠，万物活动趋向休止。人类虽没有冬眠之说，但民间却有
立冬补冬的习俗。在南方，人们会吃些滋阴补阳，热量较高
的食物，如鸡鸭鱼肉等，有的还会和中药一起煮来增加药补
的功效，中药为当归、川芎、芍药、生地四味药。

冬令进补吃膏滋是苏州人过立

立冬吃饺子活动方案篇四

1、认识了解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2、锻炼小朋友的动手能力，培养自力更生的意识。

3、感受集体劳动的快乐。

4、和父母一起包饺子增进父母亲情。

1、请家长准备：擀面杖 、锅拍、围裙（班主任合理安排），
以校讯通、黑板报形式告知家长时间、地点、家长需要准备
的物品（提前两天通知家长）。

2、幼儿园厨房准备：饺子馅、包饺子面。厨房以班级为单位
分好，厨房11月7日上午9：40之前准备好饺子馅、包饺子面，
等待班级生活老师来领取。

3、班级准备：洗手、带好围裙。

4、幼师们提前做好不织布手工饺子

1、准备立冬相关图片，让幼儿观察图片



2、提问：看看图片上有什么

3、给幼儿讲解立冬的来历及习俗，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十九个节气，在每年的11月7日或者11月8日，我国古时民间
习惯以立冬为冬季的开始，但是我国幅员辽阔，除全年无冬
的华南沿海和长冬无夏的青藏高原地区以外，各地的冬季并
不都是于立冬日同时开始的。

4、习俗：吃饺子，立冬节气有秋收冬藏的含义，源于过去的
农耕社会，劳动了一年的人们，利用立冬这一天要休息一下，
顺便犒赏一下一家人一年来的辛苦。

5、包饺子阶段：以班级为单位亲子活动开始包饺子

1、家长孩子分别擀皮、包饺子；

4、家委会指定专人：负责拍照、指导、维持秩序。

3、家委会指定专人：负责维持家长秩序。

1、生活老师和指定家委会专人：负责把煮熟的饺子分发到小
朋友的餐盘中，请小朋友们品尝自己包的饺子。

2、邀请家长品尝——家委会指定专人负责分发和维持秩序。

立冬的活动在品尝饺子中接近尾声啦，老师们为大家准备了
亲手制作的小礼物—手工饺子。让这个活动在礼物分发中画
上完美句号。

1、家长品尝完毕家委会指定专人：负责组织家长回到班级门
口填写表格、顺序离开幼儿园。

2、班级整理、餐后散步、午休——活动结束。

3、活动总结、找补不足。



立冬吃饺子活动方案篇五

1.拓宽幼儿知识面，使幼儿了解在我国不同的地方冬季温度
不同，景象也不同。

2.激发幼儿探索自然的兴趣。

1.请幼儿回家向家长了解他们冬天在哪些地方生活过，那些
地方的冬季是什么样的，收集一些照片。

2.教师了解幼儿在哪些地方过冬天，有些什么经验。

3.幼儿用书画面“冰雕”、“春城的冬天”。

1.组织幼儿谈论各地不同的冬天。

“我们都知道南京(指本地)的冬天有时刮冷风、有时结冰、
有时下雪，树叶落了，小草枯了，人们都穿上了厚厚的衣服，
是不是每个地方的冬天都是一样的呢?你听过中央气象台的天
气预报吗?请大家谈谈，你在哪里见过冬天，那是什么样的`，
你还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过冬天吗?说给大家听听，带照片
的就讲讲照片上的情景。”让幼儿充分发言，注意强化那些
重要的描述。

2.介绍北方的冬季特征。

引导幼儿观看幼儿用书画面“冰雕”。

“这里的冬天是怎样的?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冰雕”(因为这
里冬季气温特别低，冰层很厚，几个月不化)

3.介绍春城昆明的冬季特征。

引导



幼儿观看幼儿用书画面“春城的冬天”，介绍昆明实际上一
年到头都是春天。冬天也和春天一样，植物繁茂。郁郁葱葱，
鲜花盛开，从不下雪，不结冰。人们穿着单薄。“这里有冬
天吗?”

4.小结。

观看世界各地冬天的录象。

立冬吃饺子活动方案篇六

1.通过多种活动，让幼儿知道每年的11月7日或8日是立冬，
并能通过活动简单了解立冬的来历，知道立冬是24节气之一。

2.了解立冬各地不同的习俗，如：北方吃饺子、南方吃赤豆
糯米饭、哈尔冰冬泳协会的健儿横渡松花江等。

亲子活动、班级集体活动

根据园所情况，各班可开展以下活动：

综合活动：立冬我知道（小、中、大班）

社会活动：立冬习俗知多少（小、中、大班）

语言活动：儿歌：《立冬啦》（小班）

艺术活动：五彩饺子（泥工）（中、大班）

11月7日或8日，教师可通知家长与幼儿一起收集有关立冬的
图片、资料，向幼儿讲述有关立冬的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