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冬至的广播稿(精选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冬至的广播稿篇一

各位教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xx，我是xx。

新年的脚步渐行动渐远，经过一个寒假的休整，如今，我们
带着期望，又踏上了新的征程。正如雄鸡的鸣叫，新一天带
着微笑和清新在大地上降临。坐在课桌前，我想大家必须是
斗志昂扬，因为我们的心中怀有一份完美的憧憬。

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那里，与大家分享（见《上帝咬过的
苹果》）。

是啊，生活赋予了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财富，关键是如何把
握自我拥有的那一份。如此，你才能赢得属于自我的那一份
生命芬芳。学校之声广播稿同学们，也许，你昨日曾拥有辉
煌，但那已成为枕边一段甜蜜的回味；也许，你昨日曾遭受
挫折，但那已成为腮边几滴苦涩的。泪痕。忘记以前的成功
与失败，我们只需要把经验和教训铭刻于心。

时常听别人哼唱，自我也时常哼唱着姜育恒的那首《再回
首》，惟独对“以往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寻，才明白平
平淡淡从从容容是最真”这一句不愿认同。“孤独王子”唱
得未免太超然了——一生反复追寻，就只得出了平淡是真的'



结论。

生活得最好的人，不是寿命最长的人，而是最能感受生活的
人。除了你没有走进梦想的大学，除了你没有把握住一次几
乎成功的感情，除了你心中那份虚荣倨傲，你对生活究竟有
多少正确的感受生活究竟给过你多少真正的重荷不平呢没有！
只因为在当代的中国，在我们这个文盲、半文盲数以亿计的
国度里，大学生既被社会过高的期待，也过高地期待着社会，
只因为我们不能正确地估计自我，也不能正确认识社会。那
种求平淡的心态，仍是不思进取的借口。于是，你以往也想
要有所作为，却不明白从何做起，跟着感觉走，在各种诱惑
面前远离本真状态，被泥沙俱下的时代大潮裹挟着四处漂流。
当你疲倦地走过无数个三百六十五里，你才发现留在身后的
除了那份平淡，什么也没有。

冬至的广播稿篇二

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冬至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
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古人对冬至的说法是：阴极之至，阳
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
冬至过后，各地气候都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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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天文科学测定，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阳光对北半
球最倾斜，北半球白天最短，黑夜最长，这天之后，太阳又
逐渐北移。

在我国古代对冬至很重视，冬至被当作一个较大节日，冬至
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曾有“冬至大如年”



的说法，而且有庆贺冬至的习俗。《汉书》中说：“冬至阳
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
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
应该庆贺。《晋书》上记载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
贺……其仪亚于正旦。”说明古代对冬至日的重视。

现在，一些地方还把冬至作为一个节日来过。北方地区有冬
至宰羊，吃饺子、吃馄饨的习俗，南方地区在这一天则有吃
冬至米团、冬至长线面的习惯。

过完冬至，一年一度的元旦就接踵而来了，我们很快就要进
去20xx年啦，最后祝同学们在新的一年开开心心，健康成长！

冬至广播稿4

甲：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

合：晚上好！

乙：冬至到，家家户户吃饺子。

甲：冬至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一个传统
的节日。吃饺子是冬至特有的习俗。

乙：冬至是一年中夜最漫长的一天，随着冬至的`到来，寒冷
也一步步靠近我们。

甲：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也让大家感受到来自集体的。温暖
和团结，在这个寒意阵阵的冬日里，我们院系组织举办xx学
院第x届包饺子活动，在一阵忙碌中使大家过上一个难忘的冬
至。

乙：有请xx学院xx老师讲话。



甲：感谢xx老师的精彩演讲和深深地祝福。

乙：下面由我们为大家介绍本次活动规则。

甲：第一项：包饺子（占40%，共4分）时间为5分钟。

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包饺子，每组至少包出100个（分数记为3
分），多出的饺子数量按每多出20个加0。2分。

乙：第二项：评委评分（占40%，共4分）具体见评委评分细
则。

甲：第三项：吃饺子（占20%，共2分）饺子的数量共为15个，
一个组派出一个代表进行参赛，最先吃完的组向主持人举手
示意。第一名2分，第二名1。9分，第三名1。8分，以此类推。

乙：一等奖一名，队员每人6瓶饮料。

甲：二等奖两名，队员每人4瓶饮料。

乙：三等奖三名，队员每人2瓶饮料。

乙：大家现在是不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请大家做好准备，
我宣布——

合：活动开始！

冬至的广播稿篇三

甲:敬爱的老师们!

乙: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下午好!红领巾广播站又和大家见面了!



甲:我是三3班的林乐儿。

乙:我是马致宁。

甲:当灿烂的晨曦暖着整个校园,采撷一缕阳光,编织成七彩的
花环.

乙:留住一丝清风,播撒出希望的明天.

甲::带走一片笑容,永远与我们同行。

乙:我很激动，我们第一次在红领巾广播站相遇。

甲:我很高兴，我们第一次相聚在这美好的时刻。

甲:今天是12月22日。

乙:哦，那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甲:当然知道，12月22日，冬至节呀!

乙: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冬至节吧。

甲:好啊!

乙:我先来问问你，你知道冬至节的来历吗?

甲:以前不是很清楚，通过查阅一些资料，我终于有些了解了。
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冬至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并
且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冬至是按天文划分的节
气，古称“日短”“日短至”。冬至这天，太阳位于黄经270
度，阳光几乎直射南回归线，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
天，相应的，而南半球在冬至日，白昼全年最长，冬至过后
各地气候都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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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哦，冬至节原来是这样来的，谢谢你，乐儿!据我了解，
我国的这些传统节日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甲:是啊，那你现在能不能就给大家讲讲这冬至节又有哪些风
俗习惯呢!

乙:好啊，不过，我们先放松一下，听听下面这首我们很少听
的'节气歌。(播放儿歌中的节气歌)

甲:老师，同学们，一首节气歌之后，继续我们精彩的内容。

乙: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冬至节的一些风俗习惯。冬至节与
众多的节日一样也有很多食俗的，俗语说“冬令进补，明年
打虎”，由于正值隆冬时节，冬至吃的食品，以进补为主，
有顺阳助阳的象征意义。以食治病，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节令
美食，如冬至要吃饺子、馄饨、吃汤圆、年糕、赤豆粥、吃
冬至肉，如羊肉、狗肉、腊肉，吃冬至团等。这些食俗也都
有很多民间的传说和由来。

甲:啊?那你也给我们讲一个吧?

乙:好啊!就讲其中一个吧。冬至吃狗肉的习俗据说是从汉代
开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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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你真了不起，知道的这么多。不过，我还了解到了一些跟
冬至节有着密切关系的内容。那就是在北京流传了几百年的
《九九歌》。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分分享。(播放《九九歌》)

甲乙:老师，同学们，讲起冬至，我们还搜集了有关的诗句
呢!下面就由我们俩为大家读一首吧!(播放背景纯音乐)



小至(唐)杜甫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
六管动飞灰。

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
且覆掌中杯。

冬至(唐)杜甫

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江上形容吾独老，天边风
俗自相亲。

杖藜雪后临丹壑，鸣玉朝来散紫宸。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
何处望三秦?

乙: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到说再见的
时候了。

甲:希望我们本次的播音能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乙:让我们在另一首节气歌中结束我们本次的播音。

合: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放节气歌)

冬至的广播稿篇四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早上好！今天是12月22日，24节气中的冬至。冬至是北半球
全年最短的一天，最长的一夜。冬至过后，白天会一天天变
长。冬至古语为：阴极来，太阳起，天南来，昼短影长，故称
“冬至”。冬至过后，各地气候进入了最冷阶段，常被称
为“进入第九年”。中国民间有句话叫“九年寒，三年热”。



现代天文学认为，冬至太阳直接照在北回归线上，太阳最偏
向北半球，北半球白天最短，夜晚最长。那天之后，太阳逐
渐向北移动。

冬至作为我们传统节日之一，其意义以及影响力自然是不言
而喻的。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各地在冬至的习俗也是千变
万化的，有的地方是包饺子，而有的地方是吃冬至圆也就是
汤圆。

进入冬至，一年中最冷的一天就要到了。希望同学们冬天能
做好保暖工作，注意锻炼，保证充足的睡眠，少吃冷食，为
期末复习学习和即将到来的`考试打好基础。

谢谢大家！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

再过几天就是传统的冬至日了。冬至节亦称冬节、交冬。它
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宫廷和民间
历来十分重视冬至日，从周代起就有祭祀活动。在这一天朝
廷上下放假，边塞军队整修，人们互相拜问，以美食互赠。
《周礼春官》曾记载“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目的在于
祈求与消除国中的疫疾，减少荒年与人民的饥饿与死亡。

冬至到了，我们又大了一岁。多了一岁，是否应多些成熟，
多了一岁，是否应多些责任。从小处上讲，我们身上背负着
整个家庭的希望，从大处上讲，我们背负的是整个民族的未
来。当我们面对如山的功课，徘徊在无尽的黑暗中时，想想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我们的身后，有永远支持我们的家
长，关心我们的老师，我们有什么理由犹豫在成功的大门举
步不前呢？新的一年开始了，让我们迈向阳光，唱响我们青
春的赞歌！



谢谢大家！

冬至的广播稿篇五

亲爱的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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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冬至的广播稿篇六

甲：敬爱的老师们!

乙：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下午好!红领巾广播站又和大家见面了!

甲：我是三3班的林乐儿。

乙：我是马致宁。

甲：当灿烂的晨曦暖着整个校园,采撷一缕阳光,编织成七彩
的花环.

乙：留住一丝清风,播撒出希望的明天.

甲：带走一片笑容,永远与我们同行。

乙：我很激动，我们第一次在红领巾广播站相遇。

甲：我很高兴，我们第一次相聚在这美好的时刻。

甲：今天是12月22日。

乙：哦，那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甲：当然知道，12月22日，冬至节呀!

乙：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冬至节吧。

甲：好啊!

乙：我先来问问你，你知道冬至节的来历吗?

甲：以前不是很清楚，通过查阅一些资料，我终于有些了解
了。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冬至为二十四节气之一，
并且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冬至是按天文划分的
节气，古称“日短”“日短至”。冬至这天，太阳位于黄
经270度，阳光几乎直射南回归线，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短
的一天，相应的，而南半球在冬至日，白昼全年最长，冬至



过后各地气候都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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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哦，冬至节原来是这样来的，谢谢你，乐儿!据我了解，
我国的这些传统节日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甲：是啊，那你现在能不能就给大家讲讲这冬至节又有哪些
风俗习惯呢!

乙：好啊，不过，我们先放松一下，听听下面这首我们很少
听的节气歌。(播放儿歌中的节气歌)

甲：老师，同学们，一首节气歌之后，继续我们精彩的.内容。

冬至的广播稿篇七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快乐冬至节！

冬至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
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冬至过后，各地气候都进入一个最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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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天，人
们都会互赠好礼，相互拜访，将所有烦恼抛开，快快乐乐的
过完这一天。

而今天，我们又迎来了冬至，家家户户准备了热气腾腾的饺
子。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大家可别忘了吃饺子啊！
有一句民谣是这么说的，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

冬至大如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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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到了，我们又大了一岁，是否应多些成熟！又多了一岁，
是否应多些责任。从小处讲，我们身上背负着整个家庭的希
望。从大处讲，我们背负的是整个民族的未来。

新的一年开始了，让我们迈向阳光，唱响我们青春的赞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