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至到小班教案(实用7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那么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夏至到小班教案篇一

夏至是一年中的重要节气，在这一天里，人们往往会举办各
种庆祝活动。今年的夏至，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劳动实践活
动，有了一次难忘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收获了对
劳动的深刻体会，还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力量，更重要的是，
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第二段：对劳动的理解

在这个劳动实践中，我们做了许多不同的工作，包括清理垃
圾、铺设路面、修建花坛等。我发现，真正的劳动是需要勇
气、耐心、毅力和实际行动的。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
是我们实现自己价值的一种方式。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才
能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与可贵。

第三段：团队合作的力量

这次劳动实践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但只有团队合作
才能使任务圆满完成。我们在队长的带领下相互配合，帮助
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任务，积极的态度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
加轻松和愉悦。我们在这样的合作中，学会了彼此信任、相
互尊重、共同团结的品质，这些品质对我们的成长和未来的
工作都尤为重要。

第四段：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在这个劳动实践过程中，我开始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
思考。劳动让我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可贵，感受到生命的强
大与美好。我深知，生命若无意义，一切努力都是虚空的，
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有意义的价值，才能让自己的生
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第五段：总结

这次夏至劳动实践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让我更加认
识到了劳动的重要性，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力量，同时也让
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我相信，在今后的生
活和事业中，这些收获和感受将会指引着我前进，不停地追
求自己更加有意义的生命价值。

夏至到小班教案篇二

璿枢无停运，四序相错行。寄言赫曦景，今日一阴生。

夏至後得雨(宋)苏辙

天惟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乾春泽匝，禾槁夏雷坠。

一年失二雨，廪实真不继。我穷本人穷，得饱天所畀。

夺禄十五年，有田颍川涘。躬耕力不足，分获中自愧。

余功治室庐，弃积沾狗彘。久养无用身，未识彼天意。

作者：白居易

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

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



交印君相次，褰帷我在前。此乡俱老矣，东望共依然。

洛下麦秋月，江南梅雨天。齐云楼上事，已上十三年。

经由以上的介绍，你对夏至应该都清楚了，身边有朋友不知
道的话可以互相提醒下。

夏至到小班教案篇三

近日，我参加了一场关于夏至节气的讲座，该讲座内容丰富，
使我受益匪浅。经过深入学习和思考，我对夏至节气有了更
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以下是我对该讲座的心得体会，希望
与大家分享。

第一段：夏至节气的历史由来

讲座首先介绍了夏至节气的历史由来，以我之前的认知来看，
夏至只是一年中最长的白天，但从讲师的介绍中，我明白了
夏至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重要节日之一。夏至节气起源于
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人们在夏至时节进行庆祝活动，向大
自然致敬，感恩丰收。此外，讲座还介绍了夏至节气在中国
和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让我更加了解了夏至节气的文化内
涵。

第二段：夏至节气的天文意义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讲座详细介绍了夏至节气的天文意义。
夏至是一年中太阳直射地球北回归线最北端的日子，也是北
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黑夜最短的时刻。据研究，夏至节气
的到来与地球轨道、地球自转轴倾斜等有关。夏至节气的天
文意义深化了我对夏至节气的认识，也让我对宇宙的奥妙有
了更深的体会。

第三段：夏至节气的民俗习惯



此外，讲座还详细介绍了夏至节气的民俗习惯。夏至是人们
最爱食用饺子的节气，因为吃饺子有驱邪避邪的寓意。讲师
还分享了夏至祭祀、夏至菜品、夏至药膳等民俗习俗，让我
对夏至节气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民俗习俗不
仅丰富了夏至节气的庆祝方式，也传承了深厚的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

第四段：夏至节气的养生方法

在讲座的最后，讲师分享了夏至时节的养生方法。夏至时节，
阳气最旺盛，但也要注意保护阳气，适当防暑降火。讲师介
绍了饮食、锻炼、睡眠等各个方面的养生方法，指导大家如
何在夏至节气中保持健康。这些养生方法让我对如何调养身
体有了更多的启示，也让我体会到了健康和生活的重要性。

第五段：夏至节气的美好意义

通过参加讲座，我深刻感受到夏至节气的美好意义。夏至是
大自然的给予我们的一份礼物，是人们感恩和庆祝的时刻。
夏至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象征，提醒我们要尊重自然环
境，珍惜生活资源。夏至节气所传达的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我们应该时刻铭记在心的。

在心得体会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夏至节气的文化内涵，并从
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和智慧。通过学习夏至节气，我明白了
人与自然的关系，体验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我会将这些心得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尊重自然、珍惜生活资
源，享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时刻。

夏至到小班教案篇四

夏至，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气，也是夏季的
开始。为了了解更多关于夏至的知识，我参加了一场夏至节
气的讲座。这次夏至节气讲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



对夏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且让我体会到了夏至节气的真
正的意义。

讲座第一部分是关于夏至的来历和由来。讲座上，专家首先
给我们讲述了夏至的来历，告诉我们夏至是太阳从南方赤道
线到北回归线的过程，太阳直射点逐渐移动到北方，也是北
半球太阳照射最强的一天。同时，专家还给我们介绍了夏至
的由来，夏至是古代农耕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气之一，它标志
着农作物播种已经进入尾声，正式进入夏季。通过了解夏至
的来历和由来，我更加明白了夏至的意义，同时也对中国传
统农耕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接下来的一部分是夏至的习俗和民间传说。讲座上，专家向
我们介绍了一些夏至的习俗和传说，比如吃饺子、赛龙舟等
等。同时，专家还给我们解读了夏至节气中的一些民间传说，
比如说“一年炕上一夏至，三十日里盛夏时”。通过了解夏
至的习俗和传说，我对夏至的文化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并且对于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更强烈的意识。

讲座的第三部分是夏至的养生之道。夏至是阳气最旺盛的时
候，也是人体阳气达到顶峰的时候。因此，在夏至这个节气
里，保健养生特别重要。专家在讲座上向我们介绍了夏至期
间的养生方法，比如合理饮食、适度运动、保持充足的睡眠
等。通过了解夏至的养生之道，我明白了夏至这个节气对于
人们养生的重要性，也更加清楚了夏天如何保持自己的身体
健康。

接下来的一部分是与夏至相关的民俗活动。讲座上，专家介
绍了一些与夏至相关的民俗活动，比如夏至“晒衣
节”、“闭马节”等等。通过了解夏至的民俗活动，我对夏
至的庆祝方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体会到了夏至这个节
气给人们带来的喜庆和快乐。

最后一部分是夏至节气的美食。夏至的美食丰富多样，香甜



可口。在讲座上，专家向我们介绍了一些与夏至相关的美食，
比如饺子、菊花酒等等。通过了解夏至的美食，让我更加期
待着夏至的到来，也体会到夏至给人们带来的美好。

通过这次夏至节气的讲座，我对夏至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夏至不仅是一个节气，更是一个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夏至节气不仅是人们庆祝丰收和迎接夏季的时候，更是与家
人朋友分享美食、活动的时刻。同时，夏至也是人们保健养
生的重要时刻，要注意合理饮食和适度运动，保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希望通过这次讲座，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夏至的重
要性，传承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夏至
带来的喜悦和快乐！

夏至到小班教案篇五

1、夏至东南风，十八天后大雨淋。

2、夏至雨点值千金。

3、过了芒种，不可强种。

4、芒种西南风，夏至雨连天。

5、夏至风从西边起，瓜菜园中受煎熬。

6、芒种晴天，夏至有雨。

7、夏至不雨天要旱。

8、三月茵陈四月嵩，五月过来当柴烧。

9、芒种有雨，夏至晴天。

10、芒种火烧天，夏至雨淋头。



11、夏至三庚数头伏。

12、夏至有了雨，好比秀才中了举。

13、冬至羊，夏至狗，吃了满山走。

14、夏至不起尘，起了尘，四十五天大黄风。

15、到了夏至节，锄头不能歇。

16、夏至无雨三伏热。

17、夏至农田草，胜如毒蛟蛟。

18、不到冬至不寒，不至夏至不热。

19、夏至杨梅满山红，小暑杨梅要生虫。

20、夏至见春天，有雨到秋天。

21、进入夏至六月天，黄金季节要抢先。

22、夏至落雨十八落，一天要落七八砣。

23、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

24、三耕六耙九锄田，一季庄稼抵一年。

25、芒种怕雷公，夏至怕北风。

26、夏至不雨天要旱。

27、清明高粱小满谷，芒种芝麻夏至豆。

28、进入夏至六月天，黄金季节要抢先。



29、夏至东南风十八天后大雨淋。

30、夏至东南风，平地把船撑。

31、到了夏至节，锄头不能歇。

32、夏至有雨，仓里有米。

33、冬至唔过唔寒，夏至不过唔。

34、夏至狗无处走。

35、夏至的，无处走。

36、爱玩夏至，爱眠冬至夜。

37、冬至始打霜，夏至干长江。

38、夏至大烂，梅雨当饭。

39、夏至雨点值千金。

40、芒种栽秧日管日，夏至栽秧时管时。

41、夏至有雨应秋早。

42、夏至杨梅满山红，小暑杨梅要生虫。

43、春来遍地绿，夏至剩半数，秋天无人管，入冬又荒芜。

44、芒种火烧鸡，夏至烂草鞋。

45、吃了夏至面，一天短一线。

46、夏至闷热汛来早。



47、夏至东风摇，麦子水里捞。

48、夏至风从西边起，瓜菜园中受熬煎。

49、夏至一场雨一滴值千金。

50、夏至棉田草，胜似毒蛇咬。

夏至到小班教案篇六

夏至过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专家建议，此间饮食应以清
淡为主，并可多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推荐以下这5种清热
解毒的食物。

夏至时节应多吃清热利湿食物

炎热的夏季，人的消化功能较弱，很容易发生呕吐、腹泻等
急性胃肠道疾病，因此要更加注意饮食的选择。像西瓜不但
能清热解毒、除烦止渴，还能利尿、帮助消化，尤其是从事
露天作业或在室内高温环境下工作的人可以经常吃。当然，
好处虽多，也不能一次性吃太多，否则会冲淡胃液，造成消
化不良。同时也应注意不要把西瓜放在冰箱里太长时间，否
则容易伤及脾胃。

夏至时节，多雨、湿热，细菌易生长繁殖，食物易腐烂变质，
导致肠炎、痢疾等胃肠道疾病经常发生。可多吃苦瓜，它具
有清暑、明目解毒的作用;盛夏时还可多吃一些乌梅，它有解
热、除烦、止泻、镇咳、驱虫等功效，能够增加抗菌力，对
痢疾杆菌、大肠杆菌、伤寒、结核等都有抑制作用。

1、花菜：生津止渴

有白、绿两种，有增加食欲、生津止渴、解热毒等功效，同
时也含丰富的维生素c、b群、胡萝卜素。



时蔬总烩

材料：白花椰菜及绿花椰菜各一碗、枸杞及黄椒各半碗，适
量盐、太白粉、沙拉油、苦茶油及香油。

做法：炒锅中放沙拉油，将食材与盐、苦茶油、香油一起翻
炒，最后加入些许太白粉水，稍微勾芡后即可食用。

2、南瓜：补中益气

具补中益气、润肠通便等功效，含蛋白质、胺基酸等营养素，
也含丰富胡萝卜素，能保健视力、改善血糖强心固肾气。

南瓜米粉汤

材料：猪肉丝、南瓜丝、包心菜丝、芹菜丝各1/4碗，葱段、
虾米、香菇丝适量、猪骨头1碗、米粉1斤、调味料。

做法：猪骨、米酒及1500c.c.水熬煮45分钟。爆香葱段、虾
米及香菇丝后，放猪肉丝、南瓜丝、包心菜丝，加去骨高汤
及米粉，煮滚后调味即可。

3、菠菜：润肠止渴

材料：菠菜4两、鳕鱼片半碗、米饭2碗、猪大骨1斤、蛋汁1
碗、米酒1汤匙、适量盐及香油。

做法：菠菜汆烫备用;将水与大骨煮1小时，去大骨加饭煮粥，
加菠菜、鳕鱼片、蛋汁及调味料。

4、金针菇：清热解忧

材料：金针1碗、山药半斤、猪肉丝半碗、红枣6个、姜3片，
适量米酒、太白粉、香菜、盐及香油。



做法：肉丝加米酒、太白粉及盐拌匀，加2000c.c.水及红枣
炖1小时，加其余食材煮滚调味即可。

5、莲藕：安神凉血

材料：煮熟糙米、薏仁及切丁莲藕各1汤匙，杏仁牛
奶400c.c.，适量蜂蜜。 做法：将全部材料搅拌均匀，加入蜂
蜜调味即可饮用，1天内喝完即可。

夏至到小班教案篇七

近日，我有幸参加了一场关于夏至节气的讲座，在这场讲座
中，我收获了许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夏至节
气，作为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
的习俗，而这次讲座帮助我更加深入地认识了夏至的含义和
重要性。以下是我对于这次讲座的心得体会。

首先，夏至节气的起源和意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
讲座，我了解到夏至即夏天的正中，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
天。这是因为地球在运行过程中，太阳直射点逐渐从南半球
跨越至北半球，在夏至这一天，太阳直射点正好位于北回归
线之上。而夏至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大自然进入了炎热的季
节，也预示着丰收的开始。这些知识让我明白夏至在中国农
耕文化中的重要性，人们通过庆祝夏至，表达对丰收的美好
祝愿和感激之情。

其次，讲座中介绍的夏至的习俗也令我印象深刻。夏至是一
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人们有许多独特的庆祝方式。其中最具
特色的莫过于纳凉习俗。讲座中提到，夏至这天，人们会举
行纳凉游泳活动，以求消暑降温。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家人
一起到河边游泳的快乐时光。夏至还有吃饺子、吃巧果等习
俗，这些丰富多样的庆祝方式，使我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



此外，我还了解到夏至是中医、养生和饮食调理的重要时刻。
夏至节气对于人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需要注意饮食
搭配和调理身体。在讲座中，专家给出了一些建议，如多吃
清淡食物、适当多喝水以及保持充足的睡眠等。这些建议虽
然简单，但对于我们保持身体健康和适应夏季气候变化具有
重要的指导价值。我认为，只有掌握了如何科学合理地饮食
和养生，才能更好地应对夏季带来的各种健康问题。

最后，讲座中的互动环节让我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讲座结束时，主讲人组织了一个有趣的游戏，让我们亲身
体验夏至的乐趣。我和其他参与者一起跳绳、划龙舟等，充
分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与快乐。通过互动环节，我
发现只有身临其境，亲身参与，才能更好地领悟文化的内涵
和生活的乐趣。

综上所述，我在这次夏至节气讲座中，对夏至的起源和意义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解了夏至的独特习俗以及饮食调理的
重要性，还亲身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这场讲座为我
打开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户，并激发了我对于传统
文化的进一步探索兴趣。我会努力将这些知识与身边的人分
享，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