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快乐冬至的广播稿(优质8篇)

快乐冬至的广播稿篇一

大家早上好！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冬至日。冬至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
黑夜最长的一天，冬至过后，各地气候都进入一个最寒冷的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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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人们过冬至比过年还重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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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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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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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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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20xx年啦，对于我们小学生而言，过完冬至，意味着我们
的年龄又长大了一岁，因此，冬至就成了一个成长日，在这
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过去，思考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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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美好的日子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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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冬至的广播稿篇二

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广播的题目是《冬至大如年》。

冬至被人们当做一个重大节日，从周代起就有了祭祀活动，
宫廷历来十分重视。民间也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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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昼会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
升，这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因此应该庆
祝。《晋书》上有记载“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
其仪亚于正旦。”可见古代人民对冬至的重视。冬至这天，
一些文人、士大夫会进行“九九消寒”的`活动。择一九日，
相约九人饮酒，席上用九碟九碗，成桌者用“花九件席”，
以取九九消寒之意。

在北方，不论贫富，饺子是冬至必不可少的'食物。有谚语说：
“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这种习俗是为纪
念“医圣”张仲景冬至舍药留下的。张仲景是南阳稂东人，
老时毅然辞官回乡为乡邻治病。当时正值冬季，他看到白河
两岸乡亲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便
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那天
舍“祛寒娇耳汤”医治冻疮。他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的
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皮
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与一大碗肉汤一起分给求药
的人。人们吃了娇耳，喝了驱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
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后人学着“娇耳”的样子，包成食物，
也叫饺子或扁食。冬至吃饺子，是不忘“医圣”张仲景“祛
寒娇耳汤”之恩。至今南方仍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
朵没人管”的民谣。关于冬至，还有许多数不完道不尽的习
俗。



然而，身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在离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似乎越来越远的今天，冬至大如年，你还知
道多少？让我们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传承我们源远流长的
优秀中华传统文化！

我来自浩瀚人海，我要成为海面倒映着我的光影的那轮红日；
我并不是脑子最好使的那一个，但我的双手会尽全力补助；
也许以后我的名字并不被人所广知，但我会让它印刻在每一
个人生命中。我的座右铭是：“战胜怪物的唯一方法，那就
是成为怪物。”

我的广播完毕，谢谢！

快乐冬至的广播稿篇三

施：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李：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施：同学们，老师们，你们还记得这首《二十四节气歌》吗？

李：相信大家一定记得，本期红领巾广播，就让我们一起来
认识中国的传统节日——冬至。

施：我是5（1）中队的李志瑛，我是五（一）中队的施黎霄，
本次广播，由我们两位共同为您主持，希望您能喜欢。

李：我很激动，我们第一次在红领巾广播站相遇。

施：我很高兴，我们第一次相聚在这美好的时刻。

施：今天是12月21日。

李：哦，那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施：当然知道，今天是冬至节呀!

李：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冬至节吧。

施：好啊!

李：我先来问问你，你知道冬至节的来历吗？

施：以前不是很清楚，这次准备红领巾广播稿时，我和老师
一起查阅了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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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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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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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好啊，不过，我们先放松一下，听听下面这首节气歌。

(播放儿歌中的节气歌)

施：老师们，同学们，一首《节气歌》之后，继续我们精彩
的内容。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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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这些食俗也都有很多民间的传说和由来。我给大家讲讲
冬至吃狗肉的习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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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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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们，同学们，讲起冬至，我们还搜集了有关冬至的
诗句呢!下面就由我们俩为大家朗诵几首吧!(播放背景纯音
乐)

施：《邯郸冬至夜》，这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写的诗。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著远行人。

李：下面为大家介绍大诗人杜甫写的诗《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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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冬至在养生学上是一个最重要的节气，冬至来临后，特
别要做好保暖工作。

施：注意防寒保暖。在气温降到0℃以下时，要及时增添衣服，
衣裤既要保暖性能好，又要柔软宽松，不宜穿得过紧，以利
血液流畅。

李：合理调节饮食起居，不酗酒、不吸烟，不过度劳累。

施：保持良好的心境，情绪要稳定、愉快，切忌发怒、急躁
和精神抑郁。

李：进行适当的御寒锻炼，如平时坚持用冷水洗脸等，提高
机体对寒冷的适应性和耐寒能力。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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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希望我们本次的播音能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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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冬至的广播稿篇四

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广播的题目是《冬至大如年》。



冬至被人们当做一个重大节日，从周代起就有了祭祀活动，
宫廷历来十分重视。民间也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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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昼会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
升，这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因此应该庆
祝。《晋书》上有记载“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
其仪亚于正旦。”可见古代人民对冬至的重视。冬至这天，
一些文人、士大夫会进行“九九消寒”的`活动。择一九日，
相约九人饮酒，席上用九碟九碗，成桌者用“花九件席”，
以取九九消寒之意。

在北方，不论贫富，饺子是冬至必不可少的食物。有谚语说：
“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这种习俗是为纪
念“医圣”张仲景冬至舍药留下的。张仲景是南阳稂东人，
老时毅然辞官回乡为乡邻治病。当时正值冬季，他看到白河
两岸乡亲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便
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那天
舍“祛寒娇耳汤”医治冻疮。他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的
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皮
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与一大碗肉汤一起分给求药
的人。人们吃了娇耳，喝了驱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
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后人学着“娇耳”的样子，包成食物，
也叫饺子或扁食。冬至吃饺子，是不忘“医圣”张仲景“祛
寒娇耳汤”之恩。至今南方仍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
朵没人管”的民谣。关于冬至，还有许多数不完道不尽的习
俗。

然而，身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在离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似乎越来越远的今天，冬至大如年，你还知
道多少?让我们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传承我们源远流长的优
秀中华传统文化!

我来自浩瀚人海，我要成为海面倒映着我的光影的那轮红日;
我并不是脑子最好使的那一个，但我的双手会尽全力补助;也



许以后我的名字并不被人所广知，但我会让它印刻在每一个
人生命中。我的座右铭是：“战胜怪物的唯一方法，那就是
成为怪物。”

我的广播完毕，谢谢!

快乐冬至的广播稿篇五

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早上好！

我是六（2）班的xx，今天我广播的题目是：回归传统节感受
冬至日。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
雪冬小大寒。今天是冬至，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早
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中国就确定了冬至，是二十四节气
中最早制定的一个。冬至也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
民间有“冬至大过年”“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的说法。
古人认为：自冬至起，天地间的阳气开始渐长，新的太阳年
开始循环，一阳来复，天地间万物都在悄悄蕴蓄生长的能量。

据记载，在周朝和秦朝，以十一月为正月，冬至是新年的第
一天，是一个大吉大利的节日。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行于
唐宋。百姓们常在冬至这天祭祀天地祖先，皇帝还要率领大
臣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用这隆重的仪式来欢迎新年的到来。
直到今天冬至和清明、端午、中秋仍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传
统节日，在这一天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亲朋好友互相拜
访赠送礼物，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中华民族源远流
长的历史文化在一个个传统节日中得到传承，民族的亲和力
与凝聚力也得到体现。

冬至过后，天气渐渐寒冷，进入“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的数



九寒冬。虽然深圳地处亚热带，冬天看不到北方的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但这几天气温也有明显的下降。许多同学害怕寒
冷不愿运动，早上做操时缩手缩脚身体不能舒展。岂不知，
冬季更是锻炼身体的大好时光。冬季在室外运动，身体经常
受到寒冷的刺激，可以增强对感冒、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的
抵抗力。冬季锻炼不但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还可以锻炼
我们的意志力，提高学习效率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冬至到了，让我们感受这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的氛围，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老师们同学们，冬至节快乐！
别忘了吃饺子哦！

快乐冬至的广播稿篇六

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很小的时候每逢冬至这一天奶奶都会告诉我冬至要吃饺子，
不吃饺子耳朵就会冻掉。为我的耳朵我都会大口大口吃饺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书中得知冬至不吃饺子耳朵也不会冻掉。

其实冬至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
的一个传统节日，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亚
岁”等，在每年的阳历12月21日至23日之间，这一天是北半
球全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冬至可是一个大节气，
倍受人们的重视。冬至要吃美食是人们过节的传统习惯，中
国大地冬至的食俗南北不同。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天吃饺
子、南方盛行吃汤圆。不论吃什么都是人们以求来年有一个
好兆头。

每年农历冬至这天，饺子是我们家必不可少的节日饭。我们
全家聚在一块，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心里都美滋滋的。每到
这时奶奶总会对我说：“多吃点，吃的肚子滚溜溜的，吃饱



晚上才会做个好梦哦！”虽然冬至夜三九严寒外面寒气彻骨，
但是我家里却温暖如春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可惜今年爸
爸却独自一人在外地出差，冬至夜不能回来。我很想念他。

谢谢大家！

快乐冬至的广播稿篇七

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是冬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
过了今天，白天将慢慢变长。人们常说，冷在三九、热在三
伏，而冬至就是这个“三九”的第一天，从今天往后，天气
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冷，进入到了“数九寒冬”的日子；数
到“三九四九冰上走”的那一天，就是一年里最寒冷的时候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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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冬至的广播稿篇八

亲爱的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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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