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会活动方案设计格式(精选6篇)
当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分析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
种因素，包括资源的利用、风险的评估以及市场的需求等，
以确保方案的可行性和成功实施。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方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班会活动方案设计格式篇一

中秋节期间，为了切实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我校认
真开展了“我们的节日.中秋节”主题文化活动，引导全体教
职员工进一步了解传统节日、认真对待传统节日、由衷喜爱
传统节日，传承节日文化。

一、领导高度重视。学校将开展好中秋节主题文化活动作为
丰富教职员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作为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件大事，摆上重要位置。召开专题会议对本次活动作出
了部署、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任务，并制定了专门的活动方
案。

二、宣传引导有力。学校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充分的宣传，切
实加强对民族传统节日的舆 论宣传，积极营造尊重民族传统
节日、热爱民族传统节日、参与民族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
在教职员工中内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大
力营造节日气氛，扩大了传统节日的社会影响，使“我们的
节日”更加深入人心。

三、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按照活动方案，学校在节日前后开
展了两大主题文化活动。一是“我们的节日-中秋节”中秋文
娱活动。学校派罗先进、刘海蓉老师参加了步行街广场的中
秋节大型文娱表演，并组织教职员工积极参与此次活动，引
导人们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增强爱国情感。二是组织工会干



部看望慰问离退休老干及困难教师，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
与他们一起吃月饼、话家常，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温暖。

“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是更好地利用传统节日，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载体，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活动，丰富了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的文化
生活，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民
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与伟大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
爱国热情。

一.活动主题：以“中秋·月·诗”为主题，庆祝中秋节。

二.活动时间：20__年x月__日下午第二、三节课

三.活动地点：高一(4)班教室

四.活动目的：

1、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了解中秋传统典故，培养学生的传统
观念。

2、通过古代诗歌朗诵，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

3、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锻炼自己的平台。

4、借助活动，让学生在集体活动中感受到快乐，使学生互相
了解，增进友谊。

5、通过活动，增进师生间的情谊。

五.活动内容：

1、“中秋·月·诗”专题讲座



2、“中秋·月·诗”主题班会

班会形式：猜中秋灯谜，中秋古诗词朗诵比赛，含“月”字
的歌曲接龙比赛。

六.活动过程

(一)准备：

1、学生活动前搜集中秋有关的典故、文化常识、诗歌及
与“月”有关的歌曲。

2、团委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布置会场。

(二)过程

1、班长(陈亚)致开幕词。

2、中秋讲座：中秋节的来历(__);中秋节典故(__);中秋节诗
词欣赏(__)

3、组织委员(__)宣布中秋主题班会开始。

4、主持人(__，__)报幕、宣布比赛规则。

5、中秋灯谜竞猜。

6、中秋古诗词朗诵比赛。

7、含“月”字的歌曲大联唱比赛。(以十秒为计数，如十秒
内没有人再站出来唱，比赛结束，看哪个组唱得又多又好)

8、班委统计各组得分。

9、主持人宣布获奖名单。



10、颁奖。

11、班主任致辞。

12、班长致闭幕词。

14、碰鸡蛋比赛，分吃月饼。

七、活动总结

这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通过讲座，同学们了解了中秋节的
来历，中秋节典故及与中秋有关的古诗词，弘扬了中国传统
文化，陶冶了同学们的文化素养。而主题班会竞赛的形式使
更多人积极地参与了活动，给了同学们展示自己的平台。而
最后，碰鸡蛋和分吃月饼的活动，把气氛推向了高 潮。通过
这次活动，让学生在集体活动中感受到快乐，使学生之间、
师生之间增加了了解，加深了情谊。

班会活动方案设计格式篇二

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认真组织开展以“构建和-谐校园，健康安全成长”为主题的
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提高我们的安全、文明意识，要时时想
安全，事事讲安全，树立自我安全意识,让安全走进我们的生
活。

二、提高个人思想素质。

结同学，和同学和睦相处，善于化解同学之间的矛盾。严禁
打架、骂人。打架往往是从骂人开始的，而有些同学骂人已
成中头蝉，极不文明，我认为，骂人和打架一样，是一个人
智力极度低下的表现。不因小事和同学争吵，不打架斗殴，



不在在校园内外发生暴-力行为，争做文明的中学生。注意中
学生形象，禁止穿着打扮成人化，已发现有同学涂口红、指
甲油，还有同学染发带首饰、挂件，男同学留长发等。教学
区不穿背心、短裙，不穿拖鞋。

三、关注课间安全。

请同学们在课间不做剧烈的活动，避免发生各种伤害事故;上
下楼梯_右走，做到“右行礼让”;不追逐嬉戏，不打闹，不
攀高，不拥挤，不抢道;不在教学楼内打球、踢球。

四、严格规范操作。

体育活动、实验课、社会实践及其他户外活动要(严格服从老
师指挥，严守操作规程，不擅自行动，防止各种妨害安全的
问题发生。

五、遵守交通规则和交通秩序。

来校、回家做到文明行路，不骑摩托车，不骑自行车带人;不
乘坐农用车辆、无牌无证车辆，不乘坐超载车辆;不得设置路
障，两人成排，三人成行，靠公路右行。

六、讲究饮食卫生，养成良好习惯。

拒绝三无食品，不吃腐烂变质食品，不吃零食，不喝生水，
不得校外的摊点上吃饭，不偏食，不暴食暴饮;不随地吐痰，
不乱扔果皮纸屑。

七、强化“防火灾、防触电、防侵害”意识。

不吸烟、不玩火，不焚烧废弃物;不随意触摸各种电器，不私
拉电线，不在宿舍内使用充电器、热得快、电热毯等电器;上
下床辅注意安全。不接受陌生人接送与来访，遇到形迹可疑



的人要及时报告保卫科或教师。

八、学会自护自救，提高防御能力。

学会简易的防护自救方法，遇到偶发事件要冷静对待;敢于批
评、指正一切违反安全要求的行为和现象，做维护校园安全
的主人。

九、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注意公共场所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把珍贵物品、现金放在
教室和宿舍，上学放学不要独行，要走大路，或者和同学们
结伴而行。如果遇到坏人坏事要冷静、机智，要敢于见义勇
为又要量力而行，要及时敢于拨打110报案。

十、认真学习，珍惜时光。

远离网吧，远离台球室，远离游戏厅，不吸烟，不喝酒，不
赌博，不看不健康的书籍，不结伙、不谈恋爱，不同社会闲
杂人员交往。

班会活动方案设计格式篇三

活动背景：随着商品经济的深入人心，传播媒体走进千家万
房户，社会时尚的影响，千万了当今中学生信仰的动摇，人
生观的改变。

活动目的：

1、通过观看我国军队的壮大过程，让学生共和国日异强盛的
自豪感。

2、聆听总书记的建国56周年国庆讲话，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3、通过相声述说祖国的.美丽富饶，让学生树立为祖国努力
学习的坚定信念。

4、通过学生自由发言，让学生有心系祖国，报效祖国的宏伟
志向。

活动形式：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学生主持，让学生收集
素材，通过表演、讨论等一系列以学生为主体的活动形式，
传播爱国思想。

活动内容及过程：

1、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

2、观看中国人民军队的日益壮大的发展史影片。

3、学生表演相声《爱祖国》。

4、学生自由发言，例举心系祖国、为国做贡献力量的名人、
事迹。

5、电子琴独奏《我的祖国》。

6、学生表演舞蹈《军中之花》。

7、欣赏音乐mtv《热爱祖国》、图片并宣誓。

8、教师总结，主持人宣布活动结束。

班会活动方案设计格式篇四

你所拥有的一切，请珍惜他人为你的努力和付出，请常常报
有一颗感恩的心。



主要内容：感谢父母，赐予我生命，不求回报地爱着我疼着
我。

感谢老师，传授我知识，告诉我做人的道理。

感谢朋友，在我困惑，委屈的时候给我力量。

感谢所有进入我生命中的人，因为是你们一点点装饰了我的
人生。

感谢这个世界上所有值得我们感激的人。

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感恩你生命中的拥有，感恩你身边的人

感恩你所有的所有(班主任工作)

活动过程：

一、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

三、听了朗诵后，互动活动：说出最让你感动的事(请几位学
生讲述)

给父母的报答是精神上大于物质上。

给父母的报答是物质上大于精神上

五、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应该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感恩
父母，珍惜自己的至亲，父母的爱是那么的平凡,却又那么的
动人，正如丁香花般的默默无闻，却沁人心脾。

六、班主任讲话



在这次“感恩”主题班会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同学们对这
次活动的积极参与，你们都在竭尽全力想靠自己的行动去打
动别人。你们的节目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手语小合唱
非常感人。听你们讲述自己感恩的故事，看你们用手语表达
自己感恩的心情，作为老师的我心里也涌起一份真实的感动。

我突然感觉，这些曾经在我眼里长不大的孩子竟会如此独立，
如此懂事，你们都是些善良纯洁的孩子，对生命中所有的人
都拥有一颗诚挚的感恩的心，你们是想通过这次活动，将自
己对于感恩的感受抒发出来，积极影响身边的人也常常拥有
一颗感恩的心。这次活动也在我们班掀起了一阵孝敬长辈、
尊敬师长的热潮，这说明感恩教育活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们每个人都真正地试着敞开心扉感恩这个美丽的世界了。

班会活动方案设计格式篇五

1、通过读新闻引起同学们对消防安全的重视。

2、通过开展自救自护、如何灭火等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一些
基本的消防知识，知道发生火灾后应该怎样做，平时注意怎
样预防火灾。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火是人类的朋友，它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但
是，不正确的用火，火也可能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和财产的敌
人，它不但可能烧掉茂密的森林，广阔的草原，高大的楼房，
甚至夺取人们宝贵的生命。那么在生活中应当如何正确的用
火预防火灾的发生呢?老师希望通过今天这节课，和同学一起
了解一些消防安全知识，提高我们面对火灾时的自救能力。

读新闻。



让学生了解发生的几起重大火灾事故。

师：首先就请同学们随老师一道来了解发生在国内的几起大
火。(课件播放)

看了新闻同学们有何感想，请同学们谈谈。

二、逃生自救常识

1、生分小组讨论

2、全班交流后出示课件让学生看图了解逃生自救小常识。

(1)要了解和熟悉环境。当你走进商场、宾馆、酒楼、等公共
场所时，要留心安全出口、灭火器的位置，以便在发生意外
时及时疏散或灭火。

(2)一旦身受火灾威胁，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地确定自
己所处位置，根据周围的烟、火光、温度等分析判断火势，
迅速撤离、不要盲目采取行动。

(3)要保护呼吸系统。逃生时可用毛巾或餐巾布、口罩、衣服
等将口鼻捂严，低头弯腰前行。否则会有中毒和被热空气灼
伤呼吸系统软组织窒息致死的危险。

(4)不要乘座电梯，要从通道疏散。如疏散楼梯、消防电梯、
室外疏散楼梯等。也可考虑利用窗户、阳台、屋顶、避雷线、
落水管等脱险。

(5)如果疏散通道被火堵住，可利用绳索滑行。用结实的绳子
或将窗帘、床单被褥等撕成条，拧成绳，用水沾湿后将其拴
在牢固的暖气管道、窗框、床架上，被困人员逐个顺绳索滑
到下一楼层或地面。

(6)如果身处低层，适用于二层楼。先向地面扔一些棉被、枕



头、床垫、大衣等柔软的物品，然后用手扒住窗户，身体下
垂，自然下滑跳楼逃生。

(7)为暂时避难。在无路逃生的情况下，可利用卫生间等暂时
辟难。避难时要用水喷淋迎火门窗，把房间内一切可燃物淋
湿，还用湿棉被堵住门，延长时间。在暂时避难期间，要主
动与外界联系，以便尽早获救。

(8)有序地迅速疏散，不拥挤、不推搡，防止踩踏事件发生。

三、灭火自救小常识

师：刚才我们了解了一些火灾发生后的逃生自救方法，其实
很多火灾都起源于小的火源，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消灭在萌芽
状态。

1、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师演示后请学生上台操作)

2、当火灾发生时如何拨打“119”火警电话?

当遇到我们自己无法控制火灾时，我们应当怎么办?(及时拨
打119火警电话报警)，那么怎么样拨打火警电话呢?现在我们
来模仿拨打火警电话报警。演练后请同学们评判。(现场活
动)

教师小结：拨打119火警报警电话时应该掌握的几个环节：

(1)说清起火单位及其街，路，门号;

(2) 说清起火部位，着火物资和火势大小;

(3)有无人员受困

(4)报警人的姓名及电话，方便与_随时取得联系



(5)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

四、火灾预防小常识

师：任何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疏于防范，只要我们严加防范，
时刻提高警惕，事故时可以避免的，火灾也不例外。那么作
为小学生，我们应该怎样防火呢?(学生讨论)

适当小结：

1、 不要随身携带火柴、打火机等火种等入校。

2、 认识安全标志，不到有危险标志的地方玩，如高压电等。

3、 不玩火，不在有易燃物的地方放焰火。

4、 不破坏消防器材。

5、 提醒家人不要乱丢烟头。

6、。点燃的蜡烛、蚊香应放在专用的架台上，不能靠近窗帘、
蚊帐等可燃物品。

7、到床底、阁楼处找东西时，不要用油灯、蜡烛、打火机等
明火照明。

8、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

9、使用电灯时，灯泡不要接触或靠近可燃物。

10、发现燃气泄漏时，要关紧阀门，打开门窗，不可触动电
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五、小结



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会了许多消防知识，让我们来实地演练
一下，假设现在教室里发生了火灾。请同学们听老师的口令
有序的疏散到教室外面。

班会活动方案设计格式篇六

第一周：学生刚从快乐的假期中回来中，还不能很好的投入
到学习中去。为了稳定学生情绪，形成集体意识，激励学生
树立学习目标召开以“新学期真快乐”为主题的主题班会。

第二周：召开“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主题班会。

第三周：召开“弘扬民族精神，做文明学生”主题班会。

第四周：结合学校安全教育召开“交通安全”主题班会。

第五周：召开“常规教育”主题班会活动。

第六周：召开“感恩教育”主题班会。

第七周：召开“饮食卫生”主题班会。

第八周： “日常文明习惯的养成”主题班会。

第九周：召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主题的班会。

第十周：期中临进，召开“安全在我心中”主题班会。

第十一周：召开“防震救灾，珍爱生命”主题班会。

第十二周：召开“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主题班会。

第十三周：召开“文明，从细节做起”主题班会。

第十四周：召开“法律就在我们身边”为主题的班会。



第十五周：召开“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第十六周：召开“珍爱生命，防火自救”的主题班会

第十七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召开“心理健康”主题班会。

第十八周： 进入期末，总结前段情况，鼓舞学生势气，进入
期末复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