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玩的班会游戏 大学班会方案班会锦
集(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能玩的班会游戏篇一

【形式】讨论、分享

【目的】引导新生对高中生活进行总结，对大学生活进行思
考和规划。

【活动操作示范】：

第一阶段：总结高中生活

1.辅导员做开场引导。目的是引导学生回忆高中生活

(参考：同学们走进大学校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相信许多同
学对大学的生活有了一些思考，也会将现在感受到的大学生
活与刚刚过去的高中生活进行比较。那么，请同学们先回忆
一下高中阶段的生活，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给大家三分钟时
间思考，然后请几位同学分享。)

2.分享。辅导员请2-4名同学与全班同学分享，时间控制在10
分钟左右。辅导员对学生的发言内容做积极的关注，但不做
任何评价。

3.辅导员进行分享总结和主题过渡。



(参考：从大家对于高中生活的各种感受中我深深体会到了你
们都曾为自己的理想——考上一所好大学而努力，现在我们
已经开始了人生的一段新的征途，那么我们该怎样走好这段
征途呢?)

第二阶段：思考、讨论大学生活

1.辅导员引导学生进入主题。

(参考：如果我们将大学生活分为六个部分：学业、人际、爱
情、能力培养、休闲、大学生涯规划，大家来思考、讨论，
我对这些有什么期待?有什么计划?)

2.分组。通过抽签的方式将全班学生分成6组(视班级人数而
定)。每组选组长一名，负责组织该组的讨论;书记员一名，
负责记录发言。

3.讨论。分组完毕之后，每组各讨论一项内容，也由抽签决
定。

(建议：1.辅导员先将大学生活六个部分设计几个讨论问题;
在讨论之前，辅导员先召集组长布置任务和注意事项;2.每组
讨论的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3.要求每位同学都发言。4.
组长控制每位同学的发言时间，鼓励少发言的同学，控
制“语霸”的同学;问题讨论完毕后，做好总结，并选好分享
代表。5.书记员要做好每位同学的发言记录。6.辅导员做好
整个场面的控制。)

4.分享。每组选派一名代表与全班同学分享讨论结果，组内
其他人可作补充。在每一组的分享结束后，其他小组可以提
问。如果在教室开会，辅导员可以在黑板上板书学生所谈各
个内容的要点。

5.辅导员总结。辅导员的总结、引导不含对发言内容的评价，



让同学在听取他人的观点、做法、经验时对自己的做法、计
划进行修正;引导学生包容他人的观点;辅导员也可以和同学
们分享自己的大学生活。

第三阶段：班会总结(把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顺序调整了)

1.引导同学们认识到丰富大学生活，以及对大学生活进行规
划的重要性。

(参考：通过今天的班会，我们充分感受到大学生活是丰富多
彩的，但更需要同学们做好规划充实地度过!高中阶段因为有
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们过得忙碌而踏实;大学阶段才刚刚开始，
尽管我们的目标还不明确，有那么多的困惑，但这正说明我
们有很多的成长空间等待我们去填充!今天的班会仅仅起个抛
砖引玉的作用，如何度过4年的大学生活同学们还得认认真真
思考，并付诸于行动。这也许就是我们生涯规划中关键的一
步。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我只想告诉大家的是：不要虚度!
让我们一起来朗诵名句：“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
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
俗而愧疚。”)

2.介绍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以及学
院的心理成长辅导服务，若同学们在大学生活中遇到烦恼和
困惑，欢迎来咨询。(建议：辅导员老师分享一句话：必要的
心理求助是强者的行为。)

第四阶段：布置作业——班会心得

目的是引导学生对高中生活和大学生生活做深入的思考;给在
班会中没有机会发言的同学有表达的机会。

(参考：讨论的时间太短，分享的时间也太短，但同学们的思
考却有许多许多，所以请同学们以对高中生活的总结以及对
大学生活的思考为内容写份班会心得，当然也可以谈谈班会



中的感受，请在三天内完成，用信封封好后由班长收齐送交
给我。

第五阶段：班会结束

感谢大家的参与!

【注意事项】：

1.[活动操作示范]仅供参考，各学院在不违背活动主旨的前
提下，可设计形式多样的，适合自身特点的主题班会。

2.六项内容的讨论参考问题

3.辅导员要批阅同学们的发言记录和班会心得，对一些迷茫
的学生应做个别辅导。

能玩的班会游戏篇二

1、播放《年轻的战场》，歌词以幻灯片的形式呈现给学生;

2、播放《相信自己》，歌词以幻灯片的形式呈现给学生;

歌曲放完之后，班主任小结：我将在20xx年6月5日给大家再
次这两首歌曲，送大家走向年轻的战场——高考的考场。请
大家相信自己当这一切过去我们××班将是第一。

把沉重的心理压力、紧张的焦虑不安带来的极度疲劳困倦，
变成拼搏向上的动力;把沉重繁杂的课业带来的压抑消极，变
成对学业的主动把握;把考试“考活”，把学习“学活”，找
到学习的感觉，增强必胜的信心。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儿子，我们会为你加油!



所以，经历高三，真的也是一种幸福。

能玩的班会游戏篇三

活动目标：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5周年来临之际，通
过本次主题班会，对全班同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深
刻体会祖国的伟大，为祖国骄傲，同时弘扬中华美德，培养
学生优秀的品格，激发全体同学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
感和责任感。

主持人：班主任

参加人：全体学生 班主任

媒体使用：电教设备 大屏幕 音响设备

活动过程:

一、开场白(背景音乐《同一首歌》)“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
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浑厚而清亮的左音
右韵由远及近，穿越xx年缤纷花季，在河之洲、水之湄、山
之阳、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在亿万炎黄子
孙的心中凝结一个主题——祖国!xx年前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庄
严的宣誓中成立，xx年她走过多少风雨飘摇的岁月，xx年她度
过多少如诗如歌的日子，xx年她让我们深刻铭记了多少如火如
荼的时刻。

二、媒体展示小组纪录片展示：《飞奔的脚步》

主持人穿插：那一段流金岁月永远铭记心中，此时的你内心
一定无比激动，就让我们畅所欲言，表达我们的感动，歌唱
我们的祖国。

三、全班同学积极参与表达自己的感触，主持人控制时间。



主持人穿插：古代先贤曾以《诗经•关睢》的歌喉，以屈原
《橘颂》的音韵，以古风与乐府、律诗与散曲，以京剧与秦
腔、梆子与鼓词唱祖国历史恢宏岁月的辉煌，唱响祖国壮丽
的山河亮丽的风景。现在也让我们用稚嫩和赤诚来唱响您不
屈的尊严与神圣。请欣赏歌曲联唱。

四、文艺表演组：《长江之歌》、《我的中国心》、《春天
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七子之歌》、《大中国》、
《北京欢迎你》。

主持人穿插：听完激情澎湃的朗诵，我们禁不住感慨万千。
新时代，新形势，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机遇还有挑战，改革开
放打开窗口，不仅迎来了经济的发展，也带进外来的冲击，
物欲横流中青年学子是随波逐流还是坚守信念?请看小品《海
归》。

六、文艺表演组：小品《海归》，借助现实生活中的一群特
殊的人——“海归”，以他们的耳听、眼见做对比，展示新
中国的面貌，新时代的特色，展示新一代的精神风貌。批判
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引导青年学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发展观、荣辱观。

八、班主任发言：

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时我们轻易就将它说出口，可是谁
又能明白这里包含的责任与义务?我们都说“我爱我的祖国”，
可是怎样才是“爱”呢?回顾以往，顶撞师长、敌视同学、消
极厌学，这就是你们爱的方式吗?这就是你们对爱的承诺吗?
同学们，你们已经是成年人，有着日渐成熟的面孔和思想，
那么，请大家反思一下，到底怎样才是爱，怎样才能爱，怎
样才能将我们火热的青春融入伟大祖国的建设，怎样才能让
我们的生命熠熠发光。真正的爱国不是一堂主题班会所能完
全体现的，真正爱国更应该体现在平时的一点一滴中，没有
对父母、对老师、对同学、对班级、对学校的爱，是不能谈



及爱祖国的。所以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中
国人;无论等到何时，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都不
要忘记我们华夏儿女拥有的荣光和肩负的责任。

九、主持人结束语：

爱国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但又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应当
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脉里。正如教育家苏霍姆林斯
基说的：热爱祖国，这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最
强烈、最温柔、最有情、最温存、最严酷的感情，一个真正
热爱祖国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人。今天，我们
每一位同学用自己的智慧与才艺表达了对爱国的理解与认识，
明天，我们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祖国母亲献礼!忆往昔流金
岁月，庆今朝祖国华诞，看明天我创辉煌。

十、媒体展示小组：短片《未来畅想》，结束班会。

能玩的班会游戏篇四

一、活动指导思想

中秋节，又称团圆节、八月节。时在夏历八月十五日，正值
三秋之半，故名中 秋。与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并称四大传
统佳节。中秋节最早源于古代帝王秋天祭 月的礼制；两汉时
已具雏形，时在立秋日；魏、晋、唐、宋以来，逐渐演变成
赏月 的风俗。“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一书，而真
正形成全国性的节日是在唐代。据传这个中华民族重要节日
的形成与“唐明皇梦游月宫”的故事有关。八月是作物收 获
季节，庆丰收、贺团圆，“花好月圆人寿”便成了中秋节的
主题。中秋节阖家团圆，月亮升起时，献月饼、瓜果以祭月，
古风延续至今。我们开展此次班会，培养学生的传统观念，
从中国传统佳节中秋中体会中国结 ——福禄寿喜财安康——
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情结，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 豪
感。



二、活动目的1、通过活动，使学生对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有
更深刻的了解，培养学生的传 统观念和意识，重视友情、亲
情，理解“团聚团圆”在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意义，从而更加
珍惜眼前所拥有的幸福生活。

2、通过活动，使学生了解传统佳节中秋文化，关于月亮传说、
中秋习俗、诗、词歌赋、中秋灯谜等，从中深刻体会中秋节
的意蕴，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 历史，让学生初步懂
得人类优秀文化的共性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信念，培育中
华 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

三、活动安排

1、活动主题：月到中秋分外圆

2、活动对象：全班学生

3、活动时间：班会课

4、活动形式：猜字谜游戏诗词配对欣赏议论：传统节日vs洋
节日

5、活动准备： 挑选两名主持人主持活动并注意记分和计时
收集相关的中秋灯谜和诗词配对欣赏，全班分成四组，选出
答题代表，组长做好组员沟通工作，竞猜规则宣读，准备书
签目表演以备惩罚之用。

四、活动过程

（一）开场白

甲：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乙：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



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乙：是维系国
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甲：是建设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乙：是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
德教育的重要载体。

甲乙：今天我们来讨论关于即将到来的中秋节。

（二）了解中国特有的传统佳节——中秋节的来历

1、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它传统
节日一样，也是慢慢发展形成的。古代帝王春天祭日，秋天
祭月的礼制，在中秋时节，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观
赏祭拜，寄托人们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

2、中秋节起源的另一个说法是：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恰好是
稻子成熟的时刻，各家都拜土地神。

3、它还有着许多不同的名称呢（中秋、仲秋、月夕、八月节、
团圆节、八月半、端正月。）

（三）猜字谜游戏（答对有奖）：

中秋的晚上，人们除了要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
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猜字谜等活
动。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字谜，看看哪些同学想象力丰富，
最最聪明。凡猜中的同学都可以加分哦！

（1）“明天日全食”，打一“月”字；

（2）“中秋菊盛开”，打成语“花好月圆”；

（3）“二月平”，打一“朋”字；

（4）“月与星相依，日和月共存”，打一“腥”字；



（5）“一对明月毫不残，落在山下左右站”，打一“崩”字；

（6）“掬水月在手”，打成语“掌上明珠”

（7）“天秋月又满”，打食品名“桂圆”；

（8）“清流映明月”，打生活日常用语“漂亮”；

（9）“残月斜照影成对”，打一“多”字；

（四）诗词配对欣赏：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古往今
来，人们常用“月圆、月缺” 来形容“悲欢离合”，客居他
乡的游子，更是以月来寄托深情。留下许多千古绝唱。做个
游戏，以下名句是哪位诗人所做，考考大家的语文水平，当
然同样说对的人有奖。

（4）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5）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
遥夜，竟夕起相思！

（6）苏轼《中秋月》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心。

（9）王建《十五夜望月》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五）议论：传统节日vs洋节日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

1、你过圣诞节吗？



2、你“过”圣诞节的理由是什么？

3你的这个圣诞你和谁一起度过？4你曾在圣诞节送过别人送
的礼物吗？

5你曾在圣诞节收到过别人送的礼物吗？

6、相比下,你更喜欢过西方圣诞节还是中国春节？

7、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过西方的圣诞节，你怎么看？

小结：传统节日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一部分。作为
一个青年，我们更应尽己所能，发扬它们、保护它们，使它
们在中国历史长河里闪烁耀眼的光芒！

五、结束语（总结）

相信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大家都有所收获。中秋就快到了，
我们也要送给大家一个月饼。第一层，体贴！第二层，关怀！
第三层，浪漫！第四层，温馨！中间夹层，甜蜜！祝大家天
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永远开心！

能玩的班会游戏篇五

1.让学生知道植树节的时间

2.增强学生“爱我学校，美我校园”的意识，让学生明确校
园环保的重要性，让他们自觉行动起来共创绿色校园，为学
校的环境问题出谋献策，培养主人翁意识。

3.帮助学生认识树木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培养他们从小学会
爱护植物，热爱自然的情感。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设计

1.教师讲解植树节的来历，宣布活动开始。

2.请几位同学谈谈对校园环境的评价。

3.说说学校在绿化方面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

5.‘我与小树一起成长’的演讲，说说你的感想。

6.宣读有关人人们征服地球、利用地球、破坏地球的有关资
料。

7.说说森林的好处。为此，我们必须植树造林，“种下明天
的绿色”。

全体学生诗朗诵《希望》。

8.读读收集的有关植树的谚语。

9.动手画画自己心中的小树，给自己的小树起名字。 鼓励进
行植树活动(回家与家长一起植树)。

10.班主任做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