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班会效果及体会(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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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中秋节班会效果及体会篇一

早上好!

中秋节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文化内涵已发展成表
达美满、和谐、富饶和安康的美好愿望，也成为团结、团圆、
庆丰收的象征，但团圆是中秋节最重要的思想内涵。中秋节
强调的是团圆，他符合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对构建和谐社会
是很有意义一个节日。如果把它的文化内涵发掘出来，我们
会发现，原来传统中秋节是这么有意思。

中秋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根据史籍记载，
"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周代已有"中秋夜迎
寒"、"秋分夕月(拜月)"等活动。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
为固定的节日。中秋节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
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因节
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
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中秋
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团圆节"。在唐朝，中秋
节还被称为"端正月"。关于"团圆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

"八月十五月儿明啊，爷爷为我打月饼啊，月饼圆圆甜又香啊，
一片月饼一片情啊……"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儿童电影
《啊!摇篮》中小朋友们一起唱的歌谣，每当听到这首歌都会
令人心潮澎湃，为了那与圆月相映生辉的片片月饼，更为了
我们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浓浓亲情。晴朗的夜空中，一轮圆



月如金轮玉盘，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甜丝丝的月饼，吃茶、
饮酒，倾诉着团圆的喜悦，遥祝着远方的亲人。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传统节日应该是民族文化的盛典，是民
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是来自历史深处不可磨灭的记忆。
传统文化在节日的承载下薪火流传，生生不息。传统节日不
仅仅是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载体，更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
向心力的载体。只有当我们明白"我们从哪里来"，也才能回
答"我们朝哪里去"。应该说，中秋节在几个传统节日中，颇
具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

中秋节源初是古代劳动人民感谢大自然赐予的节日，其时既
是赏月的最佳季节，也是庆祝丰收的时节，其蕴含的文化意
义是人们对团圆、和谐的情感诉求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尊重，
这种情怀是跨越国界的，身处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会认同，所
以它既是沟通心灵的纽带，又是文化的桥梁，正所谓“海上
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中秋节寄托了中国人多重的情感和审美情趣。”人大校长
纪宝成说：“花好月圆是中国人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中秋
明月被赋予很深的文化内涵，既象征着团圆合满，也给人一
种恬静、温和、安定的美感”。几千年来这种天人合一的思
想通过中秋佳节的形式得以大众化地传承下来，在当今时代
有助于倡导重视家庭、尊重自然、崇尚和合的意识，这对于
构建和谐社会而言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传统节日，我们可以保持民族特色，在弘扬民族精神、
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可以说，中国的传统节日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凝聚着中
华民族的智慧，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特点，千百年来发挥了传
承、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作用。传统节日对于华人而言，除
了传承文化，还起到了文化纽带和精神桥梁的作用，这种凝
聚力、向心力是其他任何载体所难以实现的。



到了中秋，月上中天时，最难忘怀的还是那几句诗："海上生
明月，天涯共此时";"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江畔何人
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剪不断、理还
乱的情结，中秋时，每当看到一轮圆月挂上了天空，不由的
就会想到远方的亲人，不由得想到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而
变得感伤。此时家乡亲友的问候最是暖人心怀，遥在他乡的
你也该连线父母，道声平安，一诉乡思。

当然中秋节也是东亚民间的一个传统节日，受中华文化的影
响，中秋节也是日本、韩国等国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班会效果及体会篇二

大家早上好!

我是高一一班的xx，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让中秋节回归传统》。

众所周知，三天后中秋节将是我们的传统节日。8月15日是美
好的一天。这一天月亮趋于完美，引申为团圆。人们和家人
聚在一起，把自己最好的感受传递给亲人。这一天桂花香很
暖，这一天月饼的味道很甜。因为那个叫幸福的东西融入其
中，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沉淀下来的，其中深刻的底蕴有
望被我们挖掘出来，守护并代代相传。但现在有些人宁愿在
圣诞节飞舞的雪花下互相赞美，却忘了在明月高照的时候回
望过去。每一个精致的礼盒都完美而隆重地粉饰了他们的爱
情。传统不需要这样的物质叠加!它一直静静地生活在历史的
某个角落，等待着人们的召唤，尽管它正被人们年复一年地
遗忘。

想想为什么韩国人可以公开称端午节为他们的节日。纪伯伦
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要开始。我
不希望最后让传统文化走这条路。



等了两天回家，能不能用心去见见好久没见面的爷爷奶奶?在
明亮柔和的月光下，品尝一个月饼，把你的思绪带回他们的
时代。我们能不能静静地站在月光下，感受它的神圣洗礼，
给亲人送上一份真挚的祝福?我们能不能耳语一句中秋诗词，
和家人共度一段美好时光?不再浮躁，不再迷失在世界的喧嚣
中，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找到家庭的真谛。

让我们把那轮明月捧在手心，虔诚地祈祷。在未来的岁月里，
它将以古老而富有诗意的光辉覆盖大地。让我们看清过去的
轨迹，看清未来的方向。

让中秋节回归传统，让它带来的温暖和情感回归我们的生活。

中秋节班会效果及体会篇三

1、了解中秋节的由来、民族传说和中秋节的过节习俗。

2、通过吃月饼让学生喜爱并记住这个节日。

3、画出你心中的中秋节。

学生通过询问父母等查询方式，了解一些中秋节的来历和风
俗。

1、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老师要说一首儿歌，请你们来
猜一猜。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中秋节的传说吗

师：同学们一般都是和父母家人一起过中秋节。但是，我们
现在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我们这个班级就像一个大家
庭，班级里的同学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今年的中秋节，我
们全班一起过，有一点可惜，是吗好不好师：你们知道别的
地方的人们是怎样过中秋节的吗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学生



把收集的资料在班上交流）

师：过中秋节，我们要吃什么

把心愿告诉爸爸和妈妈并画出你心中的中秋节。

中秋节班会效果及体会篇四

（1）注重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教育应
该使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享受，而不
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负担。”心理学也告诉我们，学
生只有在愉快的身心放松的状态下才能更有效地学习。如何
有效的提高学生对于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情感地体验、态度
地转变以及价值观的引导便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本节课中，
我以《欣赏你自己》的小诗导入，为的是营造一种轻松、愉
快、积极的课堂气氛。让学生在一种愉快的情绪状态下参与
课堂，获得体验，获得成长。

（2）引导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让学生快乐积极参与。在课堂
教学中，我设计了一系列的环节：“自己最美丽的地
方”“你最欣赏的一个人的美丽瞬间”“你对自己的哪些地
方不满意”……让学生通过写一写，说一说，议一议，真正
体味到参与的快乐，收获成功的体验，促使学生从体验中获
得自身的成长。另外，在课堂中鼓励学生自主合作学习，培
养他们主动学习、合作学习的能力，学生通过合作和分享，
不断丰富、扩展自己的经验，不断激发学习的愿望，满足自
我成长的需求。

（3）达到情感体验、做最好的自己。

通过课前搜集的一些名人资料，让学生真正体味自己的不足
与他们这些身残志不残的名人相比，显得多么不堪一击，让
学生的情感再次升华，心灵碰撞思维的火花，要想做最好的
自己，不仅要正确的认识自己，更重要的是完善自己，争当



做最好的自己。

教学反思是“教师成长的阶梯”。《做最好的自己》这一主
题班会的教学设计方案经过课堂教学实践检验后，虽然有值
得肯定的地方，但是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

（1）各个教学环节之间衔接不够紧密，环节间的过渡不够圆
润。

（2） 有些教学方法比如合作学习的开展还比较肤浅，学生
还不能有效地进行分工学习，常常是课堂上感觉挺热闹，学
生却没有发生更深层的认知活动。

（3）在40分钟时间内完成课堂教学，时间显得比较仓促等等
问题。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以后的课堂教学活动过程中得到不断补充
和完善。

中秋节班会效果及体会篇五

“我们的节日——中秋”经典诵读活动。

1、通过学生的自主活动让学生了解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
以及中秋节的由来，中秋节的民间传说。

2、让学生知道中秋节是我国民间庆贺丰收和团圆的节日。

3、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4、使学生懂得各种形状的月亮的名称。培养学生团结合作，
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



1、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本课在内容的设置上由浅入深。主
要从中秋节的风俗习惯入手，让学生初步了解中秋节，通过
尝一尝月饼，画一画学生心中的中秋节等动手操作活动，来
激发学生对民俗节庆课的兴趣。

3、在课后拓展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将自己对中秋节感兴
趣的内容和习俗的了解用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学生画一
画心中的中秋节，教师把学生的作品挑选后布置在教室的展
示板进行展示。

第一阶段：活动准备

1、歌曲：《但愿人长久》。

2、学生事先收集有关中秋节的信息。

3、学生进行才艺准备。

4、学生带好月饼。

第二阶段：以班会形式进入活动

主持人“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1、首先以歌曲《爷爷为我打月亮》引出班会主题；

2、师生谈话引入八月十五中秋节；

3、学生交流今年中秋节的活动安排。

第一主题：话说中秋

（一）听故事《中秋节的来历》甲：你知道“中秋节”是怎
么来的吗？请听故事《中秋节的来历》（同学说中秋节的来
历）



乙：噢，原来中秋节是这样来的，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二）听故事《嫦娥奔月》

甲：中秋之所以成为佳节，也和“嫦娥奔月”这个美丽的神
话有关。乙：中秋节最有名的传说故事就是嫦娥奔月了，现
在就让同学来介绍一下，请听故事《嫦娥奔月》（同学说嫦
娥奔月的故事）甲：嫦娥真是个善良的仙女，为了百姓，情
愿自己受难。

乙：中秋吃月饼也是为了纪念朱元璋月饼起义，希望嫦娥一
家团圆的民间传说。

（三）竞猜中秋灯谜

中秋菊盛开（打一成语）

举杯邀明月（打一礼貌用语）

十五的月亮（猜成语）

月亮里的桂树（打一成语）

（四）品诵中秋诗文

主持人1：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在中秋之夜，借月抒怀，
留下许多不朽的诗句！

（生诵诗歌）

全班：古诗吟唱：水调歌头（歌曲：但愿人长久）

甲：古往今来，人们把月饼当作吉祥、团圆的象征。

乙：每逢中秋，皓月当空，合家团聚，品饼赏月，尽享天伦



之乐。

甲乙：《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班会到此结束。

中秋实践活动

1、设计别致精美的月饼图案

2、画出自己见过的月亮形状

中秋节班会效果及体会篇六

培养同学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学习中秋节文化，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1：我国有很多传统节日，你知道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吗？

2：那么中秋节的由来、习俗你们知道吗？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端

午节去了解一下。

3：引出主题：“走进中秋”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一）中秋节简介：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
北宋京师。八月十五夜，满城人家，不论贫富老小，都要穿
上成人的衣服，焚香拜月说出心愿，祈求月亮神的保佑。南
宋，民间以月饼相赠，取团圆之义。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
砌宝塔等活动。明清以来，中秋节的风俗更加盛行；许多地
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
龙等特殊风俗。

1：中秋佳节，人们最主要的活动是赏月和吃月饼了。



赏月：在中秋节，我国自古就有赏月的习俗，《礼记》中就
记载有“秋暮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
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
李子、葡萄等时令水果，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
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宋代，中秋赏月之风
更盛，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
民间争占酒楼玩月”。每逢这一日，京城的所有店家、酒楼
都要重新装饰门面，牌楼上扎绸挂彩，出售新鲜佳果和精制
食品，夜市热闹非凡，百姓们多登上楼台，一些富户人家在
自己的楼台亭阁上赏月，并摆上食品或安排家宴，团圆子女，
共同赏月叙谈。

中秋节班会效果及体会篇七

合：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今天的主题班会由63中队
主持。

甲：我是

乙：我是

合：今天我们的活动的主题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甲：在九月的晨曦中悄然苏醒，秋意已经布满了床边。凉爽
的秋风、金黄的落叶，我们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乙：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次于
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八月十五恰在秋季的中间，故谓之
中秋节。

请**同学介绍这一传统节日。



为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中秋节从20xx年起被
国务院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xx年5月20日，该节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甲：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
此，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节”。

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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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宋代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
句，都是千古绝唱。

甲：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祭月赏月是节日的重要习俗。

请**同学介绍古人过中秋节的传统：

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间也有中秋祭月
的习惯。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
欢娱。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
咏月的诗句。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等都是流传至今的佳话。各地至今尚遗
存着许多“拜月坛”“拜月亭”“望月楼”的古迹。北京
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每当皓月当
空时，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
拜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共赏明月。

乙：吃月饼是节日的另一个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

请*同学说说月饼这一美食的故事。

甲：请辅导员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