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节约班会活动记录 高中班会方案班
会方案(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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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节约班会活动记录篇一

高二学生逐渐进入开始拥有公民权的18岁，为了使学生进一
步明确自己作为18岁的青年学生应尽的人生责任和义务，以
及如何才能肩负起人生的责任和义务，使学生学会正确处理
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奉献与索取等问题。

班会过程：

18岁是一个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时一个人不仅开始拥有
公民的资格，而且在生活中也以成人的姿态出现，每一个到
了18岁的人都会自豪地宣称：“我长大了!”“我成熟
了!”“我是大人了!”实际上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成熟，不仅
包括生理发展的成熟，而且还包括心理的成熟，诸如理智的
成熟、情感的成熟、交际的成熟以及成就感、责任感等，而
后者在人的成熟中所占的地位更重要，这节课我就责任感这
个主题与同学们一起来探讨。

人生于社会，享有人生的权利，也要尽人生的责任和义务。
人生责任包括哪些?(学生答，后归纳，投影)

一、人生应尽的责任

自我责任、角色责任、社会责任



二、如何肩负人生的责任和义务

1、自我责任：自理、自尊、自爱、自信、自强

什么是人生的自我责任?就是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生存和发
展承担责任。如何才能肩负起人生的自我责任?(学生答，后
归纳，投影)第一是自理，即自己管好、料理好自己，不要依
赖别人。第二是自尊，即自己尊重自己。第三是自爱，即爱
惜自己的名誉，珍惜自己的生命，爱护自己的身体，保护好
自己。第四是自信，即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
“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语)。这是不少学生所缺乏的，以
华罗庚勤奋好学，终成数学家为例说明，当碰到困难，受到
挫折时，不要轻易投降，要有自信心。第五是自强，以张海
迪自强不息、顽强奋斗为例说明作为一个健全的人更应努力
向上，以顽强的意志来面对学习上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一个人在不同阶段中，在不同场合里都会拥有不同的身份，
担当不同的角色。但不论当什么角色，都要负起角色责任。

2、角色责任：在家做个好孩子，在社会做个好公民，在学校
做个好学生。为班集体建设承担一份责任和义务。

在家你是儿女，在社会你是社会成员，在学校你是学生，分
别该负起什么责任?(学生答，后概括，投影)在班里，大家都
是高二(1)班的成员，对于班集体的建设，是否认为这是班干
部的事情?是否有想过要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又该负
起什么责任?(学生答，后分析、评述)相信大家都懂得：“众
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只有我们每一个成员都为班集体建
设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们的集体才能显示出团结友爱，
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才能为自己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的
环境。自觉承担你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也是显示你在一
个集体中存在价值的一种表现。我相信每个人都渴望自己为
别人所承认、所接受、所信任，都希望能显示出自己存在的
重要和在集体生活中的价值，那么通过什么方式让别人了解



你、承认你、接受你和信任你?就是通过你在集体事务中的表
现，通过你在集体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

通过对班里个别学生对集体事务不关心例子的评析，使学生
明白，在一个班集体中，大家都是集体的主人，应该有当家
作主的精神，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自觉为班集体建设承担
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在集体中的存在
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正如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所说的那
样：“你若要寻求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
值。”(投影)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一方面任何人都需要从社
会中获得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实质上就是享受某种社会权
利;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人们所享受的种.
种社会权利，都是通过人类的劳动实践创造的，也就是个人
对社会尽责任。

3、社会责任

如果没有个人对社会尽责任，社会就谈不上发展，个人也无
法享受别人创造的权利。现在有的学生只讲权利，而不讲责
任和义务;只讲索取，而不讲回报。将来又如何给别人创造权
利?如何才能肩负起中学生的社会责任?(学生答，后归纳)

(1)立志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人

科学的人生观把对社会的贡献看作是人生价值的尺度，认为
人生价值的核心和实质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和为人民服务的贡
献。评价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不是看他从别人、从社会那里
索取到什么，而是看他为别人、为社会贡献了什么。正如美
国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的：“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
了什么，而不应看他取得了什么。”(投影)以中国近代现代
仁人志士的探索奋斗为例说明。



(2)把握今天，努力学习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真正本领

作为学生，就要把握时机，珍惜时光，努力学好各门功课，
全面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文化素质，为将来的学习和工作打好
坚实的基础。

(3)开创明天，在时代伟业中展现人生的价值

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口
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跨世纪的人才，国家的未
来，民族的希望，时代在呼唤着有志青年，有志青年应努力
为祖国的振兴、民族的腾飞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而这首要
的是要认清自己的责任，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培养锻炼自
己的现代化素质，做托起时代大厦的栋梁。

最后请几位学生谈谈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对人生应尽的责任
以及如何肩负起人生的责任这些问题有什么新的认识、新的
感想。

节约班会活动记录篇二

地点：教室

一、目的要求：

1、使学生进一步明确什么是公益劳动，怎样正确对待公益劳
动，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热爱公益事业、团结
协作、乐于助人的思想品质。

2、使学生进一步明确一切的劳动成果都是来之不易的，从而
培养学生养成珍惜劳动成果的行为习惯，并体现在日常生活
中。

二、会前准备：



歌曲《劳动最光荣》。

小品、名人故事、诗歌朗诵、拼字游戏、倡议书。

三、班会过程：

(一)引言：达。芬奇曾经说过：劳动一日可得一天的安眠，
劳动一世可得幸福的长眠。的确，只有亲自参加劳动的人，
才能尊重劳动人民，才会懂得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才会懂
得幸福的生活要靠劳动来创造。劳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中学生就更应该热爱公益劳动，珍
惜劳动成果。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热爱公益劳动，珍惜劳动
成果呢?“五一”是国际劳动节，那让我们为这个全世界劳动
人民的。节日唱出劳动的赞歌吧。

(二)全班齐声合唱歌曲《劳动最光荣》。

(三)小品表演。

1、请杨黎明、王紫薇、葛梦倩、刘文博同学表演：小品《一
件小事》。

2、主持人点拨：确实，在我们之中还有些同学对公益劳动的
认识还是不够的。

像小品中的小良同学因为怕苦、怕累、怕脏，怕给人笑话、
看着处在危险中的盲人也不敢或者说不愿意去做。这一点又
说明了什么呢?请学生讨论、发言。

(四)学生讲话助人为乐的故事。

1、请王兰兰同学讲《助人为乐的故事》。

2、主持人点拨，是学生明确：



以上的故事告诉我们：就连我们的伟大领袖也从小就养成了
热爱公益劳动，乐于助人的好习惯，我们作为二十一世纪的
新时代的学生，是不是更应该热爱公益劳动，珍惜劳动成果
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班也有些同学平时也很热爱公益
劳动，珍惜劳动成果。

3、表扬部分同学

(五)献给劳动者一首诗。

请高腊玲同学配乐诗朗诵我国诗人艾青的诗歌《给乌兰诺
娃》。

(六)小品表演

1、请徐逸凡、吴思怡、豆军、计豪、甘蜜同学

表演小品《粒粒皆辛苦》。

2、主持人点拨：一粒饭，掉了真的不算什么吗?劳动成果真
的是随手可得吗?学生讨论、发言。(指出部分同学不尊重父
母、老师、同学——————等等的劳动成果的坏习惯，要
求同学们改正)

(七)拼字游戏

分组参与拼“劳动光荣，懒惰可耻”游戏，看谁拼得快。

(八)主持人小结。

1、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热爱劳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劳动是每一位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

2、一切劳动都是艰苦的，只有尝到劳动的艰辛，才能懂得珍
惜劳动成果。



(九)班长宣读“热爱公益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倡议书。
倡议同学们：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把热
爱公益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行为习惯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
吧!

(十)“热爱公益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签名活动。让同学
们将热爱公益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立志体现在实际的行动
中。

节约班会活动记录篇三

1、通过教育使同学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
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先烈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
学习。

活动过程：

一、准备开会，报告人数

二、(女、男)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齐)你们好!

(女)又是一年清明节，今天，我们一(1)班的全体师生，带着
浓浓的敬意，缅怀共和国的英烈!

男：春风送花表哀思，青松滴翠寄深情。

女：无限哀思无限情，清明时节祭英雄。

男：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多少革命先烈长眠
于地下。

女：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更不会



忘记他们。

男：二(1)班缅怀先烈学习英雄主题队会

合：现在开始!

男：出旗!敬礼!礼毕!

女：唱队歌!

三、合唱：感恩的心

百年黑暗与屈辱的历史，又将她推向深渊。

男：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先以先进的科学和灿烂的文化矗立
在世界民族的峰巅。女：而近百年黑暗与屈辱的历史，又将
她推向深渊。

男：为了改变这一切，多少仁人志士在苦苦探索与奋斗中含
恨而去。

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烈士们的鲜血才点亮了中
国的天。

男：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为那些烈士们哀悼!

(合唱：感恩的心)

四、告慰英魂

女：今天，我们在这里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男：以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现实来告慰英魂。

合：先烈们，我们向您致敬!



(独诵：生死不离)

女：历史刻在石头上的记录可以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消失，
但刻在人们头脑中的记忆却永远清晰。

男：有形的纪念碑可能会垮掉，但人们心里的纪念碑却永远
屹立。

女：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怎能忘记!

男：松涛阵阵，那仿佛是先烈们发出了欣慰的微笑。你瞧!那
些祖国的花朵正舒展着那美丽的身姿呢!

(舞蹈欣赏：恰恰恰)

男：前辈流血牺牲，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拥有一片晴空，呼吸
自由的空气。

节约班会活动记录篇四

《感恩父母、拥抱亲情》

设计方案

青州市朱良初级中学

杨光洪

2013-3-1

1一.班会目的：

1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父母的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
爱。



2.让学生体会感恩是最幸福的最甜美的。

二.班会形式:

配乐诗朗颂，小品，才艺融情，学生互动

三．主持人：李玉林、高国平

四.参会人员:学生、老师、校领导。

五．表演人员：王立夫老师、高少波、张鑫、葛星妤、张博
强、孙佳宁、李莹、姜文波、李雨冰、刘葛、全新、钱程等。

六.活动过程：

甲：舔犊情深，父母之爱，深入大海。

乙：他们是我们今生最大的恩人，是值得我们永远去爱的人．

甲：他们的爱是无私的，无畏的，真诚的，伟大的，是不追
求回报的．

甲：敬爱的老师。

乙：亲爱的同学们。

合：七年级六班《感恩父母，拥抱亲情》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甲：一个只有懂得感恩父母的人，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

乙：因为有了父母才有了我，才能使我有机会在这五彩缤纷
的世界里体味人生的冷暖，享受生活的快乐与幸福。

甲：让我们用一份真挚的语言来感恩父母的爱。



甲：父母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请讲：父母令你最感动或者
最难忘的一件事。

同学何玉静讲，其他同学发言。

甲：在座的各位同学把你们所知道的关于古人感恩父母的事
迹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吧！

乙：我们虽然不能向古人那样去孝敬父母，但我们可以做一
些琐碎的小事，为父母洗一次脚，为他们做一次饭，献给父
母一束鲜花，对他们说一声谢谢，让我们祝愿天下所有父母
幸福安康。

甲：我在家里最经常对父母说的话是什么？父母经常对我说
的话是什么？

乙：我们在家最常说：“我回来了”！“哦，我知道
了”！“你真烦！今天吃什么啊”？“我没钱了”！“老师
要你签名”。父母最常说：“你要好好学习啊”！甲：有一
位成绩优秀的学生,父母对他的期望很高,他自己对自己的要
求也很高,每天一回家就马上学习。最近学校开展孝敬父母的
活动,要求学生在家能帮助父母承担一些家务劳动。但小林却
说:“学习成绩优秀就是孝敬父母，其他都是多余的。

乙：如何感恩父母?

甲：从点滴做起；有时候关心孝敬父母，就是陪父母聊聊天，
就是一个祝福、一句问候、一朵鲜花、一个拥抱，甚至只是
一个微笑。

乙：还有哪些可感恩？

甲：朗诵《感恩》刘丽、于雪莹



乙：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父母对我们的恩情深入
大海。

甲：让我们学会感恩父母吧！用最感恩的心去对待父母，用
一颗真诚的心去与父母交流。

甲：他们把我们带到这美丽的世界已经是足够的伟大，且将
我们养育成人，不求回报默默的为我们付出。

乙：父母的爱无声无息的，是无法形容的，让我们为父母送
出最美好的祝福，感谢天下所有的父母。

甲：让我们共同唱响《感恩的心》。（师生同唱）父母的恩
情似海深。

乙：父母给予了我生命，给予了我生活，给予了我无微不至
的爱，我应该感恩父母。“百行孝为先。”何
谓“孝”？“孝”不就是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父母，
以切实的行动来为父母分担些忧愁，增加些快乐吗？ 其实，
孝行并非一定是那惊天动地的壮举，感恩之心也可隐藏于小
事之中。

乙：下面请老师讲话。王立夫老师讲话。

合：七年六班《感恩父母，拥抱亲情》主题班会到此结束

节约班会活动记录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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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