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用期劳动者解除合同提前多少天(优
质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民族团结思想汇报版实用篇一

大家好!

五月的新疆，微风拂面，细雨润物，到处充满了无限生机与
活力，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活跃着这样一支地质勘探队伍，
那就是新疆有色地勘局。它下属的地质队，分布于全疆各地-，
找矿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50多年来，新疆有色地勘人发
扬“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
荣”的光荣传统，各族职工团结和谐，共谋发展，谱写出一
曲曲民族团结的感人乐章，那份民族情、那份民族爱，如滴
滴雨露，滋润了各族职工的心田。

在我们有色地勘局，每个地质队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日常
生活中你帮我助，这都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事了。在这里
我要给大家讲述的是这样几个故事。

2月，位于新疆xx县的705队来了一个汉族队长，他的名字叫
陈智;在有着三百多职工家属的705队，只有他一个汉族。远
离家乡，远离亲人，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一个个贫困
的家庭，一个个失学的孩子，各种困难摆在他的眼前。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单位的困难局面，上任之初，他跑市尝找
项目，建产业、抓发展，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为职工群众的



服务中。去年6月，xx县连降暴雨，屋外的倾盆大雨顷刻间汇
成洪水四处横流，他顾不上自己的屋子正在漏雨，扛起铁锹
向单位200米防洪坝冲去，暴雨冲垮了防洪坝，水已淹进了十
几户居民家。在暴雨中隐约听到妇女和孩子的哭声，他寻着
声音奔了过去，雨中他看到维吾尔大妈搂着两个小孩在无助
的哭喊，他顾不上脱鞋，跳进水里，帮助大妈清除流进屋子
的泥水;随后，又带领纷纷赶来的职工，冒着暴雨投入到加固
堤坝的工作中。事后，维吾尔族老大妈拉着他的手，流着眼
泪说：“你真是我们的好巴郎，”朴实的话语道出浓浓的民
族情。

一个晚上，他正在办公室值班，退休职工麻木提的老伴哭着
进了办公室，哽咽着说：“麻木提快不行了，儿女又不在身
边我怎么办?”陈智一边安慰焦急的老人，一边打电话叫来另
一位同志，两人一起把70多岁瘫痪卧床的麻木提架到车上，
送到了县人民医院。当交住院押金时，麻木提的老伴低下了
头，陈智心里清楚她没钱交住院费，便将身上仅有的1500多
元钱交给了医院。在医院里，他忙前忙后，挂号、联系病房、
找医生，推麻木提做各项检查，看着眼前近似父子关系的 。
民汉两家人，感动了当晚所有值班医生。当做完这一切已是
深夜，他拖着疲惫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在705队工作的两年里，队就是他的家，
职工群众就是他的亲人。职工遗孀生活困难，他慷慨解囊;下
岗职工自谋职业缺乏资金，他鼎力相助;职工子女找不到工作，
他四处联络;邻里之间发生纠纷，他主动调解。这两年，他帮
助了多少人?掏出去多少钱?调解了多少矛盾?他早已不记得了。
他默默无闻地做着这一切，是因为他珍视这份难能可贵的民
族情，更因为是责任，对党的事业、群众的冷暖强烈的责任
感。他用一点一滴的言行诠释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
对人民的热爱，对民族情谊的珍视。

古努尔是701队退休职工，丈夫去世，每月的退休工资仅有千
元，家里有三个孩子，，已上了两年卫校的大女儿，因交不



起学费中途辍学，当女儿离开心爱的学校时，难过的泣不成
声，做母亲的也泪流满面，她又何尝不想让女儿接受更好的
教育呢，做一个白衣天使是女儿的梦想啊，可她实在无力供
养三个孩子上学，去年九月，二女儿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眼
看要重蹈大女儿的覆辙，她心如刀绞;地勘院(助学帮困基金
会)得知这一情况后，如及时雨般将助学资金送到这个困难家
庭的手中，将资助孩子完成学业，直至大学毕业。当这个饱
经风霜的母亲手捧助学资金时，她热泪盈眶。是啊!她捧着的
是一颗颗滚烫的心，一颗颗期望能以知识改变贫困面貌的爱
心。701队各族职工在多年互帮互助的相处中，建立了割舍不
断的浓浓民族情。

在你的身边，在我的身边，到处都有民族团结的感人故事，
它们也许不是惊天动地，但却温暖人心，犹如那涓涓细流，
却能汇成爱的海洋!滴滴雨露，滋润心田!谢谢大家!

民族团结思想汇报版实用篇二

教学目标：

1、了解在我国辽阔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其中汉
族人口数量最多，其他55个民族较少。

2、知道55个少数民族的名称和他们都生活在祖国的什么地方。

教学重难点：了解少数民族的名称和他们生活的地方。

教学时间：四课时

第一课时

一、谈话引入新课。

在我国辽阔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



数量最多，其他55个民族人数较少，习惯上称为少数民族。
同学们，你知道这些民族的名称吗?他们都生活在祖国的什么
地方？让我们一起漫步民族花园，去寻找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56个兄弟姐妹把!

二、学习新课

1、让学生说一说自己知道的少数民族的名称。

2、在小组内朗读并背诵《中华民族歌》。

4、唱一唱：全班齐唱《爱我中华》，之后，说一说对这首歌
的理解。

二次备课设计者：广西壮族自治区呼和浩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宁

宁夏回族自治区拉萨

西藏自治区银川

三、课外拓展

小调查：你的家乡居住着哪些民族？这些民族有哪些特色的
生活习俗？向你周围的人呢了解一下，并把你调查的结果记
录在资料卡上。

三、判断题：

1、汉族是我国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全国2000多个县（市）
几乎都有分布。（对）

2、维吾尔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错）



3、最早成立的自治区是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1日成立。
（对）

4、最近成立的自治区是西藏自治区日成立。1965年9月1日成
立。（对）

四、问答题：

1、什么是民族？

答：民族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
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

2、什么是民族团结？

答：民族团结是指民族之间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中的和睦、
友好和协调、联合，即各族人民基于共同的利益，平等相待，
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努力奋斗。

3、什么是“三个离不开”？

答：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
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第二课时

1、谈话引入新课。

2、接上节课继续指导学生进行资料阅读。

内蒙古自治区乌鲁木齐教案设计

设计者：二次备课出示资料：我们伟大的祖**亲，有着56个
优秀儿女，在辽阔富饶的祖国大地上快乐地生活着。其中，



汉族人口最多，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1.5℅。其他55个民族
人口数量虽较少，但他们居住的地域范围却非常广阔，从我
国东北的乌苏里流域到西北的帕米尔高原，从海南岛的椰树
林到内蒙古的大草原，都居住着我们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
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广西、西
藏、宁夏、新疆、甘肃、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省、自
治区。这地方大都位于祖国的边疆，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少
数民族人民世代为保卫祖国边疆、建设边疆而奋斗不息。

伟大祖国的56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和睦相处，
团结互助，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3、在小组内进行回答，再指名回答。

板书：汉族91.5℅少数民族8.41℅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

内蒙古广西西藏云南贵州宁夏新疆青海四川教案设计

第三课时

1、认真阅读资料卡中的内容，然后与同学说一说我国有多少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

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实行民族
区域自治，让他们自己管理本民族的事物。现有5个自治
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还设立了1173个民族
乡。我国的五个民族自治区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
区。

2、指名说一说：我国有多少个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旗）？

3、根据上节课的学习，指名学生在黑板上连一连。

4、指导学生找一找

教材第六页：下面的地图展示了部分民族在我国各地的分布
情况，找一找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哪些，在地图上分
别标出五个自治区。

在教材上的地图上填完后，在教师出示的地图上让学生指着
说一说。

第四课时

1、做一做

动手做一张自治区拼图，可以请其他同学评价和欣赏，还可
以和同学比赛，看谁拼得又快又好！

（1）材料：透明薄纸、纸板、彩色笔、尺子、剪刀、铅笔

（2）步骤：将透明薄纸覆在中国地图上，把地图上各地区的
轮廓画下来；然后将透明纸覆在纸板上，用铅笔在透明纸上
沿着刚才画的轮廓，再次用力地刻画一遍，这样地图的痕迹
就会留在纸板上了。在纸板上画出中国地图上的五个自治区，
还可以画出其他地区。然后给这些地区涂上不同的颜色，要
记住，相邻的地区不可涂相同的颜色。用剪刀把不同的区域
小心地剪下来，一个漂亮的拼图就做成了!

2、课外拓展

（1）小调查：同学们，你的家乡居住着哪些民族？这些民族
有哪些特色的生活习俗？向你周围的人（父母、邻居、居委
等）了解一下，并把你调查的结果记录在资料卡上。



第二课美丽富饶的民族地区

教学目标：让学生了解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地大物博，不
仅有迷人的自然风光，有吃名单旅游胜地，而且拥有富饶土
地和丰富的宝藏。

教学重难点：让学生了解少数民族的地方特色。

教学时间：四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谈话引入新课。

同学们，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祖国各地都居住
着我们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地大物
博，不仅有迷人的自然风光，有著名的旅游胜地，而且拥有
富饶土地和丰富的宝藏。让我们一起去走访这些辽阔美丽的
地方。

2、阅读与思考。

（2）阅读后在小组内进行讨论交流。

（3）指名说一说。

（4）师生小结：在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有许多风景秀
美的旅游胜地，如：湖南的张家界、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四
川的九寨沟、云南的西双版纳、吉林长白山的天池、青海的
青海湖、新疆吐鲁番的千佛洞。

3、小组内交流这些旅游胜地的优美风景，展示准备的旅游景
点的照片。



4、欣赏学过的课文《桂林山水》。

谈话：桂林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这里生活着壮族、
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他们共同建设着这
座著名的风景城市。桂林山青、水秀、洞奇、石美，因此赢
得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名。

欣赏名句：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教案设计

二次备课设计者：第二课时

1、谈话：我国民族地区不仅有风光秀丽的旅游胜地，还有肥
沃的土地、辽阔的草原、广袤的森林、奔腾的江河、丰富的
物产，拥有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水力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等。
同学们，让我们走进这些美丽的少数民族地区，去寻找祖国
的宝藏。

小组内进行交流；指名说一说：

让学生独立思考；在小组内进行讨论交流；指名说一说。师
生补充总结：

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种植价值较
高的经济作物，如剑麻、甘蔗、橡胶、樟脑、茶叶、咖啡等。
北方少数民族居住在辽阔的草原，那里盛产牛、羊、马。

第三课时

2、自己阅读，然后在小组内进行讨论交流。

七、贝母、雪莲等各种名贵的中草药材；有许多珍禽异兽，
如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臂猿、孔雀、梅花鹿、丹顶
鹤、野驴、雪豹、老虎等。

4、谈话：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河流纵横，水资源丰富。长江、



黄河、珠江几大河流的发源地，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5、让学生想一想我们家乡是哪几条河流的发源地？在小组内
讨论交流。

6、指名学生根据小组内的讨论交流说一说对家乡长江黄河的
了解，了解一下家乡河流的水利资源。

二次备课设计者：第四课时

1、探究与体验。

（1）你能说出下面的旅游胜地在哪个省或自治区吗？试着连
一连。（板书）

珠穆朗玛峰新疆

天池四川

张家界西藏

火焰山吉林

九寨沟湖南

（2）说一说：阅读12页的资料卡，然后说一说，在我国少数
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有什么好处。

（3）议一议：你的家乡有哪些农作物和特产呢？当地为什么
适宜种植这些农作物和特产？与同学讨论一下，然后把自己
的答案写下来。

2、演讲会

谈话：如果你是一名旅客，游览这些民族地区的名胜古迹时，



看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美丽景观和辉煌艺术成就，你会有
什么感想？查找相关资料，写一篇演讲稿，在班级演讲会上
抒发你的情感吧！

设计者：二次备课第三课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字

教学目标：让学生了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大多数
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的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各民族兄
弟姐妹共同努力，发展着祖国的文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交流了。

教学重难点：了解我国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教学时间：四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教师谈话：我国是一个多民主的大家庭，各民族兄弟姐妹
共同努力，发展着祖国的经济和文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交流。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的民族还有自己
的文字，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各民族多种多样的语言和文字。

2、阅读与思考：阅读教材16页《民族花园》。思考：瑶族在
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瑶语。
瑶族的语言大致分为哪四种？他们只会说本民族的语言吗？
学生在小组内讨论后派代表发言。大家评议总结：瑶族的语
言大致分为四种，勉语、布努语、拉珈语、炳多语。瑶族同
胞具有语言天赋，他们不仅讲本民族的语言，还会讲周围其
他民族的语言。瑶族同胞的语言才能，有利于他们吸收其他
民族的文化，更好地发展瑶族的文化。

3、展示学生搜集的有关民族语言的资料。教案设计



第二课时

1、谈话：汉族的兄弟姐妹使用汉语来交流，汉语是我国使用
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而
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大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交流，他们使
用语言的情况有哪些呢？我们共同来讨论。

2、指名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说一说。

4、在小组内交流。

5、指名回答，大家评议总结：

（1）有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或者基本上不再使
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比如回族、满族、他们一般都使用汉语。

（2）有的少数民族内部使用着多种语言，如裕固族内部使用
东部裕固族语和西部裕固族语两种语言；瑶族内部分别使用
勉语、布努语、拉珈语、炳多语四种语言。

（3）有的少数民族还会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如锡伯族除了
自己民族的语言，还能用满、维吾尔等民族的语言进行交流。

2、让学生阅读教材第17页《形态各异的文字》。

3、学生在小组内进行交流。

4、学生展示自己收集的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字资料。

5、指名说一说，师生交流补充总结：

（1）我国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着28种本民族文字，其中有的
是传统文字，有的是创新文字。

（2）和方方正正的汉字不同，我国的少数民族的文字大都是



拼音文字。传统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是从右往左书写；蒙古
文、锡伯文、满文是从上往下书写，行序从左往右。

（3）新中国成立前，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民
族就使用着本民主党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让少数
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有更好的发展，帮助壮族布依族等一
些民族创造了新文字。

6、探究与体验

学一学：你们班里有哪些民族的学生？你会说哪个民族的问
候语呢？说一说自己的民族的问候语是什么？并向老师、同
学学习一句其他民族的问候语。

先在小组内交流，然后指名说一说。教案设计

二次备课设计者：第四课时

1、引入新课。

藏语《阿妈》

壮语《壮家娃》

傣语《回来欢度泼水节》

蒙古语《吉祥三宝》

维吾尔语《真诚的心》

土家语《摇篮曲》

唱一唱：让学生选择自己会唱的民族歌曲唱一唱。

记一记：我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名，是少数民族人民用自己



的语言命名的。阅读下面的内容，你会发现这些名字原来有
着丰富的含义呢。阅读教材19页《有趣的地名》。

出示有趣的地名：哈尔滨-------满语，意思是“晒网场”；
齐齐哈尔--------达斡尔语，意思是“天然牧场”；呼和浩
特--------蒙古语，意思是“青色之城”；包头--------蒙
古语，意思是“有鹿的地方”，所以也叫“鹿城”；拉萨---
----藏语，意思是“圣地”；日客则-------藏语，意思
是“最好的庄园”；克拉玛依--------维吾尔语，意思
是“黑色的原油”。

设计者：二次备课第四课绚丽多彩的服饰

教学目标：

1、让学生了解少数民族服饰历史悠久、风格各异，是民族的
重要标志。

2、懂得少数民族同胞每逢过年、过节或喜庆的日子，穿上绚
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时，更是增添带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教学重难点：

了解少数民族的服饰历史悠久，风格各异，是民族的重要标
志。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谈话引入新课。

前几节课我们已经了解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从这
节课我们继续了解我国是多彩的中华家园。让学生了解少数
民族服饰历史悠久、风格各异，是民族的重要标志。懂得少



数民族同胞每逢过年、过节或喜庆的日子，穿上绚丽的民族
服饰载歌载舞时，更是增添带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同学们，
让我们一起进入民族百花园，再次去了解少数民族的服饰！

2、复习上节课内容，阅读与思考

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再次阅读《多彩的少数民族服饰》，
回答：

我国北方的满、蒙古、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服
饰有什么特点？（我国北方地区气候寒冷，特别是东北地区，
冬季漫长，居住在这里的满、蒙古、赫哲、鄂伦春、鄂温克
等民族都喜欢穿袍服。）

我国南方的傣族、景颇族、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服饰有
什么特点？（我国南方气候温和，少数民族的服饰更是多种
多样。男子一般穿对襟上衣和裤子。妇女穿的裙子飘逸轻盈，
各有特色。）

维吾尔、发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姐妹们的
服饰有什么特点？（西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服饰艳丽别致。
维吾尔族妇女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连衣裙、外罩短小的对襟背
心。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服装，与维吾尔
族有些相似。）

二次备课设计者：方少数民族的服饰跟气候特点有关系。）

3、探究与体验

阅读教学26页，比一比：北方少数民族的头饰各有什么特点？

板书：

北方气候寒冷服饰宽袍大袖



绚丽多彩的服饰

南方气候温和飘逸轻盈

绚丽多彩的服饰

第二课时

1、导入新课

2、指导学生阅读《独具特色的头饰》。

小组内阅读并总结南方民族头饰和北方民族头饰的特点。

指派小组代表说一说，大家补充，师生总结。

我国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不仅衣着绚丽多彩，他们的帽子、头
巾等头饰也是各种各样、丰富多彩。

北方少数民族：喜欢戴帽子

回族戴小白帽，维吾尔族人戴四棱小花帽，塔塔尔族姐妹们
在绣花帽，土族人戴织锦毡帽银链，哈萨克族姑娘爱在绣花
帽上插羽毛等，这些五颜六色的帽子显示着独特的民族特色。

南方少数民族：喜欢裹头巾

男子头上的头巾颜色以黑、蓝、白为主，不同民族的头巾裹
法是不相同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规矩；女子头巾上的装
饰很讲究，绣织有艳丽的图案。

3、让学生想象一下，各民族的兄弟姐妹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
戴上本民族特色的头饰汇聚一堂，将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

让学生描述一下景象，师生总结：如果在过节或喜庆的日子



里，祖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戴
上本民族特色的头饰汇聚一堂，就会成为万紫千红的花的海
洋。

4、让学生总结南方民族头饰特点和北方民族头饰特点。

在小组内讨论交流后，指派小组代表说一说。

5、指导学生完成教材第27页根据前面学到的知识，你能从头
饰上判断出下面的姐姐们分别是哪个民族的吗？连连看！

板书：

南方民族头饰特点喜欢戴帽子

独具特色的头饰

北方民族头饰特点喜欢裹头巾教案设计

第三课时

1、复习少数民族头饰的特点

提问：南方少数民族头饰有什么特点？北方少数民族头饰有
什么特点？指名学生说一说。

2、指导学生做一做

谈话：少数民族的头饰多姿多彩，我们可以找一些简单的材
料，一起制作少数民族的漂亮花帽和头饰。通过绘画和制作，
你一定会对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服饰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3、布置材料和工具

白纸板、金色纸、颜料、区别针、剪刀、浆糊



4、讲解制作步骤

（1）先用一根线或纸条量一下自己头部的周长，记住这个尺
寸。

（2）纸帽的做法：

剪一块宽为10厘米的白纸板，纸板长度要比头部的周长还要
长2厘米。

在白纸板上画出帽子上的图案，永金色纸剪成各种美丽的图
形粘贴在图案上，然后将纸板围成一个帽圈，用曲别针别住，
一个美丽的民族风情纸帽就做好了。你还可以在帽子上缀一
些小银链，或者插上羽毛。

3、头饰的做法：

头圈------跟纸帽的做法差不多，剪一条3厘米宽的硬纸条，
纸条的长度要比头部的周长再长2厘米，把纸条一面涂上鲜艳
的颜色，再剪一些金星或金色的小圆点粘贴美化头圈。

图形------在白纸板上画出少数民族风格的图形，涂上颜色
后剪下来，如果能从画报或书刊上找到合适的照片或图形，
也可以把它剪下来直接贴在白纸板上。

头圈和图形做好以后，用曲别针把它们别在一起就行了，不
用的时候还可以拆开存放。

在班级或学校的联欢会上表演节目时，如果你戴着自己做的
民族帽子和头饰，一定会给节目增添光彩和情趣呢！

5、实践园地

设计者：二次备课第五课风格各异的住房



教学目标：

1、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很多少数民族居住的房子
都很有特色。

2、懂得我国地域辽阔，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受地理环境，特别
是气候条件的影响，为了适应生活和劳动生产的需要，创建
出了风格各异的住房。

3、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少数民族的情怀。

教学重难点：

了解我国少数民族地域辽阔，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受地理环境
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创建出了风格各异的住房。

教学时间：

四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谈话引人新课

在中华大家庭里，很多少数民族居住的房子都很有特色。我
国地域辽阔，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受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条
件的影响，为了适应生活和劳动生产的需要，创建出了风格
各异的住房。让我们走近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住房，去领略
独特的民族风情。

2、让学生阅读教材第30页《人类早期的居所》

指名学生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人类早期居住的房子。



师谈话：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我国各民族人民创造教案
设计

二次备课设计者：

教案设计

设计者：二次备课出了风格独特、式样繁多的住房，这些房
子点缀在中华大地上，为我们的家园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风
景。

3、指导学生了解我国北方和南方少数民族不同的住房。

让学生阅读教材第31页《独具特色的住房》，思考：

为什么我国北方和南方少数民族的住房风格各异？

游牧民族为什么喜欢居住蒙古包、帐篷和毡房？

哪些少数民族普遍居住在平定房里？建造平定房的材料是什
么？

学生阅读后先在小组内交流，交流后指名回答。

大家评议总结：

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不同，经济、
生活方式也不同，他们的住房结构各具特色。

长期以来，蒙古人民生活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上，以放牧为主，
要经常转换牧场。他们的房子要能随时拆装搬运到其他地方。
为了适应这种游牧生活的需要，他们创造了蒙古包这种独特
的住房。

藏、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和裕固族等少数民族的牧民



游牧时，普遍居住在搭盖的方形、长方形或圆形的帐篷会毡
房里。这些帐篷会毡房冬暖夏凉，拆迁也很方便。

4、课外拓展

第二课时

1、继续探讨我国南方和北方少数民族不同住房的特色。

提问：哪些少数民族普遍居住在平顶房里？建造平顶房的材
料是什么？

让学生展示收集的有关平顶房的图片，并做介绍。

新疆从事农业生产的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普遍居住在平顶房。
这种平顶房以土木为建筑材料，周围用打好的土块砌成。

提问：你还知道哪些少数民族居住什么样的房子？

给大家介绍。

让学生一边展示图片，一边介绍。

供学生参考：

在我国大兴安岭的北端，居住着世世代代以狩猎为生的鄂伦
春族，他们游猎时搭盖一种叫“仙人柱”（也叫“歇人柱”）
的住所。“仙人柱”是鄂伦春语，意思是“遮阳光的住所”。
“仙人柱”的顶端一般不加遮盖，以便排烟透气。

提问：

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一般居住在什么样的
房子里？



学生阅读教材第32页。

指名学生说一说，师生总结：

二次备课

民族团结思想汇报版实用篇三

1、与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分子做斗争。

2、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进步，繁荣民族经济。

3、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4、基层党组织要成为民族团结的坚强堡垒。

5、积极开展民族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努力提高依法做好民族
工作的能力。

6、加强民族团结，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7、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根基深植于各族群众，生命蕴藏于各
族群众，力量来源于各族群众，成果造福于各族群众。

8、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

9、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11、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少数民族和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12、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



13、通过支教下乡等途径，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

14、巩固好、发展好、维护好全县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
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15、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坚守政治信仰，拥护我党的民
族政策。

16、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7、重视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18、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各民族互
相离不开。

19、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20、团结一心，携手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21、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

22、通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普及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

23、坚持打击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和分裂活动。

24、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
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

25、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

26、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27、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



28、崇尚文明，尊重科学，反对邪教。

29、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法律。

30、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31、维护少数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

32、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

33、大力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各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质。

34、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维护民族区域自治权力。

35、巩固好、发展好、维护好全县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
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36、加强民族团结，发展上杭经济。

37、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

民族团结思想汇报版实用篇四

大家好!

翻开词典，“民族”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
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领域，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
共同体。中国，一个它如东方巨龙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
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伟大国家。

每个民族由于处于不同地区，所以，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也
不同。献哈达是藏族人民最普遍的一种礼节，是向对方表达



自己的纯洁，诚心，忠诚和尊重。在西藏，大凡婚丧节庆，
迎来往送，拜会尊长，送别远行，都有献哈达的习惯。献哈
达的动作，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要用双手捧哈达，高举与
肩平，然后再平伸向前，弯腰给对方。这时哈达正与头平，
表示对方的尊敬和致以最深的祝福——吉祥如意，对方要以
恭敬的姿态双手平接。

骑马坐车到蒙古包时候，要轻骑慢行，进包时候要把马鞭放
在门外，入包后，坐在右边，离开包时候要原路返回，待送
你的主人回去后再上车或者上马。蒙古族对守门狗和猎犬都
很爱护和尊重。禁止外人打骂。否则就被认为是对主人不尊
重。同样对狗很爱惜的还有满族。满族人很忌讳杀狗，吃狗
肉，戴狗皮帽子和衣服饰品。在满族家做客，请不要当着主
人的面赶狗，更不能讲狗的坏话，否则主人会以为你在当面
羞辱他，会毫不客气的下逐客令的。

哈尼族的待客之道：先敬一碗酒，二片大肉。进餐时的席位
以靠近火堂的一方为首。首席为长者的席位，客人告辞时候，
要送一块米粑粑和腌肉，酥肉等物。

维吾尔族在待人接物方面，很讲礼貌。对长辈异常尊敬，如
不当长辈的面吸烟，喝酒，不从长辈面前横行穿过，不取笑
老人，到他家做客，让长者先进门，就座。泼水节是傣族人
的新年，也是傣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人们会在脚鼓的伴奏下
跳起美丽的孔雀舞。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长期以来的经济、文化联系，形成了
各民族适宜合作互助，再加上长期以来各民族在共御外敌争
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休戚与共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早在大革命时期，
党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农民运动学习所内，就专门设臵了回族
饭桌。等好多故事都传为佳话。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五十六个民族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
中华，爱我中华!



民族团结思想汇报版实用篇五

民族地区的稳定事关祖国边防巩固，社会长治久安；少数民
族的发展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没有少
数民族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振兴。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
济的发展。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各族人民亲如兄弟姐妹。

民族地区的进步和发展不但需要各族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开拓进取，也需要经济发达地区的帮助和社会各方面献
计出力。各民族互相合作、互相支持，就能共同发展、共同
繁荣。

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
加强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是实现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基础。
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在学校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在开展民
族团结教育时，按照教育部和国家民委以及学校的统一要求，
主要采取课外活动的形式，采用团、队、班会，民族歌舞、
民族团结故事会等方式，并积极配合学校的民族知识讲座，
寓民族团结教育和文化娱乐、素质教育为一体，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

民族团结与进步，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旋律，也是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教学之余，也引导同学们
一定要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教育，
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
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引导同学们经过自己
的努力，一定可以使维护民族团结成为良好的社会风尚，使
每一个公民都能自觉地履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神圣
义务，同时也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项应尽的义务人类是生活在
团结合作的生活中，人类无疑是幸福的，但人类的合作有虚
伪的合作。

不仅人类学会合作，就连小小的蚂蚁，在发现食物后，都会



共同合作。把食物搬“回家”它们小小的体形，居然能把超
过自己的许多倍的东西搬运。体现了团结合作的精神。

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合作，了解合作的重要性。让合作伴随
我们。今天的中国需要合作明天的中国更需合作，让我们共
同建设美好的祖国。在新疆这片祖国西部的热土上，各族人
民正团结一心，共同营造着团结、稳定、繁荣的美好家园！

民族团结思想汇报版实用篇六

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发展、合作。但国际敌对势力对我
国实行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并未放松，他们与国内民族分
裂势力相互勾结，处心积虑地利用所谓“民族”、“宗教”、
“人权”等问题，加紧进行渗透、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
我们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维护民族团结，下面就为大家
推荐民族团结标语。

1、与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分子做斗争。

2、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进步，繁荣民族经济。

3、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

4、基层党组织要成为民族团结的坚强堡垒。

5、积极开展民族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努力提高依法做好民族
工作的能力。

6、加强民族团结，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7、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根基深植于各族群众，生命蕴藏于各



族群众，力量来源于各族群众，成果造福于各族群众。

8、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

9、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11、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少数民族和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12、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

13、通过支教下乡等途径，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

14、巩固好、发展好、维护好全县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
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15、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坚守政治信仰，拥护我党的民
族政策。

17、民族团结的人民最幸福，民族团结的祖国最强大

18、坚持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19、加强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

20、高举民族团结进步旗帜

21、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

22、基层党组织要成为民族团结的坚强堡垒

23、加强民族团结发展上杭经济



25、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6、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

27、说有利于民族团结的话、做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事!

28、维护民族团结，构建和谐武汉

29、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创民族团结新局面

30、讲团结、谋发展、保稳定、促和谐!

31、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32、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33、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34、团结一心，携手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35、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37、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是党的一项基本原则和政策

40、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素质

相关阅读：

幼儿园防火安全标语

仓库防火安全标语

学校防火安全标语



防火安全标语口号

煤矿井口安全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