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班会研修活动心得体会 走进清明
感受传统班会(实用5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
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
的朋友。

班会研修活动心得体会篇一

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是祭
祖和扫墓的日子，也是郊游踏青的好时光。清明节这个中国
传统节日被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还列入
法定国假日，这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民俗节日的重视。然而，
青少年学生虽然热切盼望清明小长假，但据我的初步调查不
少青少年学生，对这个节日的民俗意义和相关传统文化知识
却知之甚少，他们认为祭祖是老人的事，甚至认为是封建迷
信，而扫墓则是出游的幌子，至于清明节的来历、风俗、文
化内涵等他们知之甚少。针对他们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感知、
对感恩思源的精神的实践而召开了这次主题班会。

二 、活动目的：

1、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希望学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能全面正
确的了解清明节，深切感受清明节的文化内涵，积极的过一
个有意义的清明节。

2、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俗、风情和传统美
德。有利于青少年对孝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理解和
升华在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的基础上，继承先烈遗志，
发扬革命精神，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3、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增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热
爱民族文化，主动地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

三、活动时间:2011-3-30

四：活动地点：六年级(2)班

五、活动准备：

1、清明节习俗活动片段，爱国电影(淮海战役)片段、爱国烈
士图片 、哀乐 、白色、黄色、紫色皱纹纸、铁丝、剪刀、
包装纸、空白花圈等。

2、学生课前搜集整理清明节有关知识、资料、图片等。

3 、每位学生调查自己家的家族史。

4 、每组选若干名学生参加“清明知识知多少” 比赛，准备
竞赛的题目。

六、活动过程

班主任：清明祭祖扫墓，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
行孝品德的具体表现。自古以来，清明扫墓不仅是纪念自己
的祖先，对历史上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人民都
会纪念他。下周就到了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为了更好的
开展这次活动我们举办了这次班会.。

(一)利用竞答交流的.形式让同学们知道清明节的由来和清明
节的习俗。

1、 引导学介绍清明节的由来

生：简述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略)



生: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在古代不如
前一日的寒食节重要，因为清明及寒食节的日期接近，民间
渐渐将两者的习俗融合，到了隋唐年间(581至907年)，清明
节和寒食节便渐渐融合为同一个节日，成为扫墓祭祖的日子，
即今天的清明节。从此，清明节踏青扫墓成为中华民族一种
固定的风俗。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自己搜集讲述清明节的由来更能深入领
会清明节的文化内涵。

2、指导学生领会清明祭祖扫墓的文化内涵

班：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的，最主要的还是祭祖扫墓。

播放清明节习俗活动影像资料或展示有关图片 ，最后播放一
组民间扫墓、祭祖图片或影像。

班:看了最后一组图片影像，同学们有什么想法?这是封建迷
信活动吗?对待我们的先人我们该不该缅怀，该如何缅怀?(全
班同学分成小组讨论小组代表口答)

总结：清明祭祖不可少，扫墓祭祖”可以帮助我们“追思先
人、勿忘生者”，理解自己生活和事业基础的真正内涵，能
激发人们勇于生存和追求幸福的斗志，更能体现人类生生不
息、繁衍永续的精神。扫墓祭祖可以促使我们加深对自己生
命原本的认识，让每个生者都牢记自己身世的渊源、了解自
己生命的脉络。总之，面对先人的照片或墓碑，表达浓浓的
思念和真诚的敬意，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幸福和
动力。

祭祖方式：寄托哀思的同时也要爱护城市环境，采取鲜花、
水果、网上祭祀等“低碳”的文明祭祖方式，不随地燃烧纸
币等祭祀用品，不乱堆乱倒等。



引导学生互相介绍自己的家族，并交流自己在清明节与父母
去扫墓祭祖打算。

班:没有我们的祖先就没有今天的我们，他们还为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一个家族史就是一个家
族的奋斗史。我们应该纪念他们。除了拜祭我们的先人，我
们还要祭拜历史上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

生:明确没有他们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
和谐，今天的幸福。因此，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班:祭祖扫墓是清明节的主题，但不是全部，还有吃青团、踏
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活动。你知
道这些活动的有关知识吗?下面全班按课前布置分成两组互相
提问，答对问题最多的一组获胜。

3、指导学生以小组竞赛的形式了解清明节的习俗。

问题如：有哪些体育活动?秋千最早叫什么?荡秋千有什么好
处?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讨论辩论抢答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全面了
解清明节的习俗，直观的画面有利于学生真切感受清明节的
氛围，领悟清明节祭祖扫墓的人文内涵，并在思想上明确怎
样才能过一个文明的有意义的清明节。

二、指导学生扎白色、黄色、紫色的纸花如百合、玫瑰、菊
花等，

一生做单独的一朵，一学习小组做成一束，两组以上做成一
个花圈。

设计意图：本环节的设计与美术结合起来，让学生用自身的
能力去缅怀先人烈士更有意义。



三模拟祭扫烈士现场:

奏哀乐，全体学生默哀1分钟表达自己对先人及烈士的悼念,
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颂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

设计意图：通过模拟活动，让学生在感知的基础上，用具体
行动缅怀先人烈士，让学生的情感在具体活动中得到升华与
提高。

四. 总结:

1、用一分钟演讲的形式让学生谈谈自己上完本节班会课后对
清明节的理解和感受。

2、班主任总结：通过今天的班会活动我们深刻理解了清明节
的来历和节日含义, 中国人历来注重情感，不忘本，因此我
们对先人的祭祀是发自内心的感恩与缅怀。我们相信亲人、
先祖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情意与祭奠，我们华夏儿女也一定会
一代代延续而这种温情。我们还要沿着革命先烈走过的足迹，
树立榜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清明节有它深刻的
文化内涵，我们不仅要热爱它，过好它，还要更好的传承它。

设计意图：先由学生总结是检验本节班会课效果的有效方法，
教师的适时补充与总结让本节班会课更加完整，让学生对本
节班会课的学习有一个总体上认识。

五、拓展

清明节小长假与父母一起祭奠祖先或烈士并写一篇作文或用
一幅美术作品，记述自己过程、见解或感受。

设计意图：本环节的设计与实际节日结合起来，与语文结合
起来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感受清明节的文化内涵，自觉地传承
本民族文化。



六、反思

清明节前夕学校照例要求各班主持班会、制作小花或花圈祭
扫烈士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我应德育校长的要求，
教大家做纸花或扎花。于是我把美术与班会结合起来教学可
谓一举两的。课前要求学生充分调查相关资料，课上利用竞
答交流的形式让同学们知道清明节的由来和清明节的习俗。
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俗、风情和传统美德。有利于青少年对
孝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理解和升华在缅怀革命先烈
的丰功伟绩的基础上，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珍惜
现在的美好生活。同时指导学生扎白色、黄色、紫色的纸花
如百合、玫瑰、菊花等，或者利用野花扎成花束。并简单模
拟祭扫烈士现场祭奠。最后鼓励学生清明节小长假与父母一
起祭奠祖先或烈士并写一篇作文，记述自己过程、见解或感
受。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希望学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能全面
正确的了解清明节，深切感受清明节的文化内涵，积极的过
一个有意义的清明节。

但是在教学后我发现学生们虽然通过制作或绘画或实际参加
清明节活动表达了自己对先人及烈士的缅怀及敬仰之情，但
是因为过于强调“先人”、“烈士”，学生从内心里对生命
产生了敬畏之情，同时也从内心上片面的认为清明节就
是“鬼节”，另一方面，过分注重追古思今，强调爱国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是清明节变成了思想政治课，变得枯燥。这
些都是因为在教学中也许是因为时间的仓促，没有细致的帮
助学生全面解读从清明节的文化内涵。因此，我决定在清明
节后针对清明节的文化内涵与学生作一次深入的探究。

班会研修活动心得体会篇二

学会感恩，回报社会。下面是小编为您推荐的作文：

今天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因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感恩主题班会，
献给三(1)班所有的爸爸妈妈观看哦!我们的节目丰富多彩，



有诗歌朗诵—感恩父母;有长笛独奏—荷塘月色;有乐器合
奏—友谊地久天长;有舞蹈—春天的芭蕾;有小品—放学路上;
有相声—学;有精彩的魔术表演;还有合唱—茉莉花......同
学们个个都拿出了自己的才艺。教室里不断的传来阵阵的笑
声和掌声!

看了同学们的表演，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我非常感动也非常
激动。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同学都是独生子女，都是在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的百般呵护下无忧无虑的成长，我们接受了太多
的爱，渐渐地我们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大人们都把
我们叫做“小公主”“小皇帝”。这次班会我知道了：每个
人都要拥有一颗感恩之心，这样才能让我们真正的懂得孝敬
父母，帮助他人，成为父母和老师眼里的好孩子!

“感恩”之心是一种美好的感情，我们要懂得感恩：感谢父
母给了我们正常的生命，无论贫穷与富贵，高尚与卑微，珍
惜世上最关心我们的人;学会感恩：感谢我们的老师，是他们
起早贪黑，不知疲倦，含辛茹苦的传授我们知识，教会我们
做人，爱惜阳光下最崇高的老师;学会感恩：感谢我身边的每
个人，无论是帮助我、关心我、指点我、还是怨恨我、伤害
我过我的人，毕竟他们都是我人生回忆中的精彩部分。

让我们用真诚和善良，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在周六，北京的著名教授给全校师生及家长进行了一次感恩
励志班会。班会的效果非常好，许多学生都流下了或是感动
或是悔恨的泪水。

周一的班会上，何老师就演讲内容给同学们做了总结。主题
有三个方面：感恩父母;感恩老师;立志成才。自呱呱坠地起，
我们已然成长为一个翩翩少女或是俊朗少年了，在这个成长
的过程当中，谁对我们的帮助最大呢?无疑是我们的父母。父
母对子女的爱是天底下最无私的爱。老师与学生本来是两条



平行线，但是就在这里，我们有了交集，你们成了老师的学
生，我们成了学生们的老师。学生们有成就了，老师又能得
到什么呢?唯一希望的是能收获桃李满天下，希望每位学生能
成长成才。父母的爱与老师的努力和关心等于学生们的立志
成才。在演讲的最后，王教授让吸烟的有过网瘾的同学站到
讲台上去承认错误，有73为学生勇敢地站到了讲台前流下了
悔恨的泪水，家长们也站到学生的后面，给他们勇气。

其实听了这次演讲之后，我自己也收获了不少。我懂得了要
感恩父母，感恩老师。青年犯错不要紧，关键是要及时地改
正。

很幸福，这些孩子在充满未知的成长路上有老师和父母的一
路关怀与爱相随，勇敢成长吧!

今天，我陪孩子上了一堂关于感恩的班会课后，我不禁有许
多感慨。

“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品德，是一片肺腑之言。
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感恩之心，必然会导致人际关系的冷淡，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感恩”，这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
尤其重要。因为，现在的孩子都是家庭的中心，他们只知有
自己，不知爱别人。所以，要让他们学会“感恩”，其实就
是让他们学会懂得尊重他人。对他人的帮助时时怀有感激之
心，感恩教育让孩子知道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别人通过付出给
自己带来的快乐的生活。当孩子们感谢他人的善行时，第一
反应常常是今后自己也应该这样做，这就给孩子一种行为上
的暗示，让他们从小知道爱别人、帮助别人。

这次三(1)班举行的《感恩的心》主题队会让我们看到了孩子
们心中的善和美。在本次队会活动中有四个篇章：(1)感恩父
母，体验真情;(2)感恩老师，勤奋学习。(3)感恩大自
然。(4)感恩社会，学会珍惜。有歌唱《妈妈的手》、观看
《给妈妈洗脚》录像，诗朗诵，小品表演，感悟心得交流等



方式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父母的养育之恩、老师的教导之恩、
他人的关爱之恩、大自然的慷慨之恩。同学们围绕这些主题
畅所欲言，大家用最朴实的话语和最诚挚的心表达了自己对
父母、老师、朋友以及大自然的感恩之情。在活动的最后孩
子们七嘴八舌，兴趣很浓。有的回忆了父母亲人给自己的关
爱，有的讲述了老师同学给自己的帮助，还有的说了不相识
的叔叔阿姨给自己做的事情......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孩子
们已经学会了感恩，感受到此次活动有了成效。

感恩，学会感恩，先要学会知恩，要理解父母的养育之恩，
师长的教诲之恩，朋友的帮助之恩，大自然的奉献之恩。

现在的孩子往往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而做
父母的也往往觉得给予孩子也是应该的，哪怕明知道是孩子
的过分要求，往往也不忍心拒绝。这种过度的关爱就使得孩
子觉得世界是自己一个人的了，于是就无视别人的感受，为
所欲为。他们把父母、教师的付出当成了应该，把亲人、同
学的帮助当成了应该，全然没有了感激、感恩之心。于是就
出现了一些我们不愿见到的现象：撒泼、出走、自伤、不能
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所以教育孩子学会珍惜，学会感
恩尤为重要，而这次班会从孩子们的身边开始，让他们从的
人和事开始发现，爱和付出无处不在，作为爱他们的父母、
帮助他们的朋友、悉心教育他们的老师、无私奉献的大自
然……一切的一切都值得我们用感恩的心回赠别人。

孩子是未来，感恩的美德。让美德在孩子身上传承下去是我
们的职责啊!

班会研修活动心得体会篇三

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是祭
祖和扫墓的日子，也是郊游踏青的好时光。清明节这个中国
传统节日被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还列入



法定国假日，这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民俗节日的重视。然而，
青少年学生虽然热切盼望清明小长假，但据我的初步调查不
少青少年学生，对这个节日的民俗意义和相关传统文化知识
却知之甚少，他们认为祭祖是老人的事，甚至认为是封建迷
信，而扫墓则是出游的幌子，至于清明节的来历、风俗、文
化内涵等他们知之甚少。针对他们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感知、
对感恩思源的精神的实践而召开了这次主题班会。

1、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希望学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能全面正
确的了解清明节，深切感受清明节的文化内涵，积极的过一
个有意义的清明节。

2、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俗、风情和传统美
德。有利于青少年对孝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理解和
升华在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的基础上，继承先烈遗志，
发扬革命精神，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3、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增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热
爱民族文化，主动地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

：六年级(2)班

1、清明节习俗活动片段，爱国电影(淮海战役)片段、爱国烈
士图片 、哀乐 、白色、黄色、紫色皱纹纸、铁丝、剪刀、
包装纸、空白花圈等。

2、学生课前搜集整理清明节有关知识、资料、图片等。

3 、每位学生调查自己家的家族史。

4 、每组选若干名学生参加“清明知识知多少” 比赛，准备
竞赛的题目。

班主任：清明祭祖扫墓，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



行孝品德的具体表现。自古以来，清明扫墓不仅是纪念自己
的祖先，对历史上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人民都
会纪念他。下周就到了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为了更好的
开展这次活动我们举办了这次班会.。

(一)利用竞答交流的形式让同学们知道清明节的由来和清明
节的习俗。

1、 引导学介绍清明节的由来

生：简述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略)

生: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在古代不如
前一日的寒食节重要，因为清明及寒食节的日期接近，民间
渐渐将两者的习俗融合，到了隋唐年间(581至907年)，清明
节和寒食节便渐渐融合为同一个节日，成为扫墓祭祖的日子，
即今天的清明节。从此，清明节踏青扫墓成为中华民族一种
固定的风俗。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自己搜集讲述清明节的由来更能深入领
会清明节的文化内涵。

2、指导学生领会清明祭祖扫墓的文化内涵

班：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的，最主要的还是祭祖扫墓。

播放清明节习俗活动影像资料或展示有关图片 ，最后播放一
组民间扫墓、祭祖图片或影像。

班:看了最后一组图片影像，同学们有什么想法?这是封建迷
信活动吗?对待我们的先人我们该不该缅怀，该如何缅怀?(全
班同学分成小组讨论小组代表口答)

总结：清明祭祖不可少，扫墓祭祖”可以帮助我们“追思先



人、勿忘生者”，理解自己生活和事业基础的真正内涵，能
激发人们勇于生存和追求幸福的斗志，更能体现人类生生不
息、繁衍永续的精神。扫墓祭祖可以促使我们加深对自己生
命原本的认识，让每个生者都牢记自己身世的渊源、了解自
己生命的脉络。总之，面对先人的照片或墓碑，表达浓浓的
思念和真诚的敬意，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幸福和
动力。

祭祖方式：寄托哀思的同时也要爱护城市环境，采取鲜花、
水果、网上祭祀等“低碳”的文明祭祖方式，不随地燃烧纸
币等祭祀用品，不乱堆乱倒等。

引导学生互相介绍自己的家族，并交流自己在清明节与父母
去扫墓祭祖打算。

班:没有我们的祖先就没有今天的我们，他们还为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一个家族史就是一个家
族的奋斗史。我们应该纪念他们。除了拜祭我们的先人，我
们还要祭拜历史上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

生:明确没有他们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
和谐，今天的幸福。因此，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班:祭祖扫墓是清明节的主题，但不是全部，还有吃青团、踏
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活动。你知
道这些活动的有关知识吗?下面全班按课前布置分成两组互相
提问，答对问题最多的一组获胜。

3、指导学生以小组竞赛的形式了解清明节的习俗。

问题如：有哪些体育活动?秋千最早叫什么?荡秋千有什么好
处?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讨论辩论抢答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全面了



解清明节的习俗，直观的画面有利于学生真切感受清明节的
氛围，领悟清明节祭祖扫墓的人文内涵，并在思想上明确怎
样才能过一个文明的有意义的清明节。

二、指导学生扎白色、黄色、紫色的纸花如百合、玫瑰、菊
花等，

一生做单独的一朵，一学习小组做成一束，两组以上做成一
个花圈。

设计意图：本环节的设计与美术结合起来，让学生用自身的
能力去缅怀先人烈士更有意义。

三模拟祭扫烈士现场:

奏哀乐，全体学生默哀1分钟表达自己对先人及烈士的悼念,
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颂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

设计意图：通过模拟活动，让学生在感知的基础上，用具体
行动缅怀先人烈士，让学生的情感在具体活动中得到升华与
提高。

1、用一分钟演讲的形式让学生谈谈自己上完本节班会课后对
清明节的理解和感受。

2、班主任总结：通过今天的班会活动我们深刻理解了清明节
的来历和节日含义, 中国人历来注重情感，不忘本，因此我
们对先人的祭祀是发自内心的感恩与缅怀。我们相信亲人、
先祖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情意与祭奠，我们华夏儿女也一定会
一代代延续而这种温情。我们还要沿着革命先烈走过的足迹，
树立榜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清明节有它深刻的
文化内涵，我们不仅要热爱它，过好它，还要更好的传承它。

设计意图：先由学生总结是检验本节班会课效果的有效方法，



教师的适时补充与总结让本节班会课更加完整，让学生对本
节班会课的学习有一个总体上认识。

清明节小长假与父母一起祭奠祖先或烈士并写一篇作文或用
一幅美术作品，记述自己过程、见解或感受。

设计意图：本环节的设计与实际节日结合起来，与语文结合
起来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感受清明节的文化内涵，自觉地传承
本民族文化。

清明节前夕学校照例要求各班主持班会、制作小花或花圈祭
扫烈士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我应德育校长的要求，
教大家做纸花或扎花。于是我把美术与班会结合起来教学可
谓一举两的。课前要求学生充分调查相关资料，课上利用竞
答交流的形式让同学们知道清明节的由来和清明节的习俗。
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俗、风情和传统美德。有利于青少年对
孝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理解和升华在缅怀革命先烈
的丰功伟绩的基础上，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珍惜
现在的美好生活。同时指导学生扎白色、黄色、紫色的纸花
如百合、玫瑰、菊花等，或者利用野花扎成花束。并简单模
拟祭扫烈士现场祭奠。最后鼓励学生清明节小长假与父母一
起祭奠祖先或烈士并写一篇作文，记述自己过程、见解或感
受。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希望学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能全面
正确的了解清明节，深切感受清明节的文化内涵，积极的过
一个有意义的清明节。

但是在教学后我发现学生们虽然通过制作或绘画或实际参加
清明节活动表达了自己对先人及烈士的缅怀及敬仰之情，但
是因为过于强调“先人”、“烈士”，学生从内心里对生命
产生了敬畏之情，同时也从内心上片面的认为清明节就
是“鬼节”，另一方面，过分注重追古思今，强调爱国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是清明节变成了思想政治课，变得枯燥。这
些都是因为在教学中也许是因为时间的仓促，没有细致的帮
助学生全面解读从清明节的文化内涵。因此，我决定在清明



节后针对清明节的文化内涵与学生作一次深入的探究。

班会研修活动心得体会篇四

每年阳历月日，是我国传统的`节日冬至。在冬至这天吃饺子，
又是很久远的习俗。饺子是我们北方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
而在大学里集体包饺子，吃饺子更有一番滋味。它不仅使同
学们玩的开心吃的开心，更拉近了同学之间的距离消除了生
活中的隔膜，使同学们的关系更为融洽。

今年的冬至，我们还是集体吃饺子。下午两点半，我们xx班
的兄弟姐妹们便在教室里集合了。同学们带了面粉，饺子馅
等各种材料。几位女同学先做了饺子馅，忙的热火朝天。全
班分为六组，每组领了面和馅后，便开始了饺子大赛。和面，
擀皮，包馅…分工明确，人人都有活干，全班同学都沉浸在
劳动的喜悦之中。边干边聊天，对别人的工作做出评判，往
往伴随着洒脱的笑声。

这时，每位同学的脸庞都是天真无邪的，仿佛回到了孩童时
代。平时的烦忧，同学间的隔阂，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
已被暖意熔化殆尽了。我们会感觉到真的好幸福，虽然远离
父母，远离家乡，可我们并不乏温暖和幸福。

在同学的团结与配合下，各组的饺子先后包好。看着那些形
状各异的饺子，不禁失笑，虽然看上去与“群组”不相称，
但能看得出来，那是用心做成的。接下来的就是煮饺子，之
后同学们就可以尝到丰收的喜悦了。同学们各自拿着餐具，
等着盼着能快点吃到，有的甚至直接蹲在锅边…很多人也拿
出了相机，开始记录这美好的时刻。这时候你会发现，原来
我们都还是孩子啊！……终于可以吃了，兄弟姐妹们扎在一
堆，边吃边说边笑，好不快活！一口饺子下肚，一股暖流也
拥入体内，饺子的香味在口中萦绕……闭上眼睛，听着旁边
同学的欢声笑语，感受着饺子的美味，不禁庆幸能有这样一



个班集体，能有这么多的朋友、家人。

睁眼看去，洋溢在同学们脸上的笑容，好温暖。平时的我们，
因为学习的忙碌，很少有机会这样聚在一起。长久的分离，
以为之间都有了距离。可是，看到眼前的场景，不禁眼中含
泪，羞怯的笑了。发现，我们原来都是错的。

后来，我们还煮了汤圆，看着它们个个晶莹剔透，好不可爱。
突然想到，正如我们的班集体，也是团团圆圆的，过去是，
以后也是，心中欣慰。

班会研修活动心得体会篇五

通过班会，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有更具体、
详细的了解。通过讲故事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我们要努力学习，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通过活动能认清自己的不足，学会好好学习、热爱生活、爱
父母、爱同学、爱老师、爱班级、爱社会。

有关资料

1、清明节由来，清明节习俗，清明节食品，清明节纪念方式
及国外清明节。

2、让学生知道清明节的日期;清明节的别名;随着网络发展，
清明节有了不同的纪念方式;我们家乡清明节的食品和习俗。

1、故事 《刘邦祭祖》

汉高祖刘邦在功成名就后想到谁?如果是你，你是怎么想的?

汉高祖刘邦在功成名就后想到的是自己的父母、祖宗。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只有爱父母的人，才会爱同学、爱老师、爱



班级、爱社会。

2、录像片段：解放战争

(1)看片段

(2)谈体会：

3、诗朗诵《站在烈士纪念碑前》

通过本次班会，同学们对清明节有了更深的认识，知道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懂得了要努力学习，担负起建设祖
国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