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会倾听班会课的教学反思 班会策划
书(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学会倾听班会课的教学反思篇一

放飞梦想，扬帆起航

20x年9月26日晚6：30（暂定）

a教202多媒体教室（暂定）

大三伊始，期望经过举办这样一场主题性班会来加深同学们
对于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思考，以此立下自我的志向，规
划好自我的人生，最终去成就自我。同时我们也期望经过此
次班会，来更好地加强班级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增强彼此
之间的感情，挺高班级的凝聚力。

1、首先对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在学习与生活上的得与失，
做一次深刻的反思与总结。2、经过自我的反思与总结，去更
好的展望自我的未来。

1、主持人首先致辞，引出班会主题。2、播放ppt图片。3、
播放并团体观看《俞敏洪一分多钟的励志演讲》视频。4、班
长首先发表个人感言，随后同学代表按顺序上台交流。5、汪
辅导员对本次主题班会做一个总结。6、播放励志歌曲，结束
本次主题班会活动。



1、班会按时进行。2、班会成员按时出席。3、有较完整的班
会记录。4、教室布置合理。5、班会秩序维持较好纪律。6、
坚持教室清洁和活动气氛。

学会倾听班会课的教学反思篇二

教育学生在平常学习、生活中运用好祖国的语言；训练学生
的礼貌用语习惯。

活动前由几位学生按几个故事情节编好三个小品节目。

（一）表演第一个小品《问路》，引入活动主题

1、准备好的两名学生上台表演，主持人叙迷。

2、在持人提问：

（1）赶路人是怎样问路的老农的`反应怎样

（2）赶路人觉醒后又是怎样问路的

3、主持人小结：

队员们，运用祖国的礼貌用语能敲开人们心灵的窗户，能调
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们在平时
学习，生活中一定要使用好语言。

（二）表演小品《争吵》尝试运用语言。

1、准备好的两位学生上台表演。

3、同桌间按刚才的回答，自演小品。

4、指名两人再次表演。



5、主持人小结。

（三）表演小品《购物》，美化祖国语言。

1、准备好的四、五名学生上台表演。

3、同桌表演。

4、换掉女顾客后组织上台表演。

（四）学生互动“普通话知道多少”竞赛

（五）“动动脑筋，动动嘴”

白石塔

白石白又滑，

搬来白石搭白塔

白石塔，白石塔

白石搭石塔，白塔白石搭

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滑

（六）辅导员总结

今天的班会开得很成功！语言和文字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
素质，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
们更应该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学好我国的语言和文字。
同学们，请讲普通话，请写规范字，让我们用心去感受祖国
文化的独特魅力吧！



学会倾听班会课的教学反思篇三

班会主题：真情真爱、牵手互助

举办地点：古城中心校城南小学六年级教室

主持人：李晴

参加班级：六年级

1、情感目标：通过此次主题班会增进教师与学生、同学与同
学、留守学生与父母的感情。

2、认知目标：让留守学生通过班会这个平台，吐露心声，缓
解心疾，唤起同学们的爱心、同情心。同时，也使他们懂得
父母在外打工的艰辛，对孩子的思念和厚望，从而体谅父母，
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3、行为目标：在今后的生活中，师生自觉地关心、帮助留守
学生，使他们树立起积极乐观的学习态度和生活态度，用实
际行动回报父母、回报学校、回报社会。

教师：

(一)、同学们，我们共同生活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个班集
体里，团结友爱，不分彼此，远离父母的留守同学需要更多
的友爱，作为大家庭里的一员，关心、帮助留守同学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这节班会课，就请同学们伸出友谊之
手，奉献我们的爱心。

学生：

全班回答：爱。



乙：对，它就是爱。

甲：爱是人间的春风。

乙：爱是生命的源泉。

甲：爱是人类最美的语言。

乙：爱是我们无私的奉献。

甲：很多同学都知道，在我们班级大家庭里，父母长年在外
打工的同学为数不少，他们一直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
居住在一起。

乙：下面请父母在外的同学举起小手，哇，留守同学真不少!

乙：“真情真爱”关爱留守学生主题班会

合：正式开始。

(二)、留守儿童真心告白，外出家长亲情流露。

甲：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祖国花朵”;

乙：他们却有一个别样的名字叫“留守学生”。

甲：“留守学生”对父母的思念，可以说是情真意切。

乙：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心声。

(请几名同学表达心声)

甲：看来，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烦恼、思念可真多。

乙：远方的父母你们好吗?你们是否也牵挂着自己的孩子?



甲：接下来请看一位远在异乡父母的来信。

甲：亲爱的爸爸妈妈，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牢记你的教诲，
将这份思念化作我们进步的动力。

乙：有你们陪伴的日子，我们生活温暖而又精彩，你们不在
身边的日子里，我们一样能自理，自强。

(三)、温暖手牵手

甲：同样的年龄，有着同样的梦想。

乙：同样的蓝天，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甲：同学们，让我们献出一点爱，去帮助那些留守学生吧!

乙：大家是不是有很多话想对他们说?

(非留守生代表畅所欲言)

甲：想不到大家能想出这么多的好办法，为了表明我们关心
帮助留守同学的决心，那就由我代表班委会宣读班干部们共
同起草的《倡议书》吧!

乙：有了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班上留守学生一定会生活得
很开心，那就请大家献出我们的友谊，献出我们的礼物。

甲：是啊，只要我们都献出人间真情，班上的留守学生一定
会倍感温暖。

乙：对，不信你听!

(留守儿童集体朗诵《感恩的心》)

1、我爱我们的老师，我爱我们的同学，因为他们有一颗火热



的心，我们同班一年之久是我们的缘分。可是很多时候我为
没能为你们分担痛苦而难过。我也曾是留守儿童，我体会过
那种感觉：想哭不知朝谁哭，想说不知对谁说。今后就让我
们把班级当成自己的家，想哭就大声地哭，想说就尽情的说，
有快乐就大家共同分享。我相信，父母不在家的孩子一样能
顶起一片天。父母不在家更能锻炼我们自立、自强的能力。
不是吗?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骄傲吧!

2、歌唱儿音歌曲《我的好妈妈》。

随时分享你们的你们的快乐与不快。让我们携起手来，在爱
的蓝天下，共同走进灿烂的明天!

心得一：题目：牵手互助

心得二：题目：自立自强

学会倾听班会课的教学反思篇四

树立集体观念，激发学生为集体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热情。

《我爱我班》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与班集体都是融为一体的，是不可分离的。学
习差、思想差、行为差的同学离不开集体的帮助，好同学要
想在集体里较好成长，更离不开老师细心的指导，同学们的
互相启发促进和大家共同创造的良好集体氛围、学习环境。
请听故事：《骄傲的桃花》）

春天来了，微微轻风，绵绵细雨，大地上万物复苏，到处都
可以见到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一次一次的称赞声中，有一朵花有些骄傲了，她想：“在
这棵桃数上，就数我最香了。我不跟那些花在一起，就一定



会更突出。”在左右的那些花劝到：“你可不要单独行动呀！
那是危险的事啊！”可是那朵骄傲的小花却说：“我的危险
与你们不相干！”她又想：我如果离开这，人们一看到我，
一定会给我更大的赞美，而且我还能得到自由。不一会儿，
风来了，这多花借着风的力量，使劲挣脱了出去。

谁知，太阳马上晒干了这多花，她使劲的喊“救命”，可是
她再也不能回到树上去了，后来她终于凋谢了。

老师小结：古代有一位学者问他的学生：“一滴水怎样才能
不干涸？”学生们面面相觑回答不出来。最后学者的答案是：
“把它放进大海中去。”刘越同学的周记告诉我们：花离开
了滋润它成长的大树就会调谢，人，离开了班级就失去了智
慧和力量的源泉，就不能成长、进步。所以个人不能离开集
体。如果一个班级好比是一座百花园，那么每一个同学就是
其中一朵花。

学生讨论总结班级不足主要有三点：

1）有的同学学习态度不端正，有不完成作业的习惯。

2）下课有打闹现象。

3）有的同学上课听讲不够专心，抠手指、玩橡皮、弄尺子。

老师小结：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同学没有认识到学习的重
要性和认识不够有关。班级建设需要同学们共同的努力班级
的活动，如出板报、运动会、班会的召开，都需要同学们同
心同德通力合作。三．共祝愿美好班级、快乐人生。

最后让我们用优美的歌声共同祝愿我们的世界四季常青、我
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班级蒸蒸日上，我们的生活幸福
无比！



学会倾听班会课的教学反思篇五

主办单位: 邵阳学院勤工助学部

承办单位：信息工程系勤工助学部

时 间: 二0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前 言

一、切实掌握政策内容。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助学贷
款政策的延伸和发展，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自20xx
年试点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已在93个县(市、区)
资助中心发放了贷款。从20xx年秋季学期起，我省要求所有县
(市、区)均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今后，省属普通
高校仅办理未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省份的学生高校
助学贷款业务。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普通高校特别是学生
资助工作人员要领会有关文件精神，切实掌握我省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政策，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信用助学贷款宣传工作，特别要提醒下学年有贷款意愿的学
生，在暑假期间带好学生证、身份证等必需的证件，向当地
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各县(市、
区)教育局要按照省里的统一部署，成立机构，精心安排，做
好工作方案，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宣传到各个高中毕
业班，同时，利用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介，把政策宣传到
乡镇村组、田间地头。

三、明确工作责任。各地各高校要切实落实责任，确保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家喻户晓。各市(州)、县(市、区)教育
局负责宣传到高中毕业生及当地群众；各高校负责宣传到在
校学生，目前个别不具备开办条件的县(市、区)，要抓紧时
间，积极协调，确保5月底以前达到条件。各高校在宣传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切实



做好国家助学贷款还款工作，确保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持续健
康开展。各地各校的政策宣传情况，是学生资助工作考核一
项内容，省里将适时进行抽查，并将情况予以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