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班会课心得体会 防溺水教育班会心
得体会(通用7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心得体会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楚
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以下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红色班会课心得体会篇一

一、领导重视。

为了让同学们提高对感恩活动的认识，我校成立感恩教育领
导小组，制定了细致的活动方案。

二、活动异彩纷呈。

1、利用红领巾广播站进行一次宣传。做完课间操，红领巾广
播站播报了感恩节的来历、一个感恩的故事，激发全体队员
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让每一个队员都将感恩放在心中。

2、利用课间操学生向老师说一句感谢的话。在《感恩的心》
音乐的渲染中学生感受到了老师的辛苦，增强了学生的感恩
意识。

3、各班召开一次感恩主题班会。使学生常怀一颗感恩的心。

4、办好一份感恩节手抄报。营造了浓浓的校园感恩氛围。

5、制作一份感恩节贺卡，送给你要感谢的人。



6、为你所要感谢的人做一件事情，让(他、她)感激。

这次活动，让父母与孩子、老师与学生的心更加贴近了，让
同学们学会了珍惜，学会了将心中的爱表达出来，唤起孩子
们那已被一层层习惯与世故压在灵魂最深处的善良本性与感
恩之心。

红色班会课心得体会篇二

我们可以用它来帮助小树苗长得挺拔茁壮；

我们可以把它放进不同形状的'瓶子里，它就会变成不同的形
状……水也是凶残的，它能引发山洪暴发，它能摧毁房屋，
更可怕的是它能吞噬一个又一个无辜鲜活的生命，使一个又
一个原本温馨、幸福的家庭承受着巨大的伤痛。

在酷热的假日里，人们最想去的就是到既省钱又舒服的江河
湖海这些“野游泳场”里游泳。就在人们游得得意忘形的时
候，死神也悄然来临了，助纣为虐的水就会毫不留情地帮助
死神夺走“不小心”的人。听说我县经常发生溺水事件，溺
水已成为重要的“生命杀手”。今年到7月8日，我县已有8人
溺水身亡。如今年6月24日，一个家住腊口镇的10岁二年级的
男童小刘平时都回家吃饭，这一天却在学校吃营养餐。吃完
后穿着泳裤来到瓯江下水玩耍。正当大家戏水高兴的时候，
小刘一不小心到江中回不了岸。人们都很想救他，可是离他
太远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水无情地吞噬了。男童留下
的只是给亲人带来巨大的伤痛，给家庭和学校造成无法弥补
的损失。

这些伤痛和教训提醒我们游泳要注意安全：不要独自一人到
江河湖海游泳；

小孩子必须在大人的陪同下游泳；



不要游到深水区；

游泳前应做适宜的运动；

如果身体不适，要立刻上岸；

下水后不要逞能；

不要在急流或旋涡处游泳……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
要珍惜这一次机会，养成预防溺水的良好习惯，千万不要拿
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红色班会课心得体会篇三

活动地点：四年级一班

活动过程：

(一)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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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习俗

清明节是传统的纪念祖先的节日，其主要形式是祭祖扫墓。
这一习俗相沿已久，据史书记载，秦汉时，墓祭已成为不可
或缺的礼俗活动。《汉书严延年传》载，严氏即使离京千里
也要在清明"还归东海扫墓地"。随着祖先崇拜和亲族意识的
越来越发达和强固，远古时代没有纳入规范的墓祭，也归入
了"五礼"中："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
式。"朝廷的推崇使墓祭活动更为盛行。古人有描写清明扫墓
的诗："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
泪血染成红杜鹃。"民间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寻夫小曲也有"三
月里来是清明，桃红柳绿百草青;别家坟上飘白纸，我家坟上
冷清清。"唐代杜牧的名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这些诗句都十分真切地反映了当时清明扫墓时的情景
和氛围。

(2)祭扫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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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扫墓不光是纪念自己的祖先，
对历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人民都会纪念他。清
明节祭扫烈士墓和革命先烈纪念碑，已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的好形式。

(二)让同学们体会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小组内交流班会体会。

2、指名让学生体会，及时表扬说得好的同学。

3、引申：

4、作业：利用假期得时间跟自己的父母去祭扫先祖、参加植
树活动，为祖国添绿色。

(三)师生总结。

今天，在《清明时节忆先烈》的主题班会中，我们同学既了
解了清明节的一些知识，又知道了一些为祖国为人民抛头颅
洒热血的英雄先烈的事迹。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我们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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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们能发扬先烈们的
革命精神，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做一个正直无私的人，长
大为祖国做贡献。



红色班会课心得体会篇四

1、通过本次主题班会，学习和掌握一些安全常识，增强学生
安全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2、使学生树立自护、自救观念，形成自护、自救的意识，使
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活动过程：

一、用亲情激发学生“我要安全”的意识。主题班会

二、让学生了解安全知识。

1、用电安全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
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2、安全使用煤气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取暖时，屋内要注意开窗透气防止煤气中毒。使用燃气器具
(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室内的通风，保持



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三、交通安全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
边行走。

2)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
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3)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4)冬季有霜冻，路面较滑，有时还有大雪、大雾天气。行走
要当心，骑车上学要结伴而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严禁乘
坐无牌无证等不符合规定的车辆。遇到温差大的天气，要及
时适时增减衣服、穿好棉鞋棉袜，戴好手套，防止冻坏身体、
冻伤手脚，防止学生感冒。

四、总结：

红色班会课心得体会篇五

重温植树节的来历和意义，增强环保意识，培养社会责任感，
积极投身创建花香教室活动。

班会活动过程：

一、了解植树节。 投影图片或视频片段。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最早意识到森林的重要意义和倡导植树造
林的人。中国的植树节定于3月12日正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
日。1979年，在_议下，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
定每年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1981年夏天，四川、陕西等



地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水灾。根据_志的倡议，1981年12月五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的决议》。1990年3月12日，邮电部又发行了一套4枚“绿化
祖国”邮票，第一枚为“全民义务植树”。决议指出，凡是
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11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老弱
病残者外，因地制宜，每人每年义务植树3棵至5棵，或者完
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他绿化任务。决议号召全国
各族人民“人人动手，每年植树，愚公移山，坚持不
懈”。1982年的植树节，_志率先垂范，在北京玉泉山上种下
了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

二、欣赏植树节节徽。

1. 树形，表示全民义务植树3至5棵，人人动手，绿化祖国大
地。

2. “中国植树节”和“3.12”，表示改造自然，造福人类，
年年植树，坚韧不拔的决心。

3. 五棵树可会意为“森林”，由此引伸连接着外圈，显示着
绿化祖国，实现以森林为主体的自然生态体系的良性循环。

三、小品表演：(1)植树忙(2)植树进行曲。

四、畅想(科学幻想) 未来绿化家庭、校园、城市什么样?

幻想1

幻想2

幻想3

五、诗朗诵《春天，我们栽下一棵树》

六、给世界添一份春意



养花措施：

诗文演讲比赛安排：

演讲活动记录和材料须报送学工处。

七、每周红歌欣赏歌曲《我们的田野》。

八、班主任寄语：通过今天的联动班会，我们增强了环保意
识和社会责任感，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创建花香教室活动，以
实际行动给民兴、给世界增添融融春意!

红色班会课心得体会篇六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更多的安全常识、自护知识，
树立自护意识。

2、活动中学生通过自己参与、自主体验、自我感受，从而养
成良好的品德，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
意识;掌握一些自救自护的本领;珍惜生命，健康成长。

同学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里，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关心、
爱护，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但是，家庭生活中仍然有许
多事情需要备加注意和小心对待，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酿
成事故。

让我们行动起来，学习和掌握自护自救的知识，团结起来，
互帮互助，从容地面对危险和挑战，让我们与自护相伴，与
平安同行!

(1)我国把每年的哪一天定为“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
日”(每年3月份最后一周的星期一)



(2)路口的交通指挥信号有哪些?

(3)如果因不慎，你身上被火燃着，你是顺风跑，还是逆风
跑?

(5)刚吃过晚饭，亮亮就吵着要爸爸带他去游泳，这样对吗?
为什么?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
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2、安全使用煤气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室
内的通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1、游泳需要经过体格检查。

2、要慎重选择游泳场所。

3、下水前要做准备运动。

4、饱食或者饥饿时，剧烈运动和繁重劳动以后不要游泳。



5、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跳水。

6、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
来相助。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
边行走。

2)集体外出时，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

3)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
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4)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2、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未满十二岁的儿
童不准骑自行车上街。

1、要打火警电话119报警，报警时要向消防部门讲清着火的
地点，还要讲清什么物品着火，火势怎么样。

2、一旦身受火灾的威胁，千万不要惊慌，要冷静，想办法离
开火场。

3、逃生时，尽量采取保护措施，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用湿
衣物包裹身体。

时代召唤跨世纪人才，而跨世纪人才首先要学会生存。同学
们，别忘了，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学会保护自己，
让我们戴上“自护”小奖章，迈出通向21世纪的起跑线;让所
有的孩子们天天快乐，日日平安。



红色班会课心得体会篇七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
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室
内的通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1、游泳需要经过体格检查。

2、要慎重选择游泳场所。

3、下水前要做准备运动。

4、饱食或者饥饿时，剧烈运动和繁重劳动以后不要游泳。

5、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跳水。

6、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
来相助。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
边行走。

2)集体外出时，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

3)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
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4)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2、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未满十二岁的儿
童不准骑自行车上街。

交通安全：全国平均每天发生交通事故1600起,死亡257人,受
伤 1147人,直接经济损失731万。真是令人痛心。针对我校位
于市繁华地段，存在着交通隐患。提醒学生们要特别注意交
通安全，上放学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时要提高警
惕，注意来往的车辆。及时消除交通隐患。

防火：学校是人群密集的地方，防火是学校安全的重要问题，
学生宿舍是学校放火重点。1)禁止在校园、宿舍内吸烟、点
蜡烛。2)是禁止使用电炉、电褥等电器。2)定期检查防火设
施发现损坏应立即修复。希望大家能齐抓共管。共同参与到
校园安全防范的活动中来。

防盗：保管好个人财务。在上机、下课期间要锁好门窗。住
宿人员要遵守宿舍条例，禁止到他人宿舍乱串，坚决杜绝外
来陌生人员进入宿舍。在外乘车或外出期间要看管好自己的
钱财，对可疑人员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意识，发现盗窃事
件即时报警。

食品卫生安全：住校人员一律在校内就餐，外出购物时一定



要检查购买食品是否存有质量问题，对来路不明有卫生问题
的食品不要购买，发现有质量问题的食品要及时上报，饮食
后如有不适及时就诊。

体育运动安全：在体育运动中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听从体
育教师的安排和调度，不可私自活动或打闹。老师讲解动作
要领时要认真听讲，在做有一定难度的动作时要学会自我保
护，加强保护意识。在做器械运动时要检查好器械是否存有
安全隐患问题。

1、 要打火警电话119报警，报警时要向消防部门讲清着火的
地点，还要讲清什么物品着火，火势怎么样。

2、 一旦身受火灾的威胁，千万不要惊慌，要冷静，想办法
离开火场。

3、 逃生时，尽量采取保护措施，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用
湿衣物包裹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