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一月考总结班会班会 七年级开
学第一课班会方案教案(精选5篇)

总结是写给人看的，条理不清，人们就看不下去，即使看了
也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达不到总结的目的。那么，我们该
怎么写总结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初一月考总结班会班会篇一

新的学期代表了新的挑战，下面小编整理了七年级开学第一
课主题班会方案教案，欢迎阅读!

1.知道进入七年级以后学习任务、校园环境、自己的心理等
方面发生的新变化。

2.初步了解中学在学习环境、学习任务、规章制度等方面的
新特点、新要求。

3.主动与同学沟通，相互帮助，友好相处，提高自己的人际
沟通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1.积极参加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为创建良好的班风出谋划
策。

2.运用自我调适的方法，制定行动计划，成为“阳光少年”。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以积极的心态适应学校新生活，自觉融入新的集体，为创
建良好班风而努力。

2.为新的学习生活做好准备，不断增强集体归属感和荣誉感。



1.优良的班风我们创是本课的重点和难点之一。说它是重点，
因为班风好坏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大的影响;说它是难点，
主要是因为落实到每个人的行动上需要长期的努力。现在的
中小学生，往往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2.做个阳光少年要解决的是怎样尽快适应环境的问题，这是
本课的又一个重点和难点。说它是重点，是因为它是华考范
文 本课生活主题“我是中学生了”的总结和归宿。“我是中
学生了”，那就必须认真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学生，“做
个阳光少年”是认识上的升华。说它是难点，是因为环境适
应的快慢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人而异。实践中应如何适
应环境、利用环境，是一个难点。

1.相识的人怎样才能成为朋友?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好朋友?

(1)相识是容易的，而要成为朋友则需要彼此之间的真诚和心
灵的沟通。

(2)认识一个人并成为好朋友，快乐时就会有人与我们共享，
痛苦时就会有人与我们分担，迷惘时就会有人给我们指点，
我们的身心就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2.什么是班风?良好的班风有什么作用?

(1)班风是指一个班级稳定的、具有自身特色的集体风范，是
一个班级中大多数学生在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共同倾
向。

(2)良好的班风能引导全班学生的言行，对个人的健康成长和
优秀班集体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3.优良的班风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优良的班风主要体现在精神风貌、学习氛围、同学关系等许



多方面。

初一月考总结班会班会篇二

对学生进行用电、防火、防盗等教育，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使学生学会一些自救的方法，让学生在遇到危险时能采取一
定的措施，保护自己。

资料准备：

《安全教育读本》

教学过程：

一、用电安全

1、学生说说家里有哪些电器?(引起学生兴趣，因他们较熟识。
)

2、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及时教育：

现代家庭，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庭中的电器也越来越
多，给我们学习、生活带来了好多方便及乐趣。但是，如果
我们没有掌握一定的用电知识，不注意用电安全，就会很危
险。所以，我们不要出于好奇，自行拆卸、维修电器，不要
私自拉或乱接电线和随意拆装电器。使用和操作电器要注意
不能湿水，一旦电器出现故障，应立即截断电源。

二、防火安全

1、提出问题讨论：

如果你发生火灾或看到邻居有火灾怎么做?(学生各自发表意
见，说做法，对正确的肯定。)



2、根据讨论，结合《安全教育读本》向学生补充一些防火知
识。

首先：自己不能玩火。其次：发现火灾要想办法自救。再次：
要知道报火警电话：119。还要注意有电的要及时切断电源，
同时要听从救火组织统一安排。

三、防溺水

结合现实生活中因游泳、玩水等引发的溺水事故，结合我们
这些地方的天气和地域情况，要求学生不能私自到河滩、水
库等危险地方游泳，即使是在游泳池也必须有大人陪同和严
守规则。同时，发现有溺水事件发生要及时报告大人，不能
自行下河、水库等救人，因为你们还不具有救人的能力。

四、结合实际进行防止高楼坠下、误服药物中毒等教育。

五、课堂总结。

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用电安全、防火安全、防溺水安全教
育，今后我们还会学更多安全知识，这样对你们有很多的好
处。

六、作业：

初一月考总结班会班会篇三

一、重新定位打造自己

在初中这个新起点上，首先要重新定位自己，调整好心态。
也许你是踌躇满志的来到新学校，希望能展现自我的风采，
但中学招生范围扩大，新集体里人才济济，以前出色的你不
再拔尖，还可能评不上班干部，成绩不尽如人意，名次下



滑……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这些挫折，但你千万要记住:不能就
此心灰意冷、一蹶不振，我们要用不懈的努力一点点证明自
己。也许你在小学时表现一般，入学成绩比别人低，但不能
就此盲目断定自己不行而自暴自弃，因为入学或摸底成绩只
是代表过去，证明不了现在和将来，新的竞争刚刚开始，孰
胜孰负还看今朝。

我们一起迈入初中大门的，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不管小
学是否优秀那都已成为过去，过高或过低的自我评价都会困
住前行的脚步，新的生活面前需要我们重新定位自己打造自
己。

二、课程增加改变学法

同学们，这就是学习的方法不同而出现的差异.到了中学要注
意哪些学习方法呢? 第一要主动适应老师的授课方式。中学
改变了小学那种事无巨细式的教学方式，老师往往集中讲解
难点、要点，并且讲过就不再重复，我们要主动去适应老师
的授课方式，包括语音、板书、思路、要求以及某些教学习
惯。想做到这一点有两个诀窍：一是预习，拿着书本随便翻
看不是预习，预习是把第二天的功课尽可能看懂，并找出不
懂的地方，在课堂上做为重点听，这可以提高我们的听课效
率培养自学能力。二是多请教，主动把自己的学习状况向老
师介绍，有问题就大胆问，千万不要碍于面子而把听不懂的
知识留到明天，从一开始就不能欠学习账，否则学习中的漏
洞越来越多，到了高年级就难以弥补了。

第二要制订科学的学习计划。要解决科目多学习量大的问题，
最好方法就是制定学习计划。包括长期计划，新学期我的目
标是什么，到期中期末我要达到什么水平，还可以找个竞争
对手来激励自己;此外还有短期计划，也就是周计划、天计划，
比如：我怎样安排这一天的学习和玩耍时间，利用什么时间
做哪门作业，何时预习，何时做系统复习等等。只要这样踏
踏实实完成每天的计划和小目标，就可以自如地应对新学习，



达到长远目标。三要注意摸索适合自己的学法。在初中阶段
学习方法的重要性体现的尤为突出，因为学习的难度加深、
灵活性加大，不能单凭死记、死学，要讲究记忆的方法，注
意对知识的消化和理解。而且各学科的特点不同，学法也有
区别，我们在新的学习过程中要注意不断反思和调整，逐渐
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学法，做到事半功倍。

三、学会适应学会交往

首先我给同学们讲一个案例:

陈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不知怎么的，爸爸、妈妈发现她自
从上初中后，话越来越少，就喜欢独自静坐在自己的卧室内，
面对书本发呆。从前活泼、开朗、好动的她好像变了个人似
的，而且有时还无故发脾气。偶然间，妈妈发现她的笔记本
上写着：“为什么成绩下降?”“为什么同学都不喜欢我?”
父母有些担心了，就去学校找老师了解情况。老师也反映现
在的陈佳比较内向，上课不愿说话，与同学的交往也比较少，
有时班级搞活动，她总是不知不觉地成为旁观者。

陈佳同学表现出来的现象，实际上是学校环境适应障碍。因
此我希望我们的初一新同学不要象陈佳，要学会适应学会交
往.适应学校环境的变化。到了初中人际交往范围发生了较大
变化，大家来自不同学校，彼此陌生，这时很多人会感到孤
独，想念过去的同学，这都是正常的心态。要摆脱这种不良
状态，就要积极主动去熟悉新的班级和同学。初来乍到，也
许一个熟人也没有，你会感到孤立无援，但想一想大家不都
一样吗，都没有朋友又都渴望交友，我们可以主动一些，大
胆和同学搭话，热情为班级做事，比如问问同学叫什么，然
后把你介绍给他;同学缺少什么，可以借给他;老师要发新书
了，积极去帮忙;值日表还没有排好，主动去清扫卫生……无
形之中你就和同学、老师“混”熟了，越来越融入这个新集
体，朋友多了起来，陌生感自然会逐渐消失。



初一月考总结班会班会篇四

教学内容：学习一些家居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知识。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有关安全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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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1、用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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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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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游泳时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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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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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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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发生火灾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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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结：

只要我们处处小心，注意安全，掌握自救、自护的知识，锻
炼自己自护自救的能力，机智勇敢的处理遇到的各种异常的
情况或危险，就能健康地成长。

初一月考总结班会班会篇五

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大多数同学亲身参与其中，能
引起学生情感的共鸣，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

使学生感悟亲情，感受师恩，体验友情，学会感恩。告诉大
家生命不是你一人所有，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东西也不属于你
个人，请珍惜生命请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请珍惜他人为你
的努力和付出，请常常报有一颗感恩的.心。

如何表达出感恩的情感以及对万物都抱有一颗感恩的心。

一、播放歌曲《感恩的心》，导入班会主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过别人的帮助和支持，应该时刻感谢这
些帮助你的人，一个人的成长，要感谢父母的恩惠，感谢国



家的恩惠，感谢师长的恩惠，感谢大众的恩惠。

没有父母养育，没有师长教诲，没有国家爱护，没有大众助
益，我们何能存于天地之间？所以，感恩不但是美德，感恩
还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

二、讨论：自己怎样认识感恩的？

学生1：所谓“感恩”，就是要记住别人对自己的恩惠，学会
报答那些给自己帮助的人。

学生2：我认为我们在生活中就是要多帮助父母，多体谅老师，
那就是感恩。

学生3：生活中我们要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一切帮助过
我的人。

教师总结：刚才几位同学都说了自己对“感恩”的理解，非
常好。老师想，在生活中，我们首先要感恩的是父母，因为
他们生养了我们；其次，我们要感恩的是老师，因为他们教
育了我们；另外，我们还要感恩朋友和对手，因为他们促进
了我们的成长；甚至我们还要感恩自然，因为自然给了我们
阳光雨露，蓝天碧树，四季变换。可以这样说，面对生活，
我们就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三、感恩故事

四、游戏

规则：每位同学桌面上都有3张小纸条，请大家仔细想想有哪
些朋友，同学曾给予自己帮助，或者自己因为某些事想要真
诚的谢谢他/她，哪怕只是一次很简单的帮助，只要他/她曾
经帮助过自己，都可以写下来，告诉他/她你谢谢他，她曾经
的帮助。纸条上可以不用署名。写完后，为了防止偷看，大



家都趴在桌面上。然后请其中的两排同学依次将纸条悄悄的
放在他们所想要感谢的同学的桌面上。大家睁开眼睛，看同
学写给自己的话。

通过“小纸条传递感谢”的游戏，每个同学收到小纸条都会
发现，原来可能只是自己不经意的一次帮助却让同学记的这
么久，付出后收获的是同学真诚的感谢。

五、感恩大调查

问题1：你知道父母的生日吗？问题2：你能经常与父母沟通、
交流吗？

问题3：你会厌烦父母的说教，甚至恨父母吗？

问题4：你会为父母做家务活吗？

问题5：你知道你的父母最喜欢的东西吗？

师：孩子们，感恩不待时，拿出我们的实际行动，向爱我们
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感恩吧！

六、感恩方法大奉献

1）为工作劳累了一天的父母倒一杯茶，揉揉肩，讲讲笑话。

2）每天好好学习，回家聊聊学习情况，谈谈收获，讲讲感受，
给父母一个好心情。

3）多体谅、理解父母，不与父母争吵，多为父母着想。

4）学会拥抱父母，说声“谢谢”。

5）为父母分担一些家务和烦恼。



6）学会节约，不浪费父母的劳动成果。

7）每天反思，学会对父母说“对不起”。

8）学会尊重、关爱身边的人。多做有心人，及时送上温暖。

七、结束语

让我们人人行动起来，说感谢之话，怀感动之情，做感恩之
事。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老师的教诲之恩，感激同学
的帮助之恩，感激社会的关爱之恩，感恩一切善待帮助自己
的人。让“感恩”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