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规划导航班会教案及反思(大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
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
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生规划导航班会教案及反思篇一

男：尊敬的老师们女：亲爱的同学们合：大家下午好!

男：听，你的耳边有一种无声的语言，那是世纪的召唤，他
没有语调，可你一定听得见。

女：看，你的眼前有一幅绚丽的画面，那是辉煌的未来，他
没有激越的鼓音，但你一定看得见。

合：因为我年轻，所以我奋斗。因为我年轻，所以我拼搏!男：
我们拥有美好的未来。女：我们拥有崇高的愿望。男：我们
拥有火一样的青春。女：我们拥有奉献的渴望合：只要矢志
不渝男：就能赢得光辉的未来!女：就能攀登理想的巅峰!

男：因为年轻我们一无所有，因为年轻我们无所不有!

女：人生如大海航行，人生规划就是人生的基本航线，有了
航线，我们就不会偏离目标，更不会迷失方向，才能更加顺
利和快速地驶向成功的彼岸。

男：下面就让我们用最美妙的歌声开启我们的梦想之船!合：
下面请欣赏歌曲《梦想天空分外蓝》!

男：没错，在人生的每一个漂流中，可能会远离我们的人生
坐标。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学会在远离目标的时侯，去创造
条件，接近目标。所谓创造条件，本身就是一种进取，一种



求索，一种心向即定目标的挚着，一种坚忍不拔的追求。

女：光有理想是不够的，我们更要树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和规
划。男，没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长远且适合自己的人生目
标与规划，那么在未来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女：同学们，下面请欣赏相声《向左，向
右》。

女：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这正是我们播种梦想，
收获希望的时候。

男：再过44天我们即将迎来人生的第一次真正的考
验————高考。女：是啊高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未来人生
规划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男：那高考结束后的志愿的填报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啊。

女：没错，志愿的填报和我们未来的人生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下面就让我们看一段视频，看看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女：下面请看视频

男：看完刚才的视频相信同学们对未来志愿的填报应该有了
一定的认识了吧。

女：是啊，对于我们来说即使填报完志愿，考上理想的大学
其实那也不是我们终点，相反我们更应该抓紧时间到了大学
也要努力奋斗，否则我们未来面对工作的时候一样会遇到困
难，后悔不及!男：下面请欣赏小品《悔不当初》!

女：感谢以上几位同学的精彩表演，下面有请我们的班任对
本次班会进行总结。

女：菁菁校园，莘莘学子绚丽的梦;



男：唰唰的粉笔声，挥洒着老师辛勤的汗水;

女：这里一步一个脚印;

男：和着时代的进行曲;

合：共同谱写着青春的交响乐。

男：珍惜时间

女：珍惜青春

合：为追梦，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祝大家在xxxx年的高
考中金榜题名!

人生规划导航班会教案及反思篇二

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即活动目的、活动形式、活动程序、总
结。

以“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四个板块，对格言作
解释，最后是“延伸阅读”，进一步对格言作解读，并引伸
出该格言对青少年的启示。书中每篇的书法展示，均出自书
法名家之手，极具功力，各有特点；文中还配以小故事，并
加上插画，以此形式提升阅读的趣味性。

以此方式来写出主题，并升华主题，可以写出很好的教案。

1、取材内容合理，切合课程宗旨，符合培养目标定位的要求，
适应现实需要，讲述内容观点正确，有实际应用价值。

2、能够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典型事例研究分析，揭示学科相
关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实质和价值及明确的'应用方向。



3、逻辑思路清晰，符合认识规律。在教知识的过程中渗透教
认识问题的方法，通过互动式教学安排和过程，能够使学生
举一反三，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和能力。

人生规划导航班会教案及反思篇三

1、回顾小结自己快乐的暑假 ，进一步对孩子进行诸如学习
习惯等常规教育。

2、交流讨论新学期的打算，激发对新学期、新知识的学习热
情。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内驱力，使学生建立
起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

认识了解自主学习方法以及自主学习本的使用。

一、课前谈话（话暑假 品收获）

二、重温课堂听说读写的习惯。

过了一个开心而又漫长的暑假，师生之间彼此建立的情感也
许会有些淡了，好的学习习惯有些遗忘了，今天我们再一起
讲讲学习习惯，重树学风。

（一）听的习惯

1、听讲时身体坐正，双手抱胸，双脚放平，注意力集中，不
随便交谈、打闹、下位，不做小动作，不伸懒腰，不阅读与
上课内容无关的书籍或做与本节课无关的作业。（训练坐姿）

2、珍惜课堂每一分钟，认真倾听，积极思考，大胆发言、质
疑，不但学懂学会，还要掌握学习方法，逐步做到会学。我
们是四年级学生，应有选择地做好听课笔记，将老师上课讲



的重点写在书本上，以提高学习效率。

3、听同学发言或提问时，做到不观望、不插嘴、不嘲笑。当
听到见解、观点一致时，自然地表示认可或赞许；当听到不
同意见时，待同学发言结束后，提出建议或进行补充，“我
补充……的意见”，不允许插话、抢嘴，随意地打断同学发
言。

（二）说的习惯

1、课堂上回答提问与提出问题规范地举起右手示意，不能站
着举手或是边举手边喊，经教师允许后起立站直回答，如果
不知道怎样回答，应礼貌地如实告诉老师：“对不起，我不懂
（我没想好）而不是站起来什么话都不说。”发言完毕，经
老师同意后轻轻坐下。

2、答题或提问态度严肃认真，立姿自然得体，讲普通话，吐
字清晰，声音响亮。答题形式讲究规范，用上“我认
为……”、“我发现……”、“我补充……的意见”等说话
形式，做到说话完整，条理清楚，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三）写的习惯

1、在课堂上做作业时应该听清要求，明确格式，不擅自离开
座位或窃窃私语，保持教室的安静。

3、作业姿势要端正，左手按住作业本或是平放桌上，右手离
笔尖一寸，胸离课桌一拳，眼离书本一尺，自觉保护视力。

4、作业本要妥善保管，不能乱扔、乱写、乱画与撕毁，保持
作业本的卫生与整洁。

（四）合作学习的习惯



1、围绕主题人人参与小组讨论，主动有序地发表个人意见，
认真听取他人发言，待同学讲完后再补充自己的意见与看法。

2、在班里发表小组意见时，用上“我们认为、我们觉得”等 、
作业格式规范、行款整齐，独立、按时完成。

说话形式，尊重合作学习的劳动成果。

（五）语文习惯培养。布置学生准备预习本、课堂抽写本、
家庭作业本、钢笔等一些学习用品。

1、督促孩子做完作业后及时检查。

2、与家长沟通，形成家校合力。在家中孩子做完作业后让孩
子自己检查后家长再检查一遍。

三、小结。

老师相信：在新的学期里，同学们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取
得更优异的成绩！

人生规划导航班会教案及反思篇四

【关键词】人生目标;人生规划

【引入】

新浪网曾经对中学生做过人生、职业规划方面的调查。大部
分高中生对于自己的未来定位模糊，他们喜欢幻想，却又不
了解社会现实。

27%的人没有目标;60%的人目标模糊;

10%的人有清晰但比较短期的目标;3%的人有清晰且长期的目



标。

25年的跟踪研究结果，发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及职业分布十分
有意思。

那些占3%有清晰且长期目标的人，25年来几乎不曾更改过自
己的人生目标，始终在朝着同一方向不懈地努力，25年后，
他们几乎都成了社会各界的顶尖成功人士，他们中不乏白手
创业者、行业领袖、社会精英。

那些占10%有清晰短期目标者，大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他
们的共同特点是，短期目标不断被实现，生活状态稳步上升，
成为各行各业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工程师、
高级主管，等等。

其中占60%的模糊目标者，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他们
能安稳地生活与工作，但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

剩下27%的事那些25年来都没有目标的人群，他们几乎都生活
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生活都过得不如意，常常失业，靠
社会救济，并且常常都在抱怨他人，抱怨社会，抱怨世界。

对于高中生尤其是刚刚从初中升上高中的学生来说，人生就
像大海航行一样，如果不明确自己的方向，他们就不可能到
达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

【教学目标】通过活动，使学生能够正确评价自己、认识自
我，初步拟定自己的人生规划，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特点以及能力，制定属于自
己的人生规划。

【教学难点】引导学生将自己制定的人生规划付诸于行动并
持之以恒。



【教学方法】问卷调查法、学生之间互动法(拍卖人生规划)、
全班交流(交换名片)。

【教学过程】

不同学生想法不同，以下是他们可能的答案：一个冰箱、一
层楼、或者一栋摩天大厦。

教师：不是的，差太多了，同学们，这个厚度超过了地球和
太阳之间的距离(2的51次方再乘以一张纸的厚度)。试想一下，
如果仅仅将51张纸堆叠在一起呢?结果可想而知。这就是规划
的力量!如果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清晰而合理的规划，并一
直在这条路上奔跑，那么你的人生就会达到一个难以想象的
高度。

那么同学们怎样才能让我们的人生不虚度年华，不碌碌而为
呢?那就是——规划人生。(引出下一步骤)

1.以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同学们，你有没有认真思考过以下
三个问题?(3分钟)

(1)你这一生究竟想要得到些什么?(物质、精神、人际??)

(2)你现在能够做什么?

(3)你现在所做的和你的人生目标在靠近吗?学生思考并畅所
欲言。

教师小结：可能大多数同学或多或少都会想过这些问题，但
多数

2.了解自己，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问卷调查)(9分钟)

这一哲学命题会给我们的人生规划以启示。



我是谁?

人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必须排除外来的压力，比如父母的期
望、师长的教诲、将来的就业压力等。要在完全放松的情形
下，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性情来正确地规划未来的生活。

我从哪里来?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是要我们客观看待自己的过去，认清自
己的知识水平、见识、人生经历等，给自己一个恰如其分的
评价。做到这一点，就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现状，不再怨天尤
人，不再好高骛远。

我要到哪里去?

就是在真正明白自身条件和所处现状的基础上，合理地制定
出自己的人生规划。并能够把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结合起来，
长期计划为目标，短期目标位阶段，由此出发，一步步向目
标靠近。

那么如何制定出符合自己的人生规划呢?

这需要我们对自身有个深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问
卷调查，请同学们拿出手中的答题卡，按照要求来作答。(霍
兰德职业倾向测试量表)

3.反馈问卷结果，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个性以及职业倾向。(2
分钟)

同学们都清楚了自己的兴趣以及职业倾向，那么下面我们可
以着手来设计自己的人生了!请同学们拿出你们手中的白纸，
写下你的人生规划，可以以年龄段为线索来设计。

学生在设计人生规划过程中，教师可适当指导或者解答疑问。



同学们都制定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规划，那么大家想不想知道
你的人生规划在别人眼中价值几何呢?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游
戏——竞拍人生。

且只能竞拍一种人生。每次喊价最大增幅不超过50。

3.拍卖成功后，请带着筹码到前面领取拍卖品“人生规划”。
并说出你为何要竞拍这一份人生规划。

笨过程旨在融趣味与教育性于一体，通过拍卖，学生会了解
到哪一种人生更加有价值，更具吸引力，这对他们设计自己
的人生之路会有所启发和指引。

同学们，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关于未来的蓝图，只不
过这幅画卷有的清晰，有的模糊。通过刚才几个环节的活动，
我想现在这幅画卷可能已经浮出水面了，那么现在请同学们
拿出笔来，通过我们刚才自己设计的人生规划，充分发挥你
的想象力，设想一下二十年后的你，为自己做一张个人名片。

做完之后两个同心圆的同学互相交换名片，彼此为对方永久
保存这张名片。可在二十年之后交给他。

本过程会极大地激发学生激情，让学生的热情，让学生将心
中理想落于笔端，对他们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

同学们，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前程似锦，
有人说成功属于聪明的人，有人说成功属于勤奋的人，而我
觉得成功是属于有准备的人，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
努力学习锻炼自己，为以后的就业和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制定人生规划最重要的事要付诸于行动并坚持不懈地进行下
去。无论眼底闪过多少美丽憧憬，如果没有付诸行动，那么，
一切都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



另外同学们还要注意一点，现实社会不是编好的程序，而是
未知多变的，制定的规划可能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这一点，
我们应当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此在遇到突发情况和不良影
响时，应当保持头脑的清醒冷静，从而做出正确的分析，果
断拿出应对方案和既定方案接轨。

成功，不相信眼泪;成功，不相信颓废;成功，不相信幻影;

成功，只垂青有充分磨砺充分付出的人。未来，只掌握在自
己手中。未来，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爱拼才会赢!

同学们，希望你们能把我自己的人生，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美好的人生，活出自己，活出精彩!

人生规划导航班会教案及反思篇五

正值5·12汶川地震三周年纪念活动，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各种
形式的纪念和悼念活动。实验中学也在这个时候推出了有关
地震的“感恩·奋进”的活动主题。主张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让学生们体会灾难过后，我们最需要的是心存感恩，回报
社会的胸怀。学会感恩就是对生活，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和
帮助过自己的人有一颗感恩之情。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
泉相报。当我们学会感恩时，我们也会对生活抱有更加乐观
的态度和面对一切困难的勇气。

1、鼓励学生回忆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和感恩事件

2、激发学生对生活的感恩和热爱之情和对抗生活不预料困难
的勇气与信心。

卡纸、剪刀、ppt、背景音乐等

1、播放视频：《生死无惧，爱心相依》



注：课前播放（5分钟左右）

2、开场白

目标：引出班会主题：面对灾难，心怀感恩之心

1）诗歌朗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2）放音乐《感恩的心》，回顾一生当中值得感恩的画面和事
件；（5分钟左右）

4）生命列车（5分钟）：教师朗读

5）“我心永恒，传递感恩”——感恩留言活动（15分钟）
（背景音乐：《我心永恒》）请同学将自己想感恩的人或者
想对某人说的心理话都写在纸上。

6）教师总结：ppt齐唱《感恩的心》（伴奏）（2分钟）

问题：

1、中途音乐放不出来——课前试验设备流畅性。

2、自言自语——提前准备。

3、肢体语言、教姿教态等（注意自己的下意识动作，如吐舌
头等）——对照镜子多加练习。

4、学生课堂发言不是太踊跃——与学生多加交流，多了解学
生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