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绿色班会教案(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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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绿色班会教案篇一

1、让学生简单了解端午节的由来和各种传说。

2、通过活动了解端午节吃粽子的风俗习惯。

3、在活动中感受__传统节日的魅力。

二、活动准备：

多媒体课件、粽子（学生自备）、橡皮绳。

三、活动时间：

5月28日。

四、活动对象：

一（1）班。

五、活动过程：

（一）活动序幕。

女：今天真高兴，爸爸妈妈来到学校和我们一起活动。

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爸爸妈妈！（鼓掌）



女：（面对着男主持问）__，你知道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吗？

女：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嘛。

男：先别夸我。我也来考考你：你知道哪个传统节日要吃粽
子吗？

女：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让小朋友回答你吧！大家说什么节
吃粽子？

（全班同学齐回答：端午节）

男：那么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在端午节里还有些什么习
俗和活动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近端午节去了解一下吧。

女、男（齐说）：话说“端午”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女：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就是__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
节，也叫“端阳”、“龙日”、“夏节”、“五月
节”、“诗人节”“女儿节”、“小儿节”等等。

男：虽然名称不同，但总体上说，各地__过节的习俗还是大
多相同的。

（二）端午故事。

女：端午节是__古老的传统节日，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很多，下面就请大家听听故事大王陈皓
烨讲讲端午节的故事。

1、《屈原与端午节》。

男：谢谢__给我们讲的精__故事！（鼓掌）原来端午节是为
了纪念屈原。不过我还听说一个与端午节有关的故事——
《孝女曹娥舍身救父》，请__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大家欢



迎！（鼓掌）

2、《孝女曹娥舍身救父》。

女：__讲的故事真感人，谢谢！（鼓掌）我也知道一个与端
午节有关的故事，就请李思雪来说一说。

3、《秋瑾舍身为__》。

男：看来与端午节有关的故事还真不少呢！

（三）端午习俗。

1、悬艾叶、菖蒲。

女：过端午节，是__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广人
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的节名，而且
各地也有着不同的习俗。主要有：女儿回娘家，悬挂菖蒲、
艾草，佩香囊，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
黄，饮用雄黄酒，吃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

男：__，你刚才说的菖蒲、艾草是什么东西？

女：别着急，我马上请__和__给你介绍一下这两样东西。大
家欢迎！（鼓掌）

男：原来菖蒲、艾草还有这样的功能啊。过端午的时候，我
一定要让妈妈买一些挂在家门口。

2、端午诗会。

女：端午节还被称作“诗人节”。几位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了
端午节的诗篇。

男：那就请上来念给大家听一听（鼓掌）。



（1）节令门端阳（清）李静山。

（2）竞渡歌（唐）张建封。

（3）七律端午老舍。

3、赛龙舟。

女：你知道端午节最热闹的习俗是什么吗？

男：这还用说，就是赛龙舟嘛。

女：为什么比赛的船要刻成龙的形状呢？（播放《赛龙夺
锦》）

女：说了半天，我都有些心痒了，真想亲身经历一下。

男：别急，今天就让你过把瘾。下面我们玩个游戏叫“赛龙
舟”。（游戏：赛龙舟））

4、品棕乐。

女：除了赛龙舟，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就是品尝粽子。

男：端午节吃粽子，这是____的又一传统习俗。由来已久，
花样繁多。

女：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__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
粽叶、包粽子，其花__品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
小枣的__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
料。可见我国的粽子南北风味有别。

男：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__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
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女：说了这么多，我肚子里的馋虫都快爬出来了。

男：别急，别急。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接下来就请大
家一起品尝美味的粽子吧。

女：等等，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来了。让他们和我们一起
分享吧。（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分享粽子）

男、女（齐说）话说“端午”主题班会到此结束，感谢爸爸
妈妈参与我们的活动！（鼓掌）恭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绿色班会教案篇二

1、知识目标：让幼儿初步了解什么是垃圾食品、"三无食品"、
腐烂变质食品，知道吃了这些食品会危害身体健康。

2、能力目标：通过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等多种感官活动，
让幼儿初步掌握辨别垃圾食品、"三无食品"、腐烂变质食品
的具体方法。

3、情感目标：增强幼儿对安全食品的自我意识，拒绝垃圾食
品、"三无食品"、腐烂变质食品，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重、难点：

重点：让幼儿了解什么是垃圾食品、"三无食品"、腐烂变质
食品，知道这三类食品对身体的危害性。

难点：让幼儿掌握分辨垃圾食品、"三无食品"、腐烂变质食
品的具体方法。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在家长的配合下，让幼儿简单了解食品安全方



面的知识。

2、物质准备：课件、喜洋洋娃娃一个、垃圾食品、腐烂变质
食品、"三无"食品若干包和其他安全食品若干包。装食品的
篮子若干个。

教法、学法：

教法：情境导入法、提问法、直观教学法、游戏竞赛法等。

学法：观察分析法、讨论法、多种感官参与法。

活动过程：

(一)应邀做客，激发兴趣活动一开始出现喜洋洋娃娃，并以
接到小熊的应邀做客激发幼儿兴趣。

(二)观察讨论，分析讲解1、观看多媒体课件画面一，认识垃
圾食品。

2、观看多媒体课件画面二，引导幼儿观察食品外包装，认
识"三无"食品。

教师分发一些食品给幼儿，在喜洋洋的提醒下让幼儿认真观
察食品的外包装，并进行对比，再由喜洋洋引导幼儿观察卫
生条件极差的食品生产小作坊后告诉幼儿在这种环境下生产
出来的食品就是"三无"食品。再由喜洋洋通过讲解进行小结，
进而使幼儿明确什么是合格和"三无"食品。

3、观察课件画面三，认识腐烂变质食品。

小熊又拿出它最喜欢的水果、鸡蛋(其中有些开始腐烂变质)
请客人吃。喜洋洋再一次的提出问题："这些食物有何不同?"
幼儿进行观察后讨论，然后喜洋洋进行总结：像这种开始腐
烂有异味颜色不鲜艳的食品就是腐烂变质食品，上面有大量



有害细菌，不能食用。

(三)采购食品，游戏巩固创设超市货架情境。食品架上混合
放着垃圾食品、三无食品、腐烂变质食品和一些安全食品，
幼儿分成三个小组进行食品分类采购比赛，看哪一组采购的
食品又多又安全。教师以食品检验员的身份参与游戏。

(四)延伸活动，目标提升师：今天我们在小熊家做客时又学
到了一项新本领，知道了什么是垃圾食品、"三无"食品、腐
烂变质食品，请小朋友们回家后和爸爸妈妈一起看一看、找
一找生活中还有哪些食品是垃圾食品、三无食品和腐烂变质
食品。

绿色班会教案篇三

1、了解有关幼儿容易传染上的传染病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生
活经验说出预防疾病的方法。

2、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3、幼儿学习一些基本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增强幼儿预防疾
病的意识。

二、活动重、难点重点：

了解有关幼儿容易传染上的传染病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生活
经验说出预防疾病的方法。

难点：幼儿学习一些基本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增强幼儿预
防疾病的意识。

三、活动准备

1、有关传染病的资料与图片。



2、幼儿用书。

四、活动过程

1、师幼谈话，由幼儿比较熟悉的手足口病谈到传染病。

(1)、讨论春秋季为什么是流行的多发季节?(春天和秋天气候
乍暖还寒阴雨绵绵，潮湿多雾，气候多变。)

(2)、教师告诉幼儿春秋季会有哪些流行会出现?(如：感冒、
麻疹、咳嗽、腮腺炎、水痘、手足口病等)

(3)、重点介绍手足口病的临床表现。

(4)请幼儿讲述自己生病时的经历和感受。(如请医生诊治，
要定时服药，多休息，多喝水，痊愈后才回幼儿园上课等。)

2、教师讲述手足口病的传播途径。

(1)、幼儿运用自己的已有经验讨论讨论。

(2)、请语言能力强的幼儿到前面来讲一讲小朋友们的经验。

(3)、老师小结：咳嗽，打喷嚏，吐口水，，毛巾及手摸过的
用具上都会留下细菌，都有可能会传染手足口病的。

(4)、很多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手足口病是一样的。

3、幼儿讨论：如何预防手足口病。

(1)、提问：我们应该怎样预防传染病?

(2)、幼儿自由回答。

(3)、老师小结：多喝开水，多吃蔬菜水果、不挑食，勤洗手，



勤剪指甲，不喝生水，打预防针，不接触生传染病的人群。

绿色班会教案篇四

元宵花灯喜乐会

二、活动时间：

20__年2月24日

三、活动目标：

1.幼儿充分感受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乐趣，激发幼儿对元宵节
的兴趣。

2.通过活动，收纳周边幼儿名单，扩大幼儿园招生宣传。

四、活动地点：

可选择公园、幼儿园操场、幼儿园各班活动室。

五、活动人员：

全体师生、家长、周边社区的幼儿及家长。

六、活动前沿

一)前期准备：

1.给本园家长发放活动通知及邀请函，园外幼儿到现场领取
邀请函参加活动。

2.幼儿登记表(用于现场领取邀请函时登记)。



3.如在公园里，须提前和有关人员联系好场地。

4.活动需要准备的背板。

5.制作条幅：__幼儿园元宵喜乐会。

6.准备许愿树(幼儿园可自制、也可用幼儿园的较大棵的盆栽
树，数量可根据情况，准备1—2棵)，许愿卡片。

7.制作花灯的材料(皱纹纸、彩色卡纸、宣纸、剪刀、胶棒、
胶水、塑料瓶、多色毛线、彩笔等)。

8.班级内提前向家长收集花灯图片、花灯、饮料瓶(矿泉水瓶、
露露瓶等)、多色毛线/细绳，将其中收集的图片做成展板进
行展示。

9.准备音响设备，准备欢快的音乐，幼儿园早操或课间操音
乐、广场舞音乐、节日的歌曲等。

二)场地布置：

公共场地用气球、彩带、彩旗、灯笼、彩灯装饰，在突显的
地方挂好条幅。

绿色班会教案篇五

清明节来历和风俗等资料的介绍

引入：师朗诵：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主持人甲：同学们，你们知道今年的4月4日是什么节日吗?

主持人乙：对，那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清明节是我
们中国人传统的纪念祖先的节日。说起清明节的来历，我们
就会想起一个人——介子推。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介子推
的故事吧。

传说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逃亡在外，
生活艰苦。跟随他的介子推不惜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让他
充饥。后来，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晋文公)，大肆封赏
所有跟随他流亡在外的随从。惟独介子推拒绝接受封赏，带
了母亲隐居绵山。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
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
清明复清明。

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生火，家
家户户只能吃生冷的食物，这就是寒食节的来源。寒食节在
清明节的前一天，古人常把寒食节的活动延续到清明，久而
久之，人们便将寒食与清明合而为一了。现在，清明节取代
了寒食节。

同学们都搜集了哪些关于清明节习俗，能来介绍一下吗?

主持人甲：谢谢为我们做的介绍，现在，我又多了解了一些
关于清明节的知识了。

主持人乙：自古以来，清明扫墓不光是纪念自己的祖先，对
历史上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人民都会纪念他。



清明节祭扫烈士墓和革命先烈纪念碑，已成为我们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的一种形式了。

(1)到了清明节，最主要的一项活动就是祭祖扫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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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描写清明扫墓的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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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在清明扫墓呢?这大概是因为冬去春来，草木萌生。
人们想到了先人的坟茔，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
新土，供上祭品，燃香奠酒，烧些纸钱，或在树枝上挂些纸
条，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

(2)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
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
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
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因此，这个节
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
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我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个放风筝的习俗。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
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
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在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
象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
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
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清明节来临，我们倡导从“无火不成祭”转变为“无火祭
奠”，将“无火祭奠”这一方式变成一种风尚，还清明节
以“清明”。因为这种风尚既寄托了哀思，又传播了文明，
它不仅仅是一种祭奠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它
需要我们的参与和维护，它需要走进寻常百姓家，为大众所
认同。



防火教育：

1、不玩火。有的青少年对火感到新奇，常常背着家长和老师
做玩火的游戏，这是十分危险的。玩火时，一旦火势蔓延或
者留下未熄灭的火种，容易引起火灾。

防设施，还留有供火灾发生时人员疏散的安全通道，要自觉
爱护消防设施，保证安全通道的畅通。

3、清明节祭祖上坟时，要采取文明简约的方式，做到不玩火，
不燃放鞭炮，禁止携带火种上山游玩。一旦发现火灾，要及
时报警，未成年人不得参与扑火和救火。

4、怎样报火警?

(1)、牢记火警电话119。没有电话或没有消防队的地方，如
农村和边远山区，可以打锣敲钟、吹哨、喊话向四周报警，
动员乡邻一齐来灭火。

(2)、报警时要讲清着火所在地址。

(3)、说明什么东西着火，火势怎样。

(4)、讲清报警人姓名、电话号码和住址。

(5)、报警后要安排人到街道口等候消防车，指引消防车去火
场的道路。

(6)、遇有火情，不要围观。有的同学出于好奇，喜欢围观消
防车，这既有碍于消防人员工作，也不利于同学们的安全。
注意：不能随意乱打火警电话。假报火警是扰乱公共秩序、
妨碍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如发现有人假报火警，要加以制
止。

交通安全：



注意在清明节假日期间路上的安全，要遵守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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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更好地传承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