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班集体做好事有哪些 小学国庆节班会
教案国庆班会(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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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班集体做好事有哪些篇一

本课主要通过多媒体的形式，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老师引导
介绍的学习形式，让学生了解一些国庆知识，以及国庆节的
来历和祖国各地庆祝国庆的信息。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知道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知道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二)能力目标

了解国庆节的来历和祖国各地庆祝国庆的信息，以自己喜欢
的方式庆祝国庆节。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激发学生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表达对祖国生日的最美
好的祝福。

教学重点



了解国庆节的来历和祖国各地庆祝国庆的信息。

教学难点

激发学生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表达对祖国生日的最美
好的祝福。

教学方法

讨论法、探究式教学法、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和感受、
录像

教学媒体

多媒体、投影仪等

课时安排

2～3个课时

教学结构与过程

【课前准备】

1.让学生搜集一些本地庆祝国庆节的资料。

2.通过网络或其他途径，搜集一些与国庆节相关的素材。

【导入新课】

(让同学们欣赏视频“xx周年国庆纪实”。)

老师：同学们，大家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天举行这么大的盛典
吗?



学生：(略)

学生：(略)

老师：下面就让我们学一学国庆节是怎么来的?(过渡)

【讲授新课】

一、国庆节的来历(板书)

老师：同学们，大家先打开课本第十七页，我们看图上画得
是谁?他在干什么?

学生：(略)

老师：他就是毛泽东主席，1949年10月1日，他在北京天安门
城楼上，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向全世界宣告：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让同学们欣赏视频“开国大典”或“开国大典纪录
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

老师：以后，10月1日就成了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在这一天
人民都会举行各种活动来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过渡)

二、国庆节庆祝活动(板书)

老师：我们打开课本第十六页，认真看一看这一页的图片?人
们的表情是怎样的?他们在干什么?说一说。

学生：(略)

学生：(略)

(可让同学们欣赏视频“放焰火庆国庆”、“国庆观



点”、“国庆庆祝活动”、“庆国庆升国旗”、“摔跤比赛
庆国庆”等。)

老师：我们再看课本第十八页，港澳同胞庆祝国庆的图片。

学生：(略)

老师：大家看到祖国人民庆祝国庆这样的场景，有什么感受
呢?

学生：(略)

老师：大家是否有作为一名中国人自豪感啊?

学生：(略)

老师：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庆祝国庆的方式，我们这里又是怎
么庆祝的呢?让我们来说一说吧!(过渡)

三、说一说(板书)

老师：大家打开课本第十九页，我们看所展示的图片中是怎
样庆祝国庆节的?然后说一说。

学生：(略)

老师：下面大家把自己搜集的这方面的活动信息说给同学们
听吧!

学生：(略)

(还可让同学们欣赏图片“国庆”、“国庆节街头”、“国庆
节”、“国庆焰火”、“庆祝国庆”等。)

老师：大家打算以什么样的方式庆祝我们伟大的生日呢?说一



说吧!

学生：(略)

老师：下面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伟大
祖国生日的祝福吧!

学生：(略)

(最后，让同学们课后进行“通过图书、报纸、网络等途径搜
集反映可爱祖国的资料”的调查活动。)

【课堂小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大家知道了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庆节，知道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升起
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了解了国庆节的来历和祖国各地庆祝国
庆的信息，激发了学生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

为班集体做好事有哪些篇二

活动目的：

1、缅怀先人，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
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在了解端午节由来和风俗习惯时，锻炼学生通过各种渠
道(书籍、报刊、网络、他人经验等)获取信息的能力。

3、通过活动，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动手能力。

活动过程：

一、知识小竞赛。



1、端午节是哪一天? (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

2、端午节的别称有哪些? (端阳节、重午节、午日节、五月
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诗人节、龙日等等。)

3、端午节的活动项目有哪些? (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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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请学生介绍端午节的由来。

三、大家说说怎包粽子?

亲历感悟：

【教师】：

我认为本次活动主题鲜明，通过知识小竞赛、师生讨论交流、
游戏活动、作品展示，使学生在活动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劳动
成果与价值。了解了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既提高了学
生的合作意识与动手能力，也符合我校对学生进行“欣赏性
德育模式”的培育要求。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习俗。可
是，就在2007年，韩国已经提前申请了端午节为东南亚文化
遗产保护，这可给了我们极大的警示：各类中小学校应该多
举行这样的主题活动，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习俗，让它们代
代相传!

【学生】：

这是我第一次学包粽子，觉得特别新鲜，同学们也异常兴奋。
大家都激动得跃跃欲试，齐齐望着社区的阿姨，就等她这老
师发号施令：第一步将粽叶卷成三角形状，底部要严实合缝，



不可留出小口。可是我卷来卷去卷不好，终于卷到无缝的要
求，谁知手一动，好不容易卷好的形状又散架了，唉，重新
来过。看看我的同伴们，也都在向“无缝粽叶”的最高目标
行进，再看看社区的阿姨，却早已在教如何放糯米了。

包粽子最难过的一关恐怕就是这个“包”字，如何将米包住
不漏出来，还要将粽子包成漂亮的立体三角形，这可是一门
学问，在场的许多人就是倒在了这一个坎上啊，不少同学直
到最后结束还是没有包出标准的立体三角粽，包啊、包啊、
包出的都是被我们班主任戏称为“三明治” 的平面三角粽子。
忙碌了半天，尽管到下课我也没有包出一个真正合格的“三
角棕”，但我依然觉得这节课过的特别充实。因为：它让我
更深一步地感受到了屈原炽热的爱国情怀，也激扬着我的爱
国热情;它也让我更深切地懂得了做一件事(哪怕是最不起眼
的事)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道理，启示我在学习上更应
该踏踏实实、持之以恒，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所收获。

为班集体做好事有哪些篇三

时间：2、25

地点：二年级教室

参加人员：二年级全体学生

主持人:廖元彬赵俭英

班会主题：学会感恩

活动过程：

一、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

二、听老师朗诵《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三、听了朗诵后，请几位学生说出最让你感动的事。

四、班主任讲话：

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应该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感恩父母，
珍惜自己的至亲，父母的爱是那么的平凡，却又那么的动人，
正如_的默默无闻，却沁人心脾。在这次主题班会的过程中，
我能感觉到同学们对这次活动的积极参与，你们都在竭尽全
力想靠自己的行动去打动别人。作为老师的我心里也涌起一
份真实的感动。通过这次活动，将自己对于感恩的感受抒发
出来，积极影响身边的人也常常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让我们常常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哪怕是面对一个微笑，一句
关怀，即使是不经意间的。

我们也要学会感恩，感谢这一切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伴我一生，让我又勇气作我自己

感恩的心，感谢命运

花开花落，我依然会珍惜

班会效果：

这次的活动在我们班掀起了一阵孝敬长辈、尊敬师长的热潮，
这说明感恩教育活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每个人都已经
真正地试着敞开心扉感恩这个美丽的世界了。

时间：3、4

地点：二年级教室



参加人员：二年级全体学生

主持人:廖元彬赵俭英

班会主题：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一、班会目标：

1、了解自己一年来在学校的生活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2、明确在新的学年里如何达到所追求的目标。

二、班会重点：

1、说说自己在这一年的学校生活中的收获及的进步。

2、谈谈自己在做得不够的地方。

三、活动难点：知道该做些什么，谈谈如何去实现目标。

四、会前准备：

1、召开中队干部会，讨论班级的成绩和存在问题。

2、分别召集优、中、学困生代表座谈会，讨论制定新的目标。

3、与相关家长联系，让家长写孩子一年来的进步和不足之处。

4、收集作业本，以及学生的成长记录袋。

五、班会过程：

1、引入主题。

2、回忆过去。



(1)成绩与进步。

(2)不足与问题。

(3)制订班级目标。

我们的目标

勤奋：勤学习，勤思考，勤动手，勤动口。

勇敢：勇守纪，勇认错，勇自立，勇奋斗。

诚实：诚做人，诚学人，诚待人，诚助人。

快乐：乐锻炼，乐活动，乐劳动，乐学习。

(4)巩固与延伸。本学年将以此目标进行各项比赛，作为评定
学生的素质和能力的依据

时间：3、11

地点：二年级教室

参加人员：二年级全体学生

主持人:

班会主题：时时处处安全记心中

一、活动目标

1、通过本次会，学习安全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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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加强学生对一些“自护”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培养学



生各方面的能力。

3、形成学习、宣讲安全知识的氛围，培养学生注意安全的意
识。

二、活动形式：小品、比赛、问答、游戏等。

三、队会内容：

(男、女主持人上场)

主持人(合)同学们，下午好!“时时处处安全记心中”主题班
会现在开始。

男：我们是21世纪的小主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女：我们爱学习、讲文明，是充满生机的新一代。

男：我们在党的温暖的阳光下成长，在老师的悉心哺育下一
天天成熟。

女：我们是肩负重任、跨世纪的新苗。

男：我们要做安全的小主人。

女：交通安全我知道，过马路，靠有行，十字路口停一停，
一看二停三通过。

男：在学校里，下课了，什么不能干?

女：不打球，不追赶，不打闹，不攀墙。

男：哪些东西不准带进校门?

女：易燃物，小刀木棒不能带。



男女：我们不但能做安全的小主人，还能自救自护呢!

男：下面进行知识问答。(都可以参与)

男：在赛跑中，一位同学不小心摔跤擦伤了，怎么办呢?

男：鼻子出血，怎么及时处理?

女：(动作表示)患者头部保持直立位，头低可引起头部充血，
头后仰可使血液流入咽部，用手指紧捏两侧鼻翼，即鼻子前
部所有柔软可以捏紧的部位，如果只捏住前鼻孔，止血无效。
用口深呼吸，如咽部有血，不可下咽，应吐出，指压时间一
般为5—10分钟。如果是鼻腔后部出血，一般出血较凶猛，患
者在家无法进行处理。应立即到医院止血。

男：如果你不小心烫伤了手

女：对轻度的烫伤，可用清洁的油类、酱油或牙膏，涂抹在
伤面

上。重度的报告大人，送医院。

男：炎热的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位同学发生中暑怎么?
女：立即将病人抬到阴凉的地方，让患者仰卧，解开衣扣，
可同时用扇子扇风，帮助散热。可用清凉油擦患者的太阳_也
可用凉水轻轻地喷洒。

男：下课了，小林和小明你追我赶的去厕所，这样对吗?为什
么?女：是不对的。一不小心，会撞上别人。

男;如果因不慎，你身上被火燃着，你是顺风跑，还是逆风
跑?女：因该是逆风跑。

女：锅盖。锅里没有空气就灭火了。



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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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吃饱肚子，不能游泳。

男女：同学们，交通安全记心中，自救自护更重要，更重要!

四、辅导员致词

我们是21世纪人才，而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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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的孩子们天天快乐，日日平
安。

为班集体做好事有哪些篇四

现在的学生，就其心灵的一翼--情来看，普遍患有情感冷漠
症，有不少人令人遗憾地成了不懂得感谢、不愿感激、不会
感动，只知道汲取的冷漠一代。因此 ，通过本次班会，努力
唤回同学们回报爱心的良知，唤起他们对新学校、老师的热
爱之情，以此为契机，让学生们学会感恩，刻苦学习，拼搏
进取，来回报父母，老师和社会。

1、制作感恩邀请卡邀请相关任课教师参加本次主题班会

2、确定主持人及落实串词

3、落实并排练节目

4、布置教室

1、杨光、单秋月两位同学致开场白，引出此次主题班会的内
容



2、魏春凯同学讲述感恩节的由来

3、石笑言等同学：歌曲爱的奉献

4、王宇同学:感恩故事我的那些花儿(林骁彬同学小提琴伴
奏)

5、陆勇等同学：小品二话西游

6、窦静等舞蹈

7、表演唱：感恩的心

8、学生代表发言：老师，我想对您说什么

9、老师代表发言：孩子，我想对您说什么

10、班长小结本次主题班会

11、主持人宣布本次主题班会结束

回顾本次主题班会，具有如下特点：

1、主题突出。每次活动都应有个突出的主题，并能结合学生
实际，围绕学生熟悉的学习、生活环境，展开活动。这次主
题班会，选在教师节这一天，节目、活动的编排紧紧围绕感
恩老师这样一个主题，有着它特殊的意义。

2、形式多样。在活动过程中组织形式多样，结合学生年龄特
点，并围绕主题进行配乐朗诵、歌舞表演、小品表演、器乐
表演、交流发言寓教于乐，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得到心
灵的震撼、精神的升华。

3、学生自主。主题班会的每个环节都能反映学生相当的主题
意识、自主能力和表现才能，学生是活动的主人，主持、表



演、展示等都放手让学生自己去设计、去展现。而作为班主
任，我只是在幕后默默得欣赏、及时地指点，将学生充分调
动并积极参与到策划设计、自主主持、总结评价等活动中，
展现他们的才艺、挖掘学生的潜能。

4、多向互动。此次班会课不仅体现出学生与学生的互动、还
有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这不仅增强了师生之间的理解、
也增强了师生之间的交流、更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情感。

为班集体做好事有哪些篇五

1、考虑到老人和孩子耐不住寒冷，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
于是就有了各项野外健身活动。

(1)放风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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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踏青，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
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
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3)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
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
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4)这是中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
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
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
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
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5)插柳、戴柳，中国人以清明、七月半和十月朔为三大鬼节，
人们为了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柳在人们心目中
有辟邪的功用，观世音以柳枝沾水济度众生。杨柳有强大的



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阴。

(1)让学生回忆以前跟长辈去扫墓的情形，用几句话说说扫墓
的经过。

(2)扫墓，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简化，但同学们要明白，
我们为了什么而扫墓?(缅怀英雄的崇高品质，珍惜现在的幸
福生活。

3、提到烈士，说说自己知道的烈士。

4、下周二就是清明节了，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英雄，更不会忘
记那些屈辱。清明节成为了法定节假日，放假三天，同学们
普遍感到高兴，但清明这个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又让人感
到淡淡的哀愁。

下面让们怀着对先烈们的崇高敬意——诗朗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