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文明礼仪班会简报 理想的班会简报共
(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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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文明礼仪班会简报篇一

通过各种活动，引导学生们畅谈自己的理想，憧憬未来，并
决心为之而不懈奋斗;既而把自己的理想与祖国的兴衰荣辱结
合起来，励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演唱、诗朗诵、演讲、讨论、小品等;

主持人：刘博来李红

主持人(男)：今日艳阳高照，九年一班师生欢聚一堂。

主持人(女)：今日云淡风轻，我们共同畅谈理想。

主持人(女)：勃朗宁曾说过：人类的伟大不在于他们做什么，
而在于他们想做什么。

主持人(男)：理想在我们心中，似乎又离我们很远，我们应
该时刻准备着为着理想踏上远方的列车。下面请欣赏歌曲
《梦想带我去远方》表演者：王小红。

主持人(男)：下面请同学们说说自己的理想，好吗?(同学们
畅所欲言，有的说长大后要当警察保一方平安，有的说要成
为医生活人无数，有的要成为教师孕育祖国的花朵??)



同学1：我觉得要像乔丹、科比、姚明那样星光璀璨才是成功
的人

同学2：我认为在困难中磨砺成长起来取得一定成就的人是成
功的人。

同学3：我觉得像老师一样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贡献
的人都可以算是成功的人。

同学4：我觉得像爱迪生一样发明电灯造福人类的人才是成功
的人……

主持人(男)：同学们说得很好，人之所以被别人称为成功的
人是因为他们都能很好的实现自我的价值，能为了自己的理
想而不断努力。下面请听由张红月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演讲
《我志成功》。

主持人(女)：对，只要我们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为之不
断努力，我们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主持人(男)：未来的我们是什么模样呢?大家想不想先睹为
快?请欣赏小品：《n年同学会》(表演者：李玲、杨晓婷、高飞、
郭浩等同学)

大致内容：一群初中生毕业后的三次相聚，五年考大学，十
年找工作，二

主持人(女)：小品结束了，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思索，
树立理想并坚定不移的走下去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世事变
幻不定，五年，十年，二十年后的事更是难以揣测，但是我
们能把今天牢牢的抓在手中。

主持人(男)：是啊，明天的收获有赖于今天的播种和辛勤的
耕耘;



主持人(女)：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通往理想终点的道路有无数条，你会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为了自己的理想今天应该做些什么?请大家畅所欲言，谈谈自
己的想法。

同学1：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并为之不断地努力;

同学2：珍惜时间，不让自己后悔。

同学3：要学会吃苦耐劳，不惧困难;

同学4：要学会规划，使用正确的方法……

主持人(男)：请欣赏小品《兄弟齐心》表演者：李涛，王凯，
周鑫鑫等。大致内容：两个初中生，一贫一富都励志成才，
报效祖国。富的初中毕业后上高中考大学，成为了清华博士。
穷的毕业后没钱继续攻读，打工摆摊，他胆大心细，创立了
一个自己的公司，成为了老板。一次偶遇，两兄弟互诉衷肠，
并一人出钱，一人出技术联手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公司，
维护了祖国的形象和利益。

主持人(女)：这个故事看完，真叫人热血沸腾，我们不但为
故事里的主人公而骄傲，更为祖国能拥有这样的儿女而自豪。

主持人(男)：主题班会进行到这里，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听
一段配乐诗朗诵《我为理想》。表演者;张芳芳。

主持人(男)：班会无限好，只是近铃声。

主持人(女)：我想，大家通过这次班会，定会树立远大理想，
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主持人(男)：现在有请我们的班主任作总结，掌声欢迎。

首先很感谢同学们为这次主题班会的准备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班会上同学们的积极表现也打动了我，看着你们自信的表情，
听着你们的豪言壮语，老师的心也随之沸腾。我相信，你们
的理想一定能实现。是的，树立理想容易，而实现理想的路
却很崎岖，这就要求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住今天，努力学习，
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才能有有美好的明天。理想有近期、
高远之分，还可以分为职业理想、道德理想、人生理想，我
希望同学们不但要有近期理想、职业理想，而且要有崇高远
大的理想，将自己的理想与祖国的繁荣、社会的进步结合起
来，唯有这样，我们的未来才是光彩夺目的。

理想的实现前提是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同学们，在人生的道
路上，我们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把握人生，
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他需要一个人用一生的时
间，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耐力、恒心与毅力。

人生靠自己主宰，命运由自己把握。在此老师祝愿大家的都
能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并能得以实现。相信自己，一定会
赢。

在《我相信》的歌声中主持人宣布班会结束。

文明礼仪班会简报篇二

近日，深圳市东西方社工服务社驻上沙社区服务中心联合深
圳市安澜社工服务社"070零欺凌"项目组共同走进上沙小学，
开展"070零欺凌"校园欺凌防治先导活动启动仪式和零欺凌主
题班会活动，共计400多名学生参与活动。

活动分四年级专场及五年级专场。四年级专场寓教于玩，通
过开展"颤抖跳绳"、"寻宝游戏"、"桃花朵朵开"、"问题墙"
等摊位游戏，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了解校园欺凌行为、知
晓应对校园欺凌方法。

五年级专场以主题班会为主要形式，社工通过播放ppt、视频



及分组讨论、现场与学生互动等方式，引导学生一步步认识
校园欺凌，学习预防和应对方法，让学生明白校园欺凌不可
怕，只要正确应对，就能做到"070"零校园欺凌，共创互助友
好校园氛围。

文明礼仪班会简报篇三

小学开展主题班会端午节篇四

活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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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中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

活动准备：多媒体课件、粽子(学生自备)、橡皮绳

活动时间：2018年6月18日

活动对象：一(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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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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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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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
大多相同的。

(二)端午故事

女：端午节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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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给我们讲的精彩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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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舍身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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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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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由来已
久，花样繁多。

女：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
洗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
包小枣的北京枣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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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盛行不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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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礼仪班会简报篇四

1、知识目标：

（1）让学生在交流活动中认识一些常见的交通标志。

（2）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交通规则的重要性，从而自觉地遵
守交通规则。

（3）让学生在合作学习中学得一些基本的学习方法。

2、能力目标：

通过这节班会，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初步运用交
通安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数字是枯燥的，可谁又能否认数字催人奋进？人流、物流、
车流的快速增长，是伟大祖国经济发展、市场繁荣、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的必然趋势。光明总也甩不掉阴影，没有阴影也
显示不出光明的辉煌。事物的另一面向世人昭示：我国已经
进入道路交通事故的高发期。目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十
分严峻：事故持续上升，伤亡惨重，损失巨大，为了贯彻落
实公安部、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校交通安全工作的通知》
精神，继续进一步搞好我校的交通安全教育，减少交通违章，
杜绝交通事故，所以上一节关于交通安全的主题班会。



设计：本节班会将采用讲解、分小组讨论、抢答、朗诵、小
品、唱歌和现场演示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的教育，
并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辅助教学，使学生掌握各类交通安全
知识，并在活动过程中逐步渗透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

创新点：

1、采用开放型、探究型的教学方式。

2、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参与教学活动。

3、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教师讲解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2、学生自由谈、

3、教师总结：就是交通事故，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小学生来说，
车祸已经成为夺取我们宝贵生命的最大威胁。

4、利用多媒体放交通安全短片。

5、学生分小组讨论，看了刚才的短片，你有什么想法？

（随学生回答板书：交通安全）

（二）交通知识竞赛（抢答形式）

1、交通讯号灯有哪些颜色？都有些什么作用？

2、红灯亮时行人该怎样？

3、黄灯亮时还可以过马路吗？

4、什么灯亮时才可以走？



5、行车、行人应靠哪边走？

6、出示各种交通标志，让同学们说出交通标志的名称及其意
义。

（三）骑自行车的交通安全

2、下面请听一名同学朗诵《安全骑车歌》。

安全骑车歌

同学们骑自行车，听我唱段安全歌。

车铃好使闸要灵，有了情况车能停。

上街注意看信号，千万不要冒险行。

信号就是指挥员，骑车第一讲安全。

看见红灯快刹闸，该等多久等多久。

绿灯亮了才能行，安全通行不争抢。

十字路口人车多，左右观察听八方。

骑车带人危险大，攀扶车辆更可怕。

中速骑车靠右侧，分道行驶路畅通。

骑车拐弯要示意，不能猛拐一溜风。

手拉手儿把肩摸，十有八九要撞车。

双手离把更不行，撞上汽车命归西。



骑车不走一条线，东摇西摆像醉汉。

不定哪天出事故，头破血流住医院。

驮载东西别超宽，超高超长也危险。

骑车让让讲安全，事情虽小不平凡。

1、主持人：车祸猛于虎。谈起交通事故，大家无不感到形势
严峻，谈起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又无不感叹唏嘘。作为一
名中学生来讲，注意乘车安全是和我们密切相关的。下面请
观看小品，看的过程中，思考哪些行为是对的，哪些行为是
不对的。

2、学生自由谈。

3、主持人总结：乘做公共汽车、出租车应该注意下面的几个
问题：

（1）不得在机动车道上拦截机动车。

（2）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车。

（3）开关车门不得防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4）在汽车行使中，不准将身体的任何部位伸出车窗。

（5）不准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汽车

（6）乘车时不做防碍司机驾驶的行为

（7）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四）全体学生起立，齐唱歌曲《一路平安》，交通安全主
题班会在歌声中结束。



文明礼仪班会简报篇五

“安全第一”、“安全无小事”，暑假将至，为了使学生能
过上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围绕“用电安全”、“家庭防
火”、“游泳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饮食卫生安
全”等夏季易发的安全问题对学生进行放假前的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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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安全教
育落到实处。

【教育重点】

学习防火、防触电、防溺水等安全常识，培养有关防范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通过网络展示近期发生的各种意外。

2、老师总结：假期是学生放松的日子，也是学生发生意外的
高发期，需要我们学生高度注意。

二、放假了，我们应该怎样注意安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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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立即切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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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防溺水。

回忆以前因游泳、钓鱼、玩水等引发的溺水事故，为学生再
次敲响警钟。要求学生不能私自到河边、水塘等地方去游泳
或摸鱼等。

(四)交通安全。

(1)道路、交通

(2)交通安全

(3)交通法规

(4)道路交通标志和交通信号

(5)看图识标志

引导讨论：

(1)行人为什么要在人行道上行走，没有人行道要靠路边行
走?



(2)行人横穿马路为什么要走斑马线?

(3)没有划设人行横道的马路应该注意哪些?

(4)为什么不能翻越护栏?

(5)为什么不准扒车、追车、强行拦车?

(6)为什么走路时不能看书或做其它活动?

(7)骑自行车应该注意什么?

(8)乘汽车时要注意什么?

(9)遇到交通事故怎么办?

(五)食品卫生。

在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饮食，可你知道吗?良好的饮食习惯，
合理的、营养平衡的膳食，正确的饮食卫生习惯，有效预防
传染病的发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保证。

教师讲解：

1、一日三餐，不可偏废，要合理搭配饮食，各类事物都要吃，
不能偏食、挑食。

2、早餐要吃饱吃好，要多吃鸡蛋、牛奶、豆类食品，不能马
马虎虎随便吃一点，或干脆不吃。

3、吃饭前要洗手，生吃的水果、蔬菜要洗净。

4、吃饭要细嚼慢咽，不能狼吞虎咽，暴饮暴食。

5、吃饭时不要看电视、看书，也不要与别人聊天。



6、剧烈运动后不要马上吃饭，应先休息一下，喝点水，然后
再吃饭。吃饭后可以散步，做些轻微活动，不要马上进行大
运动量的运动。

7、不喝生水，不喝没有热开或没消过毒的牛奶，生豆浆要煮
沸10分钟，去沫后再喝。

8、不要常吃甜食、零食，不要吃过咸的食品。

9、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随便吃野菜、野果;不购买、不
食用街头小摊的劣质食品。

10、不要自己随便拿药吃，要在大人或医生指导下看病吃药。

11、预防h1n1型流感要经常开窗通风，勤洗手。在疾病流行
时，外出要带口罩，不去空气不流通和人多的场所，如电 影
院、商场等。

12、预防禽流感，不要和鸡、鸟等禽类直接接触，万一不小
心接触到，一定要马上洗手;不要吃没有煮熟的鸡肉和鸡蛋。

(六)当我们独自在家的时候，安全知识也不能少，请听老师
讲故事，听了这故事后，你认为哪一次的同学做得对呢?对在
哪里?如果情况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样做呢?(小组讨论后，指
名汇报)

小结：独自在家时，生人敲门别理他，是熟人敲门还要问清
情况。

(七)积累警示语：

a走路要走人行道，过马路别乱跑，十字路口看信号。

b上下楼梯不拥挤，集体活动守纪律。



c家用电器和煤气，使用时要注意，阅读说明再开启。

d发生火灾不要慌，快叫大人来帮忙。【大学生暑假安全教育
主题班会】

e遇上骗子多琢磨，抓住机会赶快溜。

f一人在家关好门，与人说话要谨慎。发现坏人来撬门，赶快
拨打110。

三、教师总结：

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赞。安全知识时时记，注意安全处处
提。愿同学们乘上安全之舟，扬起生命之帆，安全、健康、
愉快的度过整个假期!

文明礼仪班会简报篇六

1、通过读新闻、抢答、演小品等形式引起同学们对交通安全
的重视。

2、通过本次班会活动,是同学们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规则及
交通标志,并逐步形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的行为习惯。

1、让同学们收集有关交通事故的新闻。

2、组织学生排演小品。

3、选好及训练班会主持。

4、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规则。

5、了解一些常见的标志。



(一)主持读有关交通事故的新闻以引入主题。

1、主持a读新闻。

2、主持b:大家听了这则新闻有什么感想?

3、同学们各抒己见。

4、主持小结:

a:生命在你手中,交通安全不容忽视。

b: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时时刻刻注意安全,
并要养成自觉遵

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

(二)知识竞赛(抢答形式)

(三)看小品,议一议。

1、小品内容:一名小学生放学回家由于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果
出了车祸。

2、小品内容:两名小学生在马路上踢球,结果拣球的时候,出
了车祸。

3、议一议。

这几个小朋友违反了哪些交通规则?

我们应如何遵守交通安全?

4、把小朋友的错误纠正过来。



5、由小品、谈心得体会。

(四)轻松一笑。

小合唱《祖国、祖国我爱你》

(五)板板。

合:节日到,真热闹,小朋友,放鞭炮;

柴草旁,屋前后,严格禁止放鞭炮;

点炮引,要用香,别用火柴打火机;

哑炮未响别去拿,伤了自己损失大;

冲天炮,危险大,引起火灾害人家;

别拿拉炮对着人,免得炸己又伤人;

放鞭炮,害处大,最好自己别放它;

有的城市已严禁,我们带头来执行;

合:来执行!

(六)必答题。

四、小结。

同学们小结:通过这次活动,你懂得了什么?

文明礼仪班会简报篇七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频频发生，给受害群众造成了



严重的财产损失和无法弥补的精神伤害，为防止电信网络诈
骗的犯罪活动向校园渗透，打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近日，
庆元县实验小学开展预防电信诈骗宣传教育活动，广大师生
积极参与，极大提高了大家鉴别防范电信诈骗的能力。

一是开展学习活动。实验小学高度重视预防电信诈骗教育，9
月22日，学校召开预防电信诈骗专题学习活动，针对本次宣
传活动进行专门部署。

二是结合主题班会再教育。各班主任将预防电信诈骗宣传教
育内容融入主题班会课，对学生进行近距离教育。

三是宣传方式多管齐下。学校在校园内利用宣传窗海报、电
子显示屏、宣传横幅等营造预防电信诈骗宣传氛围，并利用
微信、短信平台向家长发布预防电信诈骗教育知识，切实将
预防电信诈骗宣传教育落到实处。

下面我们再列举一些电信诈骗的常见手段，大家一定要谨慎
提防。

1、假冒“班主任”、“老师”、“领导” 等特殊身份进行
诈骗。

2、声称“你的孩子”遇到“意外事故”、“突发事件”急需
家长汇钱救急进行诈骗。

3、假冒“中奖”、“游戏充值”、“网购退款”等方式，以
虚拟诱惑进行诈骗。

1、要有反诈骗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最好的防范是三
思而后行。

2、不贪图小利，天上不会掉馅饼，“馅饼”的背后很可能就
是陷阱。



3、遇到问题及时寻求学校老师或者公安机关的帮助。

每一位学生和家长，一旦接到类似要钱的信息务必要提高警
惕、有防诈意识，一定要及时与学校、孩子直接联系、亲自
核实。对诈骗分子的各种理由、诈骗手段要有法治意识、防
诈警觉。

此外，学生及家长上网也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一旦发现qq、
微信被盗号，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和亲朋好友，防范各类网
络诈骗的发生。

文明礼仪班会简报篇八

一、活动主题：

大学生眼中的诚信、诚信立身、诚信做事，快乐做人。

二、活动背景：

诚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从小都在讨论的话题。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浪潮汹涌而至，加速推进信息
化进程已成历史必然，而社会的全面信息化又是建立在良好
的社会诚信体系之上，没有诚信，信息化无从谈起。我们作
为当代大学生，身上肩负着振兴中华的责任，所以我们一定
要明确自己身上的职责与使命，切实在生活中与学习中做一
个诚信的人。把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诚实守信发
扬下去。

三、活动目的：

此次以诚信教育为主题的班会意在使同学们认识到诚信的重
要性和培养同学们诚信的意识，并初步学会将诚信融入日常
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真正做到诚实守信。让每位同学认识到
诚信对于人生的重要性,诚信是做人的一种品质,是职业道德



的根本,是个人成就事业的根基。要培养诚信的良好道德品质,
就要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
做到诚实,诚恳,实事求是,重信用,守承诺，做一个“一诺千
金”的人。

四、活动时间：

五、活动对象：

医药营销班全体同学

六、活动地点：

b栋203

七、活动前期准备：

1.商讨活动详细安排，确定活动方案。

2.提前安排一至两个主持人。

3.提前三天通知班干部和班主任老师。

4.安排黑板报的版面设计人，活动前三十分钟做准备。

5.安排活动记录员。

八、活动流程：

1.12月15日晚上七点，同学们按时到达教室，主持人准备就
绪。

2.7：35准时开始，主持人致开幕词。

3.班内同学自行发挥上台演讲。



4.班内全体同学得出结论。

九、注意事项：

1.在组织过程中主持人要注意时间的分配。

2.主持人要调动班内气氛，注意保持会场安静。

3.每个班干部都要积极配合主持人工作，帮助维持会场次序。

文明礼仪班会简报篇九

18日，作为“平安中国”千城大行动城市之一，乌鲁木齐
市2017年“平安中国”防灾宣导系列公益活动在市第15中学
举行启动仪式。

当广播中响起地震警报提示音，市15中学的学生们迅速就地
抱头蹲下，并用书本遮挡头部，按照老师的指示迅速有序地
离开教室，到操场“避险”。不到两分钟时间，完成了一次
地震紧急避险和应急疏散演练。

这是乌鲁木齐市举行的第六届防灾宣导系列公益活动，市第5
中学、第16中学、第67中学、第74中学和第122小学作为本次
活动的分会场，将参加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等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上，市第15中学学生代表迪丽努尔宣读《乐乐熊安
全倡议书》，2300多名师生观看了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影
片。“平安中国”防灾宣导系列活动组委会向学校捐赠了防
灾宣导系列书籍和文具。

该校八年级(5)班学生谢姆古丽·努尔麦麦提参加应急疏散演
练后说，通过疏散演练，她清楚知道了地震发生后应该怎么
做，以后要向家人、朋友宣传地震紧急避险常识，争当防灾
减灾“安全小卫士”。



“平安中国”防灾宣导系列公益活动是中国地震局、中国科
协联合主办的一项国家层面防灾减灾宣传活动，主要目的是
宣传引导社会公众(尤其是少年儿童)关注身边的各类灾害风
险，普及科学常识，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培养自救互救技能，
提高全社会防范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