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年级班会活动记录 小学三年级
感恩母亲的班会(优秀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三年级班会活动记录篇一

在家里，学生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百般呵护，可现在他们
踏出了家门，走向了储能中学，成为了一个初中生。更应有
独立自主的能力，懂事明理，不让父母担心;培养责任心，懂
得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所以本次谈话课主要是抓住“母
亲节”这个契机，通过学生自我教育活动，学习、继承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来体会父母、师长、亲人、同学、朋友
之间的无私的亲情、友情，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真正
内涵。

【班会目的】

1、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适应中学生活的能力，让父母
放心。

2、培养健康高尚的感情和健康快乐的心理，懂得父母对我们
的爱。

3、培养责任心，懂得用优异的成绩，懂事明理，回报父母。

【班会准备】

资料查找，课件制作



【班会过程】

一、导入

又是5月，刚过了劳动节，即将迎来母亲节。在母亲节快要来
临之际，不知同学们心中想起了什么?念起了什么?有什么触
动?……母亲的笑容似春风般和煦，母亲的皱纹是辛苦的刻痕，
母亲的汗水和眼泪如颗颗剔透的珍珠……这些都是日日夜夜
为我们操劳的母亲，用爱化成的春风、刻痕、珍珠，你们感
受到这种温暖、浓厚、淳美了吗?今天，我们主题谈话课的内
容是《感恩母亲节》。

二、知识点化

1、母亲节的由来(请丁同学朗读)

母亲节起源于美国。195月9日，美国费城的安娜贾薇丝的母
亲不幸去世，悲痛万分的.她在次年母亲周年忌日，组织了追
思母亲的活动，并鼓励他人也以类似方式来表达对各自慈母
的感激之情。此后，她到处游说并向社会各界呼吁，号召设
立母亲节。她的呼吁获得热烈响应。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
案，决定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

2、世界上第一张母亲节邮票的来历(请曹同学朗读)

世界上第一枚母亲节邮票也起源于美国，1934年初，为了纪
念第20个母亲节，曾任全美士兵母亲协会主席的麦克鲁斯夫
人，向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在母亲节发行一枚纪念邮
票纪念这一节日，身为总统和集邮爱好者的罗斯福亲自设计
了这枚邮票的草图。邮票选用了美国著名画家惠斯勒的《艺
术家的母亲》作为主图，同时为了平衡画面效果，在邮票的
左下角加上了一个插满康乃馨的花瓶。

3、献给母亲的花——康乃馨(请林同学朗读)



国际上献给母亲的花是康乃馨，它在纤细青翠的花茎上，开
着鲜艳美丽的花朵，花瓣紧凑而不易凋落，叶片细长而不易
卷曲，花朵雍容富丽，姿态高雅别致。红色的康乃馨象征热
情，正义，美好和永不放弃，祝愿母亲健康长寿;粉色的康乃
馨，祈祝母亲永远年轻美丽;白色的康乃馨，象征儿女对母亲
纯洁的爱和真挚的谢意;黄色花朵象征感恩，感谢母亲的辛勤
付出。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都有了形象生动地认识和感受了。那么
老师要问一句：“有多少人曾经赠与母亲康乃馨呢?”(同学
举手是屈指可数啊，只有几个女生!)不过，没关系，我们可
以换用另一种方式。

三、话感恩

这一刻，我相信，在你们眼前汇集，膨胀的都是平日里从不
去注意的一点一滴小事。同学们，请回想一下，在你成长的
道路上，你与母亲之间是否曾经发生过令你刻骨铭心、难以
忘怀的事情?欢迎同学们上台来，说一说你的故事。把你享受
到的母爱，与大家一起分享!

(黄同学：每天变花样做很多可口的饭菜)

(陈同学：不管日晒雨淋刮风，母亲都会准时接送)

(周同学：为了我就近读书方便，特地租了房子)

(黎同学：我爸爸从来没有打过我)

(……等等其他同学)

无论你身在何地，有两个人，他们始终占据在你心中最柔软
的地方，他们愿用自己的一生去爱你;有一种爱，他让你肆意
索取，享用，却不要你任何的回报……同学们，在我们平淡



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爸爸妈妈为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生活琐
事，这其中蕴涵着十分深厚的爱，你们作为子女必须铭记一
生，感恩一生。

四、母亲的诠释(同学“小试牛刀”，英语课代表)

“m”million代表她给予我们无数的爱

“o”old代表她在渐渐老去

“t”tears代表她为抚育我洒下的泪

“h”heart代表她有像金子一般的心

“e”eyes代表她的眼睛里面洋溢着爱的光芒

“r”right代表从不欺骗我们，指导我们做正确的事情

这边用英语字母单词来诠释了世界上最伟大、无私、温暖的
母亲。那么下面呢，老师想用20道题目来测试一下你们对各
自父母的了解程度。

五、孝道试卷

1、父母年龄是多大?

2、父母生日是哪天?

3、父母身高是多少?

4、父母腰围有多大?



三年级班会活动记录篇二

1、了解端午节的民俗风情

2、学习场面描写的方法

3、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1课时

1、查阅资料，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及风俗习惯，尤其是端午
节这天我们这里的习俗;

2、了解作者沈从文的生平事迹、代表作品和作品特色。

一、导入：

我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还拥有
灿烂的文化，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我们中华民族形成
了许多各具鲜明特色的传统节日，它们犹如颗颗夺目的宝石，
镶嵌在一年四季中，时刻散发着迷人的光彩，成为无数中华
儿女心中的牵挂。作为新世纪_人的你们，也一定知道不少中
国传统节日吧?你们能给我们在座的介绍一下吗?(能按照时间
顺序介绍)

生自由回答

生答

请同学根据课前的收集，介绍作者，要求突出籍贯、身份、
成长经历、代表作品及特点，师多媒体展示作者档案，学生
进入一分钟记忆，结束后利用多媒体快速检查背诵效果。

二、整体感知课文：



1、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

a、湘西人端午日都有哪些风俗?(用三字词语概括)结构文章的
顺序是什么?

b、你认为最主要的民俗活动是什么?

学生回答端午日风俗：穿新衣画王字吃鱼肉看划船(赛龙舟)
捉鸭子

最主要的民俗活动是：赛龙舟

三、分析赛龙舟的场面描写：

1、阅读第一节“把饭吃过后”到最后，思考：龙舟赛到起点
和终点;龙舟的外形特点;参赛人员的分工和龙舟竞赛的场面
描写，用笔从文中画出来。

2、学生大声朗读龙舟竞赛的场面描写，找出其中的动词，在
这些词语下面加上三角，体会这些词语的作用。

3、根据文章内容，发挥想像，自己选定一个角色(带头的、
锣手、鼓手、桨手、群众……)，用一段连贯的话有针对性地
向大家介绍你在活动中所在的位置，所做的事及所起的作用。

老师示例：我是我们这一队的带头的，就坐在船头上。你们
看，我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令旗。比赛开始
后，我就左右挥动小令旗，指挥船只的进退。在我的指挥下，
桨手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龙船好似长龙出没
于波光烟雨之中，直冲终点线。

总结：动词准确生动

提问：除了描写参赛人员的激烈紧张的竞争外，作者还描写



了哪些人，有何作用?

明确：两岸观赛的人，从侧面突出比赛场面的激烈紧张——
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相结合

提问：作者在写到比赛进入_时还想到了什么情景?

明确：使人想起小说故事上的情景，这种情景真在眼前吗?虚
写实写相结合

总结场面描写的方法：正侧面描写相结合虚实结合准确的动
词

4、齐读赛龙舟片段，要求读出感情和气势。

5、奖励欣赏：《赛龙舟》片段

6、课堂练笔：学以致用，运用所学的场面描写的方法写一段
我校周一升国旗时或出操时的场面描写，150字左右。(5分
钟)

学生写作，交流，学生或老师点评，多加肯定和鼓励。

四、分析赛龙舟的.现实意义，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和力争上
游的精神

既然奖励不丰厚，那你认为龙舟比赛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明确：合作努力的光荣(力量从团结中来)培养了勇往直前、
力争上游的精神

2、延伸：联系实际来谈谈现实生活中这种精神的意义，并说
说对你的启示。(学生分组讨论)

五、批判与继承



挂菖蒲悬艾叶----辟邪吃粽子小孩子脖子上挂彩练穿肚兜

请用这样的句式回答：

我认为，我们应当继承(或摒弃)民族传统节日，因为。

(在横线上至少写出支持你观点的两点理由或依据。)

学生互相讨论，之后进行小小的辩论，师最后总结

三年级班会活动记录篇三

班会目标：

1、让学生了解感恩，懂得为什么要感恩。

2、让学生懂得怎样去感恩。

3、通过活动让学生学会如何做人。

活动准备：

1、选拔班会主持人(2人)

2、搜集与主题相关的歌曲，如《常回家看看》《感恩的心》
《天下父母心》。

3、搜集相关的诗文。如孟郊的《游子吟》、朱自清的《背
影》、朱德的《我的母亲》。

班会过程：

一、播放歌曲《感恩的心》，导入班会主题。

男：我们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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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要感谢父母的恩惠，感谢师长的恩
惠，感谢大众的恩惠。

男：没有父母养育，没有师长教诲，没有大众帮助，我们如
何能够生存于天地之间？

女：感恩不仅是美德，感恩更是做人的基本条件！

二、讨论：我们怎样认识感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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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是一种品德，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只有学会了
感恩，生活才会快乐，生活中才会有真挚的情感。

学生4：生活中我们要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一切帮助过
我们的人。

主持人总结：

刚才几位同学都说了自己对“感恩”的理解，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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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感恩父母:

“母爱如水,父爱似山。”感激父母孕育我们生命,感谢父母
养育我们成长。谢谢你们,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的大恩大
德!!

《游子吟》唐·孟郊

四、学会感恩老师:

“喝水不忘挖井人,时刻难忘老师恩”。“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感激老师赐予我们知识,感激老师关心我们
成长,感激老师教育我们成材!谢谢你们,老师!!

(讲述老师的恩德、说说你的感激)〈背景音乐:每当我走过老
师窗前〉

五、学会感恩他人: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每个人都应常怀感恩之心,在学习、
生活中,无论怎样都要找到感恩的理由,找到可以感恩的人。
只有学会感恩他人,你才可能成为被感恩的人;只有感恩他人,
你才会感动自己。

——善待他人,学会感恩,收获快乐!

(描述身边的好事,谈谈心中的榜样)（背景音乐:爱的奉献）

六、抓班级中具体事例展开教育:

1、表扬先进(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2、反思落后(列举恩将仇报、见利忘义、过河拆桥的小人)

3、（背景音乐:回家)

七、感恩方法大奉献:

(1)为劳累的父母、长辈倒一杯茶,揉揉肩,洗洗脚,说说笑话。

(2)每天好好学习,学会尊重、关心老师,给老师一个好心情。

(3)体谅、理解父母、老师的苦楚,不顶嘴、争吵,多为他们着
想。

(4)每天分担些力所能及的事,学会说“谢谢”、“您辛苦
了!”。

(5)尊重父母、老师的劳动成果,天天反思过失,学会说“对不
起”

(6)学会关爱身边的人,存好心,做好人,及时给他人送上温暖。

(7)多做善事、好事,尽自己的力量报效国家、社会、人民。

(8)列一张感恩表,记下感恩的事和需要感恩的人,时时图求报
答。

学生朗诵

感谢父母，他们给予我生命，抚养我成人；感谢老师，他们
教给我知识，引领我做“大写的人”；感谢朋友，他们让我
感受到世界的温暖；感谢对手，他们令我不断进取、努力。

感谢太阳，它让我获得温暖；感谢江河，它让我拥有清水；
感谢大地，它让我有生存空间。



感恩，是一种心态，一种品质，一种艺术。

感恩是乐观，感恩是礼貌，感恩是画笔。

学会感恩，生活将变得无比精彩。

八、结束语：

做老师的有两个希望，一是希望你们做好人，二是希望你们
学习好。

有人把人分为四类：有德有才，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德
无才。我相信我们的同学都是人才，因此希望你们做有德有
才的人，不要成为有才无德的人。

要成为有德有才的人，就必须养成良好的习惯，做文明的学
生。父母养育你们，老师栽培你们，虽然这些是父母与老师
应该做的，但大家应该怀揣一颗感恩的心，用心去体会父母、
老师对你的好和爱。学会感恩，你才会去帮助应该帮助的人，
才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总之，希望同学们：

1.孝敬父母，学会体贴;

2.尊敬老师，努力学习;

3.尊重他人，团结友爱.

三年级班会活动记录篇四

《文明礼仪伴我行》主题班会课。

１、使学生对自己在文明礼仪教育中取得的进步有深刻的认



识，进一步体会讲文明，有礼貌与否对我们个人、他人以及
集体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２、使学生对自己还存在的不符合文明礼仪的行为有清楚的
认识，并能在班会中受到教育，使自己能严格要求自己，避
免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３、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正确运用礼貌用语与他人沟通，培
养学生从身边小事做起，努力提高自己的文明、礼仪修养。

４、使学生学会尊重老师，尊重同学，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识。

５、培养学生宽厚待人，与他人友好相处的意识。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对小学生来说，讲文明是衡量道德
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一学期的训练，我班在各方面都
有所进步，学生的行为已经有了更高层次的提高。但是良好
的行为习惯并不是停在某一个阶段，它需要时间来检验，需
要更长久的`培养及养成。选择“文明”作为我们班的特色来
进行创建，是希望学生能从这一方面的培养中逐步渗透到其
它方面，以求全面提高！

突破已有的班会课模式，通过课前充分的准备，让师生共同
去调查、了解校园、家庭、社会文明礼仪情况，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切实做到以生为本。班主任
教师在班会中，充分发挥因林、指导、激发、点播的作用，
从班级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现状出发，通过典型实例的引
导，激发学生在实践中提高文明礼仪修养。

1、开班会前，我们班开展一系列教育活动作为班会的前期铺
垫：搜集中华文明礼仪的故事等资料；调查争做文明学生的
做法。

2、关于小学生礼仪的音像、文字材料。



3、环境布置（黑板、场地等）。

4、组织学生准备有关节目。

讲故事，回忆反思，扔掉“不文明”，模特表演，三句半，
诗朗诵，集体宣誓，合唱。

（一）解释主题，导入主题。

（二）指导学生了解文明礼仪基本常识。

（三）体验忍让，宽容，欣赏故事《男孩、钉子与篱笆》。

（六）寻找身边不文明现象，发言讨论。

（七）“举止美”和“语言美”模特小队表演。

（八）文明礼仪三句半。

（九）诗朗诵《手拉手，为文明歌唱》。

（十）集体宣誓。

（十一）齐唱《明天会更好》。

（十二）班主任总结。

三年级班会活动记录篇五

（一）小资料库

中秋佳节，我国城乡过中秋都有吃月饼的习俗，俗话中
有：“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以月之圆兆人
之团圆，以饼之圆兆人之常生，用月饼寄托思念故乡，思念
亲人之情，祈盼丰收、幸福，都成为天下人们的心愿，月饼



还被用来当做礼品送亲赠友，联络感情。

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
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
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庭官兵搜查的十分严密，传递消息
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
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
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很快就攻
下元大都，起义成功了。朱元璋高兴得连忙传下口令，在即
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当年骑兵时以
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
后，“月饼”制作越发精细，品种更多，大者如圆盘，成为
馈赠的佳品。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二）学生作品

童心童言说中秋(选自学生周记)

这个星期要过中秋节了，老师要大家带一些和中秋节有关的
图片、剪报、诗歌、故事等到学校里来。

我在家里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最后只能带一张元祖雪月饼
的广告纸去。

1．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二年级学生对中秋节不是很陌生，这一次中秋节的节庆教育，
我重点落实在让学生了解中秋节吃月饼的含义，以及请学生
尝试学做月饼这两方面展开教育活动。学做月饼，这是学生
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在做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古代的百姓
很聪明，他们想出了在月饼里面藏情报的方法。

通过这次的节庆活动，可以拓展学生的思路，了解民族文化
和历史，为他们的周记或短文提供素材，另外还可以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

2．学习收集资料和调查

首先在课前可以先问学生，中秋节快到了，你们家打算怎么
过呀，月饼买好了等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中秋节时，大家
为什么都要互赠月饼，吃月饼？请学生通过自己的方式（问
家里的长辈、上网、书本查阅等）收集了解中秋节吃月饼的
典故，传说。为节庆教育活动过程中，小组讨论交流讲述作
一些准备。

其次，请学生利用和家长去商场、超市购物的机会，看看月
饼的种类，月饼的主要成分，为自己动手制作月饼培养感情
和兴趣。

3．愿意参加环境布置

在教学活动时，环境适当做一些布置，比如：在教室的生活
柜上可以摆放一些中秋节时经常食用的传统食品——煮毛豆、
糖芋艿、烤鸭子等，烘托节庆的气氛。

4．能把活动内容与其他学科整合

活动结束以后，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学生的能力，
或用几句话写一篇短文，描述一下自己过中秋节的心情；或
画一张图画，把自己做的月饼画下来；或用自己的零花钱买
些月饼请长辈品尝……总之，学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
对中秋节节庆教育活动的感受和认可。

（一）活动要求：

1．让学生知道八月十五是中秋节，知道朱元璋与月饼的民间
传说故事，激发学生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



2．请学生动手尝试学做体现中秋习俗的月饼，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和制作兴趣。

3．继续学习收集有关资料的本领。

（二）活动准备：

1．中秋节庆教育活动前，老师与学生一起收集有关中秋节习
俗的相关资料。

2．对所有资料整理加工，然后把有关中秋节食俗的图文在教
室的展示板上张贴。

3．节庆活动进行时，教室的生活柜上摆放一些煮熟毛豆等中
秋时令食品。

（三）活动过程：

1．谈话引出内容。

老师和小朋友谈话，问问学生家里打算怎么过中秋节，随后
引出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

2．用不同形式交流各种资料

老师再问学生，有关中秋节时，大家把月饼当作礼物馈赠给
亲朋好友的原因，以及中秋与月饼的故事。

引导学生把他们各自了解到，收集到的有关内容在小组当中
一起交流讲述，选择有代表性的内容在全班讲述。

老师可以补充介绍民间故事《朱元璋与月饼》，让学生对月
饼产生除享受美味以外的兴趣，为接下来学习制作月饼作情
感上的准备。



3．学习制作月饼。

老师可以先通过让学生欣赏月饼，介绍月饼，激发学生动手
制作的兴趣和愿望。

小朋友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制作月饼。在这过程中，
老师要不停地巡视，及时帮助指导动手能力欠佳的学生，让
他们也能完成作品，获得快乐。

4．补充中秋其他食俗。

启发学生多观察了解生活，不断积累民族文化的底蕴，引导
学生从教室内摆放的东西为窗口，让学生自主学习有关知识。

（四）活动延伸：

让民族节庆教育活动成为学生巩固各种学科的途径和渠道。
学生参加了中秋与月饼的活动——听故事，做月饼，品尝各
种食品，心里肯定有许多想法。可以把活动当作与别人交谈
的内容，写短文的素材；也可以作为绘画的题材……鼓励学
生用自己的方式，使中秋节的教育活动能够得以延续。

三年级班会活动记录篇六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正是培育优秀民族
文化的沃土，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因此围绕“走
进端午”这个话题，设计了“端午说由来、端午话习俗、端
午讲故事、端午赛诗会、学生谈感受”等板块，让学生在活
动中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习俗等，感受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亲身体验我国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和爱国热情。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和风俗习惯，同时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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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学习端午节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

三（二）教室

:

端午节

:

上网查阅资料、收集故事、多媒体课件等。

活动导入

1、我国有很多传统节日，你知道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吗?

2、那么端午节的由来、习俗你们知道吗?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端午节去了解一下。

3、引出主题:“走进端午”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活动一 端午说由来

(一)端午节别称

1、 端午节有哪些别称?

2、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很多，谁能告诉大家?(学生交
流)

(二)端午讲故事



2、学生讲述端午节故事:《曹娥救父的故事》。

3、主持人小结。

活动二 端午话习俗

(一)赛龙舟

1、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我国地
广人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各地有着不同的习俗。你
们知道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吗?(学生自由交流)

2、你知道端午节最热闹的习俗是什么吗?(多媒体课件:赛龙
舟)

3、端午节为什么要进行赛龙舟比赛?(学生交流)

(二)话粽子

1、除了赛龙舟，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就是品尝粽子。(学生介
绍粽子的由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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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花色品种琳琅满目。(多媒体课件:粽子)

3、我国各地方的粽子还各有特色，请几个学生根据搜集的资
料介绍其它地方的粽子。

4、主持人小结。

活动三 端午赛诗会

1、屈原是一位爱国诗人，为了纪念他，所以有人把端午节还
被称作“诗人节”。



2、请几位学生朗诵端午节的诗篇。

(1)《端午》唐 文秀

(2)《五月五日》梅尧臣

(3)《端午节的怀念》

3、主持人小结: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篇，已
广泛深入人心，因此，在我国有关端午节民俗文化领域中，
大家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活动四 谈感受，激发情感

1、今年端午节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你是怎么过的?

(学生交流自己的感受。)

2、快板:《民族精神代代传》

3、主持人总结:两千多年的岁月，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算
短短的一瞬了，可是尽管大江东去，暮往朝来，诗人屈原的
形象却依然留在人们心间。让我们世世传递端午节，代代都
记住他，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

看了你们自己策划的主题班会，不仅是同学们，包括老师自
己都对端午节加深了了解。我就以屈原《离骚》中的“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主题班
会，也希望同学们用这段话来勉励自己，在小学阶段最后一
段时间里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四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