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孝道文化班会 中秋节传统文化教育班会
教案设计(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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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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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道文化班会篇一

活动准备：

1、知识准备：请家长帮助幼儿了解中秋节的来历，共同收集
有关资料。开展观察月亮变化的记录活动。

2、物质准备：与幼儿共同制定庆祝中秋节亲子活动的计划、
确定布置方案后，共同准备布置活动会场所需要的材料，月
饼及分享食物等。活动前幼儿通过张贴海报、制作邀请函的
形式，邀请父母来园参加庆祝活动。

活动过程：

1、庆典活动(幼儿主持活动)：

(1)、幼儿交流观察月亮边哈的情况，进一步感知月亮变化的
奥秘。

(2)、请家长介绍中秋节的来历。

(3)、开展亲子活动：师、幼、家长共同表演自己编排的节目。

2、团团圆圆过中秋，赏月、分享活动。



结束：举办化装舞会。(扮演自己喜欢的形象并跳邀请舞)

孝道文化班会篇二

中秋节，又称团圆节、八月节。时在夏历八月十五日，正值
三秋之半，故名中秋。与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并称四大传
统佳节。中秋节最早源于古代帝王秋天祭月的礼制;两汉时已
具雏形，时在立秋日;魏、晋、唐、宋以来，逐渐演变成赏月
的风俗。“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一书，而真正形
成全国性的节日是在唐代。据传这个中华民族重要节日的形
成与“唐明皇梦游月宫”的故事有关。八月是作物收获季节，
庆丰收、贺团圆，“花好月圆人寿”便成了中秋节的主题。
中秋节阖家团圆，月亮升起时，献月饼、瓜果以祭月，古风
延续至今。

我们开展此次班会，培养学生的传统观念，从中国传统佳节
中秋中体会中国结——福禄寿喜财安康——源远流长的华夏
文化情结，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

二、活动目的

1、通过活动，使学生对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有更深刻的了解，
培养学生的传统观念和意识，重视友情、亲情，理解“团聚
团圆”在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意义，从而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
的幸福生活。

2、通过活动，使学生了解传统佳节中秋文化，关于月亮传说、
中秋习俗、诗词歌赋、中秋灯谜等，从中深刻体会中秋节的
意蕴，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让学生初步懂得
人类优秀文化的共性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信念，培育中华
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

三、活动安排



1、活动主题：月到中秋分外圆

2、活动对象：全班学生

3、活动时间：班会课

4、活动形式：观看资料片、知识竞赛、歌曲竞猜

5、活动准备：

挑选两名主持人主持活动并注意记分和计时

收集相关的中秋灯谜和歌曲

全班分成四组，选出答题代表，组长做好组员沟通工作，准
备组内节目表演以备惩罚之用。

竞猜规则宣读

准备书签

四、活动流程

第一阶段：主持人开场白(2分钟)

主持人男女：各位老师、同学，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月到
中秋分外圆”的主题班会。

女：提起中秋，大家会想到什么吗?像中秋的诗歌，古人关于
咏月畅怀的诗歌何其之多呀。

男：那就让我们来考考大家。举头望明月

同学们：低头思故乡



女：海上升明月

同学们：天涯共此时

男：月是故乡明

同学们：茶是故乡浓

男：看来大家对于中秋佳句都了解得较深啦。那么，中秋节
的来源不知大家又了解多少呢。

女：这个我知道，是跟“唐明皇梦游月宫”有关的

男：没错，这个故事自古以来就广为人们传颂，请大家欣赏
短片《中秋节》

第二阶段：女主持人放短片(5分钟)

第三阶段：竞猜(15分钟)

必答题：猜灯谜，每组两道，由代表抽题

抢答题：月亮与歌曲联姻共八首歌曲

第四阶段：总结颁奖(5分钟)

五、活动经费

糖果：3元

六、附录

(一)竞猜规则

1、每组原始分为100分，各组最后所得分数为各组得分和扣



分后的成绩之和。

2、比赛分两种题型：

必答题：共有八道灯谜

(1)每个组必须回答2道灯谜，只能由本组同学回答，其他组
的同学不得帮忙回答;

(2)每组作答之前，由组长在讲台先抽题，决定本组作答的题
目;

(3)必须等主持人念完题目才能开始作答，否则视为答错处
理;

(4)每个组的回答时间为10秒，回答正确得10分，弃权或回答
错误不得分。

抢答题：一共有8首与月亮有关的歌曲，每首歌曲最多播放30
秒。

(2)每首歌曲在开始播放时即可开始作答，但每首歌曲的播放
时间不会超过30秒;

(3)此环节采取倒扣分的形式，答对一道题得10分，答错倒
扣10分。

(二)竞猜题目

1、灯谜

谜面谜底

嫦娥下凡(打一花名)月季



中秋菊开(打一成语)花好月圆

举杯邀明月(打一礼貌用语)

孝道文化班会篇三

为了激发学生主动了解中秋节的`热情，了解中秋节的含义，
体验与中秋节相关的民俗民风，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
力。

中秋节前夕

教室、家里

活动一：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节”主题班会

时间：9月24日班队课

形式：一、二年级：学生讲述中秋节的传说与民间故事

三、四年级：学生猜灯谜

五、六年级：学生课后搜集和中秋节有关的经典诗词故事、
诗歌、文章与大家交流

活动二：中秋实践活动比赛

时间：9月18日—9月29日

形式：一、二年级：亲子共同制作精美的灯笼。

三——六年级：变废为宝制作一个月饼宝盒。发挥你的聪明
才智，将月饼盒回收利用，与父母共同设计一件新作品来参
加比赛（材料全部利用废旧材料制作，可制作成生活工艺品
或科幻创意作品）。



评奖方法：每位班任选出本班两个作品，在9月30日交给大队
辅导员进行评奖，由美术老师以及大队部辅导员进行评分，
评出一、二、三等奖。

孝道文化班会篇四

（一）感受故事内容的有趣，体验动物们齐心协力，成
功“吃到”月亮后的快乐心情。

（二）喜欢欣赏文学作品，能对故事内容展开大胆的想象与
表达。

活动准备

ppt＼图画书《月亮的味道》、舒伯特的《小夜曲》。

活动过程

一、提问导入，引发想象

[师]每年中秋节晚上的月亮是怎样的呢？是的，月亮很圆，
也很亮。

幼儿a：月亮的味道可能像香蕉一样甜甜的。

幼儿b：也可能就是大饼的味道，成成的。

幼儿c：也可能是没有味道的。

[师]让我们来看看故事里的动物们是怎么想的，我们一起来
听故事。

二、听讲故事，理解作品



[师]《教师边讲述故事边插问）

1．请大家数一数画面上有几双眼睛？（九双眼睛）能说说有
几只小动物吗？（九只小动物）

2．小动物们都很着急，请你们帮帮它们，怎样才能够够到月
亮？

幼儿a：再找一只小动物，找一只小一点的就可以了。

幼儿b：去借把梯子爬上去。

幼儿c：叫小猴子用力往上跳。

3．小动物们挤在一起睡着了，让你感觉怎么样？

幼儿a：这幅画面让我感觉很温馨。

幼儿b：我感觉像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很温暖。

幼儿c：这让我想起了宿泊活动，大家睡在一张大床上，心情
很愉快。

4．小鱼在想什么？你们认为它说得对吗？为什么？

幼儿a：小鱼也想尝尝月亮的味道。

幼儿b：小鱼说，水里的月亮是假的，是影子。

5．听了这个故事，你觉得哪个部分最有趣？

幼儿a：小老鼠摘到月亮很有趣。

幼儿b：小动物们“叠罗汉”很有意思。



幼儿c：月亮被吃掉了一半最有趣。

6．小动物们是用什么方法摘到月亮的呢？他们是怎样“叠罗
汉”的？

7．小动物们想摘月亮，但月亮为什么要轻轻地往上一跳呢？
（月亮和动物们在做游戏）我们也来玩一玩。（教师可请幼
儿边复述边体验故事主要情节。）

三、完整欣赏，想象迁移

[师]让我们一起再来完整地听一遍这个故事。

（播放配乐故事，引导幼儿学讲故事中的对话。）

[师]如果，让你们也来摘月亮，你们会想什么办法？你希望
月亮是什么味道？

（教师示范句式：我希望月亮是甜甜的，就像美味的巧克力）

幼儿a：我希望我能乘直升飞机去摘月亮。

幼儿b：我希望月亮有薯片的味道。

幼儿c：我要做一架很长很长的梯子。

幼儿d：我希望月亮是冰淇淋的味道，最好是香蕉味的。

幼儿e：我希望乘热气球去月亮。

幼儿f：我希望月亮是月饼的味道，我要摘下一片回来和我的
家人一起分享。

活动延伸



教师可启发幼儿在区域活动时把自己的想象画出来。

活动评析

瑞士画家麦克·格雷涅茨笔下的绘本故事《月亮的味道》充
满童趣。

夜晚，高高挂在天上的月亮在成人的眼里已经是遥不可及的，
更不要说会想到去品尝一下月亮的味道了。但是，在这则故
事中，那一轮皎洁的明月被幻化成了令人垂涎欲滴的“食
物”。不是吗？在孩子们的眼里，它像极了一片香喷喷的薯
片，还像极了一个诱人的冰淇淋球。而故事中的小动物们，
为了能吃到那美味的月亮可谓不惜一切代价。在“够”月亮
的过程中，小动物们“叠罗汉”的执著和合作精神令人感动，
故事中小动物们那可爱的“坚忍不拔”“坚持到底”对孩子
们来说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大班的孩子大多都知道天上的月亮是不可能吃到的，但他们
又相信故事中的小动物们确确实实吃到了月亮，这就是童话
故事的奇思妙想带给孩子的无限乐趣。尤其是故事的结尾，
当小动物们尝到了月亮的味道，一个挤着一个心满意足地睡
着时，一条小鱼看着刚才发生的这一切，提出问题了：“为
什么它们要那么费力，到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这不是还有
一个嘛，喏，就在水里，在我旁边呀。”这一情节无疑又激
发孩子们更深地去思考和想象。这真是一本既好看，又好玩，
还可以让人动脑筋的故事书。应该讲，教师在执教中，很好
地把握了故事的主旨，并力求让孩子体验故事的情趣。尤其
在活动环节的设计上，从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导入，开
门见山地提出问题“月亮是什么味道的”，由此激发幼儿听
赏故事的兴趣。

在欣赏过程中，教师采用了“听赏一想象一讨论一体验”的
方式，预设了一些插问，如“小动物们都很着急，请你们帮
帮它们，怎样才能够够到月亮”“小动物们挤在一起睡着了，



让你感觉怎么样”，这些插问在启发幼儿想象的同时，更帮
助幼儿理解作品内容，并进而体会小动物们坚持不懈的精神。

当然，在以下方面，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践：

1．需进一步正确把握主次线，采用恰当方式演绎作品

这个故事的重复情节较多，讲述中教师采用了边讲边插问的
方式帮助幼儿理解内容，但插问要注意详略得当。我认为重
点插问可以放在小动物们“叠罗汉”的情节上，引导幼儿通
过观察画面展开讨论，使幼儿了解动物们“叠罗汉”的顺序，
感受动物们玩耍时的调皮可爱。次重点插问可以落在小动物
们睡着了的情节上，进一步引导幼儿去体现齐心协力的成功
所带来的满足与快乐的情绪。

此外，在讲述故事中，教师还需要注意处理好语气语调以及
适度的情感渲染。教学中可以请孩子们学一学小动物的话，
让幼儿融入角色体验“摘”月亮的快乐，获得语言练习的机
会。

2．要注意满足幼儿对问题讨论的需求

从活动现场看，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内容是“叠罗汉”，因此
教师可以借此引导幼儿对这个情节和画面进行重点讨论，
如“小动物是怎么叠罗汉的？”“海龟为什么被叠在最下
面？”“海龟会不会被压死？”结尾时，孩子们对“水中怎
么会有一个月亮”尚存疑问，教师在此可以即兴组织一次小
小的“辩论赛”，让孩子们各抒己见，借“辩论”促进幼儿
的语言表达和思辨能力，进而激发幼儿对大自然现象“水中
倒影”产生继续探究的热情。

3．应适当选用乐曲，营造温馨的欣赏氛围

引导幼儿欣赏文学作品，音乐的烘托和渲染，教师富有情感



的语言表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乐曲的选用上，
还可再做努力。如当小老鼠“摘月亮”时，配上更加优美流
畅的音乐；当小老鼠“吃月亮”时，配上活泼诙谐的音乐；
当小动物们“同枕共梦”时，再配上舒缓的梦幻曲。这样处
理，会进一步加深幼儿对故事情节的理解，增强幼儿对故事
情趣的感受。

附故事：《月亮的味道》

作者：（瑞士）麦克·格雷涅茨

“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真想尝一小口
啊！”夜里，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么想。可是呢，不管
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

有一天，一只小海龟决心去摸一摸月亮。小海龟爬呀爬，总
算爬到山顶，月亮近多了。可是，小海龟还是够不着。于是，
海龟叫来了大象。“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够得
到呢！”大象的鼻子往上一伸。这时，月亮想：“这是在和
我玩游戏吧！”月亮轻轻地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它
叫来了长颈鹿。然后长颈鹿叫来了斑马，斑马叫来了狮子，
狮子叫来了狐狸，狐狸叫来了猴子。每次都是眼看就要摸着
了，可月亮总是会轻轻地往上一跳，月亮又漂远一点，还是
够不着。

最后猴子叫来了老鼠。

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儿，肯定捉不到我的。
”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

瞧，老鼠先爬到海龟身上，然后爬到大象身上、长颈鹿身上、
斑马身上、狮子身上、狐狸身上、猴子身上，然后，“咔
嚓！”老鼠咬下一片月亮。“多么美味的月亮啊！”



小老鼠给动物们都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它们吃
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孝道文化班会篇五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知道，校园的干净整洁需要靠大家的努力。

2、使学生知道，学校的一草一木需要靠大家来爱护。

3、使学生知道，学校的文化长廊给我们的深远影响。

4、学生自己动手创建班级文化墙。

一、导入

亲爱的同学们，走在上学的路上，你们注意过脚下都有什么
吗？

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你发现过吗？

在你上学的路上，你发现马路的`两边都有什么呢？

学校有吗？

你喜欢吗？

当你上四楼起上微机课的时候，你发现学校的走廊里有什么
了吗？

你有什么感觉呢？

这些东西好不好？



如果我们班也有，会不会更好？

二、合作探究

和你的同桌自由的畅谈。

汇报。

拿出你的材料，将你们组小组的想法，体现出来。

动作操作。

三、展示

各小组展示本组同学的设想。

选择大家都喜欢的，觉得意义最深刻的，布置班级文化墙。

四、表决心

我们的班级文化已经确定了，你以后准备怎样来实施？

学生自由畅谈，各抒己见。

五、总结

希望同学们，说到就要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