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班会教案精品个文库 小学六年
级班会教案设计(模板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
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学班会教案精品个文库篇一

活动目的：

1.通过雷锋的生平简介及其故事，使学生知道雷锋的一生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从而激发学生自觉地向雷锋叔
叔学习。

2.结合班级的实际情况，提出我们要学习的雷锋精神——自
律，助人。希望更多的“小雷锋”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活动过程：

(一)开场白

甲：三月，阳光明媚。

乙：三月，万物复苏。

甲：三月，春风送暖。

乙：三月，大地换新颜。

甲：同学们，你们知道三月是什么日子吗



全班答：学雷锋活动月。

乙：大家都说对啦。

合：三(6)班“学习雷锋好榜样”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二)认识雷锋

1.出示雷锋照片

甲：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全班答：雷锋。

2.雷锋简介

甲：下面有请陈亿佳为大家讲述雷锋的生平，大家掌声欢迎。

(三)走进雷锋

1.小品《让座》

乙：雷锋叔叔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他乐于助人，勤奋善
良，下面请大家由陈思淼，沈徐哲等同学带来的小品《让
座》，大家掌声欢迎。

2.雷锋故事大家说

甲：同学们，你们还知道哪些和雷锋有关的小故事呢(孙麒，
施柏卉，许文彬讲故事)

3.学习雷锋

乙：听完了雷锋的故事，同学们，你们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
向雷锋叔叔学习呢(小组讨论)



甲：向雷锋叔叔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尊老爱幼，助人为
乐，团结同学，将读书当成是最快乐的事情。

……

甲：向雷锋叔叔学习，

乙：就是要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甲：当同学没有橡皮时，我们主动借给他;

乙：当同学学习有困难时，我们主动借给他;

甲：当校园里有垃圾时，我们及时捡起它;

乙：当有人迷路时，我们主动告诉他……

甲：像这样的事我们大家都能做好。

4.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

(四)班主任总结

小学班会教案精品个文库篇二

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是祭
祖和扫墓的日子，也是郊游踏青的好时光。清明节这个中国
传统节日被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还列入
法定国假日，这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民俗节日的重视。然而，
青少年学生虽然热切盼望清明小长假，但据我的初步调查不
少青少年学生，对这个节日的民俗意义和相关传统文化知识
却知之甚少，他们认为祭祖是老人的事，甚至认为是封建迷
信，而扫墓则是出游的幌子，至于清明节的来历、风俗、文
化内涵等他们知之甚少。针对他们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感知、



对感恩思源的精神的实践而召开了这次主题班会。

1、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希望学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能全面正
确的了解清明节，深切感受清明节的文化内涵，积极的过一
个有意义的清明节。

2、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俗、风情和传统美
德。有利于青少年对孝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理解和
升华在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的基础上，继承先烈遗志，
发扬革命精神，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3、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增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热
爱民族文化，主动地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

20xx-x-xx

六年级（2）班

1、学生课前搜集整理清明节有关知识、资料、图片等。

2、每位学生调查自己家的家族史。

3、每组选若干名学生参加“清明知识知多少” 比赛，准备
竞赛的题目。

班主任：清明祭祖扫墓，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
行孝品德的具体表现。自古以来，清明扫墓不仅是纪念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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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就到了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为了更好的
开展这次活动我们举办了这次班会。

（一）利用竞答交流的形式让同学们知道清明节的由来和清
明节的习俗。



1、 引导学介绍清明节的由来

生：简述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略）

生：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在古代不
如前一日的寒食节重要，因为清明及寒食节的日期接近，民
间渐渐将两者的习俗融合，到了隋唐年间（581至907年），
清明节和寒食节便渐渐融合为同一个节日，成为扫墓祭祖的
日子，即今天的清明节。从此，清明节踏青扫墓成为中华民
族一种固定的风俗。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自己搜集讲述清明节的由来更能深入领
会清明节的文化内涵。

2、指导学生领会清明祭祖扫墓的文化内涵

班：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的，最主要的还是祭祖扫墓。

播放清明节习俗活动影像资料或展示有关图片 ，最后播放一
组民间扫墓、祭祖图片或影像。

班：看了最后一组图片影像，同学们有什么想法？这是封建
迷信活动吗？对待我们的先人我们该不该缅怀，该如何缅怀？
（全班同学分成小组讨论小组代表口答）

清明节前夕学校照例要求各班主持班会、制作小花或花圈祭
扫烈士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我应德育校长的要求，
教大家做纸花或扎花。于是我把美术与班会结合起来教学可
谓一举两的。课前要求学生充分调查相关资料，课上利用竞
答交流的形式让同学们知道清明节的由来和清明节的习俗。
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俗、风情和传统美德。有利于青少年对
孝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理解和升华在缅怀革命先烈
的丰功伟绩的基础上，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珍惜
现在的美好生活。同时指导学生扎白色、黄色、紫色的纸花



如百合、玫瑰、菊花等，或者利用野花扎成花束。并简单模
拟祭扫烈士现场祭奠。最后鼓励学生清明节小长假与父母一
起祭奠祖先或烈士并写一篇作文，记述自己过程、见解或感
受。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希望学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能全面
正确的了解清明节，深切感受清明节的文化内涵，积极的过
一个有意义的清明节。

但是在教学后我发现学生们虽然通过制作或绘画或实际参加
清明节活动表达了自己对先人及烈士的缅怀及敬仰之情，但
是因为过于强调“先人”、“烈士”，学生从内心里对生命
产生了敬畏之情，同时也从内心上片面的认为清明节就
是“鬼节”，另一方面，过分注重追古思今，强调爱国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是清明节变成了思想政治课，变得枯燥。这
些都是因为在教学中也许是因为时间的仓促，没有细致的帮
助学生全面解读从清明节的文化内涵。因此，我决定在清明
节后针对清明节的文化内涵与学生作一次深入的探究。

小学班会教案精品个文库篇三

1.通过队会，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有更具体、
详实的了解。

2.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引导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我校
精神文明建设。

清明节来历和风俗等资料的介绍

1.引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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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问：同学们还记得这首诗吗？这首诗的题目是什么？对，是



《清明》。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 “缅怀革命先烈，感恩幸
福生活”的清明节主题班会。希望同学们能够在班会中有所
收获。

2.介绍清明节

生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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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文公无计可施，只好放火烧山，他想，介子推孝顺母亲，
一定会带着老母出来。谁知，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介子推母
子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死了。晋文公发现介子推脊梁堵
着的柳树树洞里的衣襟上，题了这样一首血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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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一了。现在，清明节取代
了寒食节。

3.清明节习俗的介绍

主持人：自古以来，清明扫墓不光是纪念自己的祖先，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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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播放《歌唱二小放牛郎》。

5.诗歌朗诵《英雄赞歌》

主持人：先烈们的故事，我们记在心里，我知道，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先烈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主持人：先烈的爱国精神让我们动容，更应在我们身上延续。
让我们继承先烈的遗志，学会感恩，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
力学习！

主持人：我宣布“缅怀革命先烈，感恩幸福生活”清明节主
题班会到此结束。

师总结：今天，在“缅怀革命先烈，感恩幸福生活”清明节
主题班会中，我们同学既了解了清明节的一些知识，又知道
了一些为祖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先烈的事迹。我们
都不应该忘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
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先烈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希望你们能发扬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学会感恩，在今后的学
习和生活中做一个正直无私的人，长大为祖国做贡献。

6.布置任务：清明节放假三天，每生完成一篇《大手拉小手
快乐过清明》的作文。

小学班会教案精品个文库篇四

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是祭
祖和扫墓的日子，也是郊游踏青的好时光。清明节这个中国
传统节日被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还列入
法定国假日，这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民俗节日的重视。然而，
青少年学生对这个节日的民俗意义和相关传统文化知识却知
之甚少，至于清明节的来历、风俗、文化内涵等他们也知之



甚少。针对他们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对感恩思源的精神
的实践而召开了这次主题班会。

1、认知目标：通过班会，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
节有更具体、详实的了解。

2、情感目标：通讲故事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我们要努力学习，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3、行为目标：通过活动能认清自己的不足，学会好好学习、
热爱生活、爱父母、爱同学、爱老师、爱班级、爱社会。

（一）了解清明节

高云鹤：清明节习俗清明节是传统的纪念祖先的节日，其主
要形式是祭祖扫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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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严延年传》
载，严氏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在清明/ 还归东海扫墓地/。随着
祖先崇拜和亲族意识的越来越发达和强固，远古时代没有纳
入规范的墓祭，也归入了“五礼”中：士庶之家，宜许上墓，
编入五礼，永为常式。朝廷的推崇使墓祭活动更为盛行。古
人有描写清明扫墓的诗：”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
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民间广为流传的
孟姜女寻夫小曲也有/三月里来是清明，桃红柳绿百草青；别
家坟上飘白纸，我家坟上冷清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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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否狐兔在穿穴打洞，会否因雨季
来临而塌陷，所以要去亲临察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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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祭扫的日期，各地风俗不同，有的是在清明节的前十天



后十天；有的称“前三后三”；有的在清明前后逢/单/日举
行；有些地方扫墓活动长达一个月。

祭扫烈士墓清明祭祖扫墓，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敦亲睦族
及行孝品德的具体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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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形式。

（二）学会去爱

1、讲英雄故事

2、录象片段：解放战争

班主任：为新中国献身的叔叔阿姨们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
如果是你，你敢吗？

邦是小我，是小爱，他们才是大我，是大爱。

3、诗朗诵《站在烈士纪念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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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更好的传承它。

小学班会教案精品个文库篇五

教学目标：



1、会认4个生字，会写12个字。

2、默读课文，能边读边想象。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声音
表现雷雨前后的不同景象。

3、有留心观察天气的兴趣，能写观察日记。

重点难点：

1、重点：认字、写字、朗读课文。

2、难点：体会本文的写作顺序朗读感悟，“垂”字的书写。

教学方法：自主探究识字、小组合作检查、朗读感悟。

教学准备：投影仪、生字卡片、图片。

课时安排：两课时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揭示课题

1、听音乐说说自己听到了什么?(播放：刮风下雨闪电雷声的
旋律)

2、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新课文《雷雨》。(板书课题)

二、自读自悟，学习生字

1、自由读课文，要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不认识的字问问下
面的小鱼。



2、学习生字“压、乱、垂、虹”，用自己的方法识记，扩词。

3、小组读课文，推荐一位组员来展示朗读，并说说为什么要
推荐他来读。

4、被推荐到的学生逐段读课文，正音。

5、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随学生回答教师板书：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

6、找出相关的段落，初步介绍“段”的知识，让学生把课文
划分成3段。

三、书写生字。

写字指导。(生归类分析字行，说发现。)指导：“彩”字右
边的“三撇”是上下排列的，起笔处要在一条垂线上，第二
撇起笔处在横中线上。“蜘”字中的虫字旁要写得瘦长，虫
字旁的“扁口”上宽下窄。“垂”字上边的撇要写得短而平，
下面的横逐渐加长，最后一横又要缩短。

学生先把每个字临写一个，对照总结之后，再临写一个，争
取第二个比第一写得好。

第二课时

一、复习。

1、卡片认读生字词

2、上堂课我们知道课文讲了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景色，
这堂课我们要去看看具体的景象。

(教师板书：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



二、朗读感悟课文。

研读“雷雨前”

1、默读课文，划出雷雨前又哪些景色，你认为这些景色写得
怎样?

2、交流自读自悟情况;教师随学生的回答相机点拨。

如：满天的乌云，黑沉沉的压下来。

忽然一阵大风吹来，吹得树枝乱摆。

“乱摆”说明什么?不下雨时风是怎样吹的?为什么要加一
个“忽然”?让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第一自然段讲的是“叶子
动也不动，”加上“忽然”表现了天气的变化。

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

哪个字写得好?为什么?读一读。

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

该怎么读才能体现天气骤然变化?

3、有感情地朗读。

研读“雷雨中”

1、默读课文，你能提出什么问题考大家?

2、学生提出问题，学生互动，教师相机点拨。

如：为什么用3个“哗”?该怎么读这3个“哗”?



为什么“往窗外看去，树哇，房子啊，都看不清了”?

两个“渐渐地”说明了什么?

3、有感情的朗读。

自由读--女生读--指名读

研读“雷雨后”

1、小组合作读一读，画一画文中的景色。

2、展示自己的画。

3、美读这一段。

三、总结课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朗读自己喜欢的段落。

3、积累运用

1)、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雨越下越大。__越__越__。

2)、雷声小了，(雨声也小了)。池塘里的水满了，(青蛙也叫
起来了)。( )了，( )也( )了。

六、课后延伸

观察日出或日落，写一篇观察日记。

课后反思：



本文用精练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
的自然景象。为了不雷同，我对每段的教学方法的选择各不
相同，雷雨前用欣赏美文的方法“让孩子说说哪些景色写得
好，为什么?”，雷雨中则用“你能提出什么问题考考大
家?”，雷雨后用画画的形式展示自己对课文的理解。让自己
感触最深的是教学第二段，用这样的方法教学，最大限度激
发了学生的兴趣，每位学生都想提出有难度的问题考倒同学，
在问题的反馈上来看，学生确实是作了思考，提出的问题跟
自己备课时想得一样，而且有些好的同学提出了“字词推
敲”的问题，如：“往窗外望去”为什么不写成“往窗外看
去”?有什么不同?我想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还应该多尝试这
样的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