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分享与互助教案 爱国卫生月班会说
课稿(大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教
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分享与互助教案篇一

让每个学生不仅知道个人卫生的基本要求，同时还懂得爱清
洁、讲卫生是文明行为，使学生愿意做个讲卫生的好孩子，
培养学生从小养成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

活动准备：

1、有关图片

2、资料收集、

3、版面设计

4、节目彩排

5、录音机

活动形式：

小品、故事、儿歌、讨论

活动程序：

一、谈话导入：



1、同学们，让咱们来看一看、比一比，谁的手、脸、衣服最
干净呢？

2、同学们互比。

3、师：请做得好的同学说一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4、指名发言。

5、师：这些同学真是讲卫生的好孩子。那么今天我们就召开
这个主题班会，老师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从小做起，做个讲
卫生的好孩子。（板书：《做一个讲卫生的好孩子》）

二、宣布开会：

三、活动开始：

2、同桌讨论。

3、学生自由谈想法。

4、小结：手经常会摸很多东西，有很多细菌。手的卫生很重
要，所以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如果手脏了不洗干净，既影
响健康，和别人交往时也不文明。

6、学生讲《不讲卫生的小狐狸》的故事。

7、学生自由谈想法。

8、小结：希望同学们不要像小狐狸那样不讲卫生，我们要做
一个讲卫生的好孩子，养成好习惯。

9、主持人：同学们，有这样一位小朋友，原来很不讲究卫生，
可是后来他在卫生习惯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请看小品《他进步了》。



10、主持人：同学们都爱美，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打
扮是否符合小学生的模样呢？请同学们看一下这些同学的穿
着能不能体现出美呢？（放音乐：让我们荡起双桨）几位模
特同学出来表演动作。

12、学生自由谈想法和做法。

13、小结。

14、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首儿歌，看看这首儿歌都告诉
了我们什么呢？（出示《小牙刷》儿歌）

15、学生们一起读儿歌。（可以加上动作表演）

16、请愿意展示的同学到前面表演。

分享与互助教案篇二

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给我这次学习和提高的机会。今天
我说课的题目是小学主题班会——《远离垃圾食品 享受健康
生活》。下面我将从设计背景、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
重难点、活动方法、活动过程、活动反思七个方面进行说课。

我们学校没有商店，学校领导和老师也经常教育学生不要随
便吃零食，禁止到小商店购买零食，为何屡禁不止呢？通过
调查发现：有许多学生嫌家里的饭菜不好吃，而且中午学校
食堂的饭菜单一，外面小商店的口味迷人，而且还便宜。因
此，学校周边的`小商店到了放学的时候，生意特别好！而校
园内、教室内的垃圾箱几乎成了各种食品袋的“天下”。为
了加强学生的食品安全教育，提高学生的食品安全自我保护
意识，我设计了“远离垃圾食品，享受健康生活”为主题的
班会课。



1、通过活动的开展与交流，让学生认识垃圾食品，并在购买
食品时学会选择和鉴别。

2、通过活动的参与，学生能够认清垃圾食品的危害，增强拒
绝垃圾食品的信心，让学生健康、安全的成长。

重点：让学生学会辨认垃圾食品，并认识到长期食用垃圾食
品的危害。

难点：小学生通过活动如何真正地远离垃圾食品，促进身体
健康 。

根据本节课的具体内容，结合小学生现具有的心理特点，我
采用了讲述法、课堂讨论法、互动交流、调查法等方法，学
生主要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探究方式，充分地调动
小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

1、谈话导入，现场调查

同学们我们生活是多么幸福、美满，我们有父母、亲人、老
师、朋友地关心与爱护，似乎觉得我们的周围是多么的安全。
其实，我们生活中仍然有许多不安全的东西存在，需要加以
注意和认真对待，否则在不知不觉中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伤
害。现场调查：同学们平时喜欢吃零食，特别是喜欢吃辣条、
鸡爪、方便面等小食品的请举手。此时举手的学生会非常多，
引导学生知道本节班会课主题与食品有关，与学生一起带着
这一话题来进入今天的主题班会课 。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调动了小学生的思维，引起学生的思考，
现场调查引入主题，也体现了小学生现阶段的思维特点。

2、观看视频，交流认识

设计意图：通过交流，学生会对垃圾食品有了初步的认识和



了解，也为小学生今后远离垃圾食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交流讨论，认识危害

出示垃圾小食品尤其是“五毛食品”（魔法师、一根筋、一
根葱、辣皮、唐僧肉等）的制作图片。结合图片老师适时讲
述：这些食品均来自地下黑工厂，老板为了追求利润会不择
手段的降低生产成本，只知道用色、香、味来引诱我们，根
本不顾食品的安全与健康。此时的学生听了老师的讲述肯定
会感到惊讶与惊叹。紧接着边出示学生熟悉的各种垃圾食品
包装袋边提出：这样低价的食品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定
是劣质产品，为什么呢？通过观察、交流讨论引导学生认识
到这些垃圾食品其实大多都是一些小作坊生产的三无产品，
然后重点启发学生并讨论交流它们的危害。教师通过屏幕出
示一些学生比较喜欢的垃圾食品的成分及危害，并举案列、
垃圾食品的危害视频来进一步说明垃圾食品的危害。

分享与互助教案篇三

为了使学生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爱的博大与精深、主动关爱
他人、明德修身，怀揣一颗感恩的心锻造自己、回报社会，
我班积极组织开展以“送温暖、献爱心、做文明有礼平潭
人”为主题的班团活动。

活动准备：

1、制定活动计划；

2、全体同学齐唱《爱的`奉献》，《让世界充满爱》，看献
爱心纪录片；

3、收集学生成长经历中的一些关于爱心故事。

时间：



20__年11月19日

地点：

三年2班教室

活动过程：

一、引入,主持人致辞.

二、讲述爱心故事。

1、能给予就不贫穷了。

2、爱心烛火

三、

1、学生讲述爱心故事。

2，观看爱心纪录片，谈谈自身体会。

四、唱、颂感恩

齐唱《爱的奉献》，《让世界充满爱》用心去感谢所有的一
切。

五、班主任发言.

六、结束.

分享与互助教案篇四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强
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提高
安全意识。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活动重点：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活动过程:

一、老师谈话引入

二、活动设计

1.老师先向学生讲几点防溺水的知识要点

(1)教育学生周末、节假日、寒暑假严禁到江河、大海、青山
头水门、池塘、无盖的水井边等处戏水、游泳。不能独自或
结伴到海边、池塘边钓鱼、游泳、玩水。

(2)教育学生在来校、离校的途中千万勿去玩水,下江游泳。

(3)、溺水的自救与救护

当发生溺水时，不熟悉水性时可采取自救法：除呼救外，取
仰卧位，头部向后，使鼻部可露出水面呼吸。呼气要浅，吸
气要深。因为深吸气时，人体比重降到0.967，比水略轻，可
浮出水面(呼气时人体比重为1.057，比水略重)，此时千万不
要慌张，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而使身体下沉更快。

会游泳者，如果发生小腿抽筋，要保持镇静，采取仰泳位，
用手将抽筋的腿的脚趾向背侧弯曲，可使痉挛松解，然后慢
慢游向岸边。

救护溺水者，应迅速游到溺水者附近，观察清楚位置，从其



后方出手救援。或投入木板、救生圈、长杆等，让落水者攀
扶上岸。

出水后的救护：

首 先清理溺水者口鼻内污泥、痰涕，取下假牙，然后进行控
水处理。救护人员单腿屈膝，将溺水者俯卧于救护者的大腿
上，借体位使溺水者体内水由气管口腔中排出。 有些农村将
溺水者俯卧横入在牛背上，头脚下悬，赶牛行走，这样又控
水、又起到人工呼吸作用。如果溺水者呼吸心跳已停止，立
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同时进行 胸外心脏按摩。

(4).如何防溺水

游泳，是广大青少年喜爱的体育锻炼项目之一。然而，不做
好准备、缺少安全防范意识，遇到意外时慌张、不能沉着自
救，极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

为了确保游泳安全，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必须做到以下几
点：

1、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泳，更不要到不摸底和不知水情或比
较危险且宜发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去游泳。选择好的游泳
场所，对场所的环境，如该水库、浴场是否卫生，水下是否
平坦，有无暗礁、暗流、杂草，水域的深浅等情况要了解清
楚。

2、必须要有组织并在老师或熟悉水性的人的带领下去游泳。
以便互相照顾。如果集体组织外出游泳，下水前后都要清点
人数、并指定救生员做安全保护。

3、要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平时四肢就容易抽筋者不宜
参加游泳或不要到深水区游泳。要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先活
动活动身体，如水温太低应先在浅水处用水淋洗身体，待适



应水温后再下水游泳;镶有假牙的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防
呛水时假牙落入食管或气管。

4、对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下水后不能逞能，不要贸然
跳水和潜泳，更不能互相打闹，以免喝水和溺水。不要在急
流和漩涡处游泳，更不要酒后游泳。

5、在游泳中如果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如眩晕、恶心、心慌、
气短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救。

6、在游泳中，若小腿或脚部抽筋，千万不要惊慌，可用力蹬
腿或做跳跃动作，或用力按摩、拉扯抽筋部位，同时呼叫同
伴救助。

7、在游泳中遇到溺水事故时，现场急救刻不容缓，心肺复苏
最为重要。将溺水者救上岸后，要立即清除口腔、鼻咽腔的
呕吐物和泥沙等杂物，保持呼吸通畅;应将其舌头拉出，以免
后翻堵塞呼吸道;将溺水者的腹部垫高，使胸及头部下垂，或
抱其双腿将腹部放在急救者肩部，做走动或跳动“倒水”动
作。恢复溺水者呼吸是急救成败的关键，应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可使溺者仰卧，救护者在身旁用一手捏住溺者 的鼻子，
另一手托着他的下颚，吸一口气，然后用嘴对着溺者的 嘴将
气吹入。吹完一口气后，离开溺者的嘴，同时松开捏鼻子的
手，并用手压一下溺者的胸部，帮助他呼气。如此有规律地
反复 进行，每分钟约做 14—20 次，开始时可稍慢，以后可
适当加快。

(5)、发现溺水者该怎么办

当 发现有人落水时，救助者不要贸然去救人，因为一旦被落
水者抓住将十分危险。在水中与落水者纠缠不但会消耗救助
者的大量体力，有时甚至会导致救助者体力耗尽 最终丧命。
如果当时情况十分紧急，而救助者又具备一定的救护技巧，
那么救助者在下水前应尽快脱去衣裤和鞋子，在向落水者接



近时，要尽量避免被落水者抓住。

三..老师谈谈事例，并由学生扮演小品

本学期_学校在周末，几名学生到讲河边钓鱼玩，有两名学生
不慎溺水死亡。这个悲惨的事实告诉我们了什么?这几个同学
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1)议一议：

这几个小朋友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

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2)把小朋友的错误纠正过来。

(3)由这个事实谈谈我们的心得体会。

3.说一说

说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

四.班主任小结

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
意识。让安全系着你、我、他;愿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充满阳光
和鲜花;愿平安永远着伴随我们大家!

活动效果及反馈：

这次活动增强了大家的防溺水安全意识，也让学生学到一些
防溺水自救常识，对于排除安全隐患、保护自身生命安全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



分享与互助教案篇五

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给我这次学习和提高的机会。今天
我说课的题目是小学主题班会——《远离垃圾食品 享受健康
生活》。下面我将从设计背景、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
重难点、活动方法、活动过程、活动反思七个方面进行说课。

一、活动设计背景：

我们学校没有商店，学校领导和老师也经常教育学生不要随
便吃零食，禁止到小商店购买零食，为何屡禁不止呢？通过
调查发现：有许多学生嫌家里的饭菜不好吃，而且中午学校
食堂的饭菜单一，外面小商店的口味迷人，而且还便宜。因
此，学校周边的小商店到了放学的时候，生意特别好！而校
园内、教室内的垃圾箱几乎成了各种食品袋的“天下”。为
了加强学生的食品安全教育，提高学生的食品安全自我保护
意识，我设计了“远离垃圾食品，享受健康生活”为主题的
班会课。

二、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的开展与交流，让学生认识垃圾食品，并在购买
食品时学会选择和鉴别。

2、通过活动的参与，学生能够认清垃圾食品的危害，增强拒
绝垃圾食品的信心，让学生健康、安全的成长。

三、活动准备：视频、图片、案例、垃圾食品包装袋等

四、活动重、难点：

重点：让学生学会辨认垃圾食品，并认识到长期食用垃圾食



品的危害。

难点：小学生通过活动如何真正地远离垃圾食品，促进身体
健康。

五、活动方法

根据本节课的具体内容，结合小学生现具有的心理特点，我
采用了讲述法、课堂讨论法、互动交流、调查法等方法，学
生主要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探究方式，充分地调动
小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

六、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现场调查

同学们我们生活是多么幸福、美满，我们有父母、亲人、老
师、朋友地关心与爱护，似乎觉得我们的周围是多么的安全。
其实，我们生活中仍然有许多不安全的东西存在，需要加以
注意和认真对待，否则在不知不觉中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伤
害。现场调查：同学们平时喜欢吃零食，特别是喜欢吃辣条、
鸡爪、方便面等小食品的请举手。此时举手的学生会非常多，
引导学生知道本节班会课主题与食品有关，与学生一起带着
这一话题来进入今天的主题班会课。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调动了小学生的思维，引起学生的思考，
现场调查引入主题，也体现了小学生现阶段的思维特点。

2、观看视频，交流认识

设计意图：通过交流，学生会对垃圾食品有了初步的认识和
了解，也为小学生今后远离垃圾食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交流讨论，认识危害



出示垃圾小食品尤其是“五毛食品”（魔法师、一根筋、一
根葱、辣皮、唐僧肉等）的制作图片。结合图片老师适时讲
述：这些食品均来自地下黑工厂，老板为了追求利润会不择
手段的降低生产成本，只知道用色、香、味来引诱我们，根
本不顾食品的安全与健康。此时的学生听了老师的讲述肯定
会感到惊讶与惊叹。紧接着边出示学生熟悉的各种垃圾食品
包装袋边提出：这样低价的食品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定
是劣质产品，为什么呢？通过观察、交流讨论引导学生认识
到这些垃圾食品其实大多都是一些小作坊生产的三无产品，
然后重点启发学生并讨论交流它们的危害。教师通过屏幕出
示一些学生比较喜欢的垃圾食品的成分及危害，并举案列、
垃圾食品的危害视频来进一步说明垃圾食品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