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平安校园班会记录表 校园班会主持词
(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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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平安校园班会记录表篇一

女：同学们，今年是祖国成立的第61个年头，在这61年中，
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变化，中华民族虽历经沧
桑而锐气不减，千锤百炼而斗志更坚。

男：在五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伟大的民族精神，熔炼于辉煌的中华古代文化之中，也形成
于近代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奋勇抗争、救国图强的历程当中。

女：是啊!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联朝鲜，团结心，
打倒美国野心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借
助朝鲜内战打入我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鲜，把美军打回
三八线，这充分显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同时也向世界宣告：
我们中华民族从来也没有怕过任何敌人。之后，三大改造，
一五计划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雷锋精神，大庆精神，
为我们的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血液。

男：改革春风吹满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正以迅
猛的速度改变着，我们城镇面貌在改变，现代化建筑设施鳞
次栉比，我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与世界接轨，全世界接受了我
们，港澳回归，洗雪了百年国耻，20xx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使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北京，20xx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更是众
望所归，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中



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男、女：现在，我宣布爱国主题班会正式开始

男：全体起立，齐唱国歌。

男：xx年9月，中国渔船在钓鱼岛被撞，钓鱼岛事件严重破坏
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请各位同学观看钓鱼岛事件。

女：继钓鱼岛事件，被日方非法扣留二个星期的船长詹其雄
成功回国，但日本拒绝向中方道歉，请看钓鱼岛事件ii。

男：任公曰：少年强，则中国强。请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
心》。

女：下面请 舒婷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
中华儿女就不能有丝毫懈怠。

女：钓鱼岛事件是当前的时政热点，请看 等同学就钓鱼岛表
演的话剧。

男：爱国是一种崇高的感情，是一个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它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在先烈
的热血中站起来的，是从历史的屈辱中突围而出的。作为龙
的传人，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一点。爱国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头
上，更应该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当今世界竞争日趋激烈，空
有爱国之心是不行的，光有报国之志也是不行的，我们要从
实际出发，努力学习，将来用实际行动把我们的祖国建设的
越来越美好。

女：在班会的最后，让我们携起手来，向世界宣告：祖国的
明天将更加繁荣昌盛。让我们用手中的笔写下我们对祖国最



美好的祝愿。

平安校园班会记录表篇二

活动目的：学习校园安全知识，认识安全警示牌，对学生进
行安全教育，防患于未然。

活动对象：七年级一班全体学生

活动地点：教室

活动准备：安全知识、警示牌

活动过程：

一、导入班会

男：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我们的安全
倍受家人、老师的关注。

女：“同学们，下课不要拥挤，不要追逐打闹”这是老师们
每天都要对我们说的话。

合：让我们安全记心中，记住人生美好，步步小心。七年级
一班《校园安全》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二、学习安全知识

1、日常行为安全：不携带刀具、火种或其它危险品进入校
园;严禁勾引校外人员来校滋事、打架;不进网吧、游戏室、
歌舞厅等娱乐场所;不在楼梯、走廊上打闹、挤搡;上下楼梯
靠右行，不拥挤、不抢行。

2、体育课、实验课安全：上体育课时，要有防范意识，不随



意投掷器材。实验课时要严格操作程序，按规范操作，不随
意动用器材和药品，不携带任何化学药品出实验室。

3、集体活动安全：班级、年级组织的户外活动、社会活动等，
要事先制定好活动安全方案报经上级批准后方可进行。

4、心理健康安全：教师要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技能，对
心理上出现问题的学生要给予更多的关爱，积极疏导化解，
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严禁体罚、变相体罚学生或其他
侮辱学生人格尊严的行为。学生心理上出现问题可采取适当
方法加以排解，如可找老师、家长、学生、朋友等倾诉。

5、安全顺口溜：

上课小腿莫伸长，走廊狭窄不疯狂，

上下楼梯靠右走，危险游戏一扫光。

同学之间有磨擦，宽容谦让是良方，

三、安全知识问答

1、请同学们猜猜这些警示牌是什么意思。(出示警示牌，学
生指认)

在日常生活中，像这样的警示牌还有很多很多，它们时时刻
刻提醒着我们注意安全，同学们可要留心观察呀!但并不是每
个地方都有警示牌来提醒我们，在没有警示牌的地方，我们
更应该细心观察，加倍小心，尽量避免受伤。

2、像这种情况，我们班发生过吗?

a. 用铅笔或其它尖锐的东西互相打闹。



b. 在教室里互相追赶。

这样做对吗?为什么?(学生回答)

3、在我们学校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注意安全，找一找哪个地方
需要注意安全?(同学自由发言)

师小结：同学们找的这些安全隐患非常好，是学校的问题下
课后

老师会及时向学校领导反映，自己的问题可要及时改正，防
患于未然。

4、现在是轻松十分钟，我们来个安全知识问答。答对就得一
颗星。

选择题：

(1)同学之间发生小摩擦时，下列处理方法正确的是

a、原谅同学或报告老师，让老师处理。

b、记恨在心，事后叫人一起教训对方。

c、据情节给予报复。

d、叫家长到学校来教训对方。

(2)在预防饮食安全方面做的不妥当的是

a、购买包装食品时，要查看有无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单
位。

b、餐具要卫生，要有自己的专用餐具。



c、在外就餐时，选择较为便宜的，无证无照的“路边摊”。

d、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

(3)乘车时较为安全的行为是

a、在道路中间拦车。

b、上车时争先恐后。

c、车辆行驶时，头、手不伸出窗外。

d、不乘坐无牌、无证车。

(4)遇到别人打架时( )

a、上前围观，给自己认识的人加油、帮忙。

b、不管他

c、去劝阻

d、告诉老师

(5)遇到火灾时，拨打( )

a、110

b、119

c、120

d、121



(6)在道路上行走时( )

a、和同学边走边打闹

b、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走

c、行走时东张西望，边走边看书或做其他事情。

d、为赶时间与机动车辆抢行

判断题：

(1)使用刀具时，互相比划、打闹。 ( )

(2)用湿手触摸电器，用湿布擦试电器。 ( )

(3)用手或金属制品去接触插头底部。 ( )

(4)当不慎摔倒时，身体尽量往前，保护自己的头部。( )

(5)用沙子或泥土打仗。 ( )

(6)下雨天，在湿的地面上奔跑。( )

(7)站在凳子上往阳台下看。 ( )

四、班会尾声

辅导员讲话：同学们，你们这次班会开得非常成功。通过这
次班会，我们学到了许多安全知识，希望同学们在学校能够
自觉遵守安全规则。珍爱生命，把安全牢记心中。时时刻刻
注意安全。

在《祝你平安》的歌曲中结束本次班会。



平安校园班会记录表篇三

1、经过讨论，让孩子明白什么是习惯，并区分好习惯和坏习
惯，明白一个好的习惯对于自我的重要性。

2、主要针对“一天好的习惯养成”，经过讨论、画画等手段，
让学生了解一天都能够做什么事情。

3、经过《一天好习惯养成表》的填写，让学生为自我一天的
生活做合理科学的安排，并按照表格执行，以养成一日良好
习惯。

4、经过教师的总结，引领学生一齐回顾本学年的特色班级活
动，以画配文的形式再次展现所涉猎的其他好的习惯养成。

经过主题班会活动，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

1、教师导入: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是真空，在我们的身边和周
围存在着种种不礼貌的现象，道德垃圾寻找活动旨在引导我
们从身边、从自身细细地寻找种种不良思想和不良行为，并
加以辨析，引导我们承担一个公民的社会义务，关注社会。
为了让同学能明辨是非，端正行为，我们将开展“养成好习
惯我能行”系列活动。

2、列举不礼貌现象:

请同学们拿出一张纸，把你所看到的一些不礼貌现象写出来，
并且读一读，然后装进道德垃圾箱。

我们的许多烦恼与生活环境中成员的不道德行为有很大关系。
请同学说一说学习、生活中一些小事给你带来的烦恼(小组为
单位)相信从倾听同学的烦恼中，对你必须有所警示。

3、良好习惯的养成:



在道德垃圾寻找活动中同学发现了自身及同学身上的种种不
礼貌行为。此时，请同学们讨论我们应当养成哪些好习惯。

4、我们的承诺:

只要有人乱扔垃圾，我们就要阻止。

只要有人在干净的道路上随地吐痰，我们就要阻止。

只要有人破坏学校的花草、树木或公物，我们就要阻止。

只要学校里有不讲礼貌，不讲规范的行为，我们就要阻止。

当我们进入学校时，必须坚持衣着整洁干净。

当我们承诺他人时，决不食言说到做到。

当我们见到他人有困难时，必须要主动帮忙。

5、活动总结:“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小时候养成的
习惯，会象人的天性一样自然坚固，让我们抓紧这养成习惯
的黄金时间，行动起来，使我们身上的好习惯越来越多!

平安校园班会记录表篇四

活动资料：学习一些食品安全等知识。

活动要求：通过学习有关安全知识，使学生在购买食品时要
进行选取和鉴不，使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活动过程：

1、正确洗手，是饮食安全第一步。

“湿、擦、搓、捧、干”，人人饭前便后不忘做，病菌不入



口。

2、路边饮食、零食拒入口，疾病远离我。

3、不买包装不完整、标示不明的食品，不吃隔餐食品、牛奶。
饮食安全主题班会记录。

4、购买眼睛、鳞片明亮有光泽、肉质有弹性、无腥臭味的
鱼;呈粉红色具弹性的肉;绝不买头、足部以及尾扇部变黑、
头部快脱落的虾。

5、防交叉污染：买回家中的食物，应分类分区贮放;烹调时，
生、熟食分开处理，持续餐具与食器清洁。

6、禽畜类食物先除去内脏、清洗，并依每餐份量个不包装存
放冰箱;蔬菜去污、除烂叶，不以一般报纸(可用白报纸)包裹
置冰箱内，防油墨食入体内有碍健康。

1、够买食品时要进行选取和鉴不，不购买“三无食品”。就
是没有商标的食品不能买;没有生产日期的食品不能买;没有
厂址的食品不能买。天气炎热，微生物生殖迅速，食品容易
腐败变质，一旦不注意易发生食品中毒，故烹调及保存食物
时应个性注意卫生，尤其是厨房环境设施卫生、个人卫生及
食品原材料调理都要注意。

2、除了服药预防外，食疗也是方便可行的选取。一根白萝卜、
半个橘子皮、三片生姜、两段葱白、一绺香菜，煲汤全家喝，
就能够到达增强呼吸道防护潜力的作用。

1、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

2、饮水。立即喝下超多洁净水，稀释毒素。

3、催吐。用手指压迫咽喉，尽可能将胃里的食物吐出。



4、用塑料袋留好呕吐物或粪便，送医院检查，以便于诊断。

5、出现脱水症状(如皮肤起皱、心率加快等)，应尽快将国毒
病人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1、绿色食品指什么食品(c)

a、蔬菜和水果

b、绿颜色的食品

c、安全无污染食品d有丰富营养价值的食品

2、哪些食物不能一起吃(a)

a、豆腐和菠菜

b、葡萄和苹果

c、面包和牛奶

d、馒头和豆浆

3、发霉的花生能吃吗(不能)

4、油炸的食物是不是能够常吃(不是)

5、方便面是不是能够作为主食(不是)

6、我们是不是能够天天吃快餐(不能)

7、能空腹喝牛奶吗(不能)

(辩论题)



8、餐厅，饭店使用一次性筷子，塑料餐具利弊谈

喜爱零食是小孩的天性，但往往在吃得快乐的同时却不记得
要看看食品是否过期，是否变质，因此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
安全隐患。请同学们在享受零食时记住要吃安全放心的食品。

平安校园班会记录表篇五

1、通过对火灾事件的了解，知道发生火灾的主要原因，提高
学生的防火意识，明确防火自救的重要性。

2、认识各种灭火设备，掌握一些消防安全常识及灭火、防火
自救的方法。学会本领，化险为夷。提高学生的自救意识，
培养应变能力。

3、学习利用各种方法查阅、收集、处理信息资料，培养学生
搜集和处理信息能力、获取新知识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
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意识及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与科学
道德。

二、教学过程：

(一)图片展示，引入新课。

1、展示各种火灾现场图片，师：看了这些图片，你想说什
么?你在哪里还看到过这样惨不人睹的场面?有什么感受?(指
名后小组交流。)

2、展示另一系列图片关于消防员救火的场面。(包括森林、
楼房等)

3、师：是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命如此美丽，
但又是如此脆弱。我们要珍惜宝贵的生命，提高防火意识，
象图片中的消防员一样掌握一些自救逃生的方法。



(二)引导研读，归纳整理。

1、教师引导学生利用各种途径收集有关“火”的书籍、期刊、
报刊杂志等，并加以研读。

2、以小组为单位归纳整理出自己收集到的资料，并制作成防
火手册或编一份防火宣传手抄报。如：“火”的可
怕，“火”的预防，灭“火”的方法，逃生常识及发生火灾
时如何拨打求助电话。

3、手册、手抄报完成后，请老师或家长予以签名、鼓励，并
于适当的时间在校园内展示。

(三)竞赛活动，游戏激趣。(设立主持人，四小组记分比
赛。)

1、抢答题。(老师提供部分问题，学生可适当补充。)

(1)生活中的哪些因素会引起火灾?

(2)一旦发生火灾，要迅速拨打什么电话号码?

(3)扑救时是先救人还是救物?先断电还是先救火?

(4)电话报警时要注意报清、报全哪些信息?

(5)列举几种逃生方法。如：关门求生、从窗户逃生、安全出
口逃生等。

2、判断题。(学生也可补充题目。)

(1)禁止学生携带烟花、爆竹、砸炮、火柴等易燃易爆物品。

(2)有一天，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到某山林去野炊。



(3)报警时报警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可以不说明。

(4)发生火灾时，不要盲目开窗开门，用湿毛巾、衣服等衣物
包住头脑，尤其是口鼻部。

(5)家用电器起火，应马上关掉电源开关，千万不要往电器上
泼水。

3、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各种灭火设备知识及灭火方法，组织
学生表演模拟灭火(制作道具，学生扮演火魔和灭火英雄。)

4、引领学生在校园内考察逃生路线，并制作逃生路线图和逃
生路标。评选出路线图加以记分。

(四)逃生体验，增强意识。

1、逃生演练。要求：学生统一身着运动衣、运动鞋。

2、在体育委员带领下做好准备活动。

3、放置火灾道具。

4、查看逃生路线。

5、在老师带领下分组疏散逃生。

6、小结，评价。谈谈收获与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