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青春期女生班会内容 小学班会
教案(实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青春期女生班会内容篇一

1、在活动中使学生认识团结合作的意义。

2、在活动中学习与人合作的方法，学会与人合作。

3、通过交流、沟通、自主实践使学生感受与人合作的快乐。

1、今天上课啊，让我们先来活动活动手指，首先，请每个同
学伸出一个手指，拍向另一只手。然后是两个手指，三个手
指，四个手指，五个手指，逐个体验。

讨论游戏感受。

2、刚才大家都玩了这个游戏，有什么发现？

３、真厉害，一下子就发现了。你能体会到什么呢？

４、课件出示：团结合作力量大。

引出话题：

游戏一：图形巧涂色

１、那么怎样团结合作呢？咱们先来做一个游戏。



２、课件出示：图形巧涂色

３、游戏规则：

以四人小组为单位参加游戏，各组准备好一盒彩色笔和一张
图形纸，纸上有８个图形。老师等下会快速报一遍各图形的
颜色，请大家用最快的速度把颜色涂好。

涂好后请把你们小组的作品贴到黑板上。

赶紧讨论一下，如何参加游戏？

４、老师开始报颜色

５、涂好颜色的图形纸请张贴到黑板上。

６、我们一起来评一评，看哪个小队合作得最好，获得了成
功？

让老师来采访一下成功的小队，能介绍一下你们成功的经验
吗？

哦，你们玩游戏有明确的分工，真是巧妙的方法。

真懂得合理分工，巧！对，大家一起涂色，团结起来力量大

要是下次你再玩这样的游戏，你们会怎么做？

忙着记前面的，就忘记后面的了，相信你们下次不会了

小学青春期女生班会内容篇二

一,开场白主持人:1,a: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谦逊礼貌
的语,一直是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习惯用语.争做四好少年



我们更应该明礼仪,讲礼貌,做最好的我.2,b:让我们从小讲文
明,讲礼貌,让文明之风吹遍我们的校园.回里小学小学二年
级"做文明的我"主题班会现在开始!(掌声)

二,现在大家都看见了,我们一共分成了九个小组,在等会儿的
活动中,我们就以组为单位,开始一场小小的竞赛,看看哪个组
能获得优胜!

大家准备好了吗(生:准备好了!)

校园文明用语

家庭文明用语

社会中文明用语

(二)问答

一组的同学请仔细听题,不要漏掉了一个环节.请2组做准备.

1,听好了:你是领导早读的同学,每天总会早早得来到学校.今
天,你也像往常一样来到教室,发现老师还没来,可是,居然有2
个同学在过道上追逐打闹.看到这一切,你应该怎么说,怎么做呢
(劝架,礼貌用语等)

(课间文明休息,不追逐打闹;课余,进行文明健康地文体活
动.)

2,今天早晨,你起床时,发现头痛极了,嗓子也十分干哑.妈妈
摸摸你的头,发现你发高烧了,必须到医院去,于是,你想打电
话给老师请假半天,该怎么说呢(问好,礼貌用语,请假时间等)

(按时到校,作好课前准备.有事或生病时,一定要记住事先请
假.)



3,王老师在上课时发现,需要用到红色粉笔,而粉笔恰巧用完
了,.于是王老师请你去向一年级的老师借,你来到了一年级教
室门口,该怎么说,怎么做呢(报告,借的原因,礼貌用语,离开
说再见等)

(进别的班级,喊报告或轻声敲门,经允许后再进入;离开时说"
再见")

(询问店员是要注意称呼有礼貌,还要说谢谢等)

(请求别人帮助时,要谦逊有礼.不管是否得到帮助,都得想对
方道谢!)

(语气诚恳,态度温和,礼貌用语)

(对人有礼,团结同学,也要关心同学.能分辨是非,对于班上出
现的不良现象要敢于制止.)

师宣布积分,鼓励大家再接再厉.

三,表演唱

小学青春期女生班会内容篇三

同学们，又到了班会课，今天的班会课咱们从一个小故事说
起，请看大屏幕。

咱们以男女擂台赛的形式来展示，每人只要站起来就要说两
句，说过的同学尽量把机会留给没说的同学，如果你们这方
实在没人说了，你也可以再站起来，拯救你们这一方，听懂
了吗？男子汉先开始吧。

咱班同学都不愧是炎黄子孙，已经将传统美德警句名言深深
地印在脑海中了，那么不知大家是否理解这些警句名言所要



向你传递的信息呢？下面咱们就以小组为单位，联系实际谈
谈对其中一两句的理解。好，开始吧！。（意思+实际+也是
一种美德）

看到同学们高谈阔论，咱们的大朋友也想说两句，欢迎吗？
咱们有请于诗浩的妈妈邵阿姨为大家谈谈她对一些警句的理
解和对大家的希望。掌声欢迎小学生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主
题班会教案作文。

听了邵阿姨的发言，相信大家此时心中一定热血澎湃，中华
传统美德警句名言就像一盏指路灯，为大家指明了前进的方
向，大家再结合红色美德少年的评价细则，想想你今后应该
怎样做一名出色的美德少年呢？想好后可以写在你提前准备
的空白书签上，书签的正面摘录一句对你启发最大的名言警
句，反面简单写上你准备怎样做，践行美德少年。（写好的
同学读）

声音挺响亮的，不过有位阿姨还想就中华传统美德给大家嘱
咐两句，想听听吗？咱们用掌声欢迎李馨的妈妈唐阿姨给同
学们讲两句。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小学青春期女生班会内容篇四

1、让学生知道子女在家庭生活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及应有的
家庭责任感。

2、理解父母的心意，接受父母的教育，关心父母的健康，不
向父母提过分的要求。

1、书籍《新三字经》

2、《七旬父母将五名子女告上法庭》、《小黄香》等故事



3、同学准备发言稿

4、歌曲《妈妈的吻》

教师讲解与学生讨论相结合

分析道理与故事赏析相结合

1、同学们，母亲节早成过去，父亲节才刚刚迈步。我听说不
少同学都为父母准备过礼物，这是个好现象，说明大家都知
道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在
家庭中的道德规范，是子女的天职和义务，但在现实生活中，
在我们的身边，却有不少人丧失良知，未能很好地履行孝敬
父母的义务。

2、讲述报纸上《七旬父母将五名子女告上法庭》的事情。

1、让学生自由发表看法

2、投影出示《新三字经》

(1)学生齐读“为人子，方少时。尊长辈，习礼仪。能温席，
小黄香。爱父母，意深长。亲养儿，多辛苦。报春晖，寸草
心。

(2)学生讲《小黄香》的故事。

3、教师小结：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人世间最伟大，最崇高的感
情。父母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并花费了不少血汗和汗
水将我们哺育成人。若没有父母的悉心照料和苦心教导，我
们能够茁壮成长吗?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作为子女的是怎
样报答也报答不完的。

2、结合《新三字经》小组讨论。



3、说说怎样孝敬父母?

1、说说自己哪方面做得好，哪些存在不足之处?今后如何改
正?

2、根据平时的观察，表扬班上孝敬父母的好同学。

3、谁能说说你所知道的有关孝敬父母的故事。

(可有《花木兰代父从军》，《朱德总司令孝敬父母》，《陈
毅外长爱母亲》，《全国“十佳”少先队员之一——杜瑶瑶
的故事》，《争孝》等)

1、通过今节班会课的讨论，大家应该知道了对父母的养肓之
恩要报答，要懂得孝敬父母。

2、齐唱《妈妈的吻》结束本课。

这个教案针对我班部分同学在家庭中自我意识过于强烈，常
忽视父母的感受，甚至有意抵触父母意见，听不进教育而做
出的一些努力，首先是针对性强;其次，借用事例，古今贯通，
贴近生活，说服性强;再次思路清晰，平易浅显，注重交流，
活动性强;且包含了一定的知识性与趣味性，能提高学生的积
极性和参与性，教育效果明显。

小学青春期女生班会内容篇五

让学生明确好习惯的重要性，知道哪些是好习惯哪些是不良
习惯，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好习惯的目的。

班级照片、搜集儿歌、编排小品、写倡议书、搜集名人故事。

a：学习是动力，好习惯引领我们不断前行。



b：知识像海洋，等待我们张开臂膀去遨游。

a：我宣布，二年级一班《好习惯伴我成长》主题班会现在开
始。

b：同学们，你们知道，良好的学习习惯都包括哪些方面吗？

（自由回答）

a：同学们说的真好，平时我们是这样做的吗？

请看小记者拍的照片，谁做的对，谁做的不对呢？

（大屏幕播放照片，请同学们评论）

b：同学们，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我们取得好成绩的基础，它将
帮助我们健康成长。

a：良好的习惯不仅仅表现在学习上，还表现在生活中，生活
中要养成哪些好习惯呢？就让这些儿歌告诉你吧！（儿歌串
联）

b：如果你觉得这些儿歌还不够全面，那就把你的想法写在今
天的日记中吧！

a：廖迎春，刚才我们谈到了学习习惯生活习惯，我觉得良好
的品行习惯也很重要呀？b：刘雨杰，别急别急，你看演出已经
开始了。

（小品：明明的一天）

a：刚才的小品可真有意思，看来我们班的表演人才大有人在
呢？



b：热闹归热闹，看完后要反思才行呀！

a：刚才的小品中有哪些错误，正确的品行习惯应该是怎样的？

（自由发言）

b：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础，它体现了个人的修
养和素质。历史有许多人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从小养成了好
习惯。

请听名人小故事。

毛泽东小时侯非常喜欢读书，为了锻炼自己能集中精力做事
情，他专门来到城门洞读书。城门洞是交通要道，路窄人多，
各式各样的人来来往往，谈论着各自的话题，奇人新事特别
多。毛泽东端着书本，目不转睛地盯着书里的文字，无论身
边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毫不动心。刚开始的时候，看来一会
儿，毛泽东就有点坚持不住了。但后来，凭着顽强的毅力，
他每天都强迫自己比前一天多看10分钟。习惯成自然，久而
久之，就养成了专心致志的好习惯了。

由于他专心读书，知道的事情特别多，小伙伴们都叫他“万
事通”，长大以后，毛泽东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一、维护校园整洁，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不乱扔垃圾，不
随地吐痰，不在墙面、桌面乱涂乱画，不损坏花草树木。

二、举止文明，尊重师长，言行得当。使用文明用语，不说
脏话、谎话，不打架斗殴，不在走廊楼梯上追跑哄闹。

三、讲究个人卫生，常洗澡，勤换衣，保持衣服和手脸的卫
生。



四、自觉遵守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抄袭作业，课间活
动不要大声喧哗。

五、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收拾书包或其他物品。

六、吃饭有规律，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

b：好习惯让人终身受益，习惯就象雏鹰的一双翅膀，能让我
们在高高的蓝天上翱翔。习惯就是我们成长中最好的伙伴，
能让我们在阳光下茁壮成长。让我们把好习惯放在心里，让
它在心中生根发芽！

a：最后请同学们大声跟我说：

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

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

b：下面，请辅导员老师讲话。

同学们，良好的行为习惯是我们成功的基础，但一节课不可
能把好习惯展现的面面俱到，在以后的班队会中我们还要坚
持开展此项活动，我希望通过今天的队会，同学们能够取长
补短，改掉自己在学习生活品行以及其他方面的不良习惯，
争取做一名百分百合格的小学生。老师期待着！

a：我宣布，二年级一班好习惯伴我成长主题班会到此结束。

小学青春期女生班会内容篇六

安全知识知多少



一、活动目的

1.让学生初步掌握一些卫生知识和急救技术，学会保护自己。

2.用知识竞答、讲故事表演等形式巩固并拓展学生对“自
护”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二、活动准备

1.收集《健康教育》课本和活动课学过的“自护”知识和急
救技术

2.录音机、“自护”小奖章若干枚、卫生包、盐水、纱布、
清凉油、电话机、扇子、毛巾、纯净水、木棍、电线。

三、活动过程

(一)简介本次活动的意义：为了使我们更加健康安全地成长，
为了响应我校创“安全学校”活动，为了使同学们掌握更多
的安全知识和急救技术，我们精心筹备了一台“自护”活动
主题班会。

(二)“自护”能力表演和知识竞赛：事故：效游途中，一位
同学不小心擦伤了，怎么办呢处理方法：先用盐水冲洗伤面，
再用消毒棉球扶干，而后用碘酒涂擦伤面，再用酒精球涂擦。
轻者不必包扎，重者盖上清毒纱布包扎。包扎最常用方法是
把绷带的尾端对半剪开，而后打结。2.知识问答(1)我国把每
年的哪一天定为“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2)路口的交通
指挥信号有哪些2、小品《我们学会了保护自己》片断1：活
动课上，老师给大家讲故事《报警》。片断2：炎热的夏天，
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位同学发生中暑。救护方法：立即将病
人抬到阴凉的地方，让患者仰卧，解开衣扣，可同时用扇子
扇风，帮助散热。可用清凉油擦患者的太阳穴，也可用凉水
轻轻地喷洒。片断3：回到家中，亮亮发现奶奶因煤气中毒而



躺在地上，他连忙用学校学到的急救办法对奶奶进行急救。
抢救方法：将病人立即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同时打开门窗，
解开衣服的扣子，再给病人喝点醋，最后拨打急救电
话“120”。4.知识问答(1)如果因不慎，你身上被火燃着，
你是顺风跑，还是逆风跑(2)如果你在炒菜时，油锅突然起火，
在你面前放有三种东西：锅盖、灭火器和水，你采用哪种方
法处理(3)刚吃过晚饭，亮亮就吵着要爸爸带他去游泳，这样
对吗为什么5.舞蹈《21世纪的中国娃》事故：一群快乐的小
学生在上学的路上，不小心碰到一根带电的电线，怎么办呢
在这危急关头，孩子们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解决了问题，保护
了自己。急救办法：用木棍将触电者挑开。(要注意，不能用
手直接去拉触电者的身体，以免传电。)

(三)结束语时代召唤跨世纪人才，而跨世纪人才首先要学会
生存。同学们，别忘了，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学会
保护自己，让我们戴上“自护”小奖章，迈出通向21世纪的
起跑线;记所有的孩子们天天快乐，日日平安。

小学青春期女生班会内容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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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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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