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职开学第一课教案春季 中职学校开学
第一课班会的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职开学第一课教案春季篇一

做最好的自己

在管理班级和日常教学时，我们发现中职生中很多人对自己
缺乏“自信心”，如上课不愿主动发言；学校组织的各项活
动不愿参与；甚至有些学生本来很有特长，却不敢在公众场
合表现自己的才华，怕难堪，总是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够。长
此下去，将会影响学生性格的健康成长。

1、培养学生自信心，使学生懂得学会做好自己，具备乐观积
极的生活态度；

2、使学生学会欣赏别人，接纳别人，在班级营造一个欣赏和
被欣赏的融洽气氛。

1、多媒体教室

2、请班级中有特长的2到3位学生准备好各自的绝活，在班会
中表演

3、准备纸张若干。

一、导语



二、认识自己

1、让学生在纸张上写下对自己的评价，即自己是怎样的一个
人？

2、同桌之间互写评价，即你认为你的同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班主任提示：对自己、对别人的评价要客观、准确、善意

三、展现自己

请原先安排的学生上台表演他们的拿手绝活，老师要善于点
拨，如果能让其他学生也主动上台表演更好。才艺不一定非
要很出众，只要能让学生主动上台表现自己就可以，比如模
仿、力气大等等，都是一种“才”。

四、解读“自信”

1、自信的重要性

2、自信的表现

五、视频：做最好的自己

班主任提示：做最好的自己我能！

六、自信心训练

班主任引导学生放松。

在班主任提示下，学生跟着指令读出声，进行心理暗示

缺乏自信的人，不可能有远大的目标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缺乏自信的人，不可能在人生的道路上顽强拼搏、坚忍不拔；
缺乏自信的人，不可能使自己的生命潜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和



释放；缺乏自信的人，不可能享受到由成功带来的体验；缺
乏自信的人，不可能在生命流动的旋律中谱写出辉煌的乐
章……培植自信，就是培植我们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呵护自
信，就是呵护我们的意志和毅力。

中职开学第一课教案春季篇二

1、通过自己的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2、在活动中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3、做好切实可行的学习的计划。

1、黑板上写好班会主题：“新学期，我能行”

2、对班会中的节目要适当排练。

一、从一些话题入手（话题自定）引出班会主题“新学期，
我能行”

二、讲述张海迪的故事：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1、讲故事：

张海迪：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张海迪，1955年秋天在济南出生。５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
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
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
（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
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
过无线电修理工。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



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
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
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
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
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
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
《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
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
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
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最近，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
小说《绝顶》，即将问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
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

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
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
治疗达1万多人次。

1983年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
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
是“当代保尔”。

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
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
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邓小平亲
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
律的共产主义新人！”判断、选择的，让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这可怎么办呢？”

三、比赛

1、谈话：事实上只要我们努力，有方法，我们就一定能成功，
下面我们进行一个“记电话号码”比赛。

比赛规则：老师给每一小组的同学出示一组电话号码（10



个），1分钟之后，看哪一小组能准确地把电话号码背出来，
逐组进行，哪一组背得最多，哪一组胜利。

比赛可进行两次，第一次不给任何提示，让学生背。第二次
提示学生可以先分好任务，想出好主意（如谐音记忆）再进
行比赛。

2、自由讨论：通过比赛懂得了什么？（只要团结协作，做好
安排，想出办法，无论什么事情都能成功。）

四、制订本学期“我自信、我能行”学期计划表。

“我自信、我能行”学期计划表

班次：姓名：

项目

我的.目标

语文

数学

英语

纪律

卫生

劳动

1、项目栏可以根据自己的计划添加不同项目。

2、表格发下去后，要求学生当堂填写好，当堂上交。老师审



核后进入学生的成长袋。

五、宣誓仪式

全体学生起立，举起左手，在班长的带领下宣誓：在新的学
期里，我要严格执行我的计划，努力奋斗，学会学习，学会
生活，学会做人。我一定要取得好的成绩！我相信：新学期，
我能行！

六、班主任总结

七、评出优秀学生

从表演出色和计划表做得好的学生中评出优秀学生，给予表
扬、奖励。

中职开学第一课教案春季篇三

1、通过交流明确初三学习现状和中考情况，了解老师，增进
师生情感，和谐课堂氛围。

2、明确初三各科学习的方法和基本要求，充分做好学习准备。

3、通过有感情的诵读，培养学习的热情，树立学习的信心，
怀着梦想开始前进。

了解现状，明确方法和要求，树立信心。

一课时20xx年9月1号

交流，探讨，讲故事，诵读，记笔记

1、候课：同学们欣赏歌曲，准备好课堂笔记



2、上课导入，师生认识：用激情和信心开始第一课。

3、明确本课学习目标：

4、交流梦想和信心对于初三的意义：你有梦想吗?你对初三
学习的信心如何?

6、探讨语文学习方法：(可从态度、方法、练习、积累、整
理、书写等方面)你觉得在初三，语文这一科应该怎样学更有
利、更高效?(板书)

7、明确语文基本要求：初三一年里，我们语文学习的常规要
求最起码应该有哪些?(板书)

8、作业布置：

a、专备一个随笔摘抄本，写第一篇随笔《初三了，我怎样学
好语文》

b、复习必修一课本文言文《劝学》，背诵默写全文。

c、开始每节讲课前的三分钟基础提能训练。

中职开学第一课教案春季篇四

在管理班级和日常教学时，我们发现中职生中很多人对自己
缺乏“自信心”，如上课不愿主动发言；学校组织的各项活
动不愿参与；甚至有些学生本来很有特长，却不敢在公众场
合表现自己的才华，怕难堪，总是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够。长
此下去，将会影响学生性格的健康成长。

1、培养学生自信心，使学生懂得学会做好自己，具备乐观积
极的生活态度；



2、使学生学会欣赏别人，接纳别人，在班级营造一个欣赏和
被欣赏的融洽气氛。

1、多媒体教室

2、请班级中有特长的2到3位学生准备好各自的绝活，在班会
中表演

3、准备纸张若干。

一、导语

二、认识自己

1、让学生在纸张上写下对自己的评价，即自己是怎样的一个
人？

2、同桌之间互写评价，即你认为你的同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班主任提示：对自己、对别人的评价要客观、准确、善意

三、展现自己

请原先安排的学生上台表演他们的拿手绝活，老师要善于点
拨，如果能让其他学生也主动上台表演更好。才艺不一定非
要很出众，只要能让学生主动上台表现自己就可以，比如模
仿、力气大等等，都是一种“才”。

四、解读“自信”

1、自信的重要性

2、自信的表现

五、视频：做最好的'自己



班主任提示：做最好的自己我能！

六、自信心训练

班主任引导学生放松。

在班主任提示下，学生跟着指令读出声，进行心理暗示

总结：缺乏自信的人，不可能有远大的目标和对未来的美好
憧憬；缺乏自信的人，不可能在人生的道路上顽强拼搏、坚
忍不拔；缺乏自信的人，不可能使自己的生命潜能得到充分
的挖掘和释放；缺乏自信的人，不可能享受到由成功带来的
体验；缺乏自信的人，不可能在生命流动的旋律中谱写出辉
煌的乐章……培植自信，就是培植我们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呵护自信，就是呵护我们的意志和毅力。

中职开学第一课教案春季篇五

1、通过演习，训练教师和幼儿在紧急状况下有序地通过安全
疏散通道。

2、教育幼儿遇到危险时才能听从老师的指挥，作出基本的自
救行为。

3、培养教师和幼儿相关的安全意识和保护能力。

1、知道火灾中自救的基本常识。

2、熟悉本班的逃生路线。

1、警报响起，教师迅速做好准备工作。

2、教师即刻停止一切活动，组织幼儿迅速按规定的疏散线路
带领幼儿有序下楼，集中到操场安全地带，再清点人数。



3、在规定的时间内，确保幼儿快速、安全、有序地脱离受灾
地点，做到无遗漏、无丢失、无伤害。

3月26日-30日是我市第一安全教育周。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
我们大班举行了消防演习活动。

在上个星期的活动中，幼儿已经积累了有关安全防火的生活
经验。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展了消防演习活动。让幼儿知道，
万一遇到火灾不要盲目乱逃，一定要采用安全的逃生方法，
才能避免造成人身伤害，同时也教育幼儿，不仅自己不玩火，
也提醒身边的人不玩火，注意用火安全，懂得保护自己。

3月27日，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我们班进行了火灾中的自救
演习方法。一声哨响之后，幼儿立即进入厕所打湿毛巾，捂
住口鼻。

当大火封门不能很快撤离时，在窗口挥舞颜色鲜艳的毛巾求
救帮助。

当火烧着衣服，在地上滚动，把火熄灭。

昨日上午10：28分，幼儿在教室里正认真地做着作业。突然，
刺耳的消防警铃响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班幼儿在教
师紧张有序的组织下急速地从楼梯离开教室，向大门奔去…。
在演习完以后孩子们特别兴奋，各自讨论着刚才逃生的情景。

在这次消防演习活动，给幼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让幼
儿在活动中增强了自救能力，也加强了对消防安全知识和应
急能力。通过这次活动的开展，我觉得在演练时，幼儿没有
演习的经验，导致幼儿没有认真地投入扮演角色。而且内容
比较单一，声音比较小，只有报警声，没有其它的内容（如
人造化的火灾实景），缺乏火灾的真实性，如果在走廊上放
一只冒烟的炉子或用一个大的铁罐里放柴点燃，那效果就更
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