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民族团结教学计划 民族团结教
案(大全5篇)

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般的流逝，我们又将迎来新的喜悦、新
的收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计划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计划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计划书范
文，方便大家学习。

二年级民族团结教学计划篇一

教学目标知识与能力：

1、知道我国各民族的分布特点。

2、掌握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内容和意义;

3、了解少数民族的发展状况，知道西部大开发给少数民族带
来的新气象;

教学重难点

重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内容和意义;人民政府实行各民族
共同发展的政策;

难点：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

教学工具

多媒体工具

教学过程

1.大家还记得西汉有位自愿嫁给匈奴单于呼韩邪，使得汉族



与匈奴族友好相处的著名美女吗?谁说得出她的姓名?(王
嫱——王昭君。)

2.谁还能说出唐朝时，为促进唐朝与吐蕃友好相处做出卓越
贡献的两位公主吗?(文成公主、金城公主)

组织学生学习和探究新课

民族区域实行的自治

1.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构成有什么特点?(由56个民族组成，各
民族的关系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依存、不可分离，
分布格局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

2.组织学生讨论：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教师
按下表启发归纳)

历史传统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
居、小聚居的分布格??

经济文化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长期以来取长补短、相互依
存、不可分离

3.组织学生完成历史填图册15页第1、2题。

各民族共同发展

1.学生阅读53页相关课文，回答：请你以藏族、达斡尔族、
傣族为例，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藏族百万农奴
翻了身，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成为我国五大牧区之一。内蒙
古自治区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成了国家商品粮基地。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我国第二橡胶基地。)

2.指导学生联系历史填图册第6页的两幅地图中，说出当时为
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而进行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名称。(克



拉玛依油田、新藏公路、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兰新铁路、
包兰铁路、包头钢铁公司等。)

教师归纳指出：人民政府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
措施有：

a.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产发展;

b.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经济，加大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
放的力度;

c.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优惠的财政政策;

d.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贸易，照顾少数民族用品生产;

e.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

f.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宽于汉族的计划生育政策。

3.引导学生观看本课插图，回答：这些插图表现的主题是什
么?(各少数民族跨入社会主义阶段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
后，为建设祖国和自己美好的家园，迸发出巨大的热情。他
们的社会生活、精神面貌、文化事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是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繁荣政策
的结果。)

4.根据“动脑筋”组织学生讨论，从孔繁森的先进事迹中，
说说他有哪些高贵品质值得提倡?(忠诚党的事业，关心人民
疾苦，不顾个人得失等。)

布置作业：

a1.完成课本“练一练”：应选a



2.完成《历史填图册》剩余题目。

3.完成《新学案》[自我测评]题。

b4.根据“活动与探究”，指导学生完成连线。(可以通过讨
论，先把能够确定的答案连起来，然后在教师介绍下，连接
剩下部分。)

板书设计：

11民族团结

一、猜民歌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三、各民族共同发展

第二部分：教学过程

一、导入——利用视频资料，创设情景，

二、依据各类历史材料，引导、指导学生的探究学习

1.首先利用《中国民族分布》地图，创设情境，让学生了解
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中，除了汉族以外，其他民族的总体分
布情况。

在了解总体情况后，教师播放视频资料《民族分布特点》，
并引导学生结合地图与资料片的信息，分析我国民族分布的
特点。

通过这一学习活动，使学生认识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
家。



2.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指导学生阅读。

(1)分析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目的。

(2)分析“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
迫”的条文说明了什么?

通过阅读材料，学生对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政策有了初步的
了解。

3.出示动态《民族区域自治》图(图1)，学生通过观察，找出
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五个自治区。

4.结合图2《湘西苗族选举》图，思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积极作用”。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使学生认识到：无论是什么政策、
措施，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互相尊重，
因为我们大家是一家人!

5.出示《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图，引导学生回忆学过的知
识，思考“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就
是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历史。请举例说明。”

这一活动使历史再现，不仅论证了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
的大家庭，也充分体现了历史学科论从史出的学科特色。

通过以上活动，学生对新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政策有了了解。

三、历史学习与学生生活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更是得到了尊重。它体现在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如：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各少数民
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等。



学习这一主题时，充分利用学生在课前做的准备。

学生1举例说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傣族泼水节。

学生2介绍藏族佛教。

教师和学生一起观察一组不同面额的人民币，引导学生认识
到：纸币上面印少数民族的人物图像、把汉、蒙、藏、维、
壮这五种文字印在纸币上，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从来没有的，
是我国的创新。它体现了我国非常重视各少数民族，也充分
体现了他们的平等地位。

学生4结合图片《西藏大学和电教室》、《青藏铁路》等介绍
西部大开发及相关情况。

教师播放孔繁森视频及人物介绍。使学生认识到孔繁森是藏
民的好朋友，优秀的援藏工作者。像这样的援藏干部还有很
多很多(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曾经是一名援藏干部)。同时
强调，2005年，国务院决定对西部大开发投入8500亿元人民
币，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追求民
族共同繁荣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通过这一组师生活动，从学生的生活入手，即贴近生活，又
进一步帮助学生理解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一学习主题。

课后小结

学生以组为单位传阅民族知识扑克牌，加深对本课内容的认
识，并丰富对本课内容的学习。

二年级民族团结教学计划篇二

活动背景:



在2009.7.5的暴力事件之后，民族团结已被入各项工作之首，
学校是教育阵地，如何做好宣传、如何使民族团结观念牢固
树立在每个学生当中，使孩子们充分意识到“稳定压倒一
切”牢固树立“两个离不开思想”,无疑主题班会是一条主要
途径。为此在今年的五月民族团结月中，我班召开这个主题
班会。

活动目标：通过本次主题班会，使学生牢固树立“两个离不
开思想”了解各民族风俗习惯，了解古今民族团结先进事迹，
知道我们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应怎
样做，使各民族亲如一家，增强民族团结意识，自觉维护民
族团结。

活动准备:

让学生搜集有关民族团结先进事迹及故事、诗歌、排演小品、
相声、舞蹈、歌曲等赞颂古今往来的民族团结的人和事。对
当前的形式做以分析，明确学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哪些
事。分出不同组，选出负责人。

活动议程：

二、主持人沈xx、侯xx串词

1、由任xx组讲名族团结的先进事迹及故事

2、由曾佑赢组朗诵诗歌(散文)

3由吴xx组演唱名族团结歌曲

4由侯xx组表演小品

5由xx组表演舞蹈



6由xx为大家表演快板

7小组交流：平实学习生活中该为‘民族团结一家人’做哪些
事?不该做哪些事?

8经验分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三、班主任小结

详细过程:

二、活动过程

2、我们由五十六个民族，但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
中国，56个兄弟姐妹手挽手肩并肩一起朝前走。下面请欣赏
曾佑赢组的诗朗诵。

4、接下来请欣赏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小品，由侯xx组的巴音
达拉等同学为大家表演。

5、我们新疆是一个歌舞之乡，我们初一13班也有一群能歌善
舞的小姑娘，瞧，他们来了:由xx、戴静等为大家表演舞蹈。

6、快板

7、交流讨论

三、班主任小结：各民族之间彼此团结，相互帮助，共同繁
荣昌盛，让我们共同浇筑民族团结之花，唱出祖国的姹紫嫣
红，舞出祖国的日渐富强，使各民族亲如一家，牢固树立多
民族论，增强民族团结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二年级民族团结教学计划篇三

一、教育主题：抓养成，促文明，塑形象，树校风。

二、教育内容：

进一步推动“双文明”工程的落实，本学期教育工作的重点
将以“抓养成，促文明，塑形象，树校风。”主题教育为主
线，抓学生日常生活习惯的培养，促进学生文明行为的形成，
塑造阳光男孩和阳光女孩的良好形象，通过规范学生的文明
行为，培养学生知美、爱美、会美的思想意识，让学生懂
得“美”可以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愉快的心情，“美”可以反
映人们的行为品质，“美”传递着同学之间的友谊，“美”
装点着愉快而和谐的校园生活。

（一）主题教育内容：

1、抓养成：每周洗澡、洗头不能忘，每天洗脸、洗脚、刷牙
要坚持。

穿衣干净又整齐，保持风度天天美。

上课听讲坐端正，看书写字“三个一”。

课间活动要适度，轻声漫步要记牢，。

上下楼梯靠右行，进出教室不猛跑。

重要活动要着装，遵守纪律情绪好。

2、促文明：培养7个文明习惯

（1）主动与他人打招呼的习惯。



（2）主动向他人致谢的习惯。

（3）主动承认错误的习惯。

（4）主动给客人及长辈让路的习惯。

（5）要有学长意识，爱户谦让小同学。

（6）男生树立女生优先的思想。

（7）女生讲话要轻柔，举止端庄，待人和气。

3、塑形象：面带微笑，衣着得体，文明礼貌，严于律己，团
结友爱、宽以待人。

4、树校风：守德、自强、乐学、友爱。

（二）落实主题教育的6条途径：

1、以严格的要求规范学生：由班主任向学生详细解读主题教
育内容并制定班级落实细则。

2、以优良的校风影响学生：通过宣传教育和检查评比，使学
生能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文明行为，礼貌待人；自我约束，
自我要求，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在学习中体验愉快，让知识
丰富自己的生活；用孝敬之心对待长辈和老师，用宽容之心
对待小伙伴，和气处事，发扬民族团结精神。

4、以优美的环境陶冶学生：结合主题教育，注重学校和班级
宣传环境的布置。让校园以及教室的每个角落都能与学生对
话，都能让学生在享受环境美的过程中自律行为。

5、以多彩的活动丰富学生：通过主题班队会让学生在自我展
示和互相学习中坚定自信dd“我能行”，在活动中不断丰富自



己的思想，提高能力，激发自己的创造欲。

6、以身边的典范激励学生：1本学期学校分别评选班级和校
级学生榜样。

2每班在月评价中评选学生榜样。（榜样名称自定。）

（三）落实主题教育的五日教育内容

星期一：个人风采日。检查个人卫生，校服整齐。

星期二：课间活动日。检查上下楼梯靠右行走、课间活动及
进出教室情况。

星期三：主动让路日。检查在校内主动给客人、老师及同学
让路。

星期四：文明礼貌日。检查主动向客人、老师及同学问好、
再见等。

星期五：淑女日。检查女同学的个人形象、言谈举止等。

（四）建立“双文明”日记制度

1、每班准备一个“双文明”检查记录本，有班主任组织小干
部记录学生在学校的一日生活情况。

2、记录项目由班主任根据班级情况自定，该记录将为每月的
评价提供依据。

3、本学期学校将对“双文明”检查记录本进行期中检查和期
末平定。

4、记录本个班规定格式，内容真实具体，形式新颖活拨。



5、在这项工作中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和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五）落实主题教育的评价方法

评价说明：

1、每月最后一个校会以班级为单位由班主任组织学生互相评
价。

2、引导学生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小伙伴，学习他人的优点。

3、引导学生要有决心改正不足，争取下次评价时进步。

4、个班自定评价标志。

5、问题严重的及时上报学校并通报家长，共同制定帮教措施。

（六）民族团结教育

1、上好民族课。

2、在民族课上普及校舞、皮筋舞以及抖空竹等民族传统游戏。

3、组织学生唱好班歌、跳好班舞。

（七）班主任工作

1、交流“双文明”工程班级工作计划。

2、学习德育有关文件。

3、观摩主题班队会。

4、组织体现“双文明”工程教育的班会。



5、校级紫金杯优秀班主任牵手工程。

（八）具体工作安排

九月

1、开学典礼。

2、养成教育讲座：“双文明”工程主题教育内容。

3、庆祝教师节。

4、“双文明”工程教育评价

5、校级紫金杯优秀班主任牵手工程。

十月

1、养成教育讲座：“五日”教育具体内容。

2、7个文明习惯检查。

3、观摩主题班会。

4、“双文明”工程教育评价。

十一月

1、检查各班落实“双文明”工程主题教育的情况。

2、“双文明”工程教育的主题班会。

3、评比班级学生榜样dd“双文明”之星。

4、“双文明”工程教育评价



十二月

1、学校宣传“双文明”之星先进事迹。

2、学校总结“双文明”工程教育的情况。

3、新年联欢会。

一月

1、初评三好学生。

2、评比校级学生榜样dd“双文明”之星。

3、结业式

二年级民族团结教学计划篇四

1、发动学生，在课下收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资料，-更深
层次的了解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2、以班为单位准备一个少
数民族的服装、故事。3、发动学生，自行学习排练少数民族
舞蹈。

5月13日

1.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祖国的兴旺发达离不开各民族的团
结。

2.懂得在社会主义中国各民族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
和睦相处。

3、愿意和其他民族的人们友好交往，对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
和行为感到气愤。



4.能做到和不同民族的人们友好相处，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
的话，不做有损民族团结的事。

5.在与其他民族相处时能自觉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

导入部分：

主持人甲：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
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情同手足。正是因为有了各族人们融合
和团结，才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辉煌繁荣和创造了光辉灿
烂的历史文化。

主持人乙：是啊，今天，就让我们在民汉合校这个多民族的
大家庭里，携手并进，走进我们今天的主题班会《民族团结
一家亲》。

主题部分：

(一)民族团结源远流长

主持人甲：自古至今，我们的各族人们都在用感人至深、源
远流长的动人故事，谱写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历史篇章。

1、游戏：在一个题板上写出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然后几位
学生代表轮流说出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不能重复。谁说出
的和题板上的相同或重复前面学生所说过的名称，便出列表
演节目，为大家讲一则民族团结的故事。

2、听故事：藏族学生代表讲《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

主持人甲：西藏是我们祖国母亲身体的一部分，是我们祖国
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藏人民是一家，尤其在我们沙湾
四中这样一个2800多学生的大家庭里，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无
不体现了民族兄弟之间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主持人乙：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迁徙于伏尔加河
下游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因反抗沙俄种族灭绝政策，在其首
领渥巴锡汗的率领下，历经三年准备，举部东归祖国，一路
上与拦截的沙俄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

到达伊犁我国境内时，该部落由出发前的17万之众，只剩下
不到7万人，迢迢万里路，埋下了10万英雄儿女的血肉之躯。
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后，大部聚居在现在的和静县。

(二)了解民族知识

主持人甲：民族的团结和睦是祖国兴旺发达的重要条件，中
国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历史。

1、说一说、议一议：

(1)民族之间“三个离不开”指什么?

(2)“四个认同”指的是什么?

(3)马克思主义“五观”指的是什么?

请同学们交流课前收集的有关民族知识。

2、民族故事我知道：

(1)唐朝皇帝为什么把文成公主嫁到西藏?

(2)为了促进藏族与中原的交流和发展，文成公主做了些什
么?藏族青年怎么做的?

(3)西藏人民为什么要供奉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

师：汉藏是一家。民族之间只有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才能
促进祖国的兴旺发达和进步。



3、民族英雄我了解：

民族英雄马本斋、孔繁森、吴登云、阿尼帕阿里马洪等

主持人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族人民只有加强团结，
互相帮助，共同促进，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四)各族人民的灿烂文化

主持人甲：下面就让我们感受一下多民族的灿烂文化。

表演：在同学们的少数民族歌曲大联唱的同时，由组代表表
演自行设计制作的民族服装t台秀。

(五)民族舞蹈大荟萃

1、分别由一个男生和女生的学生组合，表演壮族竹竿舞。表
演结束，由学生自主参与由该舞蹈设计的游戏。即，谁在游
戏中被竹竿卡住，就要表演另外一个少数民族的舞蹈或说出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

2、维族、啥萨克学生代表介绍维族、啥萨克的风土人情，而
后带领全体同学共同起舞

(六)主持人总结

主持人甲：我们伟大的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少一寸
也不行;56个民族，缺一不可。

主持人乙：祖国历史的每一页，都记载着各族人民的团结奋
斗和灿烂文化。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热爱我们的民族大家庭，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七)班主任总结



通过本次寓教于乐、生动有趣的班会，我们从中了解和学习
到了各民族的灿烂文化。也体会到，只有民族团结，携手并
进，才能有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民族团结关系整个中华民族
的长治久安和振兴发展。

(八)结束

主持人甲、乙：同学们，最后让我们高歌一曲：《爱我中
华》。

本文来源：

二年级民族团结教学计划篇五

班会目标：

1.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祖国的兴旺发达离不开各民族的团
结。

2.懂得在社会主义中国各民族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
和睦相处。

3.能做到和不同民族的人们友好相处，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
的话，不做有损民族团结的事，在与其他民族相处时能自觉
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

班会主题：民族团结一家亲

班会准备：课件，学生搜集民族团结的资料

活动过程：

一、老师宣布《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二、民族知识知多少

1.播放典型少数民族的图片，根据人物的服饰和活动猜猜这
是哪个少数民族?

2.了解民族节日，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维吾尔族
的古尔邦节。

3.比一比，赛一赛

中国有多少民族?有多少个少数民族?你能说出哪些少数民族?

三、民族英雄我知道民族的团结和睦是祖国兴旺发达的重要
条件，中国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历史。
长期以来，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
动人的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事迹。

1.民族英雄马本斋的故事

2、人民公仆孔繁森

3、大爱无私阿帕尼妈妈

4.你们还知道哪些有关民族团结、互相尊重的故事?说说这样
做有什么好处?

小结：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各族人民，不仅在建设和保卫
边疆中并肩作战，而且在生活上也同样亲如手足。

四、民族风俗(传统)我知道

主要了解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以便相互尊重

五、歌曲合唱《相亲相爱一家人》



六、归纳总结

同学们，今天的主题班会开得非常成功，我们伟大的祖
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少一寸也不行;56个民族，缺一
不可。祖国历史的每一页，都记载着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保
卫中华的事迹。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热爱我们的民族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