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全国助残日教案反思(通用7篇)
三年级教案是指针对三年级学生制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一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全国助残日教案反思篇一

幼儿园的安全工作以及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责任重于泰山。
组织幼儿参观福利院是一次很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也是十分
有效的教育活动，并且把认知、情感、意志、品质、行为等
教育融为一体，孩子们感触深，记得牢。

1、福利院集中了因各种安全事故造成伤残的人员，有火灾，
交通事故等，这对幼儿来说，是一种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一
个个惨痛的事实，会对孩子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终
身难忘。同时孩子们通过参观、讨论、看录像等活动，进一
步明白了注意安全和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增长了有关知识，
学会了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

2、通过活动使孩子知道，应该正确对待残疾人，同情、照顾、
关心、帮助残疾人，从身边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使幼儿
从中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关心的重要性，感受
到帮助他人，奉献爱心所获得的快乐。同时，要学习残疾人
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可贵精神。

全国助残日教案反思篇二

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班会，让我们去关心身边的残疾人，与
他们共享同一片蓝天!下面是语文迷为大家提供的班会教案，
希望对你有帮助。

疾人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只有把关心
残疾人事业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残疾人事业才会有更大
的发展，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才会真正提高。但是，我们现在



看到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在社会上，歧视残疾人的事件屡
屡发生。就在我们的身边，也经常会看到一些不尊重残疾人
的现象，甚至在校园里，一些人还取笑同学的生理缺陷，背
地里称他们“小瘸子”、“小四眼儿”等等。他们对残疾同
学的绰号叫得是那么轻松有趣儿，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残疾
同学内心有多么痛苦，一点儿也不理解残疾同学每天来上学，
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需要克服多么大的困难。教师教学生帮
助残疾同学做点儿事，大多数学生也愿意去做，不少人还很
积极。但是，他们在做好事时，往往出于“我能帮助你”的
优越心理，并没有意识到扶残助残是“平等关怀”残疾人的
自觉行动，而不是轰轰烈烈的突击行为。从社会上看，这方
面的教育也是薄弱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搞一次班会活动，
来增强学生们的扶残助残意识。

希望通过活动，使每个学生都建立起自觉的社会公德意识。
把扶残助残当成同学们的自觉行动，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我们班主任要帮助学生们提高对残疾人事业的认识，在每个
学生心里深深埋下“平等关怀”的种子，把扶残助残变成自
己的自觉行动。

1.宣布班会开始。

2.汇报“做一天残疾人”的感受及社会调查。

3.讨论今后如何为身边的残疾人朋友做好事。

4.诗朗诵、唱歌。

5.宣布班会结束。

班长宣布《关爱残疾人》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a：那天，我体验了一天做盲人的感觉。从早上起床开始，我
就蒙上了双眼。开始，我还觉得挺好玩，可衣服还没穿完，



我就憋得受不了了。眼前一片漆黑，还得摸这摸那的，一会
儿碰到头，一会儿碰到脚，想找什么都找不到。最让我难受
的是，我不知道这时天亮到什么程度了，我就喊：“妈妈，
今天天气怎么样?”“半阴。”我心想：半阴是个什么天?偷
偷看一眼吧。后来又一想，不行，要坚持，我给自己鼓着劲。
吃早点时，我竟把手伸进了妈妈的牛奶杯里。听电视的滋味
也不好受……这一天怎么这么漫长，眼睛看不见，真是太痛
苦了。

b：我也体验了一天做盲人的感受，还在爸爸的搀扶下，去楼
下散了步。这一路上我能听见汽车从路上驶过，听见小朋友
们追逐嬉戏，爸爸拉着我不住地说：“往左点，那里有一堆
木料;往右点，那里有一个坑;再往这边点，前方有个井盖子
翘着;再往那边点，前方停着一辆车……”唉，怎么我一蒙上
眼睛，爸爸的话就这么多呢?现在我知道了，那不是爸爸的话
多，而是街道的障碍太多，情况太复杂了。

c：我原来以为做残疾人没什么了不起的，以为盲人就只是看
不见东西而已。我想我睡觉时，不也是闭着眼睛，什么也看
不见吗?我躺在床上不是照样挺舒服的吗?结果却和我想的不
一样。那一天，我用一块黑布遮住了眼睛之后，才真的知道
什么是一片漆黑。吃饭的时候，我用鼻子在桌子上闻了又闻，
想找一找我爱吃的菜在哪里，可是，这鼻子太不争气了!

妈妈告诉我：“你爱吃的土豆丝就摆在你的碗前呢!”我夹了
又夹，费了好大力气才夹上一点。

爸爸说：“等你吃完饭，你的衣服可以当抹布了!”菜汤弄了
一身。

d：那一天，我体验了一天双腿残疾的残疾人生活。我在屋子
里拄着双拐从这屋走到那屋，拐杖打地的声音“嗒、嗒、
嗒”地响。开始，我觉得这声音挺好玩的，我就不断地走呀
走呀。爸爸妈妈看见了，谁也不理我。快吃饭了，我像往常



一样进了厨房，想帮助妈妈拿碗筷。我一伸手，忘记了我的
重心在双拐上，“啪”的一声，我和碗筷一起全都摔在了地
上。

e：我也体验了一天做肢残人的感觉。妈妈帮我把右臂吊起，
像打着沉沉的石膏。我原想，在电视里，我看见过残疾人用
双脚写字、绘画、吃饭、工作。我只是右臂暂时“残”了，
我还有左手呢!我试着用左手写字，一笔一画，我可认真了。
可直到累得满头大汗时，我连20 个生字也没写完。再看看自
己写的字，天哪!这叫字吗?简直就是虫子爬!中午，我用左手
拿筷子吃饭，根本就夹不上饭菜。改用勺子吧!我左手攥住勺
把，就像狗熊耍马叉，连把饭送进嘴里都找不准方向!

f：我体验了一天做耳聋残疾人的感受。虽说耳聋不耽误吃，
不耽误喝，也能走，还能跳。但是在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的
情况下，我的心好寂寞呀!爸爸是相声迷，他在看相声的时候，
我也凑过去看。只见电视画面上，两个相声演员的嘴一张一
合的，爸爸笑得前仰后合，可我就是不知道他在笑什么!真是
急死我了!

g：我做了一天聋哑残疾人。以前我最讨厌妈妈总是唠叨我，
我都烦死了。我本想做一天聋哑人，妈妈唠叨什么我都听不
见，可以清静一天了，那多好呀!可我没想到妈妈好像看透了
我的心思，整整一天，也没跟我说一句话。我的心里真是难
受。有好几次，我想跟妈妈说话，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了。“我是聋哑人”，我提醒着自己。不能说，也听不见，
失去了与别人交流的能力，真痛苦啊!

那位开始认为坐轮椅好玩的同学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我
现在改变观点了，坐轮椅真不舒服，腰酸腿疼不说，这轮子
可没有腿脚好使……”

“我也坐了一天的轮椅，我还去买了趟冷饮。我的体会是：
别人的'冷眼比腰酸腿疼更难受，残疾人渴望被尊重。”



“通过这一天的体验，我真的理解了残疾人朋友，他们的生
活真是不容易啊!”

“残疾朋友太需要关心了。”

“他们更需要理解!”一个同学抢着说。

“他们也不是自愿当残疾人的。他们在跟特殊的困难作斗争。
他们能顽强地生活着，自食其力，不给社会增添麻烦，特别
值得我们尊重。”

“2000 年悉尼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国运动员获得了
那么多金牌，为祖国增添了荣誉，这个分量，到今天我才知
道有多重。”

这时，《爱心之歌》的乐曲轻轻地响了起来。

同学们情不自禁地和着乐曲，借助手语深情地唱起了《爱心
之歌》。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当班长再次把班会活动的中心议题“我能为残疾人做点儿什
么?”提出来时，会场又一次热烈起来，大家纷纷表示：

“从现在开始，我要自觉做一个扶残、助残的志愿者。”

“我要主动和我们院儿的残疾阿姨做朋友。”

“我要主动为盲人引路。”

“我要主动帮坐轮椅的残疾人推车。”

“我姥姥家附近就有一个福利工厂，我要到那里帮残疾人做
些事。我和爸爸妈妈都商量好了，他们可支持我了。”

“我要……”



“我要……”

同学们的情绪达到了高潮。

班长宣布：“下面，我们班的‘表演艺术家’为大家表演诗
朗诵。”

(略)

一个同学已经悄悄地坐在了钢琴旁，她深情地抬起双手，轻
轻地击键，优美的声音像小河的水一样淌了出来，同学们和
着熟悉的旋律，动情地唱起了《让世界充满爱》(略)。

在《让世界充满爱》的真挚歌声中，班长宣布班会结束。大
家还深深地沉浸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中。

“爱”这个字说说容易，但如何让当今的学生们真正体会这
个字的分量，如何用真心去爱别人，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当学生们提出“体验做一天残疾人的感觉”的设想时，我就
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一定要抓住。今天的学生，几
年后就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公德意识，他们的精神
文明程度，将是整个国家文明的标志。公德意识的教育，就
要从小开始，才能深入人心。搞好这个活动，教育意义将是
深远的、广泛的。我积极支持并引导他们深入思考活动的意
义，帮助他们设计好活动的步骤。在辅导学生们深入搞好活
动的同时，我自己的心灵也同孩子们一起得到了一次洗礼，
感情得到了一次升华。活动结束后，我看到爱心的种子深深
地埋在了学生们的心里，想到它将同学生们的理想一起升腾，
我感到无比的快乐。

路遇残疾人需要帮助时，主动上前。家长们感觉，孩子们说
的文明礼貌用语都显得比过去自然、亲切了。

通过一天的体验，学生们将有一生的收获。在今后的学习、



工作中，他们会把对残疾人“理解、尊重、关心、帮助”的
行为准则贯穿一生，并能自觉地成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
活和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义务宣传员，进而为促进整个社会的
文明进程做出贡献。

心相连 爱相随

——小学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教育活动之一

1、引导学生走近残疾伙伴，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燃
起对他们的同情与关爱之情，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培养
学生的爱心。

2、了解残疾伙伴身残志坚的故事，激励学生向他们学习不向
命运低头、自强不息的精神。

全国助残日教案反思篇三

毫无疑问，残疾人是最弱势的却又是为数不少的一个群体。
目前世界上有残疾人6.5亿仅在中国就有3000万残疾人，其中
包括778万肢体残疾人。而残疾儿童就有600多万。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叫残疾人吗?(眼睛看不见的人，
没有手的人，嘴巴不会说话的人等)

同学们说得对，由于先天或后天的意外，而使身体器官或功
能有了缺陷的人，我们称为残疾人。残疾人又是怎样生活的
呢?下面就让我们来体验体验吧!

1.同学们，请闭上眼睛，半分钟后谈论你的感受?如果在黑暗
中做事情，又会有什么感受呢?下面我们一起做个游戏：请两
位同学蒙上眼睛找座位。

2.请同学们把书包里的书本全部拿出放在桌子上，右手握拳



放在胸前，用左手整理书包。

3.游戏结束后，谈体会。与平时比较有什么不同。

结论：我们应关心爱护残疾儿童。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我们个个是健康、
活泼的孩子，得到老师精心的培养，父母的疼爱，多么幸福
呀!当我们尽情享受这个世界的无限美好时，可曾想过，还有
一些小伙伴，他们的一生，只能以黑暗为伴，与无声为侣。
甚至有的人，精神世界一片混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残疾儿童。今天，就让我们走近他们，关注他们特别
的生活。

(二)身残志坚故事会

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同学们就感到了许多不便，而残疾人
却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多么不容易。可他们战胜了生活的
困难，克服自身的残疾，用自立自强谱写了一篇篇感人的故
事。请同学们讲讲残疾人身残志坚的故事。听后学生谈感受。

结论：很多残疾儿童，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辉
煌的成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时我们更应该多方面地了
解他们，关心帮助他们。说说如何帮助残疾人。

(三)小结

同学们，今天我们交流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故事，讨论了在
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如何帮助他们，收获和感想一定不少吧。
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有了太多的感悟。也许，他们的
要求并不多。一个善意的微笑，一次小小的帮助已足够。愿
爱心常在，感动常在。让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伸出温暖
的手，奉献自己的爱心，这世界将永远成为美好的春天。我
不由地想起一句话：“爱心一小步，道德成长一大步”。当



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伸出自己热情的手，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
么温暖啊!

让我们在《爱的奉献》歌声中结束今天的班队会。播放歌曲
《爱的奉献》，投影显示歌词，全班同学齐声歌唱。

全国助残日教案反思篇四

1、在活动中接触残疾人，了解残疾人，增强对残疾人的同情
心和乐于助人的思想品德，学习残疾人坚强勇敢、克服困难
的精神。

2、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3、从身边做起，关心、帮助随班就读的弱智儿童。

4、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5、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全国助残日教案反思篇五

1.引导学生认识到残疾人在生活上有许多困难，了解残疾人
身残志坚的故事，教育学生尊敬残疾人。使学生燃起对残疾
人的同情和关爱之情，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培养学生的
爱心。

2.能尊重残疾人，设身处地为残疾人着想，热情帮助他们解
决困难。

3.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对残疾人的关心与帮助，培养搜集资料，
获取信息的能力。



全国助残日教案反思篇六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幼儿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得到家
庭、社会的关爱多，照顾多，而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的意识
比较淡漠。有的孩子甚至嘲笑残疾人，歧视残疾人，讨厌残
疾人，看见残疾儿童甚至直呼他们瘸子、瞎子、傻子。因此，
引导幼儿正确对待残疾人，让他们从小学会关心、爱护他人
是迫在眉睫的事。我们结合5。20全国助残日，组织幼儿参观
儿童福利院，慰问那里的残疾儿童，并为他们捐钱、捐物，
献上一份爱心。让幼儿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残疾儿童失去
健康的痛苦，学习和生活的艰难；看到福利院的叔叔、阿姨，
以及社会各界对残疾儿童的精心照顾和关心。同时，这儿许
多血淋林的、悲惨而真实的故事，对幼儿幼小心灵具有强烈
的震撼作用，能积极有效地对孩子进行生动、直观的安全教
育和自我保护教育。

全国助残日教案反思篇七

一、谈话导入，引入主题。

2、生：他们真的太可怜了！

生：老天对他们真的太不公平了。

生：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

3、小结：是的。当我们在享受世界的美好的同时，应该想到
还有许多人他们因为自身的残疾而不能看到蓝天，而不能看
到光明，他们太需要帮助了。

二、讲解故事，励志教育。

1、课件出示张海迪的图片。



2、师讲解残疾人张海迪成才的故事。

3、师：听了她的感人故事你们有什么感受？

生谈自己的感受。

4、师小结：有许多像张海迪一样的残疾人，虽然他们身体残
疾了，但他们的志不残，他们积极进取，以坚强的毅力战胜
一切困难，创造出许多令我们都震撼的成绩。

三、捐献钱物，送去温暖。

1、师：通过刚才的活动，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他们太需要我
们的帮助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只要我们为他们献出
我们的一点关怀，他们就会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光明和感受
到世界的温暖，现在捐献活动开始，你们尽力而为，不要去
趁能，毕竟我们现在是学生。

2、捐献活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