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清明节感恩教育班会(大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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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清明节感恩教育班会篇一

活动过程：

一、进行出旗仪式。

二、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

三、活动过程：

1、主持人：今天，是喜悦让我们相聚在一起。今天，是共同
的畅想让我们相聚在一起。今天，是我们共同走过了一年的
终点，也是我们畅想新一年的开始。今天，让我们迈着有力
的步伐登上庆元旦的舞台。

2、主持人：我们的班级，一个温馨的班集体，一个充满真诚
的家园。五彩的光环围绕在他的身旁，而他也期待我们有精
彩的表演。

3、主持人：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同学们歌曲展示节目

4、小组展示。

5、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有趣的(猜谜、脑筋急转弯)
活动 ，答对有奖哦!请大家注意：只有听到出题的同学
说“抢答”，才可以举手，如果同学们在下面说视为无效。



6、主持人：尽管，我们只是一棵幼苗，但我们骄傲地生活在
爸爸妈妈的怀抱中。尽管，我们只是一颗小星星，但我们幸
福地闪亮在老师的身边。在这美好的节日中，让我们满怀感
激之情地说一声：谢谢爸爸妈妈，谢谢老师，祝福你们一生
健康，新年快乐。

7、主持人：下面请各小组代表带来的节目，以此表达我们的
感谢。

8、主持人：亲爱的同学们，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里，让我
们写下自己新年的愿望，为父母、老师和小伙伴们送去新年
的祝福。(音乐ppt)

9、请老师为我们献上新年致辞。

10、齐唱《新年快乐》

11、主持人：同学们，努力吧!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在
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更上一层楼!“辞旧迎新、
放飞梦想”主题班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清明节感恩教育班会篇二

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是祭
祖和扫墓的日子，也是郊游踏青的好时光。清明节这个中国
传统节日被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还列入
法定国家假日，这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民俗节日的重视。然而，
青少年学生虽然热切期盼小长假，但据我的初步调查不少青
少年学生，对这个节日的民俗意义和相关传统文化知识却知
之甚少，他们认为祭祖是老人的事，甚至认为这是封建迷信，
而扫墓则出游的幌子，至于清明节的来历、风俗、文化内涵
等他们知之甚少。针对他们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对感恩
思源的精神的实践而召开了这次主题班会。



二、班会目的

1、通过班会，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有具体、
详细的了解。

2、通过这次班会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俗、风情和传统美德。
有利于青少年对孝悌、慎重、追远、民德归厚的理解和升华
在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的基础上，继承先烈遗志，发扬
革命精神，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3、通过这次班会，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热爱民族
文化，主动地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

三、准备

1、清明节习俗活动片段，爱国电影(淮海战役)片段、爱国烈
士图片等等。

2、搜集整理清明节有关知识、资料、图片等。

四、班会过程

(一)利用交流的形式让同学们知道清明节的由来和清明节的
习俗。

引导学生介绍清明节的由来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自己的儿子奚齐
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
垂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逃走。在流亡期间，垂耳受尽了
屈辱。原来跟着他一起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
路了。只剩下少数几个中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
一个交介子推。又一次，垂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垂
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垂耳吃。



十九年后，垂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注明春秋五霸之一晋文
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
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
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
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
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了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
不愿意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晋文公便让他的御
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预示，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
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
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伙烧了三天三夜，
大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
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为了纪念介子推，晋
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
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
只吃寒食。

让学生知道清明节的日期;清明节的别名;随着网络发展，清
明节有了不同的纪念方式;我们家乡清明节的食品和习俗。

(二)清明节的古老风俗

1、考虑到老人和孩子耐不住寒冷，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
于是就有了各项野外健身活动。

(1)放风筝，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
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

(2)踏青，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
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
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3)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



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
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4)这是中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
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
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
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
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5)插柳、戴柳，中国人以清明、七月半和十月朔为三大鬼节，
人们为了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柳在人们心目中
有辟邪的功用，观世音以柳枝沾水济度众生。杨柳有强大的
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阴。

清明节感恩教育班会篇三

活动背景：

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是祭
祖和扫墓的日子，也是郊游踏青的好时光。清明节这个中国
传统节日被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还列入
法定国假日，这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民俗节日的重视。然而，
青少年学生对这个节日的民俗意义和相关传统文化知识却知
之甚少，至于清明节的来历、风俗、文化内涵等他们也知之
甚少。针对他们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对感恩思源的精神
的实践而召开了这次主题班会。

教育目标：

1、认知目标：通过班会，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
节有更具体、详实的了解。

2、情感目标：通讲故事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我们要努力学习，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3、行为目标：通过活动能认清自己的不足，学会好好学习、
热爱生活、爱父母、爱同学、爱老师、爱班级、爱社会。

活动过程：

(一)、了解清明节

高云鹤：清明节习俗清明节是传统的纪念祖先的节日，其主
要形式是祭祖扫墓。这一习俗相沿已久，据史书记载，秦汉
时，墓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汉书。严延年传》
载，严氏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在清明\还归东海扫墓地\。随着
祖先崇拜和亲族意识的越来越发达和强固，远古时代没有纳
入规范的墓祭，也归入了“五礼”中：士庶之家，宜许上墓，
编入五礼，永为常式。朝廷的推崇使墓祭活动更为盛行。古
人有描写清明扫墓的诗：”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
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民间广为流传的孟
姜女寻夫小曲也有\三月里来是清明，桃红柳绿百草青;别家
坟上飘白纸，我家坟上冷清清。唐代杜牧的名句：“清明时
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些诗句都十分真切地反映
了当时清明扫墓时的情景和氛围。

为什么要在清明扫墓呢?这大概是因为冬去春来，草木萌生。
人们想到了先人的坟茔，有否狐兔在穿穴打洞，会否因雨季
来临而塌陷，所以要去亲临察看。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
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燃香奠酒，烧些纸钱，或在树枝
上挂些纸条，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
至于祭扫的日期，各地风俗不同，有的是在清明节的前十天
后十天;有的称“前三后三”;有的在清明前后逢\单\日举行;
有些地方扫墓活动长达一个月。

祭扫烈士墓清明祭祖扫墓，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敦亲睦族
及行孝品德的具体表现。自古以来，清明扫墓不光是纪念自



己的祖先，对历史上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人民
都会纪念他。清明节祭扫烈士墓和革命先烈纪念碑，已成为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形式。

(二)、学会去爱

1、讲英雄故事

2、录象片段：解放战争

班主任：为新中国献身的叔叔阿姨们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
如果是你，你敢吗?

邦是小我，是小爱，他们才是大我，是大爱。

3、诗朗诵《站在烈士纪念碑前》

班主任总结：通过今天的班会活动我们深刻理解了清明节的
来历和节日含义，中国人历来注重情感，不忘本，因此我们
对先人的祭祀是发自内心的感恩与缅怀。我们相信亲人、先
祖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情意与祭奠，我们华夏儿女也一定会一
代代延续而这种温情。我们还要沿着革命先烈走过的足迹，
树立榜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清明节有它深刻的
文化内涵，我们不仅要热爱它，过好它，还要更好的传承它。

清明节感恩教育班会篇四

1、认知目标：通过班会，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
节有更具体、详实的了解。

2、情感目标：通讲故事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我们要努力学习，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3、行为目标：通过活动能认清自己的不足，学会好好学习、



热爱生活、爱父母、爱同学、爱老师、爱班级、爱社会。

班会过程

男：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幸福美满的生活，有多少革命先
烈长眠于地下。

女：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更不会
忘记他们。

男：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先以先进的科学和灿烂的文化矗立
在世界民族的峰巅。

女：而近百年黑暗与屈辱的历史，又将她推向深渊。

男：为了改变这一切，多少仁人志士在苦苦探索与奋斗中含
恨而去。

女：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烈士们的鲜血才点亮了中
国的天。

男：今天，我们在这里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女：以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现实来告慰英魂。

合：先烈们，你们安息吧!

男：松涛阵阵，那仿佛是先烈们发出了欣慰的微笑。先烈们，
如果你们在天有灵，就请你们看一看你们的鲜血浇灌出的美
丽的鲜花吧!

女：历史刻在石头上的记录可以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消失，
但是刻在人们头脑中的记忆却永远清晰。

男：有形的纪念碑可能会垮掉，但是人们心里的纪念碑却永



远屹立。

女：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怎能忘记!

女：不，他们希望的是受过深重灾难的祖国在我们的手中变
得更加强盛、美丽。

(一)、了解清明节

1、清明节由来，清明节习俗，清明节食品，清明节纪念方式
及国外清明节。

让学生知道清明节的日期;清明节的别名;随着网络发展，清
明节有了不同的纪念方式;我们家乡清明节的食品和习俗。

(二)、学会去爱

1、故事 《刘邦祭祖》

汉高祖刘邦在功成名就后想到谁?如果是你，你是怎么想的?

汉高祖刘邦在功成名就后想到的是自己的父母、祖宗。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

唯有爱父母的人，才会爱同学、爱老师、爱班级、爱社会。

2录象片段：解放战争

为新中国献身的叔叔阿姨们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如果是你，
你敢吗?

体会：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
的道路是先辈用鲜血铺成的。是他们为我们民族的解放，共
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险阻。“东方红，
太阳升”，是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掀开了我们祖国崭新



的历史篇章!他们把生存的权利留给了后代，用血肉筑成了新
的长城。认识到刘邦是小我，是小爱，他们才是大我，是大
爱。

4、诗朗诵《站在烈士纪念碑前》

学生明理：我们会完成你们未完的遗愿，努力学习，将来使
我们祖国更富强。

附：

(1) 清明节习俗

清明节是传统的纪念祖先的节日，其主要形式是祭祖扫墓。
这一习俗相沿已久，据史书记载，秦汉时，墓祭已成为不可
或缺的礼俗活动。

(2)祭扫烈士墓

清明祭祖扫墓，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行孝品德
的具体表现。自古以来，清明扫墓不光是纪念自己的祖先，
对历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人民都会纪念他。清
明节祭扫烈士墓和革命先烈纪念碑，已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的好形式。

班会效果：通过本次班会，同学们对清明节有了更深的认识，
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懂得了要努力学习，担负
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清明节感恩教育班会篇五

一、活动背景：

清明节这个中国传统节日被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还列入法定国假日，这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民俗节日的重视。
然而，青少年学生虽然热切盼望清明小长假，但据我的初步
调查不少青少年学生，对这个节日的民俗意义和相关传统文
化知识却知之甚少，他们认为祭祖是老人的事，甚至认为是
封建迷信，而扫墓则是出游的幌子，至于清明节的来历、风
俗、文化内涵等他们知之甚少。针对他们缺乏对传统文化的
感知、对感恩思源的精神的实践而召开了这次主题班会。

二 、活动目的：

1、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希望学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能全面正
确的了解清明节，深切感受清明节的文化内涵，积极的过一
个有意义的清明节。

2、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俗、风情和传统美
德。有利于青少年对孝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理解和
升华在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的基础上，继承先烈遗志，
发扬革命精神，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3、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增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热
爱民族文化，主动地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

三、活动时间:4-7

四、活动地点：六年级(2)班

五、活动准备：

1、清明节习俗活动片段，爱国电影(淮海战役)片段、爱国烈
士图片 、哀乐 、白色、黄色、紫色皱纹纸、铁丝、剪刀、
包装纸、空白花圈等。

2、学生课前搜集整理清明节有关知识、资料、图片等。



3 、每位学生调查自己家的家族史。

4 、每组选若干名学生参加“清明知识知多少” 比赛，准备
竞赛的题目。

六、活动过程

班主任：清明祭祖扫墓，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
行孝品德的具体表现。自古以来，清明扫墓不仅是纪念自己
的祖先，对历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人民都会纪
念他。下周就到了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为了更好的开展
这次活动我们举办了这次班会.。

(一)利用竞答交流的形式让同学们知道清明节的由来和清明
节的习俗。

1、 引导学介绍清明节的由来

生：简述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略)

生: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在古代不如
前一日的寒食节重要，因为清明及寒食节的日期接近，民间
渐渐将两者的习俗融合，到了隋唐年间(581至907年)，清明
节和寒食节便渐渐融合为同一个节日，成为扫墓祭祖的日子，
即今天的清明节。从此，清明节踏青扫墓成为中华民族一种
固定的风俗。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自己搜集讲述清明节的由来更能深入领
会清明节的文化内涵。

2、指导学生领会清明祭祖扫墓的文化内涵

班：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的，最主要的还是祭祖扫墓。

播放清明节习俗活动影像资料或展示有关图片 ，最后播放一



组民间扫墓、祭祖图片或影像。

班:看了最后一组图片影像，同学们有什么想法?这是封建迷
信活动吗?对待我们的先人我们该不该缅怀，该如何缅怀?(全
班同学分成小组讨论小组代表口答)

总结：清明祭祖不可少，扫墓祭祖”可以帮助我们“追思先
人、勿忘生者”，理解自己生活和事业基础的真正内涵，能
激发人们勇于生存和追求幸福的斗志，更能体现人类生生不
息、繁衍永续的精神。扫墓祭祖可以促使我们加深对自己生
命原本的认识，让每个生者都牢记自己身世的渊源、了解自
己生命的脉络。总之，面对先人的照片或墓碑，表达浓浓的
思念和真诚的敬意，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幸福和
动力。

祭祖方式：寄托哀思的同时也要爱护城市环境，采取鲜花、
水果、网上祭祀等“低碳”的文明祭祖方式，不随地燃烧纸
币等祭祀用品，不乱堆乱倒等。

引导学生互相介绍自己的家族，并交流自己在清明节与父母
去扫墓祭祖打算。

班:没有我们的祖先就没有今天的我们，他们还为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一个家族史就是一个家
族的奋斗史。我们应该纪念他们。除了拜祭我们的先人，我
们还要祭拜历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

播放爱国电影(淮海战役)片段请同学们观看，并谈谈历为我
们浴血奋战的革命烈士与我们现在和谐生活的关系。学生五
人一组交流观后体会、学生推荐代表谈谈体会.

生:明确没有他们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
和谐，今天的幸福。因此，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班:祭祖扫墓是清明节的主题，但不是全部，还有吃青团、踏
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活动。你知
道这些活动的有关知识吗?下面全班按课前布置分成两组互相
提问，答对问题最多的一组获胜。

3、指导学生以小组竞赛的形式了解清明节的习俗。

问题如：有哪些体育活动?秋千最早叫什么?荡秋千有什么好
处?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讨论辩论抢答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全面了
解清明节的习俗，直观的画面有利于学生真切感受清明节的
氛围，领悟清明节祭祖扫墓的人文内涵，并在思想上明确怎
样才能过一个文明的有意义的清明节。

（二）指导学生扎白色、黄色、紫色的纸花如百合、玫瑰、
菊花等，

一生做单独的一朵，一学习小组做成一束，两组以上做成一
个花圈。

设计意图：本环节的设计与美术结合起来，让学生用自身的
能力去缅怀先人烈士更有意义。

（三）模拟祭扫烈士现场:

奏哀乐，全体学生默哀1分钟表达自己对先人及烈士的悼念,
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颂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

设计意图：通过模拟活动，让学生在感知的基础上，用具体
行动缅怀先人烈士，让学生的情感在具体活动中得到升华与
提高。

（四）总结:



用一分钟演讲的形式让学生谈谈自己上完本节班会课后对清
明节的理解和感受。

清明节感恩教育班会篇六

1、认知目标：通过班会，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
节有更具体、详实的了解。

2、情感目标：通讲故事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我们要努力学习，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3、行为目标：通过活动能认清自己的不足，学会好好学习、
热爱生活、爱父母、爱同学、爱老师、爱班级、爱社会。

男：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幸福美满的生活，有多少革命先
烈长眠于地下。

女：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更不会
忘记他们。

男：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先以先进的科学和灿烂的文化矗立
在世界民族的峰巅。

女：而近百年黑暗与屈辱的历史，又将她推向深渊。

男：为了改变这一切，多少仁人志士在苦苦探索与奋斗中含
恨而去。

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烈士们的鲜血才点亮了中
国的天。

男：今天，我们在这里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女：以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现实来告慰英魂。



合：先烈们，你们安息吧!

男：松涛阵阵，那仿佛是先烈们发出了欣慰的微笑。先烈们，
如果你们在天有灵，就请你们看一看你们的鲜血浇灌出的美
丽的鲜花吧!

女：历史刻在石头上的记录可以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消失，
但刻在人们头脑中的记忆却永远清晰。

男：有形的纪念碑可能会垮掉，但人们心里的纪念碑却永远
屹立。

女：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怎能忘记!

女：不，他们希望的是受过深重灾难的祖国在我们的手中变
得更加强盛、美丽。

1、清明节由来，清明节习俗，清明节食品，清明节纪念方式
及国外清明节。

让学生知道清明节的日期;清明节的别名;随着网络发展，清
明节有了不同的纪念方式;我们家乡清明节的食品和习俗。

汉高祖刘邦在功成名就后想到谁?如果是你，你是怎么想的?

汉高祖刘邦在功成名就后想到的是自己的父母、祖宗。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

只有爱父母的人，才会爱同学、爱老师、爱班级、爱社会。

为新中国献身的叔叔阿姨们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如果是你，
你敢吗?

体会：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
的道路是先辈用鲜血铺成的。是他们为我们民族的解放，共



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险阻。“东方红，
太阳升”，是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掀开了我们祖国崭新
的历史篇章!他们把生存的权利留给了后代，用血肉筑成了新
的长城。认识到刘邦是小我，是小爱，他们才是大我，是大
爱。

学生明理：我们会完成你们未完的遗愿，努力学习，将来使
我们祖国更富强。

清明节感恩教育班会篇七

活动目的：

1.通过队会，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有更具体、
详实的了解。

2.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引导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我校
精神文明建设。

活动准备：

清明节来历和风俗等资料的介绍

活动过程：

一、引入主题

师朗诵：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师问：同学们还记得这首诗吗？这首诗的题目是什么？对，是
《清明》。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 “缅怀革命先烈，感恩幸
福生活”的清明节主题班会。希望同学们能够在班会中有所



收获。

二、介绍清明节

生讲：传说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逃亡
在外，生活艰苦。跟随他的介子推不惜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
肉让他充饥。后来，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晋文公），
大肆封赏所有跟随他流亡在外的随从。惟独介子推拒绝接受
封赏，带了母亲隐居绵山。

晋文公无计可施，只好放火烧山，他想，介子推孝顺母亲，
一定会带着老母出来。谁知，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介子推母
子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死了。晋文公发现介子推脊梁堵
着的柳树树洞里的衣襟上，题了这样一首血诗：割肉奉君尽
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
清明复清明。

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生火，家
家户户只能吃生冷的食物，这就是寒食节的来源。寒食节在
清明节的前一天，古人常把寒食节的活动延续到清明，久而
久之，人们便将寒食与清明合二为一了。现在，清明节取代
了寒食节。

三、清明节习俗的介绍

主持人：自古以来，清明扫墓不光是纪念自己的祖先，对历
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人民都会纪念他。清明节
祭扫烈士墓和革命先烈纪念碑，已成为我们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的一种形式了。

四、播放《歌唱二小放牛郎》。



五、诗歌朗诵《英雄赞歌》

主持人：先烈们的故事，我们记在心里，我知道，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先烈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主持人：先烈的爱国精神让我们动容，更应在我们身上延续。
让我们继承先烈的遗志，学会感恩，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
力学习！

主持人：我宣布“缅怀革命先烈，感恩幸福生活”清明节主
题班会到此结束。

师总结：今天，在“缅怀革命先烈，感恩幸福生活”清明节
主题班会中，我们同学既了解了清明节的一些知识，又知道
了一些为祖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先烈的事迹。我们
都不应该忘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
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先烈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希望你们能发扬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学会感恩，在今后的学
习和生活中做一个正直无私的人，长大为祖国做贡献。

六、布置任务：清明节放假三天，每生完成一篇《大手拉小
手快乐过清明》的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