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明创建班会心得体会(精选10
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那么你
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
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文明创建班会心得体会篇一

元宵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也是新年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的
节日，又称“上元节”、“灯节”，民间正月十五闹元宵已
有很悠久的.历史。它伴随人们迎来春天，是把节日习俗体现
得最为彻底和典型的传统节日。为了使国际部幼儿对元宵节
的传统文化和民俗习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通过让幼儿
自制灯笼、听故事、念儿歌、猜灯谜等系列活动为载体，充
分地让幼儿感受“元宵节”特有意义及给人们带来的喜气和
欢乐。

活动主题:欢乐元宵节

活动目标:

1、尝试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元宵节的相关经验，进一步了解元
宵节的来历和风俗习惯。

2、大胆地创造与想象，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与理
解。

3、积极参与“闹元宵”的筹备和庆祝工作，在和老师、同伴
一起过节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团圆的意义。

活动时间:20__年2月22日(周五)



活动内容:

——各个班级，开展相关活动

1、语言:元宵节的传说与习俗—501班

2、音乐:卖汤圆—502班

3、美术:学做花灯—503班

4、综合:元宵节到了—504班

5、社会:赏灯猜谜—505班

备选课程:

音乐:闹花灯

社会:我喜欢的灯

班级环境:

(1)师幼共同布置“好看的花灯”和“自制花灯展”;

知识资料：

元宵节是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又称“灯节”、“上元节”。
上元，含有“新的一年第一次月圆之夜”的意思(道教曾把一
年中的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七月十五称为“中元节”，
十月十五称为“下元节”)。每逢上元，民间有张灯观赏的风
俗。元宵之夜，小孩子们纷纷提着灯笼，四处游走玩耍。元
宵佳节，不少地方都要举行彩灯展、花灯会。元宵的灯，有
挂花灯、滚龙灯、迎轿灯、走马灯、放水灯、展冰灯……像
北京的宫灯、天津的宝莲灯、上海的金龙戏珠灯、东北的冰
灯，都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过去灯内点



蜡烛，现在用电，使灯更加奇幻多姿，五彩缤纷。元宵节有
许多传统风俗和节目，如：闹社火、耍龙灯、舞狮子、划旱
船、踩高跷、扭秧歌、猜灯谜、吃元宵等。元宵大多是用糯
米面包糖馅做成的，它象征着全家团圆和睦、生活幸福甜美。

文明创建班会心得体会篇二

1、搜集有关水的用途、节约用水的图片和照片等资料，布
置“有用的水”“节约用水小标兵”等墙饰。

2、将幼儿收集的泥质品、制作的沙画，布置在不同的展区，
供幼儿欣赏触玩，并随时丰富展品。

3、在墙面张贴各种泥质品、沙画、沙雕、石头的照片。

4、创设种植区，供幼儿种植。

(二)生活活动

1、散步时让幼儿在沙地和泥土上走一走，感受沙子和泥土松
软的特点。

2、提醒幼儿注意玩沙、玩泥后用肥皂洗手，讲究卫生。

3、利用散步的时间，教师和幼儿一起收集树叶、沙子、小石
子等，为活动作准备。

4、鼓励幼儿寻找生活中的“小磁铁”及铁制品。

(三)家园共育

1、提醒家长与幼儿一起收集安全卫生的废旧瓶瓶罐罐、一次
性纸杯等，带到幼儿园来。



2、提醒家长创设亲子共乐时间，与幼儿一起玩圈、做纸杯游
戏、探索磁铁的特性等。

3、请家长协助收集纸杯、大碗面盒子等废旧物品，请家长为
幼儿缝制沙包。

4、请家长与幼儿一起去山上、石堆、沙滩等地方收集石头、
泥土，共同制作简单的石头造型、泥土作品，带到幼儿园与
小朋友分享。

(四)教学活动

1、“玩泥巴”：尝试和泥，关注泥巴的变化，会用团、搓、
捏的方法玩泥，做出几种常见物品。

2、“好玩的`沙包”：尝试沙包的多种玩法，能单手正面将
沙包向前投掷2米左右。

3、“跳一跳，真快乐”：能够准确地跟随音乐节拍跳跃动作，
愿意用动作大胆表现歌曲跳跃、欢快的情绪。

4、“五彩石头路”：尝试用纸团印画、手指点画的方法画鹅
卵石，体验局部组合成整体的新奇感。

(五)区域活动

1、益智区：“长颈鹿的围巾”能够区分物体的长短并排
序;“开心果果”幼儿能够初步感知4以内数的形成。

2、美工区：“快乐脸谱”能够利用粘贴的方式制作快乐脸
谱;“小花裙”能够熟练使用纸团印画、手指点画等方式进行
绘画的创作。

3、表演区：“什么乐器在唱歌”能够听辨几种常见的打击乐
器，较准确地拍出几种常见节奏型;“小小乐队”能够熟练使



用几种常见的打击乐器。

4、阅读区：“快乐拥抱”能够独立阅读图书并用语言描述出
画面内容;“小帮手”能够比较有条理地说出画面中小朋友正
在做的事情，感受做小帮手的快乐。

文明创建班会心得体会篇三

1、培养学生热爱父母、班级，拥有感恩的心、有集体荣誉感，
有远大理想。

2、引导学生围绕 四个好少年 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交流以后
的努力方向。

3、帮助学生树立自觉学习的意识，提高学习热情和建立学习
的信心。

4 、逐渐形成良好的班级学习风气，加强学风建设。

5、通过班会启发引导学生思考，促使他们对 如何把握现在，
超越自己 有一个新的认识。

1、各小组准备好相关的节目和相应的道具。

2、布置好教室(圣诞节氛围，用学生自制的灯笼妆点窗户)。

3、凡有特邀家长参加班会的学生要准备好一份送给父母的礼
物。

4、每个学生准备好一张写满祝福话语的圣诞卡片。

5、资源准备一顶圣诞帽子。

男：敬爱的爸爸妈妈们，老师们



女：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好!

女：谢谢您们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班12月《把握现
在 争做 四好 少年的》主题班会!

合：谢谢您们的支持和理解，正是因为有了您们的精心呵护，
我们才能茁壮成长。

男：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们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这
学期开学以来，我们好好学习，努力进取，在各个方面有了
一定的进步，正是因为有了您们的培育和付出，我们才会有
今天的进步。

女：感谢天天陪着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感谢兢兢业业辛勤
教育我们的老师们!在此，我们代表五年四班所有的学生对您
们说一声： 您们辛苦了，谢谢您们! (主持人深深鞠一躬)

合：如果说童年就像一串贝壳的话，那么在五【4】班的生活
就是其中最美丽的一枚，在这里同学们学会了做人，学会了
许多知识。

男：我们爱五【4】班，爱这个温暖的大集体，爱她的团结一
心，爱她的整洁幽雅，爱她的活动丰富多彩，爱她有那么多
敬业的好老师，爱她有如此可爱的同学。

女：正是在这,我们拥有了新的友谊和快乐

正是在这，我们懂得了该怎样做一个大写的 人 我们相信，
在五【4】班的每一天都会精彩，我们的人生也由此更精彩!

合：五【4】班12月主题班会《把握现在争做 四好 少年》现
在开始!



1、观看圣诞视频：先给大家愉快开场;

2、新年计划交流：大家畅所欲言，对未来的展望。

4、教师介绍各个国家不同的圣诞节风情

5、圣诞音乐剧：以潘凌璇同学作为主编剧的《耶稣破蛋记》
风趣轻快，和当今音乐潮流十分契合。

6、抢答问题：大家分成两组回答关于圣诞节的问题，以圣诞
小饼为奖励优胜小组。

7、班委致圣诞、新年贺词：我们的汪婕班长向全班同学表达
她和各位班委最诚挚的祝贺。

文明创建班会心得体会篇四

1、了解元旦的由来，感受元旦欢乐的气氛。

2、积极参与元旦的环境布置，初步有空间审美能力。

3、通过元旦庆祝活动，幼儿参与包饺子游戏，满足肢体活动
的乐趣，并了解饺子的制作过程，以及过节吃饺子的习俗。

1、收集有关《元旦》的故事、歌谣、儿歌。

2、收集有关《元旦》布置装饰品、食品、卡片、图片等。

3、播放“早安新年”音乐，准备包饺子用的食材。

1、老师讲解元旦的由来，及过元旦的风俗习惯，引出装饰室
内和包饺子，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2、请幼儿相互交流自己对元旦的经验，说说为什么喜欢元旦。



3、介绍饺子的由来，让幼儿了解有关元旦吃饺子的习俗。

4、师幼共同听音乐“早安，新年”。

5、小朋友在老师的指挥下，在各自教室用桌子组合操作台，
小朋友分坐在操作台的四周。小朋友们表演手指操《包饺
子》，为即将开始的包饺子活动营造气氛。

6、生活老师把切碎的菜和肉放进盛馅盆并依次加入盐、五香
粉、饺子调料、酱油、鸡蛋等，进行搓和、拌馅。请小朋友
依次参观。（并说明鸡蛋的用途为增强黏度，酱油为调色，
好看、增强食欲）

7、生活老师和班级老师进行分工，擀面杖，切成小面团。老
师先示范，请小朋友依次摁成面片并成擀饺子皮。（开始前，
请班级老师给小朋友们洗手）

8、把准备好的食材弄好后，准备开始包饺子。生活老师把饺
子皮分给小朋友（2个/人次），班级老师把饺子馅分别放在
小朋友的饺子皮上，然后，班级酒老师进行示范，小朋友依
示范进行包饺子。包的又快又好的小朋友给予奖励，包不好
的给予鼓励。

9、生活老师把煮熟的饺子分发在小朋友的碗里，请小朋友们
品尝自己包的饺子。（猜猜看：碗里有多少饺子，都是谁包
的饺子？）

文明创建班会心得体会篇五

通过了解清明节的来历及传说故事，提升学生对清明的认识，
并能够在生活中逐步践行经典，做一个有根基的中国人。

参加人：全体学生



时间：4月1日

地点：各班教室

参加人：全校师生

主持人：曹博栋、王祎雯

活动内容及过程：

男1：亲爱的同学们!

女1：亲爱的同学们!

女1：别光顾着吟诗，你知道清明节是怎样的一个节日吗?

男1：我知道，清明节是纪念家中逝去亲人的日子。

女1：那你知道清明节的来历吗?

男1：恩——这个还真不知道!

女1：幸亏我早有准备，请竖起耳朵仔细听!

男2：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
历史。

女2：清明最早是二十四节气中一个很重要的节气。

男2：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
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
谚。

女2：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渐渐的，寒食与清
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



男1：寒食?是个什么节日?怎么能和清明搅在一起呢?

女1：别急呀，关于寒食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呢!

男1：什么故事?快说来听听——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
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
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
了屈辱。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
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
后，重耳回国做了晋文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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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推不愿见他，背着老母躲进
了绵山，就在我们山西省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
军上绵山搜索，始终找不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
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为了活
命会自己走出来的。于是晋文公下令举火烧山，谁料大火烧
了三天三夜，始终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
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非常难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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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1：噢——原来寒食是专门为了纪念介子推啊!真感人!

女1：是啊，那你们有谁知道古人在清明节时都做些什么呢?

男2：这个我知道，每逢寒食，人们从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

女2：每到清明，人们就和家人一起去逝去亲人的墓前培土、
打扫、供奉水果佳肴，或植树、献花圈、致祷词等，这就是



我们常说的扫墓。

男2：还有的人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或者把柳枝插在房
前屋后，表示怀念。

女2：他们除了祭祖、扫墓外，还踏青、荡秋千、放风筝、踢
蹴鞠、打马球呢!

女1：大家说得都很对!那在清明时我们小学生应该做什么?

男1：清明那天，我可以和父母一起为逝去的长辈上坟。但一
定要注意文明祭扫。如果要点燃纸钱等物，要等火完全燃尽
之后，再离开，不要造成火灾隐患。

女2：还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郊外踏青，欣赏郊外美好的风
景。

男2：我觉得健康幸福地活着，就是对已故亲人最好的纪念。

女1：对，清明不仅仅一个抒发情感的机会，更是一个展望未
来的机会!只要我们健康幸福地活着，就是对已故亲人最好的
纪念。

男1：同学们，让我们把握现在的美好时光，幸福生活，快乐
成长，

女1：在美好的时光中走近清明，践行经典。

合(小)：祝大家过一个充满情谊，充满幸福的清明!

合(大)运师附小“践行经典 走近清明”主题班会到此结束!

男1：请各班主任自行安排。



文明创建班会心得体会篇六

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让幼儿初步了解中秋节的来历，知道中秋节是
我国传统的团圆节。

2、体验与同伴老师一起过节的快乐。

活动准备：发动幼儿自带水果和月饼

活动形式：班级集体活动

活动流程：介绍节日——欣赏故事——谈话品尝

活动过程：

一、介绍节日向幼儿介绍有关中秋节的来历，让幼儿知道农
历8月15日是中秋节。

二、欣赏故事听故事“月亮姑娘做衣裳”，了解月亮是不断
变化的。

讨论：为什么月亮姑娘的衣服总是穿不下。

三、谈话品尝：

1、中秋节吃什么?

2、分享：

共同品尝自带的月饼和水果。



说说自己所带的食品。

附：小故事《月亮姑娘做衣裳》

夜晚，月亮姑娘出来了，细细的，弯弯的，好象小姑娘的眉
毛。凉风吹得她有点冷，她就撕了一块云彩裹在身上，月亮
姑娘想：我还是找一位裁缝师傅做件衣裳吧。

裁缝师傅给她量了尺寸让她五天以后来取。过了五天，月亮
姑娘长胖了一点儿好象弯弯的镰刀她来取衣裳了，衣裳做得
真漂亮，可惜太小了，穿在身上连扣子也扣不上。

裁缝师傅决定给她重新做一件，重新量了尺寸，让她再过五
天来取。五天又过去了，月亮姑娘又长胖了一点，弯弯的象
只小船。她来取衣裳，衣裳做得更漂亮了，可惜月亮姑娘连
套也套不上。

原来，月亮姑娘每天都在变化，所以她到现在还穿不合身的
衣裳。你，白天太阳公公出来了，她不好意思出来，只有在
晚上才悄悄地露面活动目标：1、初步了解中秋节的来历与习
俗，感受与教师、家长、同伴共同庆祝佳节的快乐，萌发爱
老师、父母、同伴的情感。

2、乐于交往与分享，能积极、主动、大胆地表达与表现。

活动准备：

1、知识准备：请家长帮助幼儿了解中秋节的来历，共同收集
有关资料。开展观察月亮变化的记录活动。

2、物质准备：与幼儿共同制定庆祝中秋节亲子活动的计划、
确定布置方案后，共同准备布置活动会场所需要的材料，月
饼及分享食物等。活动前幼儿通过张贴海报、制作邀请函的
形式，邀请父母来园参加庆祝活动。



活动过程：

1、庆典活动(幼儿主持活动)：

(1)、幼儿交流观察月亮边哈的情况，进一步感知月亮变化的
奥秘。

(2)、请家长介绍中秋节的来历。

(3)、开展亲子活动：师、幼、家长共同表演自己编排的节目。

2、团团圆圆过中秋，赏月、分享活动。

1、结束：举办化装舞会。(扮演自己喜欢的形象并跳邀请舞)

幼儿园大班社会教案：与弟弟妹妹交朋友

活动目标：

1、懂得自己长大了，应该学着关心和照顾弟弟妹妹。

2、以热情大方的态度帮助弟弟妹妹，萌发当大班小朋友的自
豪感。

活动准备：

制作小礼物的材料、笔、纸等。

活动过程：

1、讨论怎样当哥哥姐姐。

2、制定帮助计划。幼儿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制定帮助计划，用
绘画的形式记录讨论结果，在全班交流。



(1)、为刚入园的小朋友表演自己编排的节目，讲故事等。

(2)、我当小向导。带领弟弟妹妹参观幼儿园，引导他们辨认
相应的标志，学习向工作人员问好。

(3)、我来帮助你，帮助小班小朋友学会根据标志取放物品等，
叫小朋友入厕、盥洗的方法。

(4)、一起做游戏，邀请小班小朋友共同开展游戏活动。

幼儿园中秋节活动教案：香喷喷的月饼

活动目标:

1、锻炼手部动作的灵活性，鼓励幼儿大胆制作，培养想象力、
创造力。

2、了解做月饼的过程‘练习团、压、捏、刻、印等技能。

3、感受中秋节的欢乐气氛，体验自己的劳动成果

活动准备实物月饼、音乐(爷爷为我打月饼)请食堂师傅准备
好作月饼的面团、馅泥等材料，各种形状的月饼卡片。

活动流程：

歌唱(爷爷为我打月饼的歌曲)，激起幼儿的学习兴趣。

1、师生谈话：刚才我们唱了(爷爷为我打月饼)的歌曲，小朋
友们你们吃过月饼吗?(吃过)哪你们吃的月饼是什么形状的?
什么味道的?里面都有些什么?(冰糖、红绿丝、花生米)等。

2、出示不同造型月饼让幼儿观擦，问：小朋友们你们愿意做
一个香甜的月饼送给你最喜欢的人吗?(愿意)现在老师就来教
你们做月饼。



3、教师边讲解边示范月饼的做法：

〈1〉、先将面揉好，用手团、压、然后包馅，一手托皮，一
手沿皮的边缘包上、捏紧。

〈2〉、将包好的面团放入模型，摁一下，然后磕出来。

〈3〉、将做好的月饼放入厨房内的蒸笼里蒸熟。

4、幼儿自己制作教师巡回指导，教幼儿团、压、捏、刻、印
等技能，引导幼儿做出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不同花纹的月
饼来。

5、带领幼儿边唱：打月饼的歌曲边把自己制作的月饼放入厨
房的蒸笼里。

6、师生一起做着游戏等着欣赏自己的作品，体验成功的喜悦。

教师讲解：今班老师给你们带来了很多月饼卡片，你们想知
道这些卡片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吗?(发给幼儿每人一份，
先让幼儿观察并大胆发言讲一讲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

7、做游戏：(利用图片进行二次分类)教师拿两个纸盒做汽车，
请幼儿先把大小不同的圆形月饼装到一辆车上，再把大小不
同的正方形月饼装到另一辆车上，再请幼儿把大小不同的圆
形月饼分别分给两种小动物(小猫、小兔)，再把大小不同的
正方形月饼分给(小熊、小鸭)。

8、幼儿做练习：快把小猪商店的月饼装上车，教师向幼儿交
代清楚：月饼的形状要与车身上的标志相同，再把月饼分别
送到小动物的家里。

篇二

1、锻炼幼儿走走跑跑跳跳的协调性，能够连贯地蹲、站、抓、



拿发展幼儿小肌肉的灵活性。

2、融洽亲子关系，使孩子在与家长的共同游戏中体验成功的
快乐。

材料与环境创设：

1、图书若干、早操音乐、球、拖拉小车、彩圈、布袋、花生
和黄豆、化妆品等若干。

2、各活动区的游戏场地有负责人员布置。

活动流程：亲子阅读―――集体乐―――亲子乐

活动过程：

一、亲子阅读

幼儿与家长自由阅读，教师巡回指导。

1、指导家长根据孩子的年龄，选择适宜的阅读材料。

2、家长有意识指导孩子阅读的方法。

二、集体乐

有主持人安排家长和幼儿集中到草场上，并调动幼儿和家长
参与亲子热身操的积极性。

1、有一位教师在台上领操，幼儿跟着做操。

2、请幼儿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做操。

三、亲子乐



请节目主持人介绍游戏的内容和场地安排，并提出游戏规则
和注意事项。

游戏内容：

画五官、拣豆豆、给爸爸妈妈化妆、我喂爸爸妈妈吃果果、
二人二足游戏、袋鼠跳跳、小司机、小小运输员。

场地安排：提醒家长观看大厅门口黑板上的安排表。

1、家长带孩子自主选择游戏的内容。

2、提醒家长与孩子要遵守各游戏区的规则。

3、请家长鼓励孩子大胆参与各项活动内容。

4、请每个负责的教师要指导家长和孩子该游戏的方法。

文明创建班会心得体会篇七

1．通过活动，让幼儿、家长感觉到新年的来临，共同分享元
旦的欢乐。

2．让幼儿有表现自己的机会。用演出的形式，大胆的向大家
展现所学的本领。

3．家长有进一步了解自己孩子的机会，加深家园情、师生情、
亲子情。

4．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节日的日子及习俗，乐于参与节日
的活动。

5．参与节日游戏。



大班教师。

（一）、教师讲话致新年贺词

尊敬的各位家长、各位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在欢声笑语中，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xx年。元旦就要到
了，我们又长大了一岁，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下面，让我们伴随着优美的舞姿一起走进这欢乐时刻吧！

（二）集体演唱歌曲《新年乐陶陶》,全体幼儿进行大拜年！

（三）、家委会代表讲话

（四）、幼儿歌曲表演

表演形式：合唱，分组唱，表演唱；

表演内容：所学歌曲

（五）幼儿儿歌表演

表演形式：诗朗诵，分组表演，绕口令

表演内容：国学诵读

（六）幼儿讲故事：《没有牙齿的大老虎》

（七）、随音乐《新年好》幼儿送礼物（手工制作的贺年卡）
给自己的家长，并送上新年祝福。

活动结束：家长离园

新年即将来临，为了让幼儿和家长还有我们老师一起感受元



旦节日的快乐气氛，我们特策划了庆“元旦”亲子游艺活动，
让幼儿用演出的形式大胆的向大家展现本学期所学的本领，
从而让家长进一步了自己的孩子，加深家园情、师生情、亲
自情。

本文扩展阅读：中国历史上的“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
书》。中国历史上的“元旦”指的是“正月一日”，“正
月”的计算方法，在汉武帝时期以前是很不统一的，历代的
元旦日期并不一致。从汉武帝起，规定阴历一月为“正月”，
把一月的第一天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辛亥革命
后，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
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并规定阳历1
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叫“元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以公历1月1日为元旦，因此“元旦”在中国也被称为“阳
历年”、“新历年”或“公历年”。

文明创建班会心得体会篇八

文明礼貌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的行为规范与准则，良好
的文明礼貌是人必备的基本素质。在五月到来之际，我园以5
月1日国际劳动节为契机，将开展文明礼仪伴我行主题活动，
力求通过幼儿园、社会、家庭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在文
明礼仪教育上取得突破，并以此带动幼儿礼仪教育工作的开
展，为了进一步开展幼儿文明礼仪教育，特制定以下方案。

1、开展一系列的文明礼仪体验性的教育活动使之内化为自己
的行为。

2、举行丰富多彩的文明礼仪教育主题活动礼仪习惯。

3、通过评选 “文明小天使”树立榜样礼仪行为规范。

1.4月28日，通过观看录像《雷锋的故事》，激发幼儿热爱劳
动者、尊重劳动者的情怀。



2.4月29日，开展社会性主题活动《劳动最光荣》。

3.4月30日，以“学做值日生”为活动主题，开展为班级服务
的活动。

促使幼儿自觉遵守幼儿文明

使幼儿养成良好的文明增强幼儿的切身体验

1.创设文明礼仪良好环境氛围。根据本周工作重点布置有关
的墙饰、展版、宣传标语或警示语，在语言角投放雷锋、图
片。

2.开展文明礼仪教育主题活动。根据本周主题各班有计划地
组织一节专门的文明礼仪活动，丰富教育教学形式，使幼儿
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可以全身心地投入。通过比一比、看一
看、议一议、想一想、做一做，使幼儿的文明礼仪行为在不
知不觉中趋于规范化。

3.规范训练文明礼仪评比竞赛活动。开展“文明小天使”评
比活动，通过以幼儿主体的相互监督和自我教育保证幼儿的
文明礼仪良好习惯的培养和提高。

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结合。通过家长园地及文明礼仪环境
设置，使家长了解幼儿文明礼仪教育的重要性，以身作则，
并积极配合幼儿园，培养幼儿的文明礼仪行为规范。

文明创建班会心得体会篇九

1、使幼儿了解五一假期中应注意的安全和卫生，增强幼儿的
自我保护意识。

2、通过讨论，激发幼儿过劳动节的情感，教育幼儿热爱劳动，
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安全教育挂图。

放假的时候，孩子们一个个像出笼的小鸟；等到回幼儿园的
时候经常有的孩子"伤痕累累"为此，我设计了本节活动。

一、让幼儿知道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丰富幼儿的知识经
验，激发幼儿过节的兴趣。

1、教师："小朋友们，明天我们幼儿园就要放假了，知道为
什么吗？启发幼儿动脑筋想问题。

2、教师讲述"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让幼儿了解。

二、组织幼儿讨论怎样安全、愉快的过好这三天的假期。

1、教师引导幼儿："放假后你想做些什么事情呢？"

2、有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呢？引导幼儿说出有关安全知识
的内容。

3、创设情境，提问幼儿：可以这样做吗？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呢？

三、教师总结假期里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一）安全教育

1、不能玩家中的插座、开关、打火机、尖锐或易吞服的物品。

2、注意交通安全，不单独走出家门。若外出游玩时，不离开
要牵着大人的手，不随便与陌生人说话，不要陌生人的东西。

3、独自在家时，不爬阳台、门窗或其他高处，把门关好，不
给家长以外的人开门。



4、不能摸家中的药品，不到厨房去玩耍。

5、不能在危险地带玩耍，不做危险游戏；6、熟悉三个特殊
电话号码的用法。

（二）卫生保健

1、教育孩子要少吃零食，多吃蔬菜水果，吃熟食，养成按时
进餐和自己进餐的好习惯。

2、多喝白开水，不吃雪糕、不喝冷饮。吃东西以前要洗手。

3、勤洗澡洗脚，勤剪指甲。

四、活动延伸：请家长在假期中合理安排幼儿的一日活动，
有条件的可带领幼儿去旅游等，丰富孩子的生活内容。

【延伸阅读】五一节安全教育

亲爱的同学们尊敬的各位家长朋友：

一、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

1、路上靠右边走，过公路时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在公路
上不追逐打闹，注意行路安全。

2、不在公路上骑自行车、玩耍，追赶车辆，进县城不闯红灯。

3、外出不得乘坐农用三轮车、报废车辆和手续不全的车辆。

4、乘车注意文明礼貌，主动给老人、儿童和残疾人让座，乘
车时不准将头、手伸出车外。在公共场所要遵守秩序，有礼
貌。

二、天气转暖转热，谨防溺水时间发生。



五一期间由于天气转暖转热，没有家长带领，不允许独自一
人去水边、池塘、河流、沟、湖泊、游泳池，以防溺水事件
的发生。

三、消防安全

不玩火、不触摸带电物体、不乱动煤气、汽油等易燃物和有
危险的物品。

四、食品和卫生安全

1、不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不在剧烈运动后大量喝凉水。
不随便在路边小摊、卫生不好的地方乱吃东西，不吃过期、
有毒、腐烂、变质的东西，预防食物中毒。

2、特别要注意的是近期手足口病传染时期。因此，希望大家
注意个人卫生，尽量不要外出，不要到人群集中的地方去。

五、外出活动安全

1、外出旅游要注意自身安全，注意保护旅游景点的公共设施
及环境卫生，做一个文明的游客。

2、不和陌生人说话，不跟陌生人走路，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3、不爬高，不上树，不爬电线杆、栏杆、房屋、桥梁、土坡、
不做危险性的活动等，不到铁路、施工重地等不安全的地方
玩耍。

4、五一期间严禁外出上网吧、游戏厅等一些不利于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场所，要预防意外事故发生。

5、不独自外出，外出时必须有家长带领，在无父母陪伴下，
外出玩耍时要告诉父母：到哪里去、和谁一起、什么时间回
来。严禁几个同学私自外出玩耍，未经家长允许不准在外过



夜。

6、希望每位学生要认真遵守安全行为公约，要互相监督，互
相约束。发现不良行为及时向家长报告，消除安全隐患。

最后，希望同学们认真完成假期作业，多看一些有益的书籍。
总之，希望全校师生把“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牢记在心，
平平安安过“五一”，快快乐乐返校来！

文明创建班会心得体会篇十

本次班会活动，使学生了解绿色生活方式，增强学生的环保
意识和社会责任心，增强学生的意识，为改善校园环境问题
出谋献策，培养主人翁意识;让学生明确环保的重要性，自觉
行动起来共创绿色校园。

1、摘录有关环保的宣传标语，诗歌。

2、收集“绿色生活”的相关资料。

3、将自己对校园环境的看法及改进意见写成文字材料。

4、撰写“绿色生活，让校园更美”倡议书。

一、由学生代表朗诵作文。

附作文：《绿色生活》

刘老师：童真回忆，充满温情与欢笑，“绿”意盎然，足以
感动读者，但是无论我们怎样描摹美好的童年，那“绿色生
活”不再的惆怅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为了让我们的生活
少一些这样的惆怅和遗憾，今天我们七年级(3)举行“绿色生
活，让校园更美”的班会课，希望同学们自觉行动起来共创



绿色校园。

二、请同学们畅谈对“绿色校园”的认识。

话题一：请说一说你心目中的绿色生活。

话题二：请谈一谈你所了解的绿色生活方式。

三、请同学们交流对校园环境的评价并针对不良现象提出整
改意见。

刘老师：当你漫走在校园的操场上，徜徉在校园的紫藤花廊
下，流连于花香四溢的花园边，不知同学们对我们校园的环
境印象如何?请同学们来谈谈你对校园环境的评价。

同学们自由发言。

刘老师：同学们谈了自己对校园环境的不同看法，其中有好
的方面，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要知道，美丽的花草，
靠我们大家的呵护;清洁的校园靠我们一起建设。因为，我们
是学校的主人!

1、在校园内大声喧哗，追打皮闹。

2、在课桌椅上、墙壁上、校服上乱涂乱画。

3、随地吐痰，乱扔口香糖，乱丢垃圾。

4、不节约水电，光线好的晴天，教室里还亮着灯;有些同学
洗完手没把水龙头拧紧，让大量的水白白流失。

5、经常使用一次性塑料袋，造成白色污染。

……



学生交流，汇总：

1、提高自身环保意识，不做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破坏环境
的事。

2、要求学生认真做好校园环境卫生的打扫工作。

3、开展环保知识讲座，认真宣传环保知识，增强学生的环保
意识。

4、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可再利用的资源。

5、制订一些有关环保的行为准则，如节水、节电等。

……

刘老师：同学们对校园环保提出了许多良策，环保就应该从
身边小事做起。要做好环保工作，宣传很重要，那大家收集
了哪些环保宣传标语，请大家来说一说。

1、春天来了，别让正在生长的小草消失。

2、植树节，为大自然，为树木增加成员。

3、小草正在成长，请别打扰。

4、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5、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6、保护环境就等于保护自己。

7、人人种一棵树，我们就生活在绿的世界里。

8、美化大自然，从美化校园做起。



9、没有绿色，就没有生命。

10、少了一份绿色，就少了一份新鲜的空气。

11、保护大自然，从节约一滴水开始。

12、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

刘老师：大家搜集来的环保宣传标语还真不少。希望大家从
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为绿色校园的创建贡献一份力量。

刘老师：环保光靠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我们
大家都加入到校园环保活动中来，在这里，我们共同撰
写“绿色生活，让校园更美”的倡议书。

今天的主题班会，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我们了解了关
于“绿色生活”的相关知识，提高了环保的意识。绿色生活
其实只需要你我稍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希望大家从我做
起，从小事做起，共同为环境保护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播
种绿色就是播种希望。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一个美丽的绿
色校园，让绿色生活伴着我们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