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汉字文化活动策划(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汉字文化活动策划篇一

1、目前，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日趋复杂。西方文化的渗入，在
未成年人当中掀起了一股来势不小的崇洋潮，着洋装、吃洋
餐、过洋节。不少未成年人对西方的圣诞节、愚人节、情人
节情有独钟，却对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扫墓祭祖的清明、
悼念爱国先人的端午、阖家团圆的中秋、登高敬老的重阳不
屑一顾。我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有些问题不容忽
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迫在眉睫。2007年12
月，国务院决定把除夕、清明、端午、中秋列为国家法定假
日。教育部和中宣部已联合决定把每年9月份定为“中小学弘
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就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
认真审视现实社会沉渣泛起的丑恶社会现象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无孔不入，扭曲了青少年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念。不
少青少年精神空虚、道德滑坡、行为失范，迷恋不健康的网
络游戏以至逃学、出走，就是其中的典型。

2、为迎接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评审，我们学校一直在探索欣
赏型德育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情境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结
合，借助于具体的德育活动，进行审美实践，把美内化为素
质，形成中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念，发展审美能力，培育审美
情趣，完善学生人格美。正是在这样的德育目标的指引下，
为了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民族节日——端午节，宣扬中国传
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我校举行了“迎端午，缅故人，
扬传统”主题班会。



1、缅怀先人，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
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在了解端午节由来和风俗习惯时，锻炼学生通过各种渠
道(书籍、报刊、网络、他人经验等)获取信息的能力。

3、通过活动，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动手能力。

一、知识小竞赛。

1、端午节是哪一天?

2、端午节的别称有哪些?

3、端午节的活动项目有哪些?

【参考答案(配合画面)】：

1、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

2、端阳节、重午节、午日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
中节、诗人节、龙日等等。

3、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悬挂菖蒲、艾草，佩香囊，赛龙
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吃
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

请学生介绍端午节的由来。

史料记载，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楚国大夫、爱
国诗人屈原【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
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
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
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
(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听到秦军攻破楚国都



城的消息后，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
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悲愤交加，心如刀割，于五月五日，
毅然写下绝笔作《怀沙》，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以自
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
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
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
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
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
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
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
展成粽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
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大家齐动手――包粽子。

为配合这次活动，初二年级4个班主任为学生准备了水泡后的
糯米、红豆、粽叶、包粽线，在学校请来的社区阿姨的指导
下，举行了学包粽子的活动。

汉字文化活动策划篇二

1、初步了解端午节的传说及人们在节日中的习俗。

2、知道包粽子的原料和方法。

3、激发幼儿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

4、愿意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5、让幼儿知道节日的时间。



幼儿用书人手一册或赛龙舟的录像和图片。

包粽子的材料，香包、鸭蛋、粽子各一个。

1、出示粽子，引出“端午节”的传说。

提问：这是什么？你们吃过粽子吗？都吃过哪些味道的粽子？

介绍端午节来历的传说。

2、组织幼儿观看图片或幼儿用书，了解端午节的习俗。

在端午节，人们会进行哪些活动？

绿色的粽子里面有什么？包粽子需要哪些材料？怎么包出来
的？

你吃过粽子吗？你吃过什么样的粽子？

3、教师介绍其他的有关的风俗习惯。

小结：端午节是中国人特有的节日。

4、品尝粽子，感受节日的气氛。

端午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但对中班幼儿来说，还
比较陌生。本活动开始时我先出示粽子，引出话题。接着通
过观看卡通视频，引导幼儿了解端午节。最后通过观看赛龙
舟视频，感受赛龙舟时的紧张的气氛。屈原这个人物对于幼
儿来说不熟悉，更不了解这个人物，所以我结合挂图故事引
导幼儿了解屈原的故事，从而使幼儿产生对屈原的敬佩之情。
但是课堂效果来看，幼儿对于古代的国与国的概念不是很清
楚，听的有点含糊。但是对故事的大致思想还是有一定的感
受。幼儿都知道端午节有特别的食品――粽子，它是多种形
状、多种口味的。整堂活动中幼儿还是比较投入的。在屈原



这个人物介绍这一方面还是需要再加强改进。让幼儿更容易
接受并学习。

汉字文化活动策划篇三

1、宿舍内防盗

保管好自身携带的数码产品(如：mp3、mp4、手机、笔记本电
脑等)，做到随身携带，不用时放入自己的柜子锁好。

保管好自己的钥匙(如柜门钥匙、宿舍钥匙、旅行箱钥匙等)，
做到有规律的存放，尽量随身携带，避免遗失后带来的进一
步损失。

屋空锁门。上课或者宿舍内没人时，保证宿舍锁门，防止物
品丢失。

放长假回家时，提前做好宿舍卫生，关窗锁窗锁柜子，宿舍
全部回家时最后一个走的同学一定要锁门并与宿管联系，说
明宿舍情况。

学生在学期间，学院依照便于管理的原则安排学生按照班级、
专业、年级进行宿舍的分配，学生在住宿期间在多了彼此交
流的同时，给了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机会。

从此案例联想到我们自身，我们不排除我们身边的同学也参
与其中，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有许多情况下，因为发生了财
务丢失事件，而损害了同学之间的友情。因此，保管好自身
的财产是同学们尤其应该注意的事情。从新入学的第一天养
成习惯将来会受益匪浅。

另外，我学院每个宿舍楼一楼都安排了宿管老师，在学生出
入时要出示证件，这样从进出宿舍把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了同学的安全。学生应该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尽力配合宿管老



师工作。

2、校园防盗(丢失)

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要随时注意不要随手忘在食堂或者教室，
打水时不要忘记随手拔下水卡，同学之间也应相互提醒不要
忘记带随身的物品，以防止间接性丢失。

(二)、校外防盗

1.外出途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在繁华地段逛街时随时注
意个人财务，尤其在比较拥挤、人员密集时，保管好自己的包
(侧背包拉锁要放在前面防止从背后拉开;双肩背包人多时最
好背在胸前;按扣、腰包尽量保持在自己能看到的范围内。)、
钱包、手机等。

2.外地学生等长途车或者火车时，由于火车站长途车站人员
结构复杂，学生更应该看管好自己的旅行包、钱包、手机等
财务。不要临时交给不认识的人看管。

3.养成仔细谨慎的习惯，不要将自身携带的物品忘记在去过
的地方，(如商场柜台、候车室、试衣间……)造成间接丢失。

二、防“险”

对于突如其来的险情(如：火险、地震等)作为大学生我们更
应该有有较强的防险意识。养成快速了解熟悉工作学习环境
的习惯。

(一)、防险意识

1、校内防险

新生进校初期，应该对今后生活的环境和学习周围的环境有
一个比较好的认识。



学校设施介绍：我们学院的宿舍楼以及教学楼办公楼都配备
了安全通道，(如：1号宿舍楼，在每层楼道的尽头都有安全
门，并单独设立了安全通道。)并且在每个楼的每层都配有灭
火器、应急灯、安全通道指示灯等装置。在平时的生活学习
过程中，学生应该爱护公物，以便保证设备能正常使用。

学生个人防险

用电安全

学校宿舍特别禁止使用热得快等高功率危险用电器。例：某
大学用热得快学生的检讨书。(见附件一)

在宿舍使用电脑、手机充电器、台灯、电视、影碟机等用电
器时，做到人走电源关闭，防止火灾发生。

案例2：充电器自燃半夜险引火灾

据该学生回忆，昨晚11点左右，他上床睡觉前习惯性给手机
充电，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所幸火焰不大，很快被扑灭。

经检查，起火的是充电器：“充电器已经被烧得变形了，手
机还是完好无损的。”这个充电器并非原配，而是他一周前
在火车站附近一商铺购买的，迄今为止只用过三次。据业内
人士介绍，少数充电器因质量不过关或设计不合理，可能自
燃起火。

手机充电引起着火的原因有多种：例如充电器内变压器容量
较小，充电时变压器会放出大量热量，热量蓄积到一定程度
时，使变压器线圈或充电器塑料外壳熔化燃烧，继而引燃其
它可燃部件;同时变压器电流过大，发热量明显增大易出现自
燃现象。也有可能是后级电路故障或电源母线质量不良导致。
此外，受潮进水、充电时附近有易燃物都可能引起充电器燃
烧。



因此提醒同学们，不少人喜欢在外出或晚上睡觉时给手机充
电，这样存在一定的危险，手机充电时最好放置在自己的视
线内。

宿舍禁止使用蚊香、蜡烛等见明火的物品，防止引起火灾，
入学时学校已经配备给每个学生蚊帐，如遇停电事件发生学
生需等待学校处理。

交通安全

学院坐落于西青道主干道上，校门口来往车辆较多速度也快，
过马路时要尤其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走人行横道。学校
门口马路在往届也出现过几起交通事故，因此特别提醒同学
引起注意。

汉字文化活动策划篇四

1、通过学生的自主活动让学生了解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
以及中秋节的由来，中秋节的民间传说。

2、让学生知道中秋节是我国民间庆贺丰收和团圆的节日。

3、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4、使学生懂得各种形状的月亮的名称。培养学生团结合作，
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

二、活动建议：

1、跟据一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本课在内容的设置上由浅入
深。主要从中秋节的风俗习惯入手，让学生初步了解中秋节，
通过尝一尝月饼，画一画学生心中的中秋节等动手操作活动，
来激发学生对民俗节庆课的兴趣。



2、建议让学生可以回家做适当的准备，通过询问父母等查询
方式，了解中秋节的来历和风俗。

3、在课后拓展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将自己对中秋节感兴
趣的内容和习俗的了解用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学生画一
画心中的饿中秋节，教师把学生的作品挑选后布置在教室的
展示板进行展示。

三、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入，交流中秋节的习俗

1、师生谈话引入八月十五中秋节。

2、学生交流今年中秋节的活动安排。

3、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中秋节的资料。（吃月饼、赏月、观潮、
燃灯、玩兔灯、祈福等）

（二）、听故事，说心愿

1、教师讲嫦娥奔月的故事。（配乐）

2、学生打电话与嫦娥姐姐说说心里话。

（1）、出示听话说话要求：仔细听，牢牢记，说清楚、说完
整。（让学生充分拓展思维、开拓思路）

（2）、说话时注意讲电话的礼仪。

（3）、教师及时辅导点评，注意句子的完整性、优美性。

（4）、学生小组讨论交流。

（三）、了解有关月亮的知识



1、教师介绍宋朝著名的诗人苏轼写的优美诗篇《水调歌头》。
（学生齐诵）

2、“月亮博士”给同学讲一讲月亮的奥秘。

（1）、“月亮博士”请同学们把自己见到过的月亮的形状画
下来，并把它剪下来。

（2）、把同学的作品按月亮的形状归类，展示在黑板上。

（3）、同学交流从地球上会看到这些不同形状的月亮的原因，
“月亮博士”归纳。

（4）、同学交流月亮的名称，“月亮博士”边归纳边板书。

（四）、教师小结，师生一起品尝自己购买的中秋食品，共
同欢度中秋。这节课同学们表现得都特别好，说出了自己的
想法与愿望。是啊！中秋节既是一个丰收的节日，又是一个
团圆的节日。老师希望你们好好学习，长大实现自己的愿望。

四、布置作业：

（1）、过中秋节那天，向家里人讲讲自己知道的故事和知识。

（2）、观察月亮的形状变化并记录。

汉字文化活动策划篇五

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形象时刻都在影响着学生。学校通
过“走进红色历史”报告会、“塑红色课堂”观摩、“游红
色旧地”、“读红色经典”等培训活动，在教师中营造廉洁
从教、为人师表、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风气，培育教师忠
诚奉献、勤劳吃苦、团结友善、光明磊落的精神，挖掘、传
承和弘扬红色校园精神，让教师志存高远，神采奕奕，敢与



强的比、敢跟高的攀，既能教书，更会育人。让教师充分利
用校本和社会区域资源，深挖学科教材与德育内容的"结合点，
巧妙地把革命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教育有机地渗透到各学科
教学中去，使“红色精神”通过课堂，逐渐进入学生的心田，
潜移默化地纳入学生日常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的培养过程之
中。

针对确立的红色教育主题，我们将重新设计校园文化，将校
园里、走廊中、教室内全部以红色人物的事迹介绍、革命故
事为主题，做全面的展示，营造浓厚的红色教育氛围。

1、听革命故事。每学期，学校都请老干部、老革命军人到学
校为孩子们讲述革命故事，回忆当年的腥风血雨，诉说自己
的亲身经历。让一个个动人的革命故事，化作对孩子的无声
教育，滋润孩子的心灵。

2、看红色影片。学校充分发挥远程教育资源和网络资源的优
势，让学生在课外活动或班会时间观看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
红色影片;或者让教师以布置作业的方式，让学生在家观看红
色电视或电影。

3、唱红色歌曲。学校利用音乐课、课前5分钟等时间，举行
校园红歌会，教唱红色歌曲。

4、读红色书籍。学校为学生提供反映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书、
小说、诗歌、回忆录等书籍让学生阅读，从而刚感受革命先
辈的集体主义、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5、祭革命烈士墓。每年清明节，学校都组织学生到陈店烈士
陵园进行祭扫活动，让少先队员献上最诚挚的敬礼，并擦拭
墓碑，清除墓碑周围的杂草，激发学生“珍惜今天幸福生活，
努力学习建设祖国”的理想信念。

6、网上祭英烈。通过网上祭英烈教育，让学生或说、或写、



或做，感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红色精神。

7、编红色教材。为使红色教育制度化，有成效，学校将组织
人员编写以红色教育为题材的校本课程。

以上7方面的系列活动，我们将力争通过团队活动中引导、学
科课堂中渗透、常规管理中深化、课程学习中强化、日常生
活中内化、校园文化中熏陶等途径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