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秋节安全班会简报(通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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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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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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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对于中秋的理解是，一家人在月亮光柔和的照亮下，和星
星的衬托下，在一起幸福甜蜜的吃着月饼。

那年中秋，月亮暗淡无光。很难看，像一只没人要的臭皮球。
爸爸因为晚上要加班，不能陪我赏月了。我无精打采地漫步
在街头。情不自禁地嘛起了爸爸以前教我的儿歌“月儿圆圆，
树儿弯弯，我在爸爸的怀里……”。无意中想起了一对父女。

那对父女十分开心，和自己的父亲走在路上手中拿着月饼，
脖子上挂了一台相机。不停地拍照，想记录下这一刻时光。
女孩说想吃月亮，那位父亲笑嘻嘻地说你吃月亮，耳朵会缺
一个口哦，女孩吓坏了说可我就是爱月亮怎么办?父亲笑着说
那你告诉他我爱你呗!女孩半信半疑，但依然说，月亮，我爱
你!

这幅场面就是我和父亲在街头玩耍的影像，我很难过，因为
现在可不是这样。

我爱父亲，更爱中秋，最爱月亮。中秋让天下每一个都能在
这天让人感到家的温暖。中秋，我爱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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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
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
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
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
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
成为中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是中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
传统节日。

活动目标：

1、能回忆我吃过的月饼，在月饼上画出图案。

2、激发幼儿创作的欲望，引起对中秋节活动的兴趣。

3、愿意积极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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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材料：水彩笔、范例、纸环境：幼儿在家尝过各种各样的月
饼活动过程：

1、回忆讲述：我吃过的月饼是什么样的？月饼上有什么？
（鼓励幼儿大胆讲述）

2、幼儿、老师一起在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的图形上画出
图形，可以是自由的，也可以是按规律排列的。

3、幼儿练习，鼓励幼儿能大胆作画。



4、展示讲评：我画的月饼。

活动反思：

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幼儿了解了中国传统节日的许多习俗，
更让幼儿学会了分享，提高了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
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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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中秋节是我国重大的传统节日，也是学生们
比较熟悉的一个节日，几乎每个家庭或简单或隆重地会对这
个节日进行庆祝。因此在设计本次中秋节的拓展方案时，我
由谈话引入一些学生熟知的中秋习俗，并通过课前准备，让
学生自主收集有关中秋的资料，可通过向长辈了解一些中秋
节的习俗，也可到图书馆或书店查阅有关书籍，还可上网查
询等等，在收集资料过程中使学生知道一些平时不太了解的
中秋节的知识。同时，通过课上学生间的交流，使他们学到
更多的中秋节的内容。当然，教师也是其中的参与者，帮助
学生把所找到的资料和他们一起进行适当的筛选和概括。通
过这种师生互动的活动，同学们的学习兴趣盎然，也体现了
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二）学科渗透在活动中注重学科渗透，如听故事，说心愿
这个环节，结合平时语文学科中语言训练的要求，让学生在
说出自己心愿的同时，请他们注意语言的规范和优美，从而
使自己的语言能力有所提高。然后辅以电话的形式表达，并
提醒他们运用礼貌用语，这样不仅帮助学生复习了日常打电
话的整个过程，而且又在其中渗透了礼的教育。

（三）突出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为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在最后一个环节了解有关月亮的知识中，我一改
传统的由老师介绍的方法，由一学生扮演月亮博士，由他充



当一回小老师，组织整个环节的活动过程，包括提问布置任
务、组织归类展示、归纳板书等等。学生与学生之间因为年
龄相同，更容易接近，整个课堂呈现了一种和谐、轻松、愉
快的氛围。在这一系列的生生互动中，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一
浪高过一浪，不仅这位扮演月亮博士的学生的能力得到充分
的发挥，而且其他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从而懂得了各种形状的月亮的名称，培养尊重事实的科学态
度。

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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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准备：师生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中
秋节的资料。（中秋节的传说故事、习俗、诗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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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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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并学习古诗，能较有感情地进行朗诵。

2、通过观察、交流和讨论，感受古诗中寂静的环境及诗人思
念家乡的情感。

3、愿意积极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4、知道节日的时间、来历和风俗习惯，感受节日的气氛。

电脑课件

1、观看电脑课件，通过观察、交流和讨论，感受并理解古诗。

（1）完整欣赏电脑课件，初步感受画面。

（2）第二次欣赏课件，感受古诗中寂静的环境。

（3）再次欣赏，感受诗人思念家乡的情感。

2、学习古诗，能较有感情地进行朗诵。

即把枯燥的古诗，根据其内容编成一个有趣的故事，对其故
事情节适当地加以夸张，以吸引幼儿。而故事又是幼儿最喜
欢听的，通过听故事，可以增强幼儿对古诗的理解，在理解
的基础上学习背诵，效果要好许多。

小百科：中秋节，又称月夕、秋节、仲秋节、八月节、八月
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是流行于
中国众多民族与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时在农历
八月十五；因其恰值三秋之半，故名，也有些地方将中秋节
定在八月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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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责任感，使学生逐步形
成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安全行为的知识和技能，养成在日
常生活和突发事件中正确应对的习惯，最大限度地预防不安
全事故发生和减少不安全事件对中学生造成的伤害，保障中
学生健康成长。

(主持人：梁若男、孔慧敏)

主持人梁若男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好!

主持人梁若男：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如歌的生命，但生命的
遭遇往往是意想不到的。

主持人孔慧敏：然而，有哲人讲“生命是一根细线，每一秒
钟都有断的可能!”总会在那不经意的一瞬间，生命的泉源便
会永远枯竭。

主持人梁若男 ：某校高二的一名同学在上晚自习的时间无视
学校纪律，到校外网吧上网，结果被歹徒用刀捅伤，差点送
了性命!

某校男生宿舍的一位同学违规将水从窗户向外倾倒，结果水
淋入了四楼宿舍，两宿舍的学生因此发生打架斗殴。

主持人孔慧敏：无论是咿呀学语的孩子，亦或是学富五车的
导师，如果缺少应有的警惕，危险可能就在那一瞬间。

主持人梁若男：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多么珍贵!

主持人孔慧敏： 是的，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



主持人梁若男 ： 所以，我们要懂得关爱生命，学会自救自
护。

主持人孔慧敏 ： 生命是五彩缤纷的，生命也是脆弱的。请
欣赏配乐诗朗诵：《永远的蝴蝶》。

主持人梁若男 ：我们现在请同学们回忆自己自小到大所遇到
的种种危险事件。

(上讲台面对全体同学，叙述自己遇到的种种危险事件。)

主持人梁若男：现在轻松几分钟，我们来个安全知识问答，
答对了掌声鼓励。

(1)同学之间发生小摩擦时，下列处理方法正确的是( )

a、原谅同学或报告老师，让老师处理。

b、记恨在心，事后叫人一起教训对方。

c、据情节给予报复。

d、叫家长到学校来教训对方。

(2)在饮食安全方面做的不妥当的是( )

a、购买包装食品时，要查看有无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单
位。

b、餐具要卫生，要有自己的专用餐具。

c、在外就餐时，选择较为便宜的，无证无照的“路边摊”。

d、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



(3)乘车时较为安全的行为是( )

a、在道路中间拦车。

b、上车时争先恐后。

c、车辆行驶时，头、手不伸出窗外。

d、不乘坐无牌、无证车。

(4)遇到别人打架时( )

a、上前围观，给自己认识的人加油、帮忙。

b、不管他

c、去劝阻

d、告诉老师

(5)遇到火灾时，拨打( )

a、110

b、119

c、120

d、121

(6)在道路上行走时( )

a、和同学边走边打闹 b、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
靠路边走



c、行走时东张西望，边走边看书或做其他事情。

d、为赶时间与机动车辆抢行

主持人梁若男 ：判断下列行为是否安全。

1、使用刀具时，互相比划、打闹。

2、用湿手触摸电器，用湿布擦试电器。

3、用手或金属制品去接触插头底部。

4、当不慎摔倒时，身体尽量往前，保护自己的头部。

5、用沙子或泥土打仗。

6、下雨天，在湿的地面上奔跑。

老师总结： 这次主题班会开得很有意义，也很成功，从主持
人到各位同学表现特别棒!从同学们积极投入的表现中，我足
以看出大家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安全在我心中。让安全系着
我们大家;愿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充满阳光和鲜花;愿平安永远
伴随着我们大家!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引导学生学习家庭生活安全知识，进一
步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掌握一些自救自护的
本领;珍惜生命，健康成长。

1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有关家庭安全方面的资料。

2制作相关的课件。

3.黑板上用彩色粉笔书写“珍惜生命 安全第一”八个美术字。



1. 用电安全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
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2. 安全使用煤气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室
内的通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1. 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
边行走。

2)集体外出时，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

3)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
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4)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2. 交通安全 ：全国平均每天发生交通事故 1600 起 , 死亡
257 人 , 受伤 1147 人 , 直接经济损失 731 万。真是令人
痛心。提醒学生们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上放学时一定要遵
守交通规则，过马路时要提高警惕，注意来往的车辆。及时
消除交通隐患。

1.防火：学校是人群密集的地方，防火是学校安全的重要问
题，

1) 禁止在校园内玩火、放炮。

2) 上实验课要注意老师的要求，不要随意乱动药品。

3) 定期检查防火设施发现损坏应立即修复。希望大家能齐抓
共管。共同参与到校园安全防范的活动中来。

2.防盗 ：保管好个人财务。不在教室上课时或下课期间要锁
好门窗。坚决杜绝外来陌生人员进入校园。在外乘车或外出
期间要看管好自己的钱财，对可疑人员要提高警惕，加强防
范意识，发现盗窃事件即时报警。

3.防校园暴力 ：同学之间要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团结友爱。
若存在分歧、矛盾要及时沟通化解，不要心存怨恨。若发现
对方寻衅滋事应及时 向有关 老师反映情况，寻求学校的帮
助。

在体育运动中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听从体育教师的安排和
调度，不可私自活动或打闹。老师讲解动作要领时要认真听
讲，在做有一定难度的动作时要学会自我保护，加强保护意
识。在做器械运动时要检查好器械是否存有安全隐患问题。

1. 要打火警电话 119 报警，报警时要向消防部门讲清着火



的地点，还要讲清什么物品着火，火势怎么样。

2. 一旦身受火灾的威胁，千万不要惊慌，要冷静，想办法离
开火场。

3. 逃生时，尽量采取保护措施，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用湿
衣物包裹身体。

1、第一组代表表演防火：(一人读情节过程，三人表演)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1)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发生火情应该怎样与消
防队取得联系?(打火警119、讲清出事地点详细地址、火势情
况)

家用电器和煤气，阅读说明再使用。

发生火灾不要慌，断电呼救第一桩。

放学回家快快走，回家晚了爸妈愁。

遇上骗子多琢磨，抓住机会赶快溜。

一人在家关好门，与人说话要谨慎。

发现坏人来撬门，赶快拨打110。

安全隐患时时有，注意安全处处提。

安全常识牢牢记，快乐常伴我和你!

只要我们处处小心，注意安全，掌握自救、自护的知识，锻
炼自己自护自救的能力，机智勇敢的处理遇到的各种异常的
情况或危险，就能健康地成长。



上周日产品设计专业于教一314晚点名时开展了有关各类大学
生安全意识培养的班级会议，根据班会开展情况我们进行了
以下几点总结。

无论是消防和宿舍安全、聚会安全、交通安全、网络安全、
防盗防骗以及其他反面安全问题，问题的源头都是学生的低
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轻信他人等。安全涉及到每个人
的学习及日常生活：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防火安全等等，
树立安全意识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最直接方式。增强安全意识，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是大学生确保安全的最
根本保障。具体来说，作为大学生，要主动学习安全知识，
认真阅读《大学生安全知识手册》，将知识牢记于心，将教
训铭记才能防患于未然。

事故发生时，我们应怎么做?根据案例，许多悲惨的事故源于
没有及时的解决方法，如：聚会时醉酒，火灾时逃生方法。

火灾中的求生原则：1、坚定的逃生信念和生存的信心;2、节
约点滴时间创造逃生机会或求救机会;3、正确选择逃生路线，
心中有数，有备无患;4、判断火情，灵活逃生;5、有秩序逃
生避免踩踏等;6、不要滞留在危险区域;7、充分利用消防设
施;8、团结友爱、勇于助人。

掌握醉酒的急救措施

饮酒过量会引起一些并发症，如胃肠黏膜损伤、消化道穿孔、
急性胰腺炎，后果严重的话，还很有可能引起死亡。

轻度中毒者：眼部充血、颜面潮红或苍白、头晕头痛、言语
增多。可喝醋水(食醋加温开水)或吃新鲜水果。

中度中毒者：动作笨拙、言语含混，应喝醋水或白开水，用
手指刺激咽部，将胃内食物及酒吐出。必要时洗胃，然后静
卧，注意保暖。



重度中毒者：躁动不安或昏睡不醒、皮肤湿冷、口唇发紫、
心跳加快，甚至抽搐、昏迷。此时应急送医院治疗。一旦出
现呕吐症状，应该立即让其侧卧，以免呕吐物误入呼吸道，
同时为醉酒者解开领带、衣扣、裤带等，以保持呼吸畅通。

加强网络安全意识：遵守网络法律法规;提高警惕加强自我防
范;科学合理使用互联网。

大学生涯美丽而短暂，把握这宝贵的大学岁月需要不懈的努
力和奋斗，有了安全的保障这些才有意义。“生命没有彩
排”，我们特别要时刻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因为只有我
们平平安安的，那些深爱着我们和我们深爱着的人才能真正
地幸福!

中秋节安全班会简报篇六

让学生们树立消防安全意识，了解如何预防火灾的发生，如
何报警，以及在火灾中如何自救、互救等消防知识，提高学
生的自护、自救能力。

二、活动准备：

1、让同学们收集有关火灾事故的新闻。

2、了解一些防火安全知识。

三、本次班会的主要内容

（一）通过多媒体展示同学们收集到的有关火灾事故的新闻、
图片。

（二）同学们议论，各抒己见。

（三）了解一些防火安全知识。



1、着火了，怎么办？

发生火情，同学们一定要保持镇静。火灾初起阶段，一般是
很小的一个小点，燃烧面积不大，产生的热量不多。这时只
要随手用沙土、干土、浸湿的毛巾、棉被、麻袋等去覆盖，
就能使初起的火熄灭。如果火势十分猛烈，正在或可能蔓延，
切勿试图扑救，应该立刻逃离火场，打119火警电话，通知消
防队救火。

2、怎样报火警？

（1）牢记火警电话119。没有电话或没有消防队的地方，如
农村和边远山区，可以打锣敲钟、吹哨、喊话向四周报警，
动员乡邻一齐来灭火。

（2）报警时要讲清着火单位、所在区（县）、街道、胡同、
门牌或乡村地址。

（3）说明什么东西着火，火势怎样。

（4）讲清报警人姓名、电话号码和住址。

（5）报警后要安排人到街道口等候消防车，指引消防车去火
场的道路。

（6）遇有火情，不要围观。有的同学出于好奇，喜欢围观消
防车，这既有碍于消防人员工作，也不利于同学们的安全。

注意：不能随意乱打火警电话。假报火警是扰乱公共秩序、
妨碍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如发现有人假报火警，要加以制
止。

3、使用火炉要注意什么？

（1）在安装火炉时，同学们要提醒爸爸妈妈，安装火炉应与



床铺、纸顶棚、木窗框等可燃物保持一段距离。农村使用的
砖炉土灶，要远离柴草。

（2）炉旁不要放废纸、刨花等易燃物。

（3）烘烤衣物要有专人看管。

（4）掏出的炉渣要等完全熄灭后，倒在安全地方，特别注意
不要带着红火倒炉渣。

4、点蚊香时需要注意什么？

夏日的夜晚，蚊子常常令人难以入睡，人们常用蚊香驱蚊。
蚊香虽小，但使用不当也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入睡前一定要
检查。

（1）蚊香要放在支架上。支架不要放在纸箱桌面或木制地板
上。如果放在金属盘、瓷盘及水泥地、砖地上，则就安全多
了。

（2）不要在窗台等容易被风吹到地方点蚊香。

（3）使用电蚊香，要放在远离纸、木桌等易燃物的地面上，
不使用时，应该拔掉插头目，不要使用汽油、煤油和柴油助
燃，以防它们猛烈燃烧引起火灾。

四、本次班会的效果

中秋节安全班会简报篇七

为了进一步贯彻“两纲”教育，以中秋节为契机，开展节庆
文化系列活动，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传统节日、认同传统节
日、喜爱传统节日、过好传统节日，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形
成团结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和认同感，努力营造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的节日氛围。

活动主题：

快乐中秋你我共享

活动内容：

一、主题班会

要求：9月26日各班召开《快乐中秋你我共享》主题班会，引
导学生了解中秋节的由来、中秋节的习俗、有关中秋节的诗
词和中秋月饼的故事等等。完成一份教案。

二、《我与家人过中秋》

要求：通过摄影的形式，体验与家人过中秋的快乐。六年级
每班完成4张照片，于9月29日将照片ftp上传正教处“中秋
节”文件夹。

三、《今年中秋节我们准备怎么过》

要求：通过活动方案征集，让学生们体验与亲人欢聚一堂的
欢乐和生活快乐的幸福感。七年级每班完成4份活动方案，
于9月16日将照片ftp上传正教处“中秋节”文件夹。

四、《中秋节知多少》

要求：以电子文稿图文并茂为形式，进一步了解中秋的由来、
习俗以及有关中秋节的诗词等方面中秋文化。八年级每班完
成2份电子文稿，于9月16日将照片ftp上传正教处“中秋节”
文件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