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一养成教育班会总结(模板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
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初一养成教育班会总结篇一

今天我们济济一堂，在此召开高三(2)班主题班会：奋斗高三，
青春无悔。

有人说，没有经历过高三的生命是不完美的生命，没有参加
过高考的人生是有缺憾的人生，至少少了一次特殊的生命旅
程。高三意味着搏击，意味着铺垫，也意味着重生。下面我
们欣赏一篇文章《我们都不是神的孩子》。

由五位同学朗读文章的内容。

1、学生分组讨论学习感受。

2、小组代表在全班作交流。

由王铭耀和李盼两同学朗诵诗歌《扬起奋斗的风帆，插上成
功的翅膀》。

初一养成教育班会总结篇二

教学目标：

1、充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

2、在学习和生活中注意人身安全，饮食安全，交通安全等。



3、进行预防灾害，防肺结核的教育。

教学过程：

一、导入：列举出生活中的安全事例。

二、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1、芦南公路上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是因为安全意识不强。

2、班级举例

学校发生的事故及后果。

3、国家、政府狠抓安全教育工作。

4、目前学校抓的几项工作。

三、小学生应注意安全的地方：

1、学生讨论。

2、集体归纳。

(1)人身安全，在校园内或公路上不追逐打闹，不爬围墙，不
爬树，不接近有电等危险地点，劳动时，注意安全，不与社
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特别是吸毒者，课外不玩火，不玩
火。

(2)交通安全，在公路上不追逐打闹，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交
叉路口要注意行人车辆，骑自行车宁慢勿快，上、下坡要下
车，通过公路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

(3)财产安全，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钱财，如有遗失或遇偷盗、
敲诈等应向老师及时反映或报警。



(4)饮食安全，不饮生水，不吃不卫生的食品，不吃有病的鸡
肉、猪肉等，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吃霉变或过期食品。

四、学生自查哪些方面未做好，今后要加强注意。

五、安全教育总结

新学期开学以来，为提高四年级一班全体学生的安全意识和
自护自救能力，预防和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我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认真上好新学期第一堂安全课：在开学第一天对学
生进行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内容紧扣学生实际，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教育：

一是教育学生时刻注意交通安全，平时外出严格遵守交通规
则，不乘坐无安全保障的黑车、病车等。

二是教育学生谨防发生在身边的伤害事故，用血淋淋的事例
教育学生平时严格遵守《守则》《规范》，远离学生伤害事
故。

三是教育学生做好个人卫生，严防水痘、腮腺炎等春季传染
病的发生，若有发烧症状的及时自觉就医等。

初一养成教育班会总结篇三

中华民族素有崇尚礼仪，讲究文明的优良传统。礼仪在中国，
源远流长，深入人心。荀子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
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可见礼仪的重要性。青少年是国家
和民族的未来。目前，青少年中存在有不知礼仪、不用礼仪、
不讲礼仪等问题。因此，在校园开展文明礼仪养成教育是非
常必要的。

1、 通过竞赛、讲故事、小品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了解文明



礼仪知识。

2、 引导学生用礼仪、讲礼仪，以实际行动继承中华民族的
文明礼仪传统。

xxx

1、 导入活动

主持人（甲）：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主持人（乙）：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好！

主持人（甲）：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五千年的
历史诠释着祖国的精神文明。

主持人（乙）：从曾子避席到程门立雪；从廉蔺交欢到孔融
让梨；从魏文候冒雨践约到刘备三请诸葛亮。古人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阐释了文明礼仪的内涵。

主持人（甲）：文明犹如一盏明灯为行人照亮前方的旅途。

主持人（乙）：礼仪犹如一泓清泉给人们带来清凉的慰藉。

2、 宣布活动开始

主持人（甲）：让我们高擎文明这盏明灯，畅饮礼仪这泓清
泉。

主持人（乙）：下面我宣布《文明驻我心 礼仪伴我行》主题
班会活动现在开始！

3、 进行活动



（1）小组代表汇报发言

主持人（甲）：今天的活动，我们以小组汇报的形式展示。
下面来认识一下四个小组吧。

代表发言：

我们是第一小组，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仪表之礼。

首先，出示课件，结合身边的事例，具体讲解仪表之礼的内
容。

接着，表演《校园文明礼仪三句半》

我们是第二小组，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餐饮之礼。

首先，出示课件，讲解餐饮之礼的具体内容。

接着，表演小品《好人一生平安》

我们是第三小组，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言谈之礼。

首先，出示课件，结合身边的事例，阐述言谈之礼的'具体内
容。

接着，表演校园情景剧《同学之间》 。

我们是第四小组，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待人之礼。

首先，出示课件，结合身边的事例，讲解待人之礼的具体内
容。

接着，讲述古代关于待人礼仪的故事（廉蔺交欢、魏文候冒
雨践约、刘备三请诸葛亮）。



主持人（乙）：刚才四个小组的展示都相当精彩。我们在轻
松的状态下学习了仪表之礼、餐饮之礼、言谈之礼和待人之
礼。下面气氛要紧张起来了，四个小组之间将进行有关行走
之礼、观赏之礼、游览之礼和仪式之礼方面知识的pk。

（2）四小组展开关于行走之礼、观赏之礼、游览之礼和仪式
之礼的知识竞赛。 主持人（甲）：看来同学们对“八礼”的
内容学习得还不错。其实，学习“八礼”只是第一步，我们
还要践行“八礼”，做知礼、用礼、讲礼的好少年。《礼记》
中曾提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我们先来找找存在的不
足吧，说说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不符合礼仪的地方。

假如你是咱们学校的“文明大使”，你想对同学们说点什么
呢？

（3）采访“文明大使”，说出你的心声。

（4）集体宣誓

主持人（甲）：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败，因为明天
会再来。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不算失败，因为人生的价值
不在金钱。如果你失去了文明，你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
你已经失去了做人的真谛。 孔夫子曾说过：“不学礼，无以
立。”我们要把文明礼仪贯彻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下面请
同学们和我俩一起来宣誓：

1、 语言文明、礼貌待人，不说粗话、脏话，不打架骂人，
态度和蔼，友爱同学、

尊敬师长、孝敬父母。

2、 举止文明，情趣健康，不赌博，不迷信，不进营业性网
吧、舞厅。



3、 讲究卫生，保护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废弃物，不
毁坏花草树木。

4、 遵纪守法，严格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在校不带手机、
随身听、mp3把精力

集中到学习中来。

5、 爱护公物，遵守公德。不乱涂乱画，遵守公共秩序，爱
护公用设施，不在公共

场所喧哗、起哄。

主持人（乙）：时间过得真快，本次主题班会也接近尾声。
让我们用歌声唱出文明礼仪的美好。

（5）合唱《歌声与微笑》

主持人（甲）：歌声悠扬，心潮澎湃。让我们有请班主任来
为本次的班会课进行总结。

（6）班主任总结

本次主题班会从准备到召开，都离不开同学们的辛勤付出和
积极参与。在此，

灵。荀子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
宁。” 同学们正值

少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将担负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所以，更应该学

好礼仪、践行礼仪；做知礼、用礼、讲礼的好少年，让家长
放心、让祖国放



心！

（7）宣布结束

主持人（乙）：感谢班主任的精彩总结。我们也深感肩上的
使命重大。就让我们从文明礼仪入手，从做一名文明的中学
生开始！

主持人（甲）：感谢各位领导莅临指导，感谢同学们的积极
参与。《文明驻我心 礼仪伴我行》主题班会活动到此结束！

初一养成教育班会总结篇四

坚持以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以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为根本，以“学科教学渗透、学生实践活动、学校文化建
设”为主要途径，以学校、家庭、社区、政府四方协作教育
为依托，调动、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加强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
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增进小学生的公民知识，增强他们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感，提
高他们的民主参与技能，提升他们的价值观，使他们成为有
道德、有能力、积极、负责的社会、政治参与者。引导学生
养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行为习惯，教育学生树
立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

具体而言，以上公民养成教育的目标分解可为公民知识、公
民意识、公民技能、公民道德四个方面，通过公民养成教育，
学生们将能：

（一）公民知识方面

1、明确公民的内涵，知道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懂得如何
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2、知道自己在社区、国家和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解社会
中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

（二）公民意识方面

1、树立起权利、义务意识，积极、主动地维护自己的法定权
利，并履行法定义务。

2、树立起社会服务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努力承担起个体在
社区、国家、国际上的角色责任。

（三）公民技能方面

1能够追踪社会、政治热点问题，综合各种信息、观点，形成
自己的主张，表达自己的主张，并积极为自己的主张辩护。

2、积极参与小组讨论，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并能批判性吸
纳他人的意见与建议。

（四）公民道德方面

1、认同我国的主流核心价值观，并能内化为自己的人生观、
学习观。

2、提高公共道德素养，形成良好的公共行为习惯。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1、公民知识方面

（1）我是一个公民



（2）我在家庭、学校、社区中的角色

（3）我有哪些权利

（4）我要遵守哪些行为准则与规范

2、公民意识方面

（1）我是社会的一分子，我有自己的权利

（2）我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3）我要积极参加小组、班级、学校、社区的活动，作出自
己的贡献

（4）我要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不同观点，设身处地为他人
着想

（5）我要与他人合作、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

3、公民技能方面

（1）参加小组与班级的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为自己的
观点与主张辩护

（2）利用多种信息渠道，追踪热点问题和事件

（3）综合各种信息与意见，作出自己的选择与决断

（4）参与小组活动、学校社团活动的决策

（5）监督、影响小组活动、学校社团活动的运行

（6）参与学校管理，参加社区服务，为学校管理与社区建设
献计献策。



4、公民道德方面

（1）爱国

（2）尊重

（3）责任感

（4）关怀

（5）诚信

（6）正义

一、通过学科课程实施公民养成教育；

二、通过各种校内外的活动，实施公民养成教育。

（一）组织准备阶段（20xx年9月-10月）

组建实验研究机构；设计研究方案，可行性论证；课题师资
的培训和开题。

（二）研究运行阶段（20xx.11--20xx.5）

通过小学生公民素养养成教育研究，达到研究目标。

（三）总结、归纳阶段（20xx.5--20xx.7）

将研究资料归档，总结并形成实验研究报告，形成经验及成
果集。

1. 强化领导，完善工作机制。以实验班级为重点，以教学、
教研、班会课和实践活动为载体，形成“学校党政统筹领导，
德育处主管，有关部门配合，学校、社区、家庭形成实验研



究网络体系”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2. 建立和完善公民养成教育保障机制，逐步落实相应的人员
和经费，推动我校公民养成教育研究实验工作的有效展开。

3.建立和完善学校公民养成教育奖惩激励机制。制定具体实
施计划，做到目标明确、任务具体、措施科学，成效显著。

初一养成教育班会总结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各个事例和同学们周边的事情,讲述行为习惯养成的
重要性。

2、进行日常行为规范教育与习惯培养,强化学生的“坐、立、
读、写、听、答、议"等方面的常规训练,并结合学生实际制
订实施计划、确定培养目标。

3、培养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活动重点：让学生亲身感受自己行为习惯的偏差,激励自己及
时改正不良习惯

活动难点：希望学生们通过这么一次思想教育及时改变过来，
为养成更好的习惯努力。

活动过程：

猜猜看:我不是你的影子，但我与你亲密无间。我不是机器，
但我全心全意听命于你。对成功的人来说,-－我是功臣；对
失败的人来说，--我是罪人。培训我，－－我会为你赢得整
个人生;放纵我,--我会毁掉你的终身。我到底是谁？－-我平
凡得让你惊奇。(习惯)



你相信吗？

在印度和泰国，驯象人在大象还是小象的时候，就用一条铁
链将它绑在水泥柱或钢柱上，无论小象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
小象渐渐地习惯了不挣扎，直到长成了大象，可以轻而易举
地挣脱链子时,也不挣扎.小象是被链子绑住,而大象则是被习
惯绑住.

良好习惯大家学

从小到大,你有什么“好习惯"曾让你倍受赞赏、取得小胜利
或取得一些事情上的成功？给同学们说说，大家来分享、学
习一下……(小组交流)

现在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的行为习惯呢?

以为常;还有部分同学相互之间讲脏话、粗话,随意攀爬树枝,
甚至还有个别同学故意损坏学校的公共财物。我们很多同学
把文化知识的学习放在首位,而常常忽略了社会公德的培养，
文明习惯的养成,而这恰恰从本质上展现出一个人的思想品质。

你对以下行为有何看法?

１、在思考问题时一边旋笔一边思考

８、写作业不及时磨蹭,边看电视边写作业,先玩再写作业

9、给同学起绰号、骂人、那同学的缺点或者是…开玩笑在同
学中传播、见到老师扭头就走。

总结：良好习惯铸就人伟大的一生，观念改变习惯，习惯积
淀素养。生活处处是细节,细节点点积素养,素养默默铸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