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弘扬天府文化的班会课教案 弘扬传
统文化班会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弘扬天府文化的班会课教案篇一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大众传媒对中学生的影响不可小视。电视、电脑和网络游戏
中的那些虚幻的爱情，暴力和血腥的场面，崇尚武力、崇尚
金钱的价值取向，以及大量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对中学生
的人生观、道德观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中学里，学生学的
科目多达十几种，对传统文化的涉及少而又少。偶尔涉及，
也是以古文的形式出现。我们有的中学生、甚至于大学生，
必须经过翻译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
己的传统文化，再怎么发展，也只能成为别人的文化附庸;一
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再怎么粉饰，也只能是
一盘散沙。

1、促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孕育学生的文化底蕴。

2、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和提高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忱。

3、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

主题班会、情境对话、才艺表演、通读传统经典。

1、观看《百家讲坛》中于丹老师讲《论语》的片段



2、传统文化知识竞答

3、诵读传统文化经典

乙蹲马步，只叫苦，嘴里不停地说，什么文化，还传统，都
什么年代了，哪还有那么多的传统传统文化，out了，三个学
生一气之下，决定带他见识一下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走进
班会现场。

(二)、你好，传统文化

1、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
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
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
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
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
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
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
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2、我是传统文化的代言：出示图片，过新年，奥运会会徽、
中国结、剪纸等，请形象代言人展示。

3、小品：《如此节日》认识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受到冷落的
现状，引发思考，通过小组讨论，寻找传承、拯救传统文化
的途径。

(三)你好，魅力华夏。

1、学生传统文化才艺展示：在古典音乐《春江花月夜》的背
景衬托下，几名学生吟诵诗词经典，同时有学生在剪纸;有学
生在书法，有学生自创中秋诗，有学生背诵弟子规，还有的
学生在编中国结。曲终，学生展示作品，并做简洁说明。



2、观看班会的那几名场外同学对话交流，刚才学生乙大吃一
惊，表达感悟，重新练习武术，那三名学生，让他看看，星
光中学课间操练习武术操的阵容和气势，让他真正懂得了练
武的意义。

3、配乐武术表演

(四)、你好!心灵盛宴拍手齐诵：弟子规曹红莹：我是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传
承过程中，我的形式日益多样，春联，婚联、寿联、挽联都
是我的兄弟姐妹，今天我还带来了一幅对联作为礼物送给大
家。上联是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显民族特色下联是：笔墨纸砚
诗词曲赋谱华夏春秋。

黄硕：“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吟诵一首经典，品尝一杯香茗，这是何等的惬意呀。各位
同学，我是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孕育的诗词经典，我的家族
可谓庞大，唐诗、宋词、元曲、歌赋，源远流长。

乔吉昊：我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这个
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习俗，一年365天，
喜庆不断，有正月初一过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
清明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
节，九月初九重阳节，腊月初八腊八节，怎么样，丰富多彩
吧。

一、情境短片《我来学武术》

二、开场白《您好，传统文化》

三、说说我眼中的传统文化。(曹红莹、黄硕、乔吉昊)

过渡词：感谢三位同学的精彩介绍，原来传统文化就在我们
的生活中，



过渡词：不愧是形象代言人，各出奇着，我相信有了你们的
大力宣传，

过渡词：讨论面对传统节日受到冲击，受到冷落的现状，你
有哪些好的

建议。(学生讨论的时间2分钟后各抒己见)

四、您好，魅力文化

四、场外对话：学生乙：今天我可是大开眼界了，文化，文
化的确有

过渡词：正像歌中唱得那样：上山是虎，下海是龙，在人间
我是堂堂的大英雄。习武是武德呀，立德才能行走天下，寡
德之人必定寸步难行。同学们让我们在古训的金玉良言中，
做讲诚信，崇尚道德的真君子。拍手齐诵：弟子规。

弘扬天府文化的班会课教案篇二

让同学们了解我们的传统节日及其来历和风俗，增强同学们
对传统节日的了解，激发同学们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

二、活动形式

竞猜、朗诵、观看视频等

三、活动流程

(一)开场白

(陈xx)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大家下午好。中华民族是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沉淀至今，形
成了很多别具特色的民风民俗。今天由我和魏馨怡为大家主



持本次主题班会，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的传统节日，
去领略民俗风情。

(二)竞猜活动

(魏xx)同学们，你们知道有哪些节日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
吗?知道的同学请快速举手抢答。(等同学们回答差不多以后，
播放视频。)同学们，从刚才的视频中，我们知道我国的传统
节日主要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
节、重阳节等。下面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些传统节
日的来历、风俗。

(三)各个节日介绍

1、(陈xx)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春节。同学们，你们知道春
节是哪一天吗?每年的农

历正月初一就是春节，俗称“过年”。春节是一年中最隆重
的节日，家家户户走亲访友，放鞭炮、贴春联，可热闹了。
最高兴的当属孩子们，穿新衣、收红包，各种好吃的、好玩
的应有尽有。北宋王安石有一首诗《元日》，写的就是春节
的情景。(出示ppt)“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
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总之，在春节家家户户
焕然一新，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容满面。说到这里，大家似乎
回到了那段快乐的.时光，那么，你们知道春节的来历和它的
习俗吗?请看大屏幕。(请同学给大家介绍)

2、(魏xx)放完了鞭炮，收好了红包，让我们走进第二个节
日——元宵节。北宋欧阳修

有一首诗《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
年人，泪湿衣衫袖。”多么美的诗句啊。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元宵节人们都在干些什么。请看大屏幕。(请同学给大家介



绍)

3、(陈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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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眼我们来打了江南的春天。清明节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
的节日。我们一般都在这个节日里去扫墓，寄托哀思。那么
有谁知道清明节的来历?(大屏幕显示资料，请同学给大家介
绍)

4、(魏xx)过完了清明，我们迎来的是端午节。传说端午节是
为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而

来的。有古诗为证：唐文秀《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
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让我
们跟随一段视频去看看今天的人们是怎样过端午的。

叫乞巧节，古时候的少女特别重视乞巧节，让我们去了解一
下原因吧。请看大屏幕。(请同学给大家介绍)

心呀。”又到了每年吃月饼的时候了。中秋节有一个美丽的
传说，请大家看一段视频，我为大家讲讲这个传说。中秋节
历来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在这一天家家都要吃团圆饭，大多
数人就算工作再忙，也要回家团圆。当某种原因无法回家时，
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吟诵起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些人，对着月
亮发出美好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陈xx)前不久，我们刚刚学了王维的古诗《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请大家跟我一起背一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
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大家知道这
首诗写的是哪个节日吗?对，是重阳节。重阳节是属于老人的
节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它的来历。请看大屏幕。(请同学
给大家介绍)



(四)结束语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
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
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希望我们今天
的主题班会，能带给同学们更多的知识。谢谢大家。

弘扬天府文化的班会课教案篇三

1、知识与能力目标：让学生了解祖国的灿烂文化,提高学生
的.审美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活动中相互分工，相互合作，培养学
生的合作能力。通过展示有关传统文化资料，旨在引起学习
传统文化的浓烈兴趣，领略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和保护祖国
传统文化的意识，从而激发对伟大祖国的挚爱之情。

1、了解有关民族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内容。

2、图片，实物（中国结等），文字资料。

（一）活动的步骤：

（课前少年先锋队队歌，结束时班主任总结）

1、古诗词诵读

2、模特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物件

3、三字经诵读

4、故事表演



弘扬天府文化的班会课教案篇四

1、让学生了解祖国的灿烂文化,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通过展示有关传统文化资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
内容，旨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诚信教育等，做一个
文明、有礼的好学生。

3、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和保护祖国传统文化的意识，从而激
发对伟大祖国的挚爱之情。

1、了解有关民族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内容。

2、课件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从古到今，中华民族创造了许多让炎黄子孙引以自豪
的奇迹。从古到今，华夏大地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艺术瑰宝。
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京戏脸谱、水墨山水画，让我们看到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另外我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
各种礼仪和习俗。

二、提出问题：同学们在你们的理解中，中华传统文化有哪
些内容呢？

1、学生谈自己的看法

2、课件出示，简单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

书法文化思想著作诗词文化铸造文化绘画作品雕刻文化建筑
文化民俗文化传统美德

教师在介绍传统美德时注意区分两个“恭”的区别第一个



是“恭敬”第二个是“谦恭”。

3、归纳中国传统文化的几方面内容。

（1）传承千年的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
廉

（3）传统节日：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
节、四月五日清明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
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

4、提出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学习传统文化，具体又应该学什么？

5、教师：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曾子说：“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讲道义背后，
在一桩桩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传承千年的.精神内容存
在，这便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
改造世界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优秀思想、高尚品
格和坚定志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
支撑。

6、教师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绝对不可以流于形式，浮于表面。我们
必须去挖掘文化背后所蕴含的民族精神。

7、下面我们从“礼”“孝”两方面讨论如何学习传统文化

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

（2）教师引导：中国的传统礼仪中蕴含了什么样的中华民族
精神？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古代先贤的一些观点。

第二句话讲的是礼的作用：在于使人的关系和谐为可贵



第三句话讲的是礼就是要尊重他人。

综合这些我们不难发现在礼仪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就是四句话：
平等对等，有序有位，尊重他人，以和为贵。这就是中华礼
仪文化的核心精神。

那么我们学习中国的传统礼仪，就要去挖掘这种礼仪文化所
蕴含的核心精神，并将它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这样才算是
真正的理解中国的礼仪文化。

目前世界上最讲礼仪的国家之一是日本，二战时的日本士兵
们在

国内也是非常讲究各种礼仪规范的，但是当他们来到我中国。
带来的是野兽般的暴行，令人发指。这是为什么，根本原因
在于他们的礼只是徒有其表，他们并不理解礼的核心精神。
所以说，学习中国礼仪文化，不去挖掘核心精神，注定只是
徒劳无功。反过来说，当我们理解并将这种精神做为自己的
行为准则时，无论你用哪种方式去呈现，你都做到了礼。比
如说见到别人，不一定非要行礼，一个善意的微笑，一个亲
切的招呼都是礼。

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倡导：“富强、民
主、文明……”？这24字可以大致概括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意。

三、同学们，我们怎样才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下面
我们来看看……（爱国篇、诚信篇、友善篇）。

同学们，从今天起，我们倡议：

（1）遵守纪律，文明有礼不破坏校纪、班规，热爱我们的国
家。



（2）团结友爱，帮助有需要的同学。

（3）努力学习，积极上进，争取长大以后为国家做贡献。

（4）班干部起好带头榜样作用，认真工作，管理班级；值日
的同学认真完成值日任务。

每个人都承担起自己的人物，这就是爱。在家爱家，在学校
爱学校，在班级爱班级，这样，我们都可以做到爱国。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是都很小，但每个人都拿出一点点
爱，汇合起来，就是大大的爱。在班集体中，老师期待大家
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长处，贡献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那样
我们的班级就有大大的力量。大家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拥
有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五彩缤纷的文学遗产，让我们领会了
博大的情怀，感悟精深的文化。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不
仅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且要谱写更新更美的篇
章。

弘扬天府文化的班会课教案篇五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科
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__大精神，充分依托学校教育资源
和优势，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相关
课程、课外活动及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和平台，积极实施中
华优秀文化经典教育，使其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传承
民族精神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提高语言文字应用
能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二、工作目标

通过中华优秀文化经典教育，引领广大师生更加广泛深入地
感受领悟中华经典，加深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了解和热爱，



增强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提高
学生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阅读、表达能力和诵读、书写
能力。探索学校开展经典诵读、书写、讲解的有效途径和长
效机制，为长期实施中华优秀文化经典教育积累经验，奠定
坚实基础。

三、组织机构

成立社港中学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经典教育”领导小组。
组长：寻景辉

副组长：黄建新

成员：张余愚寻民章彭高军喻可畏寻梦雄李武安周大志徐益
源寻辉

四、教学内容

四至六年级：《三字经》

七至八年级：《弟子规》

五、基本要求

1.开设中华优秀文化经典阅读校本课程课，纳入正式课表，
教学处要将此项工作纳入学校教学工作计划。开展中华优秀
文化经典诵读、书写、解读、欣赏、探究等学习活动。任课
教师由语文老师担任，工作量按语文课程的五分之一计算。
做到有计划、有检测、有总结。

2.结合德育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利用
班会、团队活动、课外实践活动，学生会、文学社团、兴趣
小组等平台拓展中华优秀文化经典教育的途径，以音频、视
频、书画等形式及校园广播、校园网络、墙报、校刊(报)等



载体宣传中华优秀文化经典，记录和展示诵读、书写、解读、
欣赏、探究的学习过程。通过经典诵读比赛、传统节日专题
诵读活动、经典书写比赛、阅读经典征文比赛、阅读经典演
讲比赛等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教育，
展示和检阅学习成果。

3.加强教师培训，建设具有过硬的经典诵读、书写、解读、
鉴赏能力和经典教育能力的优秀师资队伍。

六、组织实施

1.本项工作从20__年下学期开始在全辖区中小学正式启动。9
月14日举行中华优秀文化经典教育启动仪式。

2.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将此项工作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之
中，纳入学校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成立领导小组，制
定切合实际的工作方案，营造浓郁的中华优秀文化经典教育
工作氛围。

3.中学将此项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指标，考核采取到
校检查课程教学和活动开展情况，抽查学生文化经典诵读、
背诵、默写水平等方式。同时，通过综合考核评选中华优秀
文化经典教育先进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4.中学根据教育局安排，进行中华优秀文化经典的诵读、默
写、书法比赛或演讲、征文比赛。

5.将文化经典纳入期末考试内容，作为检测学生阅读中华优
秀文化经典的方式之一。

6.学校在期末就此项工作开展情况写好总结材料上报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