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清明祭英烈班会心得体会 清明节
班会记录(实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好的心得体会对
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下面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清明祭英烈班会心得体会篇一

1、进行卫生大扫除。

2、积极配合团体操训练。

3、严格要求到校时间。

4、发放学生各种杂志。

1、对学生的座位进行微调。

2、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

3、多提醒，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4、进一步规范课间操和路队工作。。

【活动时间】2017年3月31日

【活动地点】五年级4班

1、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有更具体、详实地了解。

2、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俗、风情和传统美德，继承先烈遗志，
发扬革命精神，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3、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热爱民族文化，主动地弘
扬民族文化。

4、提高学生的防火安全意识。

1、搜集整理清明节有关知识、资料、图片等。

2、清明节习俗活动片段，爱国电影片段、爱国烈士图片 、
哀乐 、纸、铁丝、剪刀等。

3、每位学生调查自己家的家族史。

4、每组选若干名学生参加“清明知识知多少” 比赛，准备
竞赛的题目。

班主任::自古以来，清明扫墓不仅是纪念自己的祖先，对历
史上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人民都会纪念他。下
周就到了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为了更好的开展这次活动
我们举办这次班会.。

主持人:《走进传统节日 弘扬民族文化》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1、介绍清明节的由来。

主持人: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在古代
不如前一日的寒食节重要，因为清明及寒食节的日期接近，
民间渐渐将两者的习俗融合，到了隋唐年间，清明节和寒食
节便渐渐融合为同一个节日，成为扫墓祭祖的日子，即今天
的清明节。从此，清明节踏青扫墓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
风俗。

(1)班主任: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的，最主要的还是祭祖扫墓。

播放清明节习俗活动影像资料或展示有关图片 ，最后播放一
组民间扫墓、祭祖图片或影像。



(3)全班同学分成小组讨论小组代表口答。

(4)主持人:清明祭祖不可少，扫墓祭祖”可以帮助我们“追
思先人、勿忘生者”，理解自己生活和事业基础的真正内涵，
能激发人们勇于生存和追求幸福的斗志，更能体现人类生生
不息、繁衍永续的精神。扫墓祭祖可以促使我们加深对自己
生命原本的认识，让每个生者都牢记自己身世的渊源、了解
自己生命的脉络。总之，面对先人的照片或墓碑，表达浓浓
的思念和真诚的敬意，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幸福
和动力。

祭祖方式:寄托哀思的同时也要爱护城市环境，采取鲜花、水
果、网上祭祀等“低碳”的文明祭祖方式，不随地燃烧纸币
等祭祀用品，不乱堆乱倒等。

(5)引导学生互相介绍自己的家族，并交流自己在清明节与父
母去扫墓祭祖的打算。

班主任:没有我们的祖先就没有今天的我们，他们还为我们今
天的幸福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一个家族史就是一
个家族的奋斗史。我们应该纪念他们。除了拜祭我们的先人，
我们还要祭拜历史上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

主持人:明确没有他们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也就没有我们今
天的和谐，今天的幸福。因此，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3、了解清明节的习俗。

主持人:祭祖扫墓是清明节的主题，但不是全部，还有吃青团、
踏青、荡秋千、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活动。你知道这
些活动的有关知识吗?下面全班按课前布置分成两组互相提问，
答对问题最多的一组获胜。

4、指导学生扎纸花。



百合、玫瑰、菊花等。

一生做单独的一朵，一学习小组做成一束，两组以上做成一
个花圈。

5、模拟祭扫烈士现场。

奏哀乐，全体学生默哀1分钟，表达自己对先人及烈士的悼念,
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颂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

6、诗朗诵《站在烈士纪念碑前》。

(1)刘丁源朗诵，其他学生倾听、明理。

(2)主持人:我们要珍惜生命的每一天，因为世界上唯一买不
到的药就是后悔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小事，多去换
位思考，就能给人带来快乐，同时自己也快乐。其实，生活
很平凡，爱很简单，我们心中要装着他人，多为别人着想。

(3)谈谈以后怎样爱父母、爱同学。

7、结合生活实际，我们该如何珍爱生命。

(1)远离毒

毒在全球蔓延，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要珍爱生命远离毒。
学生可以展开讨论。

(2)生活中的危险

通过讨论:知道不玩水、不玩火、不玩电;不乱穿马路;不做危
险游戏。

8、护林防火，从我做起。



(1)务必做到“六不烧”和“十不准”。

(2)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

班主任:通过今天的班会活动，我们深刻理解了清明节的来历
和它深刻的文化内涵，我们不仅要热爱它，过好它，还要更
好的传承它。中国人历来注重情感，不忘本，因此我们对先
人的祭祀是发自内心的感恩与缅怀。我们相信亲人、先祖能
够感受到我们的情意与祭奠，我们华夏儿女也一定会一代代
延续这种温情。

主持人:《走进传统节日 弘扬民族文化》主题班会到此结束。

清明祭英烈班会心得体会篇二

教学内容：重温规章制度，拟定新学期打算。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常规教育

1、重温《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并在日
常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知道什么行为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2、作息时间的安排：早上清洁时间、早读时间、午自习时间、
放学时间、作业时间，并严格按照科学的作息时间(强调必须
遵守)。

3、集体活动：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4、早读：书本教材、按学习进度读书、背诵。



5、课前准备：按课程表准备下节课的学习用品、相关书籍齐
全。

6、上课听讲：坐姿端正、积极思考、发言大胆、不影响他人
学习。

8、集合整队：快、静、齐。

9、午读：课外阅读资料，成立图书角，完成有关阅读习题。

10、放学要求：按时回家，不进"三室一厅"，不结伴玩耍，
注意交通安全，严格站路队回家。

二、安全教育

1、不要将危险物品带到学校，美术课需要的小刀，不要随便
拿出来玩。使用时要小心，以免受伤。

2、下课活动时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上下楼梯不拥挤，走右
边，不要跑。不趴在走廊外的栏杆上。不玩危险游戏，不疯
赶打闹，不爬栏杆、云梯，做有意义的课间活动。切忌猛追
猛打，要避免发生扭伤、碰伤等危险。)

3、走出校园也要注意交通安全.(行人靠右走，过马路要走斑
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红灯停，绿灯行，遵守交通规则。
)饮食安全(不吃过期、腐烂食品，有毒的药物，不购买用竹
签串起的食物和油炸的食物：竹签容易伤人，食品卫生得不
到保证，油炸食品有致癌物质。)同学们我们要将安全知识时
时记，注意安全处处提。

三、卫生习惯：

1、教室里将桌椅摆放整齐，抽屉内无杂物。地面无纸屑，教
室墙壁、桌面无乱贴乱画痕迹。值日生将黑板擦净，讲台上



的物品摆放整齐。

2、每个学生要养成"三要"、"四勤"、"八不"的个人卫生习惯。

"三要"：早晚要刷牙，饭前便后要洗手，饭后要漱口。

"四勤"：勤洗澡，勤理发，勤剪指甲、勤换衣。

"八不"：不喝生水，不共用茶杯，不吃零食，不挑食，不随
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不乱倒垃圾，不吸烟。

四、总结：谈谈新学期打算，提出奋斗目标。

清明祭英烈班会心得体会篇三

1.让同学们深入了解“三爱三节”的具体含义。

2.教导学生如何践行“三爱三节”。

3.通过主题班会的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使“三
爱三节”真正的融入到以后的学习生活中。

4.利用主题班会普及“三节”小知识。

二、班会准备：

学生通过询问、上网、看书等方式，收集节水，节粮，节电
小妙招。

三、活动过程：

4、把学生分成三个大组，组织每个大组分别讨论：“爱学习、
爱劳动、爱祖国”，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请举例说明。然后
每组派代表发言。



5、请听小故事

(1)车胤囊萤映雪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
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
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
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
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
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
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
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
光苦苦地读书。

(2)抗日小英雄：小兵张嘎一家人都死在日本鬼子的枪下。他
非常勇敢。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却参加了解放军。打击日本
鬼子。他用西瓜砸日本翻译官，还冒着危险把日本鬼子炮楼
点着了。把日本军官气的胡子都歪了。最值得敬佩的是，他
敢赤手空拳的和日本鬼子搏斗，最后不仅把日本鬼子给活捉
了，还把敌人的枪给缴获了。他真不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呀。

(3)朱德从小热爱劳动 朱德同志出生在四川仪陇一个世代佃
农的家庭里。他从小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乐于为乡亲
们做好事。有一年，四川大旱，朱德的家乡一连数月滴雨未
下。土地龟裂了，禾苗干枯了，连饮水也发生了问题。乡亲
们只好翻山越岭，跑到十几里外的地方排成长龙担水。

在朱德的带动下，大家又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挖了不久，
一股清清的泉水果然从地底下汩汩地冒了出来。大家高兴得
跳了起来，都说朱德有主见，又为村里做了一件大好事。

5、展示“三节”：节水、节电、节粮小妙招，学生先交流，
然后老师汇总大家收集的成果。

(一)节水方法



1、淘米水用于洗菜、浇花、洗脸等都可以。而且淘米水洗脸
还有特殊的护肤作用，可谓一举两得。

2、用洗衣服的肥皂水涮洗拖把。当洗衣服时，不要随便把肥
皂水倒掉，最好倒在涮拖把的专用盆里，留着涮拖把用，这
样既省水也省肥皂了。

3、刷碗的水可以留着冲厕所，如果水没有太多油污，还可以
用来洗抹布。因为抹布是家里最常用，也是最脏的。往往要
洗很多遍才能洗干净，因此很费水。所以用洗碗水，或洗普
通衣服剩下的肥皂水洗抹布就很不错，能省很多水。

4、用浴盆给小宝宝洗完澡后，大人可以用洗澡水继续再洗澡。
夏天洗澡多，每天给宝宝洗完澡后大人用这些水冲洗个澡，
也是个节水的好方法。

5洗脸搓洗面奶或揉脸时，要及时关上水龙头，不要让水自己
流淌没完。如果看到有开着的水龙头而没人使用，要及时关
上它。记得以前上学的水龙头经常坏，自来水白白流走了，
我就会找块砖把水龙头压住，这样就能止住水了。

(二)节电方法

1、出门或睡觉前把各种电源的开关、插排都拔下来(电冰箱
除外)。要知道插着电源的插排也是在消耗电的。

2、夏天用电热器烧水洗澡时烧水温度要调低一些，因为电热
器里面的水是很温的。稍微一加热就能洗澡了。

3、夏天家里的空调不要调的太低，最好设定在26度左右，这
样最省电了，屋里温度不至于过低也不会有害身体。

4、把家里的灯泡都换成节能灯。节能灯泡比普通的要省一半
电以上，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耐用性也高很多。



5、如果在家里用电磁炉煮面条、花生之类的，不要等煮的很
熟很烂了才关火，看着煮的差不多快熟了就及时关掉电源，
盖上盖焖一会儿，也能让面条、花生等煮的很熟的。

(三)节粮小窍门：

1、珍惜粮食,适量定餐,避免剩餐,减少浪费。

2、不攀比,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

3、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剩菜.

4、看到浪费现象勇敢地起来制止,尽力减少浪费.

5、做节约宣传员,向家人,亲戚,朋友宣传浪费的可怕后果

6、不偏食，不挑食。

7、到饭店吃饭时，点饭点菜不浪费，若有剩余的要带回家

8、积极监督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及时制止浪费粮食的现象

四、班主任发言：通过本次班会的举行，同学们了解到
了“三爱三节”的意义，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践行“三
爱三节”，争做文明小学生，为中国梦的实现尽自己的一份
力!

五、主持人宣布活动结束

清明祭英烈班会心得体会篇四

下文是小编精心收集整理的关于清明节主题班会设计相关内
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让我们一起来阅读吧!



主持人：从今年开始，清明节成了一个法定的节日，这当然
跟它有着丰厚的文化背景和广泛的民间基础是分不开的。这
个节日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首先，它
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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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
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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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
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接下来就让我们
来听听跟它有关的故事吧!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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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
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
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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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着名春秋五霸
之一晋文公。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
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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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
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
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
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
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
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了一下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
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
定为清明节。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袖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佑
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此后，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
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他死的那天，大家禁止烟火来表示纪
念。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
插在门上，召唤他的灵魂，这东西叫“之推燕”(介子推亦作
介之推)。此后，寒食、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每逢
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
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青团和糯米
糖藕。每届清明，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
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

主持人：就这样，这个节日逐渐在民间得以推广，形成了有
着自己独特风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番吧!

乙：清明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
日。清明的前一天称寒食节。两节恰逢阳春三月，春光明媚，
桃红柳绿，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寒食节的设立是为了纪念
春秋时代晋朝“士甘焚死不公侯”的介子推。清明寒食期间，
民间有禁火寒食、祭祖扫墓、踏青郊游等习俗。另外还有荡
秋千、放风筝、拔河、斗鸡、戴柳、斗草、打球等传统活动。
使清明成为一个富有诗意的节日。



清明时节，民间开始种植蔬菜、果树。蚕农在清明夜把蚕种
裹在棉衣里进行孵化。

这天，人们纷纷上山踏青。不上山的，上城墙绕城而走，叫
登高踏青。有些地方还有节场和赛会。人们上山踏青，赶节
场，观看赛会。从元宵节至清明节，大人孩子，三五成群，
到野外放凤筝，别有情趣。

清明时节祭扫祖坟(俗称“上坟”)，为传统民俗。扫墓时挑
些新士壅坟茔。凡新坟一定要在清明前祭扫;旧坟可以过清明。
但不能过立夏。新媳妇一定要去祭扫祖坟，俗称“上花坟”。
扫墓时用荤、素菜肴和酒、饭等祭奠。后用干果糕点等替代。

丁：南宋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则写出了当时作为南宋
都城杭州的清明游乐之景：“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
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倾城而出寻春
游乐，笙歌处处，杨柳依依，莺啼声脆，梨花风起。这是何
等美好的清明景致啊。至今杭州仍有“柳浪闻莺”一景，即
是从这首诗中化出。

戊：温庭筠《清明日》：“清娥画扇中，青树玉金红。出犯
繁花露，归穿弱柳风。”他写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常年禁闭
在后宫的宫女们，在清明节也得到了放松，在大自然的美丽
景色中穿梭似的玩耍，一会儿碰下了花上的露珠，一会儿在
柔弱的柳枝中穿行，真的是人在画图中一样。

已：宋代王禹称的《清明》诗则写出了一个穷书生的困苦生
活：“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
晓窗分与读书灯。”这就是贫穷的读书人过的清明节。

庚：别具一格是1976年丙辰清明。那一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
“四人帮”阻挠群众纪念周总理，于是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
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贴纪念周总理的诗歌，其中有很
多佳作。如“时逢清明无祭礼，自扎花圈表心意。挥泪继承



先烈志，泰山压顶能挺起”，如“花儿虽少自家栽，清明时
节含泪来。一束鲜花全家心，总理在人民心中活万代”。这
些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的清明诗，反映了当时的民心向背。
这些诗在历代的清明诗中闪烁光彩，别有深意，它们跳出了
个人的哀乐，而反映了人民的悲欢。

在这样一个节日里，我们当然不会忘记缅怀远去革命先烈们，
听，下面就是为他们吟诵的赞歌。

(辛)男：又是一个清明节，我们站在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碑
前。

(壬)女：天空为今天垂泪，松涛为今天呜咽。

男：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幸福美满的生活，有多少革命先
烈长眠于地下。

女：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更不会
忘记他们。

男：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先以先进的科学和灿烂的文化矗立
在世界民族的峰巅。

女：而近百年黑暗与屈辱的历史，又将她推向深渊。

男：为了改变这一切，多少仁人志士在苦苦探索与奋斗中含
恨而去。

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烈士们的鲜血才点亮了中
国的今天。

男：今天，我们在这里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女：以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现实来告慰英魂。



合：先烈们，你们安息吧!

男：松涛阵阵，那仿佛是先烈们发出了欣慰的微笑。先烈们，
如果你们在天有灵，就请你们看一看你们的鲜血浇灌出的美
丽的鲜花吧!

女：历史刻在石头上的记录可以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消失，
但刻在人们头脑中的记忆，却永远清晰。

男：有形的纪念碑可能会垮掉，但人们心里的纪念碑却永远
屹立。

女：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怎能忘记!

女：不，他们希望的是受过深重灾难的祖国在我们的手中变
得更加强盛、美丽。

男：先辈们，你们祈盼的幼鸟羽翼已日渐丰满，

女：我们将把重担挑上逐渐成熟的肩，

男：未来的社会需要我们建设，

女：美好的未来在向我们召唤，

合：我们将用勤劳和智慧去开创明天，

男：让我们记住这庄严的时刻，

女：让我们记住这郑重的承诺，

合：我们，要让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旗帜，永远飘扬在祖国的
蓝天!

1、让学生对我国的清明传统节有更具体、详实的了解。



2、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3、加强森林防火安全教育。

：清明节的有关资料

1、教师引入：

[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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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含有天气晴朗、草木繁
茂的意思。它在每年的4月4——6日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
吐绿的时节，也是人们春游的好时候。作为节日，它又包含
了一定的风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

2、清明节的来源

谈到清明节，自然会想到历史人物介子推。传说在两千多年
以前的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逃亡在外，生活艰苦。跟随
他的介子推不惜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让他充饥。后来，重
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晋文公)，大肆封赏所有跟随他流亡
在外的随从。惟独介子推拒绝接受封赏，带了母亲隐居绵山。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
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
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生火，家
家户户只能吃生冷的食物，这就是寒食节的来源。寒食节在
清明节的前一天，古人常把寒食节的活动延续到清明，久而
久之，人们便将寒食与清明合而为一了。现在，清明节取代
了寒食节。

3、清明节的古老风俗

(1)放风筝，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
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

(2)踏青，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
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
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3)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
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
戏。(4)这是中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
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
千。

(5)插柳、戴柳，中国人以清明、七月半和十月朔为三大鬼节，
人们为了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柳在人们心目中
有辟邪的功用，观世音以柳枝沾水济度众生。

(1)让学生回忆以前跟长辈去扫墓的情形，用几句话说说扫墓
的经过。扫墓，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简化，但同学们要
明白，我们为了什么而扫墓?(缅怀英雄的崇高品质，珍惜现
在的幸福生活。)加强森林防火安全教育。

清明祭英烈班会心得体会篇五

男：又是一个春意盎然的四月,暖意缓缓升起。



女：“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淡淡的惆怅印
在心上

男：又是一年清明节，思往事，惜流景，

女：又是一个清明节，忆陈年，看今朝

女：亲爱的同学们，夕阳斜了，我们回到在家中倍受父母的
疼爱

合：你们可曾想过，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这样幸福?

男：你们可知道，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幸福的生活，多少
英雄血沃沙场，多少革命先烈长眠于地下。

女：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更不会
忘记他们。

男：看，我们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就是他们血染的风彩

女：先任学校感恩思源xx年清明节活动现在开始。现在进行
活动第一项升国旗，奏国歌，全体敬礼。

男：在中国民俗中，清明是踏青的时机，也是扫墓的日子。
追忆逝者的点点滴滴，让思念化作袅袅青烟，随风而去。踏
青时，漫山遍野的盎然春意尽收眼底，回到家，裤脚还残留
着泥土的芬芳。于是，带着怀念和欣赏，禁不住慨叹这样的
人生轮回：一个拥抱春天，满眼生机;一个隔世惆怅，缅怀亡
灵。同一个日子，却是两样的心情，由不得使人感时伤怀。

女：在今天这个意义深远的日子，让我们重温一下清明节的
知识

男：我们的先任学校是由的老红军、老革命、老前辈蹇先任



女士捐资建成的一所希望学校，今年是蹇前辈诞辰100周年，
让我们一起回眸去瞻仰前辈的容颜。

男：历史刻在石头上的记录可以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消失，
但刻在人们头脑中的记忆却永远清晰。

男：有形的纪念碑可能会垮掉，但人们心里的纪念碑却永远
屹立。

女：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怎能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