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中秋节班会总结(优质8篇)
军训总结是一次反思过去、展望未来的过程，通过总结经验
来提高自身素质。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知识点总结
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小学中秋节班会总结篇一

通过本次班会活动，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秋节是我国的一个
传统节日，在这个信息化社会里，应该拥护我们自己的传统
节日，保留一点炎黄子孙传统的东西。此外，借助于“团
圆”，让学生感觉到亲情、感情存在。

1、召集班委讨论、决定班会程序，构思班会主题、内容，确
定主持人;

2、根据班会内容确定班会骨干同学;

3、排练朗诵、合唱《水调歌头·中秋》等节目;

4、学生查找有关中秋的信息。

1.主持人(顾佳卉、)致欢迎词;

2.周想朗诵《水调歌头·中秋》;

3.讲述中秋的由来、食俗;

4.讲述身边有关中秋的传说故事;

5.有关中秋的民谣表演;

6.冯文彬等全班合唱《水调歌头·中秋》;



7.主持人宣布班会结束。

小学中秋节班会总结篇二

1、知道中秋节是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了解中秋节的由来及
习俗。

1、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老师说一个谜语，你们来猜
猜，看看谁最聪明。

(出示课件) 谜语：迎佳节，庆丰收，歌舞表演乐融融。月饼
香，月饼甜，全家欢乐大团圆。

是什么节日？（中秋节）

你知道中秋节是哪一天吗？中秋习俗？

八月十五 中秋节 （仲秋节、八月节、团圆节）

关于中秋节还有一个传说：吴刚折桂

中秋节的来历有关习俗：吃月饼、团圆饭、赏月。

月饼的来历：唐代据说有一年中秋之夜唐玄宗和杨贵妃赏月
吃胡饼时唐玄宗嫌“胡饼”名字不好听杨贵妃仰望皎洁的明
月心潮澎湃随口而出“月饼”从此“月饼”的名称便在民间
逐渐流传开。

1、刚刚老师先讲述了一些中秋小故事传说，现在由同学再补
充一点点与中秋有关的神话故事； 可以讲一讲中秋节的习俗。
可以说一说与中秋或月亮有关的诗。（简短时间完成，注意
用来调动气氛）

嫦娥奔月、玉兔捣药······



1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2举杯望明月，对影成三人

3 中秋月（苏 轼 ）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4 《古朗月行》李白

2 、活动二 ：老师和同学分享中秋怎么度过

难点 （1）状物（赏月）+寄情（表团圆幸福感、异乡思念之
情···）

状物（教学生用比喻）

1、今天多云，无数颗繁星全都躲在云层里，一轮圆月像光华
四射的水晶球挂在天空，照亮了漆黑的世界。树啊，河流啊，
房子啊，全裹在一层银色的、薄薄的轻纱中，皎洁的月光如
倾泄的清流，注满大地。

2、月亮害羞地盖着层层面纱，过了很久，才轻轻地掀起它的
面纱，渐渐地露出它的那张能发光的脸蛋。我仔细地抬头*，
心里对遥远的月空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3、现在的月亮特别明亮，圆月像一只雪球高悬中天，皎洁的
月光，像水似地泻向大地。几朵灰白色的、轻纱似的云陪伴
在她的身旁，宛如仙女舞动纱巾翩翩起舞。

4、那高高悬挂着的圆月就像一个晶莹剔透的白玉盘。

结尾寄情 （篇末点题）

1、夜已深，月正圆，我爱中秋，我爱圆月。



2、中秋佳节真快乐呀，不但月亮圆，而且人们也和亲人一起
圆聚。中秋节的月亮真是不可思议呀！

板书：

1、短信祝福

2、中秋的由来、习俗

3、明月（状物）、吃月饼的场景

4、结尾抒情

小学中秋节班会总结篇三

让学生充分了解我国各地各民族在中秋节里各种各样的风俗
习惯，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了解节日的渊源、形成，民间
各种不同的庆祝方式以及其中所承载的中国所有的文化内涵，
以此来体验中秋节吃月饼庆丰收、庆团圆、送祝福、送亲情
的意义；体会班级就是一个家庭，每个人都是班级家庭的成
员，应该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增强学生爱父母爱家乡爱祖
国的感情，同时通过这次活动，使学生真正了解节日，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助青少年增强科学节日文化理念，弘扬创新
节日文化，让节日真正给我们带来快乐与幸福。

1、初步了解中秋节的名称、起源及节日风俗习惯。

2、通过了解家乡过中秋的风俗习惯，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热
爱祖国的情感，体会家庭恢、生活甜美的幸福。

3、通过对节日的了解使学生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

4、培养学生搜集，整理，比较，分析和运用资料的能力以及
语言概括和表达能力。



收集有关中秋的资料，准备歌曲，月饼

第一阶段：活动准备

1、搜集有关中秋节的名称、由来、中秋灯谜和中秋节的传说
故事等等。

2、调查问身边的长辈，了解家乡过中秋节的风俗习惯。

第二阶段：以班会形式进入活动

1、欣赏音乐《明月几时有》情境导入，渲染气氛。

2、进入活动主题，交流感悟

第一主题：话说中秋

1、中秋节的由来

2、中秋节的传说与民间故事

3、各国是怎么样过“中秋节”的。

第二主题：中秋实践活动

1、设计别致、精美的月饼图案

2、举办月饼宴

3、观赏月亮（天气状况良好的情况下）

同学们了解了那么多关于中秋节的知识，又为过今年的中秋
节出了那么多好主意，虽然家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庆祝这
个传统佳节，但每个人心中有个共同的最美好、最传统的愿
望，那就是：花常开！月常圆！人常在！老师感到好开心！



看来，我们班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就像中秋节的月亮一样圆
圆整整！

小学中秋节班会总结篇四

1、负责：学生会

2、成员：学生会各部门成员

二、活动时间：

x月x日至x月x日

三、活动目的

借助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让同学们一起感受传统文
化。

四、活动主题：

庆贺中秋，传承文化!

五、活动口号：

略

六、场景布置：

(一)场外布置：

教学楼大门对联：万家团圆迎中秋，四海欢腾庆国庆，横联：
欢度佳节;

(二)场内布置：



1、分别在一、二、三、四楼电梯两端悬挂宣传指示牌。

2、在各楼层主通道、电梯口悬挂相应的宫廷灯笼。

5、在各楼层主通道悬挂中秋吊旗(各一面);吊旗1000张。

6、中厅中央吊一个大型(2.5米宽)的灯笼(用kt板制做)，在
大灯笼下方吊方块字样“中秋节快乐”，在从再加上其它的
装饰物。

七、宣传策略：

1、在校内宣传栏贴出布告，吸引同学们参加。

2、校内广播宣传;

八、活动策略：

活动一、猜灯谜赢取大礼品

活动二、各班级联谊

小学中秋节班会总结篇五

中秋节，又称团圆节、八月节。时在夏历八月十五日，正值
三秋之半，故名中秋。与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并称四大传
统佳节。中秋节最早源于古代帝王秋天祭月的礼制;两汉时已
具雏形，时在立秋日;魏、晋、唐、宋以来，逐渐演变成赏月
的风俗。“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一书，而真正形
成全国性的节日是在唐代。据传这个中华民族重要节日的形
成与“唐明皇梦游月宫”的故事有关。八月是作物收获季节，
庆丰收、贺团圆，“花好月圆人寿”便成了中秋节的主题。
中秋节阖家团圆，月亮升起时，献月饼、瓜果以祭月，古风
延续至今。我们开展此次班会，培养学生的传统观念，从中



国传统佳节中秋中体会中国结——福禄寿喜财安康——源远
流长的华夏文化情结，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

二、活动目的

1、通过活动，使学生对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有更深刻的了解，
培养学生的传统观念和意识，重视友情、亲情，理解“团聚
团圆”在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意义，从而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
的幸福生活。

2、通过活动，使学生了解传统佳节中秋文化，关于月亮传说、
中秋习俗、诗词歌赋、中秋灯谜等，从中深刻体会中秋节的
意蕴，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让学生初步懂得
人类优秀文化的共性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信念，培育中华
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

三、活动安排

1、活动主题：月到中秋分外圆

2、活动对象：全班学生

3、活动时间：班会课

4、活动形式：观看资料片、知识竞赛、歌曲竞猜

5、活动准备：lllll挑选两名主持人主持活动并注意记分和计时
收集相关的中秋灯谜和歌曲全班分成四组，选出答题代表，
组长做好组员沟通工作，准备组内节竞猜规则宣读准备书签
目表演以备惩罚之用。

四、活动流程

第一阶段：主持人开场白(2分钟)



主持人男女：各位老师、同学，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月到
中秋分外圆”的主题班会。

女：提起中秋，大家会想到什么吗?像中秋的诗歌，古人关于
咏月畅怀的诗歌何其之多呀。

男：那就让我们来考考大家。举头望明月

女：海上升明月

同学们：天涯共此时

男：月是故乡明

同学们：茶是故乡浓

男：看来大家对于中秋佳句都了解得较深啦。那么，中秋节
的.来源不知大家又了解多少呢。

女：这个我知道，是跟“唐明皇梦游月宫”有关的

男：没错，这个故事自古以来就广为人们传颂，请大家欣赏
短片《中秋节》

第二阶段：女主持人放短片(5分钟)

第四阶段：总结颁奖(5分钟)

五、活动经费糖果：3元

六、附录(一)竞猜规则

1、每组原始分为100分，各组最后所得分数为各组得分和扣
分后的成绩之和。



2、比赛分两种题型：

必答题：共有八道灯谜(1)每个组必须回答2道灯谜，只能由
本组同学回答，其他组的同学不得帮忙回答;(2)每组作答之
前，由组长在讲台先抽题，决定本组作答的题目;(3)必须等
主持人念完题目才能开始作答，否则视为答错处理;(4)每个
组的回答时间为10秒，回答正确得10分，弃权或回答错误不
得分。

小学中秋节班会总结篇六

一、活动目的：

通过本次班会活动，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秋节是我国的一个
传统节日，在这个信息化社会里，应该拥护我们自己的传统
节日，保留一点炎黄子孙传统的`东西。此外，借助于“团
圆”，让学生感觉到亲情、感情存在。

二、活动准备：

1、召集班委讨论、决定班会程序，构思班会主题、内容，确
定主持人；

2、根据班会内容确定班会骨干同学；

3、排练朗诵、合唱《水调歌头·中秋》等节目；

4、学生查找有关中秋的信息。

三、活动过程：

1、主持人（顾佳卉、）致欢迎词；

2、周想朗诵《水调歌头·中秋》；



3、讲述中秋的由来、食俗；

4、讲述身边有关中秋的传说故事；

5、有关中秋的民谣表演；

6、冯文彬等全班合唱《水调歌头·中秋》；

7、主持人宣布班会结束。

四、活动内容：

女：首先欢迎各位老师光临，参加我班的“我们的节日——
中秋”主题班会。

男：当冰峰上的一片雪花在阳光的拥抱中成了一滴水珠的时
候，它便有了生命，有了与生俱来的蓝色的梦想。

女：当这滴水珠将自己溶入涓涓细流、溶入汪洋大海的时候，
它便有了勇气、有了追逐梦想的汹涌的力量。

男：转眼间又到中秋佳节了，在此祝所有的同学老师——

合：“中秋节快乐！”

女：下面请欣赏周想朗诵《水调歌头·中秋》：

水调歌头·中秋

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
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



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
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男：很好，谢谢周想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朗诵《水调歌头·中
秋》，同学们，我们谈中秋到现在，那有谁知道“中秋”的
由来啊？（同学们自由发言）

“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根据我国古代历法，农
历八月十五日，在一年秋季的八月中旬，故称“中秋”。一
年有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部分，三秋中第二月叫仲
秋，故中秋也称为“仲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古人赋予月亮许多传说，从月中蟾蜍
到玉兔捣药，从吴刚伐桂到嫦娥奔月，丰富的想象力为月宫
世界描绘了一幅幅斑驳陆离的胜景。自汉至唐，墨客骚人纷
纷吟咏月亮及月中之事，八月十五月圆时成为抒发感情的极
佳时刻。至北宋太宗年间，官家正式定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
取意于三秋之正中，届时万民同庆。中秋之夜，明月当空，
清辉洒满大地，人们把月圆当作团圆的象征，把八月十五作
为亲人团聚的日子，因此，中秋节又被称为“团圆节”。

小学中秋节班会总结篇七

一、活动目的：

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合肥市杏林小学围绕教育局相关意识
形态工作重心，开展月儿圆圆“hua(画、话)”中秋主题活动。
中秋节，中国传统三大节日之一，围绕月圆人团圆这个活动
主线，全力突出中秋节的团圆情意节日特征，利用极富学生
特色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走近中秋，感受中
秋佳节的思乡之情和祝福团圆的美好情感。传承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并在活动中培养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动手能力和团结合



作精神。

二、活动主题：

_

三、活动时间：

20_年9月10日~9月13日

四、活动内容：

1、月儿圆圆“话”中秋主题中队会

让学生收集有关中秋节的来历、习俗、美食等知识、图片等，
通过中队会，在交流、讨论、展示中走近中秋文化。

2、月儿圆圆“画”中秋挂盘设计大赛

活动对象：杏林小学全体学生

评委：杏林小学评审组

组长：唐玥

副组长：李晓玲刘佩林

组员：全体美术教师

3、比赛具体内容以及要求：

1)1—6年级每班发放圆形挂盘10个进行主题设计绘画，班级
进行评比，选择五名优秀学生作品参与校园评比，于9月20日
前将作品统一上交大队部。



2)比赛分一二三年级组，四五六年级组，每组设特等奖、一、
二等奖;

3)绘画材料用圆形挂盘，绘画内容围绕中秋节，所有参赛选
手必须在作品的背面注明自己的姓名、班级、作品名称，方
便评比记录。

小学中秋节班会总结篇八

引导和鼓励广大中小学生更加深入地感受中华经典，激发爱
国热情，提高语言文化素养、书法能力、绘画能力、审美情
趣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

二、活动对象

全校学生

三、活动内容

1、诵读内容：以中国传统节日中秋为主题的中华诵读诗文或
中小学教材中出现及推荐的经典古诗词、传统意义的儒家文
化经典和蒙学读物。内容要求主题鲜明，积极向上，突出古
诗文的深厚内涵和文化韵味。以集体诵读为主。

2、手抄报及书法展示：以中国传统节日中秋为主题的中华诵
读诗文或中小学教材中出现及推荐的经典古诗词、传统意义
的儒家文化经典和蒙学读物。以手抄报及书法的形式表现。

四、活动安排

1、9月26日早读进行全校“我们的节日·中秋”经典诗文朗
诵，要求语文老师课前准备好朗诵内容，并进班指导。黑板
上书写主题。



2、9月26日大课间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经典诗文书法、
手抄报展示活动。在北楼前举行，每班选出20幅书法作品，
以及一到两幅手抄报作品，悬挂在准备好的区域，要求每个
学生除了带好作品，还要带四个夹子。

3、本着全生参于的原则，要求每班每人书法作品，手抄报作
品任选一项上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