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心理活动课教案及反思 母爱班会
活动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

八年级心理活动课教案及反思篇一

文明礼仪伴我行 主题班会稿(八年级下册)

一、班会目的：

1、使学生体会文明礼貌用语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会正确
运用文明用语。2、培养学生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
努力提高自己的文明礼仪修养，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好学
生。

二、班会准备：

1、召开班干部会议，确定班会主题为“文明礼仪伴我行”。

2、围绕班会主题，让学生搜集资料，选好节目题材，确定节
目编排人员，确定节目表演人员。

三、班会流程：

（一）班会导入：同学们，我们祖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
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礼仪之邦”的美称，几千年源远流
长的是我们祖辈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文明礼仪，这是我们的
骄傲和财富。作为新一代的青少年，我们应该如何发展和弘
扬我们的传统美德呢？今天的班会，让我们一起来“学文明，



学礼仪”。

（二）展示有关“文明礼貌”的名言名句：

名人名句示例：

不学礼，无以立。--孔子

良好的礼貌是由微小的牺牲组成。--爱默生

在宴席上最让人开胃的.就是主人的礼节。--莎士比亚

无礼是无知的私生子。--巴特勒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事，也是最珍贵的东西。 -- 冈察尔

1、班会前让学生搜集古今中外有关“文明礼貌”的名言名句

2、让学生从名言名句中领悟到“文明礼仪”的重要性

（三）小品表演：《碰撞以后》

1、观看两个关于“文明礼仪”（正反两个方面）小品

2、自由谈谈观看小品之后的体会

（四）联系生活，分组讨论：

1、分三个小组，分别讨论在家、在校、在社会如何做一个讲
文明懂礼仪的学生？2、展示拍下的不文明的图片，对这些图
片中的人物行为进行评价。

（五）现场采访：创设下列常见情景，采访学生遇到下列情
况会怎么说，怎么做，进一步规范使用礼貌用语。



场景一：如果你回到家发现忘了老师安排的家庭作业，你将
怎么向老师打电话询问呢？

场景三：当你想向同学借笔时，你该怎么说？怎么做呢？

场景四：如果你在上楼梯时，有同学被撞到了怎么办？

通过上面采访活动，你都知道了哪些文明用语？（请、谢谢、
对不起、没关系等等）

（六）文明宣言：每个学生当场设计一条文明标语

（七）齐唱《礼貌用语歌 》

礼貌用语歌

礼貌用语太重要    字字句句要记牢

谢谢对不起你好    人人用它有奇妙

见到生人送微笑    见到熟人道声好

人家帮你说谢谢    自己帮人不图报

做错事情要道歉    人家有事不打搅

回答问题要庄重    咨询语气轻柔调

文明古国传文明    礼貌语言真奇妙

良言一句三冬暖    和谐温馨人称道

（八）班会总结：同学们，通过今天的班会，相信同学们
对“文明礼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希望同学们从从现在做
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努力提高自己的文明礼仪修养，做一



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好学生！

三月的雨

八年级心理活动课教案及反思篇二

一、队会目的

1、让学生知道新世纪的小学生应该知礼仪、懂礼仪，学会友
好交往，快乐地与人相处。

2、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根据自己的礼仪认知能力道、道德
判断能力,在具体的环境具体情况下作出最佳判断,并作出相
应的符合礼仪的行为。

3、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意识,提高学生的社会交往
能力。

二、活动仪式

1、宣布活动主题。2、报告人数。3、出旗唱队歌。4、中队
长讲话。

5、中队会活动经过。6、辅导员讲话。7、呼号。8、退旗。9、
宣布活动结束。

三、队会过程

四、活动程序：

一、队仪式

整理队伍，报告人数 （中队长下口令：全体立正，各小队
整队，报告人数。）



小队长整队，报告 。报告完毕后，中队长向辅导员报
告。“报告中队辅导员，本中队原有21人，实到21人，活动
一切准备就绪，请求活动开始。

辅导员：“接受你的报告，活动可以开始了，并祝我们的活
动取得圆满成功。”

出旗 （全体立正，旗手、护旗手出列。）放出旗曲

唱队歌， 请坐，中队长宣布三（1）中队《文明礼仪伴我行》
主题队会现在开始。 有请主持人。

二、中队会活动经过

主持人1：有一种语言是神奇的，它的热情能使冰山融化！

主持人2：有一种行为是魅力的，它像纽带能使沟壑变虹桥！

合：它们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文明用语和礼仪行为。

主持人3：文明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请欣赏美的韵律，相
信你的身心更愉悦，你的行为会更美！

主持人4：古老的中国是文明的国度，现代社会的中国更是个
礼仪之邦，从孔子的学《礼》到我们现在的日常交往，礼仪
都扮演着奇妙的角色。

同学们想一想生活中有哪些文明礼貌用语。

（你好、谢谢、请、对不起、没关系、再见）

主持人1：人们都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下面就请同学们来想一想，是哪些文明用语来装点着我们的
生活，温暖着彼此的心？下面进入“神秘语言”环节，请同
学们说出礼貌用语的四个情景。请听题，请队员举手回答。



主持人4： 我们班的同学们真的是很棒，都会在不同的场合
和情况下使用文明礼仪用语。

朗诵《文明礼仪三字经》

主持人1：文明礼仪是歌，一首焕发向上的歌；

主持人2：文明礼仪是诗，一首没有结尾的诗；

主持人3：文明礼仪是泉，一股清澈透亮的泉；

主持人4：下面请听我们班女生朗诵《文明礼仪三字经》。

观看录像，听听《文明在哪里》这首歌，体会文明就在我们
身边。

主持人1：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礼”性人，在我们的校园、
家庭和社会上怎样做才算是一位文明礼仪的好少年呢？让我
们静下心来听听吧！其实文明就在我们身边。

演讲：《播撒现代文明，构建和谐校园》

主持人3：同学们，你们是怎样看待“文明”这一神圣的词语
呢？要怎样做，才能成为文明小学生呢！请欣赏三（1）中队
的演讲《播撒现代文明，构建和谐校园》。

互动环节

主持人1 ：刚才同学们说出了我们中队的心声。古人
说，“不学礼，无以立”。就是说，你不学“礼”，就没法
在社会中立身。

主持人2：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自由发言，生活中你是怎样讲
文明懂礼貌的。



学生1、接打电话时要文明用语，问您好，说再见，吐字清晰，
把事情说完整。

学生2：学生参加活动要按要求身着统一的校服、或运动服，
不赶时髦，校园内不戴有色眼镜。

学生3：用餐时，不可发出声音也不可大声喧哗。

学生4：作客时适当带些礼品，进入室内之前应敲门，主人有
事，应速退去。未见人，可留便条。

设计文明宣传语：

主持人1：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的体现，也是个
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体现，更是城市的脸面，更是国家的脸
面。

主持人2：毫无疑问，我们的文明礼仪推广和普及，会使我们
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让我们生活在友好、宽容、关爱、温
馨的社会氛围中！

主持人3：同学们让我们为社会的文明做点事吧！请发挥你聪
明才智设计精美的文明宣传语。

（同学门开始为不同的地点设计标语，让我们把他们带到大
街小巷去。）

儿歌《从我做起来》

要让花儿开起来， 要让鸟儿唱起来， 要想环境好起
来， 人人从我做起来。

十）表演结束

主持人1：礼仪是歌，一首焕发向上的歌；



主持人2：礼仪是诗，一首没有结尾的诗；

主持人3：礼仪是泉，一股清澈透亮的泉；

主持人4：遵守礼仪，是你生活中的亮点；

主持人1：学会礼仪，说明你正走向成熟。

主持人2：孔融让梨敬父母

主持人3：黄香暖被教育人

主持人合：中国礼仪代代传

主持人1：如果礼仪已经在你心中成长，那么用真诚去浇灌，
用热情去哺育，用理解去培养！

[三年级主题班会 主题班会稿(三年级上册)]

八年级心理活动课教案及反思篇三

男：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四年级(2)班《小学生心理
健康》主题教育班会现在开始。

(同学们可以讨论回答)

女：1、有一个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女：2、对自己有一个恰当的认识

女：3、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女：4、有一个乐观的情绪状态

女：5、有健康的道德心态



女：6、智力活动正常

男：头脑清醒，反映敏捷，思维清晰逻辑性强

女：了解完了心理健康的基本表现外，我们再说说日常生活
中关于心理健康的事情

男：你的同桌要在桌子中间画一条“三八线”。你该怎么做?

(同学们举手回答)

女：考试时，你的同桌没带橡皮，可是昨天你跟他借笔，他
没有借给你。你该怎么做?

(同学们举手回答)

男：选班长时，你的好朋友当选，你却落选了。你是不是有
嫉妒心理?

(同学们举手回答)

女：是呀!同学之间就应该友好相处，你对别人友好关爱，别
人也会还你一份友好关爱

男：奉献一份，收获十份，付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女：奉献着，相信你也会快乐着!

男：所以，我们应该从小做到：同学之间

女：学会友好，不嘲笑缺点。

男：学会尊重，不欺小凌弱。

女：学会宽容，不斤斤计较。



男：学会理解，不撒娇任性。

女：学会关爱，热情大方

男：学会体贴，细致入微

女：学会调节，消除嫉妒

男：学会激励，互相进步

下面请辅导员老师讲话，大家掌声欢迎。

退旗：敬礼

中队长宣布队会宣布结束。

八年级心理活动课教案及反思篇四

动目的：

通过本次主题班会活动的开展，使学生认识到养成好习惯的
重要性，明白应该怎样养成良好的习惯。能在学习生活中时
刻要求自己和好习惯同行，克服自己的不良习惯。

活动准备：

制作课件，收集故事，学生写自己的好习惯。

活动过程：

一、猜谜语导入。

我是你的好伴侣，是你的好帮手，也可能成为你最大的负担。
我可以推着你前进，也可以拖累你而失败。我是伟人的奴仆，
失败者的帮凶。如果对我严格管教，世界就是你的，如果对



我放纵，我会将你毁灭。我是谁？（习惯）

师：今天我们班会的主题就是——养成好习惯。（出示主题）
习惯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茁壮成长。

二、讲例子，明事理。

师：在印度和泰国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一根小小的柱子，
一截细细的链子，拴得住一头千斤重的大象。（出示课件）
你相信吗？说理由。

原来啊，那些训象的人，在大象还很小的时候，就用一条铁
链将它绑在柱子上，无论小象怎样挣扎，都无法挣脱。日复
一日，小象也渐渐习惯了不挣扎，直到长成了大象，即使可
以轻而易举地挣脱铁链，它也不挣扎了。可见，所谓的“习
惯”是指长期重复地做并逐渐养成的不自觉的活动。（出示
课件）小象是被链子绑住的，而大象则是被习惯绑住的。

问：听了这个例子，你的感受是什么？（习惯的力量很大）
是啊，习惯可以绑住一切。所以，印度有这样的谚语：（出
示课件）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
性格，收获命运。可以说习惯决定人一生的命运，习惯至关
重要。

师：从古到今，很多有成就的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那
就是有好的习惯。接下来，我们来听两个故事。

（1） 凿臂偷光

（2） 悬梁刺股

小结：孩子们，看了这两个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如果没有爱
学习的好习惯，没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和坚强的毅力，匡衡就
不会成为一名知识渊博的人，孙敬也不会成为著名的政治家。



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习惯的养成也是这样，良好的学
习习惯的养成更是这样。一起来读一读：（出示课件）良好
学习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学习习惯的养成越早越
有效，小事不放松，一点一滴地努力，坚持不懈，才会有成
效。习惯是力量的源泉，习惯是成功的保证。踏踏实实的态
度加上良好的习惯，就等于成功。

师：那么，我们应该要养成哪些良好的学习习惯呢？（抽学
生说）

这些习惯你有吗？（出示课件）

（1） 上课专心听讲，大胆发言，积极思考问题。

（2） 做好课前准备，随时保持座位的清洁卫生。

（3） 按时认真完成作业，书写姿势端正，写字工整，有错
及时纠正。

（4） 少看电视多读书，坚持每天阅读，读书姿势端正。

（5） 有预习和及时复习的习惯。

三、好习惯大家学。

师：我们现在已经是二年级的学生了，通过一年多时间的学
习生活，老师发现我们班上好多孩子都有良好的习惯，下面
请几个孩子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好习惯。（几名学生讲
自己的好习惯）

四、自我教育。

最理想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我们每个孩子都要继续保持自己
的好习惯，同时也要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同不好
的习惯作斗争。说说自己身上还有哪些不好的习惯，以及给



自己带来的危害，你将怎样克服？（抽学生说）

八年级心理活动课教案及反思篇五

乙：五月初五。

甲：什么节?

乙：端午节。

甲：吃什么?

乙：吃粽子。

甲：纪念谁?

乙：屈原。

甲：他为什么叫屈原?

乙：我哪知道呀。

甲：死的憋屈，必有因原。

乙：是这么解释的吗?

甲：屈原写过一篇诗歌，叫那什么。

乙：什么?

甲：牢骚。

乙：牢骚?那叫《离骚》。

甲：离牢骚不远



乙：没那一说。

甲：屈原长什么样?

乙：你管得着吗?反正现在一到端午就吃粽子。

甲：你就知道吃。

乙：本来嘛，端午节出了吃粽子还能干什么啊?

甲：看来，咱们对端午节还真是缺乏了解。这样吧，咱们一
起走进四年级的班会看一看吧

千年的怀念，把苦艾染绿，在檐头挂成一面旗。

汨罗江上的风，打落苦味的露珠，滴今湿古。

今天 ，让我们回到挂菖蒲的门前

回到飘满艾香的城市与乡村

回到屈原纵身的一跳

让我们共同走进端午。

现在开始

汨罗江，一条止于湖南的河流 ，却流经中国每一个人的心灵

请听端午名字的由来

1 、农历五月初五，俗称“端午节”。端是“开
端”、“初”的意思。初五可以称为端五。农历以地支纪月，
正月建寅，二月为卯，顺次至五月为午，因此称五月为午月，
“五”与“午”通，“五”又为阳数，故端午又名端五、重



五、端阳、中天等。

2、从史籍上看，“端午”二字最早见于晋人周处《风土记》：
“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
日。这一天必不可少的活动逐渐演变为：吃粽子，赛龙舟，
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

3、据说，吃粽子和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解放后曾
把端午节定名为“诗人节”，以纪念屈原。至于挂菖蒲、艾
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则据说是为了压邪。

4、时至今日，端午节仍是中国人民中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
日。端午节现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端午节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别称。

同学们，端午节别称你们知多少呢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自古
以来就有许多别称。

端阳节：五月正是仲夏，据《荆楚岁时记》载，因仲夏登高，
顺阳在上，故称五月初五为“端阳节”。

重午节：午属十二支，农历五月为午月，五、午同音，五、
五相重，故端午节又名“重午节”或“重五节”。

天中节：古人认为，五月五日时，太阳重入中天，故称这一
天为“天中节”。

浴兰节：端午是皮肤病多发季节，古人以兰草汤沐浴去污为
俗。

解粽节：古人端午吃粽时，有比较各人解下粽叶的长度、长
者为胜的游戏，故有“解粽节”之称。



菖蒲节：古人认为“重午”时五毒尽出，因此端午风俗多为
驱邪避毒，如在门上悬挂菖蒲、艾叶等，故端午节也称“菖
蒲节”。

又是五月五

在这一个独特的日子里

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屈原峨服冠带 衣裙漫飞 屹立于汨罗江旁
的身影

仿佛又感受到白娘子对许仙忠贞不渝的一片痴情

请听端午传说

端午传说——屈原投江

大约在公元前三四零年的战国时代，屈原出生在楚国的一个
贵族家庭里。他青年时代就有着出色的才干，踏进楚国朝廷
不久，便受到赏识，当了[左徒]这一仅次于宰相的大官。但
是屈原实行政治改革的主张始终不能实现，终于被削职流放
出去。他在流放途中，走遍了现在湖南、湖北的许多地方，
写下了许多充满爱国忧民感情的诗篇。后来楚国亡了，屈原
心裹有说不出的痛苦，便来到泊罗江边，抱起一块石头，纵
身投入江里自尽了。

屈原死后，人们为他建庙筑坟，长久地敬仰他、怀念他。他
死在农历五月初五日，人们把这一天当作一个节日，即端午
节。屈原的家乡和中国南方广大地区有个风俗，每到这一天
就要举行盛大的划龙舟比赛，据说划龙船就是表示救屈原的
意思。人们每到端午节就要吃粽子，据说也同屈原有关。最
初是泊罗江边的老百姓为了祭祀屈原，把米包成粽子投进水
里去喂鱼，使鱼吃饱了不再去吃屈原的尸体;后来这习俗传遍
了全国，甚至还传到了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



端午传说——白娘子喝雄黄酒现原形

正好看见白娘子和小青被大雨淋得很狼狈，许仙忙把自己的
伞递过去让她们避雨，自己却躲得很远，任凭雨淋。白娘子
看见许仙这样老实腼腆，心里更喜欢了，许仙也对美丽的白
娘子产生了爱慕之情。在小青的撮合下，许仙和白娘子成了
亲，并且在西湖边上开了一家药店，治病救人，乡亲们都很
喜欢他们。

但是金山寺的法师法海却认为白娘子是妖精，会祸害民间。
他悄悄地告诉许仙，白娘子是白蛇化身而成，还教许仙怎样
识别白蛇。许仙将信将疑。转眼端午节到了，老百姓都喝雄
黄酒避邪，许仙按照法海教的办法，逼迫白娘子喝雄黄酒。
白娘子这时候已经怀孕，她推却不了许仙，喝了酒后，马上
现出蛇的原形，许仙立刻被吓死了。白娘子为了救活许仙，
不顾自己身孕，千里迢迢来到昆仑圣山偷盗起死回生的灵芝
草。白娘子与守护灵芝草的护卫拼命恶战，护卫被白娘子感
动了，将灵芝赠给她。许仙被救活以后，知道白娘子真心爱
自己，夫妻更加恩爱。可是法海还是容不下白蛇在人间生活。
他将许仙骗进金山寺，强迫他出家为僧。白娘子和小青非常
愤怒，率领水族士兵攻打金山寺，想救出许仙。她们不断作
法，引发洪水，金山寺被洪水包围，这就是传说中很有名
的“水漫金山”。法海也大显法力，白娘子因为临产，打不
过法海，只得在小青的保护下逃跑。当她们逃到断桥时，正
遇上从金山寺逃出来的许仙。许仙与白娘子二人经过劫难，
又在初逢的断桥相见，百感交集，不由得抱头痛哭。白娘子
刚生下儿子，法海就赶来了，他无情地将白娘子镇压在西湖
边的雷峰塔下，诅咒说，除非西湖水干，雷峰塔倒掉，否则
白娘子永远也不能再回到人间。多年后，小青修炼得道，重
回西湖，她打败了法海，将西湖水吸干，将雷峰塔掀倒，终
于救出了白娘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