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弘扬革命传统班会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弘扬革命传统班会教案篇一

二.班会时间：20__年_月_日

三.班会地点：310

四.班会目的：

大家都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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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传统节日，无一不是从远古发展过来的，从这些流传
至今的节日风俗里，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
精彩画面，但是，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信息技术不断发达
的今天，人们忙着工作，几乎慢慢的忽略了这些祖祖辈辈流
传下来的节日，就算知道今天是这个节日，但是不知道这个
节日是干什么或纪念什么的。所以通过这次主题班会，鼓励
大家多了解这些传统节日。

五.班会过程：

1.班长讲话，提出班会的主题——关于“清明节”。因为马
上就清明节就要到来了，这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之一，
也是国家法定休息的节日之一，所以班会主要是关于清明节
的主题班会。

2.提出主题，班会继续开展，团支书向大家介绍了关于清明



节的一些知识。首先，清明节的来历，清明，夏历二十四节
气之一。在春分之后，谷雨之前。《历书》：“春分后十五
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因此
得名。”接着讲了清明节的由来以及有关的一些活动， 清明
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
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
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
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寒食节正确的日子
是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约在清明前后，因两者日子相近，
所以便将清明与寒食合并为一日了!清明节除了祭祖扫墓之外，
还有各项野外健身活动，使这个节日，除了有慎终追远的感
伤情怀，还融合了欢乐赏春的气氛;既有生离死别的悲酸泪，
又到处是一派清新明丽的生动景象。真是一个极富特色，非
常特别的节日。清明祭扫坟茔是和丧葬礼俗有关的节俗。据
载，古代“墓而不坟”，就是说只打墓坑，不筑坟丘，所以
祭扫就不见于载籍。后来墓而且坟，祭扫之俗便有了依托。
秦汉时代，墓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

3.班上同学发言，讲了自己对清明节的了解，主要是在节日
习俗方面，常言道：“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时至清明，
华南气候温暖，春意正浓。但在清明前后，仍然时有冷空气
入侵，甚至使日平均气温连续3天以上低于12℃，还有古代诗人
“清明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名句。清明时节活
动多种多样，有踏青，蹴鞠，扫墓，祭拜，荡秋千，放风筝，
植树等，不同地方都不大相同，但是扫墓几乎是每个地方都
有的，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按照旧的习俗，
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
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
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
家。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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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了
清明节的特殊气氛。

 六.班会总结：



最后，班长这次班会进行总结，由于清明假期马上就到了，
同学们可以一起出去踏青，感觉一下初夏的气息和清明节日
的气氛。再次说明传统节日是经过祖祖辈辈就传下来的，作
为后人我们应该重视这些节日。班会最后，班长读了一首和
清明节有关的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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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这首诗，更好的表达
出了清明时节的气息，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群人，在清明那天，
冒着小雨，拿着祭品，在去墓地的路上行走着，去扫墓的情
景。

弘扬革命传统班会教案篇二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五月五过端午”。

我们都知道，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
今天我将向同学们介绍这个节日的点点滴滴。

说起端午节，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屈原。屈原
是我们历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他提倡德行，主张
富国强军。

在流亡期间，他创作了《离骚》、《天问》、《九歌》等不
朽诗篇，对祖国和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前278年，秦军征服了楚国的首都。屈原眼看着自己的祖
国被侵略，心中始终都不能忍受，不愿意就这样放弃自己的
祖国。于是在农历5月5日这天写下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怀
沙》，然后抱着石头投进了汨罗江的怀抱里，用他的一生谱
写了一场壮丽的爱国主义绝唱。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的人民冲到汨罗江向他表示敬意。渔
夫们在河上划着小船不停的找寻，却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



一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和其他食物一起投入
了江中，算是为这个诗人送行。

直到今天，端午节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了：吃粽子、赛龙舟、
挂菖蒲、艾叶、当归、喝雄黄酒。

据说吃粽子和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端午节是以解放
后才有正式的命名。

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外，还有丰富的饮食习俗。比如吃稻田鳗
鱼、吃面条、吃茶叶蛋。江西省南昌地区，端午节要煮鸡蛋
和咸蛋吃。

蛋类分好几种，有鸡蛋，鸭蛋，鹅蛋。蛋壳涂成红色，用五
颜六色的网兜，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寓意孩子找到好运，平
安无恙。

在端午节这天我最喜欢吃粽子，北方和南方的风俗习惯都不
一样，粽子的大小也不一样，甜的和咸的，大大小小的样式
都有。

在吃过那么多的粽子里，我觉得四川乐山的肉馅粽子最好吃，
里面夹着黄糯米和咸肉，肥而不腻，吃起来有胡椒和竹叶的
香味，口留留香。

到目前为止，端午节在中国人民心中仍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
的盛大节日。从2008年起，中国将农历五月初五定为法定假
日，以弘扬民族文化，保护民族传统。

我的发言结束了，谢谢大家。

弘扬革命传统班会教案篇三

1、 通过收集资料了解有关中秋节的传说风俗及有关的诗词



等.

2、以个人或合作的形式进行活动交流促进同学们主动参与，
与人合作的技能.

3、通过了解中秋节的有关内容了解社会，风土人情，引领孩
子走进中国的传统文化，培养孩子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4、热爱生活，乐于参与，勤于动手，学会与人相处，分工合
作，体会活动带来的快乐。

一、齐读班会的主题，交流对主题的理解：

（中秋节是月亮最圆的时候，是团圆的日子，我们心里也会
喜洋洋、甜滋滋的）

二、中秋知识竞猜：

1、中秋节是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我们能正确说出是哪三
个节日吗？

（春节、端午节、中秋节）

（拜月娘、赏月、吃毛豆芋艿、吃月饼等等）

三、故事引趣：

1、师引:

中秋节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可是非常重要的佳节。“月圆人
团圆”，那是一个温馨和谐、及富诗情画意的节日。中秋节
最有名的传说故事就是嫦娥奔月了，现在就让老师来给你们
介绍一下。

2、学生扮演嫦娥姑娘来介绍其他中秋节的习俗



好，听了老师给你们讲的故事，你们一定意犹未尽吧。现在
我们请嫦娥姑娘来给我们介绍中秋节有趣的传统习俗。

拜月娘

拜土地公

3、继续介绍关于中秋节的神话故事

好，听了嫦娥姑娘的给我们的介绍，老师觉得中秋节真是个
非常有意义的传统节日啊。它还有许多传说故事呢。(看时间
待定)

月中玉兔

吴刚伐挂树

4、介绍中秋节的水果

柚子

四、联系班级实际，讨论中秋节的活动方案

1、讨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们有什么想法吗？

大家想过没有，中秋节怎么过？

2、同学之间交流

3、关于留守孩子

4、同学交流

五、小结



同学们了解了那么多关于中秋节的知识，又为我们班级如何
过明天的中秋节出了那么多好主意。老师感到好开心！看来，
我们三（3)班是一个完整的大家庭，就像中秋节的月亮一样
圆圆整整，大家永远齐心协力，共同出谋划策做好每一件事！

弘扬革命传统班会教案篇四

又一个春天，又一个缅怀先烈的日子。我们集会在五星红旗
下，祭奠先烈的英灵。

春风，拂过脸颊;雨露，滋润万物;花草，点缀世界;烈士们的
鲜血，染红了大地。想了又想，念了又念，却依旧无法表达
出我们的心情。

透过鲜红的五星红旗，我们仿佛又看到在军阀铡刀前毫无惧
色的刘胡兰;透过鲜红的五星红旗，我们仿佛感受到江姐在敌
人酷刑下那撕心裂肺的痛楚;透过鲜红的五星红旗，我们仿佛
又听到英雄儿女王成“为了胜利，请向我开炮!”的豪迈呐喊。
在他们的激励下，一代代共产党员冲锋陷阵，前仆后继，取
得了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使五星红旗飘扬在困难中国的每
一寸角落。

先烈们，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是你们用自
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
着殊死拼搏。你们倒下了，但成千上万“不愿做奴隶的人
们”站起来了，他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去继承你们
未竟的事业;先烈们，是你们把对国家、对劳苦大众的爱化作
战斗中同敌人拼杀的精神力量，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以摧
枯拉朽之势，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没有血与火的洗礼，没有枪与炮
的轰鸣，但确有象雷锋、铁人王进喜、焦裕禄等等为社会主
义的向前迈进添油加力的建设元老;又是你们抛去了家庭和个
人的一切，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把宝贵的生命无私地献给



了祖国和人民，把满腔的热血洒遍祖国大地。 在改革开发和
现代化建设的最前沿，孔繁森、牛玉儒作为共产党员的优秀
代表，又为我们阐述了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深刻内涵。

今天，我们纪念缅怀先烈，就是要以先烈为榜样，向先烈们
一样胸怀时代、忠于事业、忠于理想。每个时代的时代意义
不一样，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只有有
了理想，才有追求理想的信念，才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我
们学习先烈，就是要学习他们为党的事业无怨无悔付出的精
神，就要学习他们拥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追求，学习他们
自立世界、振兴中华的宏伟抱负，树立以社会主义、集体主
义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理想人格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把这
种胸怀时代的理想信念具体落实到做好学习中去。国家的尊
严，国家的荣誉要靠我们自己来维护。

烈士们的精神要靠我们来传承与发扬光大。祖国的明天掌握
在我们自己手里。从现在做起，从我们自身做起，施展自己
的青春年华，开拓进取。

战争的年代照就了烈士们的勇敢与坚强，和平美好的环境为
我们提供了学知识、长才能、成栋梁的机会。我们有信心，
因为我们有榜样!同学们，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我们应该懂
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更应该懂得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
历史使命。我们要爱自己，更要爱祖国，我们要发奋学习，
为她增光，为她添彩!

同学们，让我们继承先烈的遗志，为家乡的建设、为祖国的
繁荣富强而努力学习，用激情和活力谱写中国新时代建设宏
伟乐章的最强音!共创美好明天!

弘扬革命传统班会教案篇五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注重知行



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开发实
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增强学生科学实验、生产实习和技能实
训的成效。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各种课外及校外活
动。加强中小学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加强学生社团组织指导，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

清明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是祭祖和扫墓
的日子，也是郊游踏青的好时光。清明节这个中国传统节日
被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还列入法定国假
日，这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民俗节日的重视。然而，青少年学
生虽然热切盼望清明小长假，但对这个节日的民俗意义和相
关传统文化知识却知之甚少，他们认为祭祖是老人的事，甚
至认为是封建迷信，而扫墓则是出游的幌子，至于清明节的
来历、风俗、文化内涵等他们知之甚少。因此召开此次主题
班会，让学生在活动中感知传统民族文化、增强感恩思源精
神。

1、通过此次主题班会，希望学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能全面正
确地了解清明节，深切感受清明节的文化内涵，积极地过一
个有意义的清明节。

2、通过此次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俗、风情和传统美
德。增强学生对孝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理解和升华
在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的基础上，继承先烈遗志，发扬
革命精神，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3、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热爱
民族文化，主动地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

1、组织观看爱国电影《冼星海》。

2、学生课前搜集、整理与清明节相关的知识、图片、故事。

3、布置每位同学书写“致已故的亲人或某位自己崇拜的人物



的三行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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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制作ppt课件。

3月30日（周五）下午14:10——14:50，预初（5）班教室

主持人甲：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在这个静默
的节日，我们纪念远离的人。

主持人乙：再过几天就是清明，三点为清，日月为明，我们
追思逝去的人。

主持人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清明，感受传统”吧。

主持人乙：那么，对于清明，你究竟了解多少呢？

主持人甲：下面让我们进入“竞答交流”环节，让大家一起
来说说清明节的由来和清明节的习俗吧。

学生交流：1、简述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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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至90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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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学生自己搜集、整理并讲述清明节的由来更能让学生
深入领会清明节的文化内涵。



主持人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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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讨论：（全班同学分成讨论小组，并由小组代表回答）

主持人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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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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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适当指导学生通过自己搜集讲述清明节的由来，能
够让其更加深入地领会清明祭祖扫墓的文化内涵。

主持人甲:在召开此次班会以前，我们班委发起了“三行情
书”的活动，希望同学们能够用“三行情书”的方式表达自
己对已故的亲人或某位自己崇拜的人的哀思，接下来，我们
一起来交流下自己的三行情书。

学生交流：三行情书节选：

宋逸楠 13岁 交大二附中 预初（5）班学生：

每次看到你那蜡黄的手编制的草帽，我会高兴的戴上，



如今，那帽子早已没了

因为它现在化一团气，戴在我的心头上。

曾嘉伟 13岁 交大二附中 预初（5）班学生：

每当我在海边漫步

总会有一个身影随伴着我和我一起面对明天的挑战

在海边共同立下诺言——不离不弃 永不分散

张奕昕 13岁 交大二附中 预初（5）班学生：

曾经有您陪伴我度过美好与痛苦时光，

您总是在我身边鼓励与支持我，

您虽然不在了，但我会继续努力完成我们共同的心愿。

主持人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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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三行情书“的活动，让学生表达自己对已故的亲人
或某位自己崇拜的人物的哀思，这是另一种纪念的方式。

主持人甲：我们在召开此次主题班会以前一起观看了爱国电影
《冼星海》，接下来，请同学们谈谈历史上为我们浴血奋战
的革命烈士与我们现在和谐生活的关系。四人一组交流观后
体会、学生推荐代表谈谈体会。

学生交流:（略）



：通过爱国电影的观看，让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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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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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蹴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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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设置节选：

有哪些体育活动？

秋千最早叫什么？

荡秋千有什么好处？

蹴鞠是一种什么游戏？谁发明的？

什么叫探春？

为什么要植树？

为什么要插柳？戴柳？

祭祖时一般在什么树合适？

学生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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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活动：（略）

：指导学生以小组竞赛的形式了解清明节的习俗。通过小组
讨论辩论抢答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全面了解清明节的习俗，直



观的画面有利于学生真切感受清明节的氛围，领悟清明节祭
祖扫墓的人文内涵，并在思想上明确怎样才能过一个文明的
有意义的清明节。

辅导员：通过今天的主题班会活动我们深刻理解了清明节的
来历和节日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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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延续而这种温情。我们还要沿着革命先烈走过的足迹，
树立榜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清明节有它深刻的
文化内涵，我们不仅要热爱它，过好它，还要更好的传承它。

：先由学生总结是检验本节班会课效果的有效方法，教师的
适时补充与总结让本节班会课更加完整，让学生对本节班会
课的学习有一个总体上认识。

清明节小长假与父母一起祭奠祖先或烈士并写一篇作文或用
一幅美术作品，记述自己过程、见解或感受。

：本环节的设计与实际节日结合起来，与课外的实践活动结
合起来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感受清明节的文化内涵，自觉地传
承本民族文化。

清明节前夕学校德育处开展了相关的系列活动，让学生深刻
地了解我们的清明节并铭记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在就此加
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班级内召开“走进清明，感受
传统”主题班会，是结合我们班级的具体情况开展的一项活
动。课前要求学生充分调查相关资料，课上利用竞答交流的
形式让同学们知道清明节的由来和清明节的习俗。引导学生
了解中华民俗、风情和传统美德。有利于青少年对孝悌、慎
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理解和升华在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的基础上，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珍惜现在的美
好生活。同时指导学生用“三行情书”的方式追思已故的亲
人或某位自己崇拜的人物，也是一种低碳、绿色的祭奠方式。



最后鼓励学生清明节小长假与父母一起祭奠祖先或烈士并写
一篇作文，记述自己过程、见解或感受。通过这次主题班会，
希望学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能全面正确的了解清明节，深切
感受清明节的文化内涵，积极的过一个有意义的清明节。

但是，在教学后我发现学生们在知识竞猜环节，可能是“求
胜心切”而导致出现的题目会有些偏、甚至与我们的清明节
关系不是那么密切，这些都是因为在教学中也许是因为时间
的仓促，没有细致地帮助学生全面解读从清明节的文化内涵
有关。因此，我决定在清明节后针对清明节的文化内涵与学
生作一次深入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