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感恩教育班会新闻稿 小学二
年级感恩教育班会教案(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学感恩教育班会新闻稿篇一

通过本次活动，来培养学生的爱心和孝心，学会感恩，增强
对社会的责任感。

1、搜集相关的文章，歌曲，经典词句

2、制作相关的课件

：二年一班教室

一、播放歌曲《感恩的心》导入

二、揭示活动主题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恩”的形式丰富多彩，有父
母养育之恩，有老师教导之恩，有朋友帮助之恩，有社会关
怀之恩，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学会感恩吧!学会感恩父母，感恩
师长，感恩社会，感恩生活中的一切!

(一)感受父母之恩

主持人：有一种琐碎的爱，那是母爱;有一种伟大的爱，那是
父爱。下面请看录像—诗朗诵《游子吟》。



学生讨论：你有何感受?举手发言

1、课件展示

展示相片，几个同学从小到大的照片，包括一家几口玩耍的
照片。

2、展示问题

(1)你知道你们父母的生日吗?

(2)你知道他们的年龄吗?

(3)你知道他们喜欢吃的蔬菜吗?

(4)你知道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吗?

(5)说说你了解的父母养育你的辛苦过程。

3、讨论：我们该为父母做些什么呢?

4、展示学生搜集的感恩经典词句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恩欲报，怨欲忘”

“报怨短，报恩长”

“知恩不报非君子”

“吃水不忘挖井人”



这些词句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淳朴民风，体现着中华民族对感
恩的认同。

5、张贴感恩卡

让学生在音乐声中将自己制作的感恩卡贴在黑板上。

(二)感受教师教导之恩

1、倾听故事

主持人讲《程门立雪》和《居里夫人》的故事，让学生了解
名人感谢老师的行为。

2、回忆师恩

学生发言。

3、欣赏诗歌朗诵

请班长朗诵诗歌《老师，您辛苦了》。

(三)感恩社会

展示录像，感恩社会

(播放2008四川汶川地震时社会各界捐助时的场面)

主持人：同学们此时此刻，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学生发言

(四)感受同窗情

学生畅所欲言，互相交流。



(五)我们要学会感恩，那么怎样做才是对父母，教师，朋友，
社会的感恩呢?请几个同学谈谈自己的做法。

三、主题班会结束

结束语：在这次主题班会的过程中，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很
高。一个和谐的家庭，一个和谐的集体，一个和谐的社会，
既要多些感激之心，也要付出你的爱心。让我们用自己的行
动，报答父母、老师、社会，报答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
人，让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全班合唱《感恩的心》，结束主题班会。

小学感恩教育班会新闻稿篇二

时间：3、18

地点：二年级教室

参加人员：二年级全体学生

主持人:

班会主题：成功源于勤奋

一、各小队长报告人数

二、中队长向辅导员报告人数

三、敬礼、唱队歌

活动过程：

1、讲故事



女：伟大出自平凡

男：从中国古代到近代几千年文明历，多少仁人志士，因为
勤奋学习而成才，并留下许多千古佳话，如“悬梁刺
股”、“凿壁偷光”等。首先,有请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悬梁
刺股》的故事。

2、三句半表演

男：勤奋在作家的手里妙笔生辉。

女：勤奋在我们的手里楚楚动人。

男：勤奋是睿智的向导。

女：勤奋是清冽的泉水

男：勤奋班级，勤奋事例，勤奋的讴歌

3、齐读名言警句

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念念勤学的格言警句诗句。三分天
才七分学。

笨鸟先飞早入林。

天才在于学习，知识在于积累。

钟不敲不响，人不学不灵。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有了知识不去用，等于耕耘不播种。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4、辅导员讲话

女：古人云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男：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下面请我们的
辅导员讲话。

5、敬礼

6、主持人宣布活动结束。

小学感恩教育班会新闻稿篇三

告诉大家生命不是你一人所有，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东西也不
属于你个人，请珍惜生命请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请珍惜他
人为你的努力和付出，请常常报有一颗感恩的心。

一、听一个感人的故事

下面请大家一起来听一个感人的故事：苹果树和小男孩

主持人：大家和我们一样，一样都是故事中的'小男孩，从出
生到现在，父母的爱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我们不断的索取，
父母是尽其所能，我们接受的是那么的心安理得，此时此刻
我们的心情都不会很平静，下面这首歌是否能引进大家的共
鸣呢?把“父亲”这首歌献给我们伟大的父母! 这首歌不禁使
我们回忆起，在我们成长的这十几年中，父母为我们所做的
点点滴滴。那么谁愿意与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感动呢?请大家举
手 (同学发言)



二、现场调查

可我们又对父母了解多少呢 ?下面进行现场调查

通过刚刚的调查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个同学都十分了解自己
的父母，可是反过来如果被问的是父母，不用调查也会知道
结果，父母会对我们的一切记忆的都很深刻!

三、做一个感恩的人

四、活动延伸

小学感恩教育班会新闻稿篇四

我们中队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弘扬和培育雷锋精神，要求每
位学生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会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具有崇高的社
会责任感;具有一定道德素养。通过活动，加深学生对雷锋精
神的认识和理解，促使学生自觉主动地在学习生活中时刻关
注雷锋精神，长期形成学雷锋的氛围。

活动时间：班会课

活动地点：教室

参加人员：二年一班全体师生

组织者：中队辅导员、班长(主持人)

活动准备：

1. 召开班干部会议，制定活动方案，研究活动程序。

2.学生收集雷锋的故事、事迹等。



活动程序：

一、导入。

主持人：同学们，雷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学习的
楷模。x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弘扬雷锋精神。”这
学期，我们中队的全体队员要“学雷锋，把温暖送给别人”。

二、同学根据收集到的资料，了解雷锋的生平及事迹。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谈一谈自己的感受，说说雷锋叔叔是一
个怎样的人。

交流总结：热爱集体 ， 乐于助人。

三、思考、讨论。

小学生应该怎样学雷锋?

1.小组讨论。

2.代表发言。

交流总结：

(1)每人背诵一句雷锋名言，会讲一个雷锋故事。

(2)课外活动进行卫生大扫除。

(3)帮助低年级同学搬大桶水，打扫卫生。

(4)每人办一期学雷锋的手抄报。班干部办黑板报。

(5)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做一件好事。



(6)制作一张贺卡送给妈妈，并帮妈妈做一件家务。

四、教师小结。

同学们，雷锋叔叔的一生是伟大而短暂的，他把自己有限的
生命全部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我们学雷锋，就
是要像雷锋那样，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把帮助别人解
决困难，解除痛苦作为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从现在开始，我
们班建立“雷锋活动日”制度，我们互帮互学，共同进步。

后期活动：

1.指导学生收集雷锋活动资料图片，并更换展览在教师后墙
上。

2.本活动结束的下一周，开一次主题队会，让学生谈自己在
学雷锋活动前后的不同表现，介绍中队小雷锋的事迹。

3.定期评选“雷锋星”。

小学感恩教育班会新闻稿篇五

针对当前小皇帝、小公主现象，学生难于管理的现象，制定
本次班会主题。通过看、说、写的活动，让学生从小就学会
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社会，从而付出行动!

二、活动过程

(一)引入课题

同学们，我们都知道乌鸦反哺、小羊跪乳的故事。动物都知
道孝敬长辈、感恩父母，我们当代的小学生又是怎么做的呢?
今天我们就以“感恩”为主题开一次班会。(师板书：感恩)



从字面上我们不难发现，都是和“心”密切相关。(课件出示：
感在心中，恩记心中)

(二)学习典型

1.我们来读一位名人的信件，看看从他的字里行间，你读到
了什么?(课件出示)

2.指名来回答。

3.老师出示(课件：不幸时——心存感恩)

4.从下面这两段文字中，你又有什么收获?(让学生明白幸福
时应心存感恩。)

(三)心与心的沟通

看完了别人的故事，老师想听听大家的故事。相信我们的身
上也一定有许多让人感动，让我们铭记的恩情。让我们先从
学校谈起。(引导学生谈与老师之间的故事，是做适当引导、
提示)【播放歌曲《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生先自己边听
边想，在小组内交流，指名说。)

再来说说和父母之间的故事。(先来看一则广告：家)请大家
敞开心扉说一说我们和父母之间的故事吧!(直接指名说)

师总结：当父母抬起手时，我们应感恩-他们是爱我们的，否
则不会恨铁不成钢;当老师生气的时候，我们应感恩—老师是
爱我们的，因为他们不希望我们一事无成!

多么无私的爱，多么难忘的恩，此时此刻，你一定还有许多
话想说，请写在你的感恩卡片上，让我们的感恩树开满鲜花!

(四)感恩社会，付之行动



大家能坐在宽敞明亮有暖气的教室，使用优良的教学设备，
享受着免费的义务教育……应感恩社会!

我们生活的幸福，学习的快乐，身体的健康……应感恩社会!

所以我们在感恩老师、感恩父母时，千万别忘了感恩社会。

一句简单的“谢谢”“不好意思”可能就会让一份恩情得以
回报，一个小小的动作可能会让感恩的泪水潸然泪下。下面
我们就来看几个例子。所有的行动、行为都在大家的眼中。
相信大家通过本次班会真的能“感在心中，恩记心中”，并
且能通过言行举止展示新时代小学生的美丽风采。

(五)总结延伸

送给大家几句话，送给大家一首歌!(课件出示诗歌和《感恩
的心》)让我们永远抱有一颗感恩的心，去学习，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