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弘扬革命文化班会教案(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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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弘扬革命文化班会教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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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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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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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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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
节、端五、重午、午日、夏节。虽然名称不同，但各地人民
过节的习俗是相同的。

端午节是我国二千多年的旧习俗，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都
悬钟馗像，挂艾叶菖蒲，赛龙舟，吃粽子，饮雄黄酒，游百
病，佩香囊，备牲醴。端午节是纪念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诗人
屈原。屈原，名平，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生于楚威王五年
夏历正月初七，或谓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卒于楚襄王九年。



（河北省）北平忌端午节打井水，往往于节前预汲，据说是
为了避井毒。市井小贩也于端午节兜售樱桃桑椹，据说端午
节吃了樱桃桑椹，可全年不误食苍蝇。各炉食铺出售“五毒
饼”，即以五种毒虫花纹为饰的饼。滦县已许聘的男女亲家
咸于端午节互相馈赠礼品。赵县端午，地方官府会至城南举
行聚会，邀请城中士大夫宴饮赋诗，称为“踏柳”。

（山东省）邹平县端午，每人早起均需饮酒一杯，传说可以
避邪。日照端午给儿童缠七色线，一直要戴到节后第一次下
雨才解下来扔在雨水里。临清县端午，七岁以下的男孩带符
（麦稓做的项链），女孩带石榴花，还要穿上母亲亲手做的
黄在鞋，鞋面上用毛笔画上五种毒虫。意思是借着屈原的墨
迹来杀死五种毒虫。即墨在端午节早晨用露水洗脸。

（山西省）解州端午，男女戴艾叶，称为“去疾”，幼童则
系百索于脖子上，据说这是“为屈原缚蛟龙”。隰州端午，
各村祭龙王，并在田间挂纸。怀仁县端午又名“朱门”。定
襄县端午，学生需致赠节礼给教师。潞安府以麦面蒸团，称为
“白团”，与粽子一起拿来互相馈赠。

（陕西省）兴安州端午，地方官率领僚属观赏竞渡，称
之“踏石”。兴平县端午以绫帛缝小角黍，下面再缝上一个
小人偶，称为“耍娃娃”。同官县端午以蒲艾、纸牛贴门，
称为“镇病”。

弘扬革命文化班会教案篇二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演讲的`主题是——珍惜传统节日，弘扬传统美德。
五千年的时间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虽然历史背景已
经逐渐远去，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至今仍在传承，散发着



永恒的魅力。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日一直保存至今。然
而，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近年来，“洋节”现象层出
不穷，而许多人对我们的传统节日漠不关心，了解甚少。

20xx年11月25日，韩国成功申报端午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这一消息震惊了全国，但同时也为我们中国传统文
化敲响了警钟。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节日，一个民族有一
个民族的感情，悠久的民族文化历史是民族的骄傲和纽带。_
月_日，是今年清明节,国家将其意义为法定假日不是一个简
单的假期,通过扫墓、祭拜等活动来追忆祖辈，传承文明,弘
扬美德,以便让我们更珍惜祖先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好的生活,
心存感激,奋力拼搏。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的瑰宝，是中华
文明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不要等到它被遗忘在
时代的潮流中去后悔。自今年春节以来，中国在全国各地发
起了一场“光盘”行动——吃“光”你“盘”子里的东西，、
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活动。作为未来社会的栋梁，我们的
学生应该更多地了解传统文化，有责任坚持传统文化的立场。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因此,我呼吁所有教师和学生:从
我开始,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节约水和电,珍惜食物,关心公
共财产,以实际行动弘扬祖国的传统美德,真正做到的“勤以
修身，俭以养德”。

谢谢大家!

弘扬革命文化班会教案篇三

1、学习儿歌，并有节奏地朗诵儿歌。

2、了解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感受端午的节日气息。

1、端午节一些习俗的图片或实物。



2、屈原图片

一、谈话

1、小朋友昨天是星期一，怎么大家都没有来上幼儿园呢？你
们家昨天是怎么过端午节的？

2、老师带来了一些关于端午节的东西，庆小朋友来看一看都
是些什么？

3、出示艾草和菖蒲：这是什么？谁知道它们的名字？你在哪
里看过它们？(向幼儿介绍端午习俗：农历五月初一讲菖蒲和
艾草挂在门口，端午节那天取下，熬出水洗澡。)

4、出示粽子：这是什么？你们知道粽子是怎么做的吗？(介
绍粽子的做法和人们在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

5、出示赛龙舟的图片：除了在门口插菖蒲和艾草、吃粽子，
端午节人们还会干什么？(结合图片简单介绍赛龙舟的场
景。)

6、人们为什么要在端午节插艾草、吃粽子和赛龙舟呢？

二、端午节的由来

1、人们在端午节吃粽子、插艾草和赛龙舟，都是为了一个人，
下面老师给你们讲讲关于这个人的故事。

2、出示屈原图片，引导幼儿从外形、衣着等方面了解这个人
是古代的人。

3、介绍关于屈原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屈原的人，
他很爱自己的祖国，为了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更好，他提了
很多好的建议，但是没有人听他的，他还被赶出了自己的国
家，出去流浪。后来他的国家被别的国家欺负了，他很伤心，



就跳江自杀了，他跳江的那天刚好是农历的五月初五。老百
姓都很爱他，怕江里鱼会咬他的身体，所以渔夫敲着锣鼓去
打捞他的身体，还一边把准备好的粽子和雄黄酒倒进江里。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
黄酒的风俗，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4、原来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那在端午节，人们
要做哪些事情呢？

三、学习儿歌

1、教师示范朗诵儿歌：有人把端午节人们要做的事情，编成
了一首儿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教师带领幼儿朗诵儿歌。

2、幼儿完整朗诵儿歌。

弘扬革命文化班会教案篇四

1、目前，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日趋复杂。西方文化的渗入，在
未成年人当中掀起了一股来势不小的崇洋潮，着洋装、吃洋
餐、过洋节。不少未成年人对西方的圣诞节、愚人节、情人
节情有独钟，却对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扫墓祭祖的清明、
悼念爱国先人的端午、阖家团圆的中秋、登高敬老的重阳不
屑一顾。我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有些问题不容忽
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迫在眉睫。2007年12
月，国务院决定把除夕、清明、端午、中秋列为国家法定假
日。教育部和中宣部已联合决定把每年9月份定为“中小学弘
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就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
认真审视现实社会沉渣泛起的丑恶社会现象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无孔不入，扭曲了青少年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念。不
少青少年精神空虚、道德滑坡、行为失范，迷恋不健康的网
络游戏以至逃学、出走，就是其中的典型。



2、为迎接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评审，我们学校一直在探索欣
赏型德育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情境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结
合，借助于具体的德育活动，进行审美实践，把美内化为素
质，形成中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念，发展审美能力，培育审美
情趣，完善学生人格美。正是在这样的德育目标的指引下，
为了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民族节日——端午节，宣扬中国传
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我校举行了“迎端午，缅故人，
扬传统”主题班会。

1、缅怀先人，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
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在了解端午节由来和风俗习惯时，锻炼学生通过各种渠
道(书籍、报刊、网络、他人经验等)获取信息的能力。

3、通过活动，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动手能力。

一、知识小竞赛。

1、端午节是哪一天?

2、端午节的别称有哪些?

3、端午节的活动项目有哪些?

【参考答案(配合画面)】：

1、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

2、端阳节、重午节、午日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
中节、诗人节、龙日等等。

3、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悬挂菖蒲、艾草，佩香囊，赛龙
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吃
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



请学生介绍端午节的由来。

史料记载，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楚国大夫、爱
国诗人屈原【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
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
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
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
(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听到秦军攻破楚国都
城的消息后，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
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悲愤交加，心如刀割，于五月五日，
毅然写下绝笔作《怀沙》，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以自
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
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
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
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
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
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
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
展成粽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
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大家齐动手――包粽子。

为配合这次活动，初二年级4个班主任为学生准备了水泡后的
糯米、红豆、粽叶、包粽线，在学校请来的社区阿姨的指导
下，举行了学包粽子的活动。

弘扬革命文化班会教案篇五

老师、同学们：



今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俗话
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是团圆的日子，届时家家户
户都要置办美酒佳肴，吃月饼、赏月亮，尽享天伦之乐。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有关它的传说很多，
其中有名的嫦娥奔月、朱元璋月饼起义、唐明皇游月宫、吴
刚伐桂、玉兔捣药等。

中秋节，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言盐，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
大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被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
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
秋拜月由此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
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中秋节，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
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
砌宝塔等活动。总之中秋节习俗很多，形式也不相同，但都
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限热爱和美好生活的憧憬。

中秋节，这是被喻为有人情味，最富有诗情画意的节日。每
逢佳节倍思亲，尤其中秋节这一轮明月高挂的时刻，这一天
天上的太阳分外明亮切特别大、特别圆，所以这一天被视为
思念与团圆的好日子，在这团圆的日子里，愿天下父老乡亲
合家团圆、幸福美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