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节传统教育班会记录 清明班会教
案(通用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清明节传统教育班会记录篇一

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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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据我的初步调查不
少青少年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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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扫墓扫墓时烧纸祭扫先者。因此，知道森林防火的重
要性，要爱护森林。尝试根据学校、家庭环境，学习设计森
林防火措施。通过对火灾事件的了解，知道发生火灾的主要
原因，提高学生的防火意识，明确防火自救的重要性。认识
各种灭火设备，掌握一些消防安全常识及灭火、防火自救的
方法。学会本领，化险为夷。提高学生的自救意识，培养应
变能力。学习利用各种方法查阅、收集、处理信息资料，培
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能力、获取新知识能力、交流与合作
能力。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意识及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
与科学道德。

1、文明祭祖。

2、知道森林防火的重要性，要爱护森林。尝试根据学校、家
庭环境，学习设计森林防火措施。通过对火灾事件的了解，
知道发生火灾的主要原因，提高学生的防火意识，明确防火
自救的重要性。



提高学生的自救意识，培养应变能力。

一、介绍文明祭祖的重要性，不愚昧，不迷信。

二、介绍护林防火的重要意义。

三、列举事例，说说火灾的危害。

四、学习护林防火《十不准》：

1、不准烧山开荒、窖火籽;

2、不准在山上上坟烧纸点蜡、燃放鞭炮;

3、不准在山上煮烤食物;

4、不准在山上烧火取暖;

5、不准在山上吸烟;

6、不准在山上打火把;

7、不准烧田埂地边;

8、不准在山上烧灰积肥;

9、不准小孩在山边玩火;

10、不准烧山驱兽和电网狩猎。

五、竞赛活动，游戏激趣，巩固新知。

1、抢答题。(老师提出问题，学生回答。)

(1)生活中的哪些因素会引起火灾?



(2)一旦发生火灾，要迅速拨打什么电话号码?

(3)扑救时是先救人还是救物?先断电还是先救火?

(4)电话报警时要注意报清、报全哪些信息?

(5)列举几种逃生方法。如：关门求生、从窗户逃生、安全出
口逃生等。

2、判断题。(学生也可补充题目。)(出示课件)

(1)禁止学生携带烟花、爆竹、砸炮、火柴等易燃易爆物品。

(2)有一天，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到某山林去野炊。

(3)报警时报警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可以不说明。

(4)发生火灾时，不要盲目开窗开门，用湿毛巾、衣服等衣物
包住头脑，尤其是口鼻部。

(5)家用电器起火，应马上关掉电源开关，千万不要往电器上
泼水。

3、游戏：读一读防火的拍手歌。(出示课件)：

你拍一我拍一，拍完南北拍东西。你拍二我拍二，咱俩宣传
做伙伴。

你拍三我拍三，禁火场所别吸烟。你拍四我拍四，用火不当
会出事。

你拍五我拍五，烟囱坏了快修补。你拍六我拍六，风大失火
不好救。

你拍七我拍七，不要玩火做游戏。你拍八我拍八，电线不能



随便拉。

你拍九我拍九，火警电话一一九。你拍十我拍十，人人防火
要落实。

4、引领学生在校园内考察逃生路线，并制作逃生路线图和逃
生路标。评选出最佳路线图加以记分。

清明节要做到文明祭祖。火灾无情，所以我们要做护林防火
的宣传员，不做护林防火的责任人，尽量避免火灾，万一发
生火灾，我们要沉着冷静，用自己学的知识有效地保护自己。
最后，祝大家永远都平安幸福。

清明节传统教育班会记录篇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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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俗、风情和传统美
德。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3、使学生在欢乐的活动中掌握防火安全知识，增强学生的防
火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护自救能力，减少火灾难事
故的发生。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

1、同学们，有一首诗想必大家都很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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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杜牧的这首诗提到了我国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节日--清明节。



清明，既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又是我国最重要的祭祀
节日。

3、清明节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每年的清明，人
们都会从五湖四海纷纷赶到自己先人的陵墓前，洒下一壶热
酒，聊表思念之情，也会在烈士墓前，献上一束鲜花，表达
对先烈的感激之情。

4、我国为清明节特别设定了假期，表示对节日的重视，不久
前，清明节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下周我们将迎来今年的
清明节，让我们一起更深入地了解它，争取在节日里过的更
有意义。

咱们班里有很多小研究员呢，他们搜集了清明节习俗的资料，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1、清明节要荡秋千。

2、清明要踢蹴鞠。

3、清明一定要去踏青。

4、清明也要放风筝哦。

清明节传统教育班会记录篇三

1、知道每年的一月一日是元旦，是新年的第一天。

2、感受与同伴一起辞旧迎新的喜悦。

3、积极参与活动，并获得其中的乐趣。

旧挂历、新挂历、布做的“龙”二"三条。中华风俗cd片。



问幼儿：“鞭炮声让你想到了什么？”

2、音乐游戏：敲锣打鼓放鞭炮

师：“过年了，除了放鞭炮，还有什么呀？”（出示图片）

随音乐做敲锣打鼓放鞭炮的动作。

3、换挂历：欣赏新挂历上的图画，翻开第一张，念一念上面
的字，了解一月一日是元旦就是新年的第一天。

4、生肖年的祝贺：了解今年是什么生肖年。

问：“今年的生肖是什么呀？”“明年是什么呀？”

欣赏当年的生肖图案。模仿拜年的情景。

5、教唱歌曲《恭喜恭喜》

师：“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来学唱新歌”。

6、耍龙灯。

老师在小朋友唱歌时出示“龙灯”引起幼儿兴趣。

问：“这是什么呀？”“它有什么用呀？”

“我们也来耍龙灯好吗？”

请幼儿来跟着音乐耍龙灯二"三次

教师总结幼儿今天的表现，表扬和鼓励幼儿在活动中表现积
极的幼儿。让幼儿在做音乐游戏的同时，感受到元旦活动其
其中的快乐。同时，教师要照顾到那些在活动中比较安静的
幼儿，使其也能在活动结束的时候获得快乐。



清明节传统教育班会记录篇四

【活动时间】 

4月5日清明节下午。 

【活动地点】 

纪念碑或烈士纪念墓地。 

【参加人员】 

【活动准备】 

【活动程序】 

列队来到纪念碑（或墓地）前，面向纪念碑。 

男女主持人走到队伍前致献词： 

男：又是一个清明节，我们站在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碑
前。 

女：天空为今天垂泪，松涛为今天呜咽。 

女：而近百年黑暗与屈辱的历史，又将她推向深渊。 

男：为了改变这一切，多少仁人志士在苦苦探索与奋斗中含
恨而去。 

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烈士们的鲜血才点亮了中
国的天。 

男：今天，我们在这里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女：以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现实来告慰英魂。 

合：先烈们，你们安息吧！ 

（奏哀乐，全体默哀3分钟。） 

（合唱《五月的鲜花》，同时学生代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
束。） 

男：有形的纪念碑可能会垮掉，但人们心里的纪念碑却永远
屹立。 

女：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怎能忘记！ 

（同学讲述烈士的英雄事迹。） 

女：18岁我们的双手将托起： 

女：虽然我们已经成人，但我们的肩膀还是有些稚嫩。 

男：我们还应像蜜蜂一样，在知识中汲取力量。 

女：我们能有今天的成长，离不开老师和家长精心的培
养。 

男：下面请校长讲话。 

（家长代表谈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希望。） 

男：先辈们，你们祈盼的幼鸟翼已日渐丰满， 

女：我们将把重担挑上逐渐成熟的肩， 

男：未来的社会需要我们建设， 



女：21世纪在向我们召唤，合：我们将用勤劳和智慧去开创
明大， 

男：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去摘取科学王冠上的明
珠。 

女：让我们记住这郑重的承诺， 

合：我们要让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旗帜永远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回校后，班主任老师总结。 

校记者站记者分别采访参加这次活动的老师及学生，并及时
报道。 

【活动提示】 

附：清明节常识： 

清明节的祭扫礼仪 

（1） 清明节习俗 

（2）祭扫烈士墓 

清明节传统教育班会记录篇五

为了让学生了解更多关于清明节的知识，丰富对中华传统文
明的认知，有些班级会组织开展了清明节主题班会。下面是
小编整理的几篇清明节主题班会主持稿范文，供大家阅读参
考。

男：尊敬的老师



女：亲爱的同学

合：您们好

男：沿着冬离开的脚步，春天款款向我们走来，带来希望，
带来温暖，带来繁华似锦，带来莺歌缭绕。

女：而在这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春日里，我们即将迎来一
年一度的清明节。

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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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说起清明节，大家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

男：但是对于清明节的文化，大家又都了解了多少呢?下面就
让陈xx来解说一下清明节的由来。

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
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又累又饿，再也无力站起来。

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随
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
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肉
是介子推自己腿割下的时候，流下了眼泪。

十九年后，重耳作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

即位后文公重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
推。

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

介子推悄悄的到绵山隐居去了。



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而介子
推已离家去了绵山。

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找寻两个人谈何容易，有人献计，
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

大火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
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

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

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

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
为清明节。

寒食节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古人常把寒食节的活动延续到
清明，久而久之，人们便将寒食与清明合而为一。

现在，清明节取代了寒食节，拜介子推的习俗，也变成清明
扫墓的习俗了。

女：听了陈xx同学的介绍，我们对清明的由来了解得更多了。

男：我来问问你

女: 好啊,尽管问。

男：你知道清明节有哪些习俗吗?

女：我知道，清明节有许多人要出去扫墓的。

晖：到了清明节，最主要的一项活动就是祭祖扫墓了。

这一习俗相沿已久，据史书记载，墓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礼



俗活动。

古人有描写清明扫墓的诗，唐代杜牧的名句：“清明时节雨
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这些诗句都十分真切地反映了当时清明扫墓时的情景和氛
围。

为什么要在清明扫墓呢?这大概是因为冬去春来，草木萌生。

人们想到了先人的坟茔，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
新土，供上祭品，燃香奠酒，烧些纸钱，或在树枝上挂些纸
条，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

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讲究扫墓，还有踏青、荡
秋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

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
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

女: 我在帮她补充一下,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
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

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

夜里在风筝下或在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象闪烁
的明星，被称为“神灯”。

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
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男：谢谢廉同学及王同学为我们做的介绍，现在，我们又多
了解了一些关于清明节的知识了。



女：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最近你都吃些什么呀?

男：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青团子了。

女：那你知道我们清明节为什么要吃青团子吗?

男：因为这是清明节的传统习俗(停顿，似乎想不出)，
我……我们的邻居都在吃呢。

女：我知道这是传统习俗，但你知不知道这为什么是传统习
俗?

男：这……我也不知道。

女：就由我来给大家细细介绍。

传说有一年清明节太平天国大将陈太平被清兵追捕，附近耕
田的一位农民上前帮忙，将陈太平化装成农民模样，与自己
一起耕地。

清在村里添兵设岗，每一个出村人都要接受检查，防止他们
给陈太平带吃的东西。

农民在思索带什么东西给陈太平吃时，一脚踩在一丛艾草上，
滑了一跤，爬起来时只见手上、膝盖上都染上了绿莹莹的颜
色。

他顿时计上心头，连忙采了些艾草回家洗净煮烂挤汁，揉进
糯米粉内，做成一只只米团子。

然后把青溜溜的团子放在青草里，混过村口的哨兵。

陈太平吃了青团，觉得又香又糯且不粘牙。



吃青团的习俗就此流传开来。

男：说了这么多，想必大家应该了解了很多清明节的文化，
下面我们就要考考大家。

合：我们一起进入知识竞答环节。

男：请问清明节古时又称什么节?(三月节)

女：请问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始于什么朝代?(周朝)

男：请问清明节在现代来说又称什么节?(踏青节)

女：请问公历每年的几月几日之几月几日是清明节?(4月4日
至4月6日)

男：请问清明节是几几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2006年)

女：清明节有着几千年的历史?(2000年)

男：古时候，人们把春游叫做什么(踏青)

女：好了，今天我们的知识竞答环节也到此结束了。

合：让我们一起从歌声《清明雨上》中结束本次班队主题会。

(女)：尊敬的老师、

(男)：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下午好!

(女)：又是一年清明节，今天，我们305班的老师和同学们，
带着浓浓的敬意，缅怀共和国的英烈!



(男)：春风送花表哀思，青松滴翠寄深情。

(女)：无限哀思无限情，清明时节祭英雄。

(男)：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多少革命先烈长
眠于地下。

(女)：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更不
会忘记他们。

(男)：305班清明节主题班队会

(合)：现在开始!

(女)：面对和平与幸福，我们怎能忘记过去，一位位英雄，
一幕幕场景在我们眼前闪过。

(男)：一朵朵鲜花，述说着当年的故事，是他们的英勇铺就
出今天光辉的征途。

(女)：同学们起立，让我们为革命先烈们默哀1分钟(孙老师
帮忙掐时间)

(男)：下面请王晨烨同学为大家说说清明节的认识

王晨烨：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含有天气晴朗、
草木繁茂的意思。

它在每年的4月4~6日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
也是人们春游的好时候。)

(女)：下面请陈世杰同学也来为大家说说对清明节的认识

陈世杰：清明节，清明不仅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农事季节，也
是24节气中唯一演变成民间节日的节气，又称“清明节”。



作为节日，它又包含了一定的风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

(男)：听完两位同学对清明节的认识，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
什么是清明节，那清明节又有哪些习俗呢?很多，有荡秋千、
蹴鞠、踏青、植树、放风筝等等，什么叫做荡秋千，我们请
陶源同学说一下。

陶源：荡秋千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

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

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

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

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

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
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女)：那什么是蹴鞠呢?请郑振宇同学来说说看。

郑振宇：蹴鞠，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
塞紧。

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

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

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男)：那踏青呢?请孔芝莹同学介绍一下。

孔芝莹：踏青，又叫春游。



古时叫探春、寻春等。

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

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女)：是啊，踏青肯定大家是比较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一个
习俗。

那什么是植树，请李睿同学说说看

李睿：植树，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
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

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

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

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

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男)：植树节同学们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那什么是放风筝?
请胡航奕来介绍一下。

胡航奕：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

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

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象闪
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



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
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男)：我们一起回忆一下，以前跟长辈去扫墓的情形，并用
几句话说说扫墓的经过。

(女)：请丁淸苗同学说一下

丁淸苗用几句话说说扫墓的经过

(男)：请韩威同学说一下

韩威用几句话说一下扫墓的经过

(女)：扫墓，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简化，但同学们要明
白，我们为了什么而扫墓?请胡嘉阳来回答一下。

胡嘉阳：(缅怀英雄的崇高品质，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

(男)：提到烈士，我们同学能不能来说说知道的烈士，请杨
卓能来说一下。

杨卓能：两、三句话介绍一名烈士。

(女)：请吴欣迪同学也再来诉说一个英雄烈士。

吴欣迪：两、三句话介绍一名烈士

(男)：一个个故事，说不完我们的思念;一首首赞歌，说不完
我们的崇敬。

是英雄们用美好的青春，用闪光的年华，迎来了春天，迎来
了光明。



请欣赏何赵蕊和陈佳薇的诗朗诵

《清明》杜牧(洪诗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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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周末就是清明节了，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英雄，更不会忘
记那些屈辱。

清明节，成为了法定节假日，放假三天，同学们普遍感到高
兴，但清明这个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又让人感到淡淡的哀
愁。

(男)忆往昔，诉不尽我们对烈士无限的憧憬;看今朝，唱不完
我们对明天无限的憧憬;英灵已逝，精神永存。

男：历史将革命的接力棒传给了我们这一代人，

女：今天，我们以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名义承诺：

男：我们心有大志，勇敢坚贞，学习英雄追求真理的信念，

女：我们知难而上，勇敢攀登，学习英雄不屈不挠的意志，

男：我们胸怀祖国，壮志凌云，学习英雄无私无畏的志气，

女：我们不怕风浪，争做蓝天雄鹰，学习英雄战胜困难的勇
气，



合：305班清明节班队活动到此结束。

1.主题班会主持稿

2.清明节班会主持稿

3.母亲节主题班会主持稿

4.开学班会主持稿

5.主题班会总结

6.开学主题班会

7.国庆主题班会

8.六一班会主持稿

清明节传统教育班会记录篇六

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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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国家假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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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小长假，但据我的初步调查不少青
少年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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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认为这是封建迷信，
而扫墓则出游的幌子，至于清明节的来历、风俗、文化内涵
等他们知之甚少。针对他们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对感恩
思源的精神的实践而召开了这次主题班会。

二、班会目的



1、通过班会，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有具体、
详细的了解。

2、通过这次班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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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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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准备

1、清明节习俗活动片段，爱国电影(淮海战役)片段、爱国烈
士图片等等。

2、搜集整理清明节有关知识、资料、图片等。

四、班会过程

(一)利用交流的形式让同学们知道清明节的由来和清明节的
习俗。

引导学生介绍清明节的由来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自己的儿子奚齐
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
垂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逃走。在流亡期间，垂耳受尽了
屈辱。原来跟着他一起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
路了。只剩下少数几个中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
一个交介子推。又一次，垂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垂
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垂耳吃。
十九年后，垂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注明春秋五霸之一晋文
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
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
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
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
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了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
不愿意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晋文公便让他的御
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预示，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
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
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伙烧了三天三夜，
大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
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为了纪念介子推，晋
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
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
只吃寒食。

让学生知道清明节的日期;清明节的别名;随着网络发展，清
明节有了不同的纪念方式;我们家乡清明节的食品和习俗。

(二)清明节的古老风俗

1、考虑到老人和孩子耐不住寒冷，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
于是就有了各项野外健身活动。

(1)放风筝，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
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

(2)踏青，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
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
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3)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
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
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4)这是中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
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
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
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
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5)插柳、戴柳，中国人以清明、七月半和十月朔为三大鬼节，
人们为了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柳在人们心目中
有辟邪的功用，观世音以柳枝沾水济度众生。杨柳有强大的
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阴。

清明节传统教育班会记录篇七

1、了解元旦的由来，感受元旦欢乐的气氛。

2、积极参与元旦的环境布置，初步有空间审美能力。

3、通过元旦庆祝活动，幼儿参与包饺子游戏，满足肢体活动
的乐趣，并了解饺子的制作过程，以及过节吃饺子的习俗。

1、收集有关《元旦》的故事、歌谣、儿歌。

2、收集有关《元旦》布置装饰品、食品、卡片、图片等。

3、播放“早安新年”音乐，准备包饺子用的食材。

1、老师讲解元旦的由来，及过元旦的风俗习惯，引出装饰室
内和包饺子，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2、请幼儿相互交流自己对元旦的经验，说说为什么喜欢元旦。

3、介绍饺子的由来，让幼儿了解有关元旦吃饺子的习俗。



4、师幼共同听音乐“早安，新年”。

5、小朋友在老师的指挥下，在各自教室用桌子组合操作台，
小朋友分坐在操作台的四周。小朋友们表演手指操《包饺
子》，为即将开始的包饺子活动营造气氛。

6、生活老师把切碎的菜和肉放进盛馅盆并依次加入盐、五香
粉、饺子调料、酱油、鸡蛋等，进行搓和、拌馅。请小朋友
依次参观。（并说明鸡蛋的用途为增强黏度，酱油为调色，
好看、增强食欲）

7、生活老师和班级老师进行分工，擀面杖，切成小面团。老
师先示范，请小朋友依次摁成面片并成擀饺子皮。（开始前，
请班级老师给小朋友们洗手）

8、把准备好的食材弄好后，准备开始包饺子。生活老师把饺
子皮分给小朋友（2个/人次），班级老师把饺子馅分别放在
小朋友的饺子皮上，然后，班级酒老师进行示范，小朋友依
示范进行包饺子。包的又快又好的小朋友给予奖励，包不好
的给予鼓励。

9、生活老师把煮熟的饺子分发在小朋友的碗里，请小朋友们
品尝自己包的饺子。（猜猜看：碗里有多少饺子，都是谁包
的饺子？）

清明节传统教育班会记录篇八

教学内容：重温规章制度，拟定新学期打算。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常规教育



1、重温《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并在日
常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知道什么行为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2、作息时间的安排：早上清洁时间、早读时间、午自习时间、
放学时间、作业时间，并严格按照科学的作息时间(强调必须
遵守)。

3、集体活动：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4、早读：书本教材、按学习进度读书、背诵。

5、课前准备：按课程表准备下节课的学习用品、相关书籍齐
全。

6、上课听讲：坐姿端正、积极思考、发言大胆、不影响他人
学习。

8、集合整队：快、静、齐。

9、午读：课外阅读资料，成立图书角，完成有关阅读习题。

10、放学要求：按时回家，不进"三室一厅"，不结伴玩耍，
注意交通安全，严格站路队回家。

二、安全教育

1、不要将危险物品带到学校，美术课需要的小刀，不要随便
拿出来玩。使用时要小心，以免受伤。

2、下课活动时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上下楼梯不拥挤，走右
边，不要跑。不趴在走廊外的栏杆上。不玩危险游戏，不疯
赶打闹，不爬栏杆、云梯，做有意义的课间活动。切忌猛追
猛打，要避免发生扭伤、碰伤等危险。)



3、走出校园也要注意交通安全.(行人靠右走，过马路要走斑
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红灯停，绿灯行，遵守交通规则。
)饮食安全(不吃过期、腐烂食品，有毒的药物，不购买用竹
签串起的食物和油炸的食物：竹签容易伤人，食品卫生得不
到保证，油炸食品有致癌物质。)同学们我们要将安全知识时
时记，注意安全处处提。

三、卫生习惯：

1、教室里将桌椅摆放整齐，抽屉内无杂物。地面无纸屑，教
室墙壁、桌面无乱贴乱画痕迹。值日生将黑板擦净，讲台上
的物品摆放整齐。

2、每个学生要养成"三要"、"四勤"、"八不"的个人卫生习惯。

"三要"：早晚要刷牙，饭前便后要洗手，饭后要漱口。

"四勤"：勤洗澡，勤理发，勤剪指甲、勤换衣。

"八不"：不喝生水，不共用茶杯，不吃零食，不挑食，不随
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不乱倒垃圾，不吸烟。

清明节传统教育班会记录篇九

清明节到了，学校开展了清明节的主题班会。下面是小编整
理的关于清明节主题班会方案，希望大家喜欢。

活动背景：

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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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学生对这个节日的民俗意义和相关传统文化知识却知
之甚少，至于清明节的来历、风俗、文化内涵等他们也知之
甚少。针对他们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对感恩思源的精神
的实践而召开了这次主题班会。

教育目标：

1、认知目标：通过班会，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
节有更具体、详实的了解。

2、情感目标：通讲故事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我们要努力学习，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3、行为目标：通过活动能认清自己的不足，学会好好学习、
热爱生活、爱父母、爱同学、爱老师、爱班级、爱社会。

活动过程：

(一)、了解清明节

高云鹤：清明节习俗清明节是传统的纪念祖先的节日，其主
要形式是祭祖扫墓。这一习俗相沿已久，据史书记载，秦汉
时，墓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汉书。严延年传》
载，严氏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在清明\还归东海扫墓地\。随着
祖先崇拜和亲族意识的越来越发达和强固，远古时代没有纳
入规范的墓祭，也归入了“五礼”中：士庶之家，宜许上墓，
编入五礼，永为常式。朝廷的推崇使墓祭活动更为盛行。古
人有描写清明扫墓的诗：”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
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民间广为流传的孟
姜女寻夫小曲也有\三月里来是清明，桃红柳绿百草青;别家
坟上飘白纸，我家坟上冷清清。唐代杜牧的名句：“清明时
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些诗句都十分真切地反映
了当时清明扫墓时的情景和氛围。



为什么要在清明扫墓呢?这大概是因为冬去春来，草木萌生。
人们想到了先人的坟茔，有否狐兔在穿穴打洞，会否因雨季
来临而塌陷，所以要去亲临察看。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
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燃香奠酒，烧些纸钱，或在树枝
上挂些纸条，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
至于祭扫的日期，各地风俗不同，有的是在清明节的前十天
后十天;有的称“前三后三”;有的在清明前后逢\单\日举行;
有些地方扫墓活动长达一个月。

祭扫烈士墓清明祭祖扫墓，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敦亲睦族
及行孝品德的具体表现。自古以来，清明扫墓不光是纪念自
己的祖先，对历史上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人民
都会纪念他。清明节祭扫烈士墓和革命先烈纪念碑，已成为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形式。

(二)、学会去爱

1、讲英雄故事

2、录象片段：解放战争

邦是小我，是小爱，他们才是大我，是大爱。

3、诗朗诵《站在烈士纪念碑前》

班主任总结：通过今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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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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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俗、风情和传统美
德。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

1、同学们，有一首诗想必大家都很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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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杜牧的这首诗提到了我国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节日——清明
节。清明，既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又是我国最重要的
祭祀节日。

3、清明节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每年的清明，人
们都会从五湖四海纷纷赶到自己先人的陵墓前，洒下一壶热
酒，聊表思念之情，也会在烈士墓前，献上一束鲜花，表达
对先烈的感激之情。

4、我国为清明节特别设定了假期，表示对节日的重视，不久
前，清明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下周我们将迎来
今年的清明节，让我们一起更深入地了解它，争取在节日里
过的更有意义。

清明节传统教育班会记录篇十

一、活动目的

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把握重阳节



尊老敬老的节日内涵，重点突出尊老敬老、厚德仁爱主题，
通过组织各类主题活动，引导师生养成尊老、敬老、孝老、
助老美德，弘扬孝老爱亲、老有所养的美德善行，积极营造
校园文明、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的浓厚节日氛围，把重阳节
办成道德节、仁爱节、孝道节、文化节。

二、活动内容

1.开展“孝老爱亲传美德”经典诵读活动。在广大中小学生
中广泛开展以孝敬、友善、节俭和诚信为主要内容的经典诵
读、诗文朗诵和优秀诗歌征集等活动，引导中小学生传承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孝老爱亲传统美德。

2.开展“慰问关爱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学生志愿者
深入孤寡老人、病残老人、特困老人、空巢老人家庭和敬老
院，开展打扫卫生、节目表演等送温暖活动，为弱势群体老
人送去物质和精神上的关爱，塑造青少年学生尊老敬老爱老
的道德品格。

3.开展“孝心少年好模范”巡讲报告活动。举办最美孝心少
年孝老爱亲先进事迹报告会，宣传敬老、爱老、助老典型事
迹，传递孝老爱亲正能量，引导青少年学生见贤思齐，提升
道德素养。

4.开展“登高赏菊乐重阳”民俗体验活动。各区县、学校在
重阳节期间要结合实际，突出重阳节的文化内涵，组织开展
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等传统文化活动，引导学生
体验传统节日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感。

三、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重阳”主
题活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抓手，是



丰富学校师生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各区县、学校要高
度重视、科学安排，加强组织领导，制定活动方案，确保活
动有序开展。

2.创新形式，抓好结合。要与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开
展得有声有色，深入扎实。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学生原则，积极创新活动形式和载体，精心设计学生乐于
参与、便于参与的活动项目，增进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3.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区县、学校要发挥各自优势，通
过开辟网上专栏、制作公益广告等途径，采取消息、图片、
特写、综述等多种形式，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地做好宣传报
道，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