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会设计方案个 班会设计方案(优质7
篇)

方案是指为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步骤和措施。
那么方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
案策划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班会设计方案个篇一

现在的家庭中，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家中享受着祖
辈、父辈们多方面的关心，有的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
爸妈妈六个人疼着一个孩子。许多家长视自己的子女为“小
皇帝和小公主”，什么事都有自己包揽下来，耳朵里经常听
到的是“放那儿，让我来吧”这些话，就不舍得让孩子干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年级的孩子刚从幼儿园的小朋友成为
一名小学生，学习任务相对加重，长辈们就更是生怕孩子累
着了，更是事事包办。甚至连孩子的书包也要代劳收拾。学
生早上来校不交作业，问其为什么，回答说是家长没帮他装
进书包，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其实家长们哪里知道这样
不但不能在孩子心里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反而助长了孩子
们惰性，而且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是有害无益的。因此，教育
孩子用自己的双手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养成良好的劳动
习惯、为自己拥有一双勤劳的双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已是迫
在眉睫。所以我决定召开“我有一双勤劳的手”的主题班会。

二、班会目的

1、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以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责任感

2、树立学生别人的事情帮着做的为他人服务的意识

3、激发学生劳动的兴趣，引导学生不会的事情学着做的劳动
意识



4、针对我班现存的卫生情况进行集体事情大家做教育

三、班会准备

多媒体课件、音乐、学生劳动的照片

四、班会过程

活动环节

一、课题导入

1、让学生猜：十个小朋友，你有我有大家有，十个小朋友，
左边五个右边五个，十个小朋友，只会做事，不会张口。

2、《人有两件宝》儿歌表演

3、让学生讨论自己的手有什么作用。

4、复习《小白兔和小灰兔》

5、小品《手的自白》

6、导出课题：我有一双勤劳的手。

1、谜语导入，提高学生兴趣。

2、让学生自由讨论发言，对主题的引出作一个铺垫。

3、同时也给学生一些初步的感知，知道自己的手不仅会做，
而且能做很多事。

1、让学生看正在做家务的学生的照片。让学生发言，自己会
做哪些。



3、整理书包比赛

小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4、你们勤劳的双手除了做自己的事情以外，还为别人做过事
吗？让学生看看一些小朋友为长辈做事的照片。

小结：别人的事情帮着做

5、让学生看图片分辨，8类事情我们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

小结：不会的事情学着做

6、让学生看两种教室的对比图片，感悟教室环境的重要性。

小结：集体的事情大家做

1、让学生自由发言，对别的学生也一种激励。

2、整理书包比赛让小朋友活动起来，调动积极性，同时也有
教育意义

3、让孩子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
的事情学着做，集体的事情大家做。

4、让学生在交流中沟通和感悟，了解别人会做的事情，也激
励自己也去努力。

总结：

1、读儿歌

2、小朋友们今天学到了什么？

引出：我们要有一双勤劳的小手



3、唱歌：《我有一双勤劳的手》

通过一首激励勤劳的儿歌再一次激发学生做一个勤劳孩子的
意识。总结本次班会的主旨，让学生自由发言，在歌声中结
束本次班会活动。

班主任发言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双勤劳的手，这样才能做到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这样的
小朋友才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同学老师负责的好
孩子。也只有这样，才大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让自己的
人生变得更有意义。老师也相信，我们班的小朋友一定能让
自己的手做出许多有有意的事情。

六、反思重建

反思：

1、首先四个小责任感教育层次不够清晰，应该在每一个小节
结束后都对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有一个突出的小结，让学生
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2、整理书包的环节应该以孩子为主，比如在比赛结束后，要
对如何整理书包做一个归纳性的总结，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很
清楚该如何整理书包，可以尝试让学生来评价三位小朋友整
理的书包如何。

3、学生交流：哪些事情应该自己做？事先可以让学生进行小
组讨论，再来交流发言，最后老师作归纳性的总结，让学生
清楚的知道哪些事情是要自己做的。

重建：



一、揭题

1、猜谜语

十个小朋友，你有我有大家有，十个小朋友，五个在左，五
个在右，十个小朋友，只会做事，不会开口。

（课件出示双手图片）

2、小品《手的故事》

学生表演小品《手的故事》，由此引出班会主题《我有一双
勤劳的手》，并齐读。

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观看照片：小朋友在洗自己的袜子，铺床，整理书包等

2、学生交流：我会……

3、整理书包比赛

尝试主要让学生来评价，再根据学生评价的情况再以点评。

小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三、别人的事情帮着做

1、观看照片：小朋友在帮家人扫地、洗碗、晒被子等

2、学生交流：我帮别人……

小结：别人的事情帮着做

四、不会的事情学着做



1、提问：遇到不会的事情该怎么办？

（出示照片：一个小姑娘正在帮妈妈洗碗，从看到自己实践
的过程。）

小结：不会的事情学着做

4、行为辨析：哪些事情能学着做？哪些事情现在还不能学着
做？

五、集体的事情大家做

让学生看两种教室的对比图片，感悟教室环境的重要性。

六、总结

1、学生交流班会课的收获

2、齐诵儿歌

3、小结：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别人的事情帮着做

不会的事情学着做

集体的事情大家做

4、学生演唱歌曲《我有一双勤劳的手》

班主任发言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双勤劳的手，这样才能做到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这样的
小朋友才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同学老师负责的好
孩子。也只有这样，才大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让自己的
人生变得更有意义。老师也相信，我们班的小朋友一定能让
自己的手做出许多有有意的事情。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班会设计方案个篇二

(二)明白中学生交往的主要对象是老师、同学和家长；

(三掌握正确处理好与同学、老师和家长之间关系的技巧，注
意提高自己的交往能力。

着重启发学生注意提高交往的技巧，包括在家如何与父母相
处，在校如何与老师、同学相处，在校外如何与他人交往。

小品、演讲、讨论

(一)确定活动主持人，并认真做好主持过程的准备工作。

(二)编排小品剧。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分别编写小品内容
及表演形式，提前做好排练工作。

(三)请文笔好且善长演讲者准备演讲稿及配乐演练。

(一)看画悟理

主持人：首先思考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和他人交往?请大家观
看这样一个画面，(投景仪在屏幕上显示出一只孤雁无助地在
天空中飞翔)然后思考下画中的含义是什么？请同学们自由发
言。

由三至四位同学谈个人对面面的理解。



主持人：以上几位同学讲的很好、此画面说明孤雁难行。那
么，我们每个人如同大雁一样，离开了社会群体就会在生活、
学习、工作以及今后的事业等方面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甚至无法生存。谁能从亲身经历和身边发生的事例说明这
个道理。

(二)典型举例介绍

1、由两名同学讲自己亲身感受。

学生甲：过去我性格孤僻，不爱和别人交往!课下总是一个人
坐在位子上埋头看书，—在家也不愿意和父母交流自己对周
围事物的看法，遇到学习上的难题既不敢向老师请教，也不
愿请同学帮助，结果学习越来越吃力，怎么努力成绩也上不
去。后来经过心理辅导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使我明白了必须
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主动和家长、老师、向学交往，我
逐渐变得开朗了，乐于和大家在一起交流思想、探讨问题了，
学习成绩也逐渐提高了。

学生乙：小学五年级时，我的父母离异了，当时我必中苦闷，
怕同学们瞧不起我．，议论我。原本开朗的我变得沉默了，
上学和放学独来独往，集体活动很少参加了，班主任找我谈
话，我也不吐露真情，我觉得未来的憧憬破灭了，从此学习
精神不集中，学习成绩随之下降。在班主任多次家访和耐心
引导下，使我正确认识了家庭环境的变化，懂得了要面对现
实重新振作起来，班长也主动帮助我弥补学为上的缺陷，我
增强了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小学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咱
们学校。

2、由一名学生介绍身边典型事例。

学生丙：讲述了她小学的好朋友因自卑心理太重，害怕与老
师和同学交往，对父母的高期望感到压力太重，考不好非常
苦闷，但又不向任何人诉说，因怕影响学习而不参加班集体



活动，享受不到集体生活的愉悦和欢快气氛……久而久之，
学习成绩不仅没提高，体质也下降了；毕业成绩也不理想，
勉强及格。

3、主持入：可见，人离不开交往。正如美国作家肖伯纳所说
的名言一样“如果你有—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
我们仍只有一个苹果；如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
彼此交换，我每个人就有了两种思想。”(用投影仪打出)让
我们在交往中不断获得真知，在交往中享受人生的快乐，在
交往中去寻求人生的真谛。中学生的交往对象主要是父母、
同学和老师，当然还要与社会中的其他人交往，那么，让我
们首先探讨一下如何与父母、同学、老师之间交往呢?请看小
品剧。

(四)表演小品剧

1、“母女俩”

主要剧情：母亲生病，孩子不闻不问，只知朝母亲要零花钱，
母亲对孩子进行教育，但态度有些简单粗暴，孩子不接受，
对母亲大加顶撞；狠狠地甩了一下书包，离家而去。

2、“考场上发生的事情”

主要剧情：考场上，学生甲有一道题不会答，就偷看同桌学
生乙的卷子，乙将卷子合上没给甲看。考试结束后，甲指责
乙，并用讽刺的语言挖苦乙。乙很气恼，认为自己的行为是
对的，就和甲据理力争，双方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

班会设计方案个篇三

通过清明节的主题教育，让同学们了解清明节是中国的一个
传统节日，另外还通过这次班会让学生了解清明节的一些习
俗，清明节的历史由来。通过这次主题教育，还让学生来缅



怀先烈，知道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二、活动时间：4月5日

三：活动地点：二年级一班

四、活动过程：

(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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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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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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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片欣赏的形式让同学们体会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小组内交流班会体会。

2、指名让学生体会，及时表扬说得好的同学。

3、引申：

4、作业：利用假期得时间跟自己的父母去祭扫先祖、参加植
树活动，为祖国添绿色。

(三、)师生总结。

班会设计方案个篇四

依据初二学生的自我意识的提高，作为未成年人，他们在自
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我改正方面有较大的不足，
因此在面对中考的成绩后出现部分学生不能够正视自己的问
题，与父母、老师的关系紧张，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
针对这一情况，通过课前的准备，利用主题班会，使同学们
能充分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合理处理好与老师、家长的关
系，在此基础上能进一步超越自我，从而以更好的状态迎接
期末考试。

教学准备：

1、了解和分析中考的情况，将存在问题进行归类。

2、筛选一些诗歌等内容和一些事例。

3、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和对未来的倾向，对症下药。

教学时间：



12周周一下午第8节

教学过程：

一、引入[中考分析]

成绩情况、目前表现现状

二、存在问题

1、不能正确认识自我

古希腊人把“能认识自己”看作是人类的最高智慧。“认识
自我”这句镌刻在古希腊德菲尔城阿波罗神庙里唯一的碑铭，
犹如一把千年不熄的火炬，表达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内在要求
和至高无上的思考命题。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
对于自我认识的程度，对其自身发展而言，尤显重要。北宋
文学家苏轼写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
们十四、五岁了，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能够主宰自己的一
切了。但是你们却很少分析自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不了解自己，就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就难以提高。

2、对父母的教导产生抗拒心理

3、不愿意接受老师的教育

自从你们上学起，就离不开老师这个词。小学时，你们将老
师当作是引路人，循着老师的足迹前进。上了中学，你们成
熟了，不再事事以老师为中心，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老师
的教导在你们的耳朵里渐渐成为一种唠叨，偶尔的批评与斥
责也让你们产生不满的情绪，其中就包含着对立。

4、不够自信

爱迪生曾经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缺乏自信，就



像鸟儿失去了翅膀，鱼儿离开了水源，树木缺少了阳光， 拥
有自信而成功，缺乏自信而失败。例如：1951年，英国一个
叫弗兰克林的人，从自己拍好的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上发现
了dna的螺旋结构。随后，她还就这个问题做了一次演讲。但
由于对自己缺乏信心，她怀疑自己的假说未必正确，因此很
快就放弃了这个假说。1953年，美国科学家沃森和英国科学
家克里里克，也从照片上发现了dna的分子结构，提出了著名
的dna双螺旋结构学说。有人把此学说的提出看作是生物学时
代到来的标志。沃森和克里里克也因此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
尔奖。

5、不重视基础的学习

许多同学好高务远，课本上的、简单的、基础的内容和习题
不屑去看和做，但考试恰恰就是在细节上和基础上的竞争，
一些同学常常说：“我做了那么多的习题，看了那么多的课
外书，怎么就是考不好？”其实就是不重视基础的训练和塌
实的作风。

三、各抒己见，解决问题

同学发表看法和对问题的理解??

四、教师总结

大家谈的很好，最后老师给大家几个建议：

1、 正视老师、家长的批评和教育，主动进行沟通和交流，
不把问题留在心理。

3、要不断地鼓励自己，保持自信，最后，送一首诗《为自己
喝彩》

也许，



你想成为太阳，

可你却只是一颗星辰；

也许，

你想成为大树，

可你却只是一颗小草；

也许，

你想成为伟人，

可你却只有平凡。

但是，

星辰也有动人的光芒，

小草也有强健的力量，

平凡也能演绎生命的乐章。

为自己喝彩，

喝彩出学习的万丈激情，

喝彩出前进的不竭动力，

喝彩出人生的绚丽篇章。

班会设计方案个篇五

目前，中小学生课务较重，课后除了完成作业之外，不是玩



游戏就是看电视，眼睛的负担很重，平时参加体育活动又较
少，学生的视力情况不容乐观。为此，设计召开“预防近视
珍爱光明”的主题班会。

在6月6日“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通过本次主题班会，对
全班学生进行爱眼教育，切实加强学生对视力的保护，降低
学生近视发生率，提高学生对眼保健的重视，让学生体会到
预防近视、保护眼睛的重要性。

歌曲，诗歌朗诵，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组合。

主题班会幻灯片制作;全班合唱歌曲;组诗。

班会课

(一)由曲《爱眼健康歌》导入本次班会。

(二)播放视频资料，让学生明确眼睛的重要性。

(三)伴乐诗朗诵

先由班主任朗诵《中小学学生预防近视眼基本知识与要求》，
再由五组学生分别朗诵《小眼睛，大世界》《心灵的窗户》
《保护眼睛》《爱眼诗》《眼睛》。(这五组诗都是学生自己
创作而成)

(四)“爱眼知多少”知识问答。(课前，已经给每个小组发放
了有关爱眼资料，知识问答题目就是出自这些资料之中。)

(五)播放视频资料(学生读书、写字姿势不正确，学习、看电
视、上网时间过长，不注意眼睛卫生等相关的不爱护眼睛的
资料)，让学生谈感受(学生先在小组内交流，统一认识，然
后再全班交流)。

(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爱护眼睛?(学生小组交流



后再集体交流，并统一认识)

1、读书写字姿势要端正;

2、不再强光和弱光下看书;

3、不能长时间看电视、玩电脑，看时保持一定的距离;

4、认真做眼保健操。

(七)全班合唱《深深爱眼操》。

(八)班主任老师作总结。

班会设计方案个篇六

针对问题：我班个别学生存在早恋苗头，关系暧昧，不仅影
响成绩，还破坏学习风气，甚至存在危险因素。

班会目的：使同学们认清早恋现象的危害和弊端，引导学生
把爱慕转化为纯洁的友谊，形成健康的异性交往观念，利
用“异性效应”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顺利地渡过青春期。

场景布置：简约风格，主要利用黑板，由同学们自行设计，
突出主题，配以图画艺术字。

幻灯片呈现、学生讨论发言、案例分析、情景再现

教师通过幻灯片的形式呈现教育内容，设计案例、情景让同
学们进行分析，小组讨论，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心理辅导
的效果，最后让同学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教师注意引导。

过程中鼓励学生随时抒发自己的感想、困惑，全体师生共同
交流，形成和谐、舒适、畅所欲言的氛围。



准备工作：提前三天发布主题，班委协调布置黑板。

让同学们谈谈什么是伟大的爱情。

明确：1、对爱情的憧憬是正常的；

2、只有成熟的爱情才会长久，真正的爱情是忠贞的，双方互
相尊重、彼此独立又能共同承担责任，经历风雨）

明确：爱情需要面包和牛奶，也需要双方具有健全的人格

明确：早恋往往是不理智的选择，难以持久，容易造成过度
狂热和痴迷，产

生偏激行为。

1、学生参与，案例展示，学生自主讨论，揭示早恋危害。

案例一：失恋少年自杀生命垂危

案例二：初中生情侣卧轨自杀身亡

案例三：中学生偷尝禁果的结局

同学们讨论交流，发表看法。

注意：由于话题的敏感性教师要注意控制学生的情绪，班会
气氛的把握尤其重要，同学们的言论要建立在深入的思考之
上，畅所欲言的同时，杜绝轻浮、出风头、不负责任的话语。

明确：

1、中学生的心理具有情绪化、好冲动、承受力差的特点。

2、早恋危害中学生身心健康，容易产生极端行为。



3、一旦发生越轨行为，两人都会陷入恐惧和痛苦的境地当中，
女生更是遭受身心重创。

2、结合身边事例，同学们谈谈早恋的危害还有那些？

自由发言。

重点强调早恋对学习产生的不良影响，感情促进学习的想法
是幼稚的，早恋势必会造成成绩大幅度下降。早恋还容易引
起犯罪。

1、测一测：你的自控力如何？

通过心理小测试提高同学们的参与感，活跃气氛。

2、情景再现（小忠、小双、班长的故事）

如果你是他们，应该分别作出怎样的处理？

学生发表看法，教师指导，对于同学们采用的好的处理办法
及时给予肯定，有失妥当的及时加以引导。

如果已经有早恋的苗头，就应悬崖勒马，及时寻求老师和家
长的帮助，减少交往；当面对他人的追求时，要明确态度，
委婉拒绝，晓之以理。

从穿着打扮、语言、心态、行为举止等方面对同学们提出建
议。

每位同学小组内总结心得体会，组长汇总展示。

教师点评指导，并发表结束语。

结束后的反馈



关注同学们在班会后的反应，使此次班会发挥更好的效果，
指导实践。

班会设计方案个篇七

对小学生进行礼貌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讲文明、有礼
貌、重礼仪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的需要，是他们个人内在修养
的表现，也是他们将来走向社会人际交往的必备素质。如果
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养成了良好的文明礼貌行为习惯，将
来在社会生活和工作中，就能受到别人的尊重，就能建立一
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就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要从小抓好这一
教育，因为不仅关系着一个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更关系着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

班会目的：

1、使学生懂得讲文明、讲礼貌是小学生必须遵守的日常行为
规范。

2、培养学生讲文明、讲礼貌的好品质。

3、使学生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做一个讲文明礼貌的好孩子。

班会准备：

1、分组排练童谣、三句半等。

2、搜集关于文明礼貌的知识和童谣。

班会过程：

主持甲：各位老师

主持乙：各位同学



主持合：下午好!

主持甲：欢迎参加五年级(1)班文明礼仪伴我行主题班会。

主持乙：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老师们的到来。

主持甲：朝霞托着红日，徐徐从东方升起。

主持乙：阳光带着彩绸，舞动着撒满大地。

主持甲：春风吹，阳光照，语言美，行为美，

主持乙：尊师长，敬父母，友同学，爱朋友。

主持合：让我们从小讲文明，讲礼貌，五年级(1)班《文明礼
仪伴我行》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一、分组朗诵童谣《懂礼貌的孩子人人夸》

小组1、我有一张——甜嘴巴

小娃娃，甜嘴巴，喊妈妈，喊爸爸，喊得奶奶笑哈哈。

小组2、我在车上给老奶奶——让座

大汽车呀，刚停下，一位奶奶上车啦。老奶奶，年纪大，我
把座位让给她。老奶奶，把我夸，你真是个好娃娃。

小组3：同学摔倒——我来垃。

天上下雨，地上滑。弟弟摔倒，我来垃。替他拿书包，把他
送回家。

小组4：一位老奶奶，等车雨里站，乐乐看见了，赶紧跑上前，
踮起两只脚，送上小雨伞，奶奶乐坏了，亲他小脸蛋。



二、欣赏三句半《我是礼仪小标兵》

甲：我是礼仪小标兵

乙：文明礼仪我先行

丙：改掉陋习树新风

丁：快行动

甲：废品垃圾不乱扔

乙：回收利民有大用

丙：变废为宝礼仪花

丁：花红

甲：随地吐痰坏毛病

乙：损人利己传疾病

丙：管住自己手和嘴

丁：准成

甲：花草打扮东郭城

乙：掐花踏草太无情

丙：止住你的手和脚

丁：别动

甲：小鸟啾啾叫不停



乙：蛙鼓齐敲唱文明

丙：不能你乐大家愁

丁：无情

甲：举止言谈讲文明

乙：人人文明讲卫生

丙：身体健康不生病

丁：太平

甲：寻根问礼讲文明

乙：不让陋习漫天行

丙：空气清新精神爽

丁：好心情

甲：载人飞船遨太空

乙：神州大地齐欢腾

丙：从小立下凌云志

丁：快用功

甲：风景如画东郭城

乙：礼仪学校文明情

丙：争做文明小主人



丁：文明星

三。请听诗朗诵《手拉手，为文明歌唱》

让我们手拉手，让我们手拉手

一起为文明歌唱，

唱文明给心灵吹来清风，唱文明给青春增加活力，

唱文明给生活留下意义;

让我们手拉手，一起为礼仪歌唱，

唱礼仪为语言抹上蜜糖，唱礼仪为行为保驾护航，

唱礼仪为前进插上翅膀;

让我们手拉手，一起为文明歌唱，

唱心中规划的瑰丽蓝图，唱梦中向往的美好前程，

唱诗中营造的深刻意境

让我们手拉手，一起为文明歌唱，

唱文明的大潮流奔涌激荡，唱文明的道路一天天宽广，

四、欣赏《拍手歌》

你拍一，我拍一，道德规范记心里。

你拍二，我拍二，学习行动要一块。

你拍三，我拍三，礼貌用语记心间。



你拍四，我拍四，文明礼貌要牢记。

你拍五，我拍五，按照规则过马路。

你拍六，我拍六，尊师敬老还爱幼。

五、小记者采访

主持乙：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电视台的小记者来啦!让我们
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小记者的到来。

小记者：嗨，大家好!我是中心小学红领巾广播站的小记者我
姓，叫。听说咱们班正在开文明礼仪班会，所以我们特地来
采访采访大家。

小记者：你真有礼貌。

甲：谢谢!

小记者：请问，当你在十字路口迷路时，你怎么问警察叔叔?

乙：警察叔叔，我迷路了您能告诉我常春路怎么走吗?并且我
还要对警察叔叔说声谢谢。

小记者：嗯!有礼貌，真棒呀!

小记者：请问，当你想向同学借笔用时，你怎么说?

丙：红红，我的笔坏了，你能接我一支笔吗?

小记者：这位同学说话真有礼貌，我有笔也愿意借给你

丁：王叔叔您好!您请进，我爸爸出去了一会就会来，您先坐
这等一会，我去给您倒茶。



小记者：ok!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小记者：看来同学们个个语言优美顶呱呱!

(全班齐朗诵)

晨风轻轻吹，我们到校内，

小雏鹰飞得高，红领巾胸前飘，

人人做到语言美，我们从小讲礼貌。

我的采访就到这里，谢谢你们的合作!再见

主持甲：谢谢小记者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