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会设计比赛 班会活动设计方案(优质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班会设计比赛篇一

1、愿意参与游戏“猜照片”，并能用较响亮的声音表达猜测
的结果。

2、通过观察照片，借助教师所给特征提示进行猜测。

3、体验与同伴共同欣赏小时候的照片、大胆猜测的快乐。

1、班级所有幼儿周岁照片每人一张及现在的照片一张，活动
前分上下两排贴在磁板上。

2、幼儿用书。

1、玩游戏：请你猜猜我是谁。

游戏玩法：请所有的幼儿闭上眼睛，老师随意摸一个幼儿的
头，被摸到的幼儿说：“请你猜猜我是谁？”期于幼儿根据
声音猜测。

2、观察周岁照片，进行猜测游戏。

教师出事幼儿照片，从中任意挑一张照片。

教师出示照片一张，问：“请你猜猜我是谁？“幼儿回答后，



教师询问为什么？如果幼儿猜不出来，教师可以提示他的一
个明显的特征，帮助幼儿猜测。

3、通过观察，指认好朋友的照片，并将好朋友小时侯的照片
与现在的照片连线。

谁愿意上来找出你的好朋友小时侯的照片？

4、游戏《找朋友》，孩子们在音乐声中寻找自己的好朋友。

教师可以将孩子不同时期的照片投放到操作区角，引导幼儿
进行配对活动。

班会设计比赛篇二

一、班会背景：

高中是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确立理想、立志成才，对以后
的人生走向有重要的作用。我设计了这次主题班会，培养学
生确立目标，做有理想的人。

二、班会目的：

2、帮助学生寻找自己的理想，早日确立学习目标，努力学习，
积极向上;

3、通过活动，让学生清醒地对自己有定位，确立目标，成为
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少年，扬起理想风帆，到达成功彼岸。

三、班会准备：

1、选择组织能力较强的男、女同学各一名担任主持人，并在
课余时间进行排练;



3、演讲选手的挑选和排练;

4、小品演员的挑选和排练;

5、组织学生收集有关理想的名言警句;

7、音乐、多媒体的准备。

四、班会流程：

(一)班会流程

1、主持人开场引入主题

2、同学讲故事，谈理想(结合故事内容，用多媒体展示主人
公相关生活照片);

同学演讲，谈理想(背景音乐：纯音乐)

3、小品剧《我的未来不是梦》的表演

4、名言警句畅谈环节

5、“我的理想”交流分享环节

6、主持人总结，宣布班会结束(背景音乐：明天会更好)

返回目录

班会设计比赛篇三

教学目标：

1、认知：通过本次主题班会，使学生了解挫折在人生路上的
不可避免性；提高挫折的.承受力，掌握对待挫折的正确方法。



2、情感：使学生树立信心，让挫折成为自己向上攀登的垫脚
石。在遭遇挫折时，能善待挫折，努力战胜挫折，做生活的
强者。

3、行为：通过讨论发言，使学生能够正确对待挫折，提高抗
挫能力，掌握正确对待挫折的办法。

教学过程：

一、认识挫折

1 、导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祝愿他人万事如意，心想事
成，一帆风顺等等，但是恐怕并没有人真的相信能够象他人
祝愿的那样，那些祝福只是人们良好的愿望而已。在现实中，
每一个人的生活道路都不可能是一条笔直、宽阔、平坦的大
道，总是布满坎坷与荆棘。坎坷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存在着，
只不过或大或小罢了，它们就是我们平时所遭受的挫折。

2、个案分析

19，13岁的高士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学校授课全部要用英语，可高士其入学时只懂一点英语。入
学时，除了英语他的各门功课都特别突出，学校特准他一入
学就跳了一级，怎么办？他不懂英语，是无法听课的，时间
一长，各门功课都有要落下来。少年高士其遇到了人生中的
第一次较大的考验，可以说这是遭受的第一次挫折。但高士
其没有退缩，没有等待，没有犹豫，他是个迎着困难上的人。
他把英语单词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每天清晨一起床就背。有
些单词发音不准，他就用家乡福建话注音，就这样他硬是把
一个个单词背下来了，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竟然获得了英语
优等奖章，而且接着又开始自学起法语和德语来。

3、组织学生讨论：



（1）少年高士其遇到了什么问题？他是怎样对待的？

（2）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相似的经历，你是如何对待的呢？

二、了解挫折

1、谈谈同学心目中的能算得上“挫折”的事例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理想，有一个奋斗的目标。有志者
总会不断地努力，向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迈进，但在奋斗的过
程中，总难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挡住你前进的脚步。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产生不安、失意等情绪体验，并伴
随着相应的外部行为反应，这就是挫折。

2、分析挫折可能产生的原因。（学生讨论）

师总结：有自然环境和时空限制，人的生老病死、天灾人祸
造成生离死别，同学之间的矛盾、家长和老师的不理解，人
的容貌、身材、体质、能力、知识水平等的限制，这些因素
都有可能导致挫折。

三、感受挫折

1、请同学具体谈谈自己所经历的一些挫折及受挫后的反应

师：同学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挫折，请同
学们谈谈自己遇到的挫折故事，并谈谈受挫后的反应如何？
生：（积极发言）

2、请同学谈谈伟人或名人是如何对待挫折的。

3、谈谈古今中外因为受挫而一蹶不振的事例。

四 、善待挫折



1、善待挫折

过渡：由上面的讨论，同学可能会发现，同样的挫折，不同
的人，不同的心态下往往会有不同的结果。谁能说一说，遇
到了挫折后我们应如何对待呢？ 生：（讨论）

师：对挫折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心理准备，要培养坚强的意志，
还要多与人交流。

2、师生共同探讨善待挫折的方法。

师：我们在遇到挫折后，会用哪些方法对待呢？

生：写日记、听音乐、打球、购物等等。

师：渲泄法、音乐疗法、转移注意法。

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我们事业成
功的基石。经历挫折，可以磨炼我们的意志，可以促使我们
去学习更多的知识，迎接更大的挑战。

五、欣赏歌曲，并寻求榜样的力量，战胜挫折。（《真心英
雄》）

1、欣赏歌曲，并感悟其歌词的涵义

师：我们同学都喜欢遇挫折有承受力的人。那么我们也不必
怕挫折，刚才歌中唱得好“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讲出了：
人必须经历挫折，才能培养出坚忍不拔的抗挫折能力，要勇
于正视挫折，磨炼自己，才能取得成功。“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2、请同学列举一些虽遭挫折但顽强抗争，最后取得成功的典
型事例，以激发其战胜挫折的斗志。



3、即兴演讲表心愿

六、结束语

班会设计比赛篇四

“增强体魄愉悦身心亲子同乐”

5月6号

xx小广场

xx社区育龄妇女和青少年

感恩母亲节

一：前期

宣传方式：

前期报名：社区居民小组长和信息员负责收集和统计参与活
动的青少年人数

二：中期

活动开展：

2、参与活动人员于下午14点准时到达会场，14点半准时开始
活动。

3、具体活动内容：

一、“我来保护你”踩气球游戏；

二、贴鼻子；



三、你划我猜；

四、筷子传乒乓；

五、果盘运水来回跑。

注意事项：

1、活动举办之前，要先对游戏进行试运行，看效果。

2、活动开始前，有主持人向参与者介绍活动的顺序及活动的
规则。

3、每个活动需要专人进行负责。

4、有专人进行记录时间。

评分标准及奖项设置：

1、每位参与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活动项目即能得到自己想要
的礼物。（现场由主持人颁发）

2、每位参与者，参与活动即能获得纪念奖。

人员安排：

1、主持人：2名(xxx、xxx)

2、游戏人员：7名

3、现场机动人员：3名

三：后期

附录1：游戏项目



游戏1：“快乐三足行”

游戏2：贴鼻子

游戏内容及规则：

在黑板或大海报上画个大脸，画上眼睛，嘴巴，让参加者蒙
上眼睛转三圈后由此游戏的负责人指导到黑板或海报前试着
去找正确的区域贴上鼻子。贴对地方则通关。

游戏3：筷子传乒乓

两人一组，经过比赛，所花时间最少的小组为胜利者，最终
胜利的一组每人可获得×××礼品。

游戏4;果盘运水来回跑

两人一组，经过比赛，所花时间最少的小组为胜利者，最终
胜利的一组每人可获得×××礼品。

附录：活动道具的统计

活动道具：音响1个；话筒2个；绳带：4条；果盘：4个；遮
眼布：4条；黑板或海报，粉笔或贴纸；筷子10双，乒乓球20
个。

班会设计比赛篇五

(五)、(王雅茹和李浩主持)

刚才大家的讨论可真是十分热烈，同学们也提出了许多帮助
张力走出烦恼的办法，我也深受启发，下面我有一个神秘的
礼物要送给大家!



(此时教室的多媒体再次播放一段视频)

此段视频内容是关于王雅茹(王雅茹同学是本班同学中有着许
多好习惯的榜样)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一天的展示。

(由于这个环节是老师和王雅茹单独准备的，所以现场的互动
就完全没有预演，生成性问题和对主持人的考验将更加明显)

现场互动结束后此环节有王雅茹自己来进行小结。

(六)、梁静贤、王雅茹、陈燕、李浩主持

此环节由上面的四位主持人进行“好习惯我知道”接力。

王雅茹：(礼仪习惯)

(1)尊重长辈，听父母教导，不顶嘴，讲话态度诚恳。

(2)上学或外出回家见到父母、长辈有礼貌地问候，外出时向
父母道别，说明去向。(住校生在校须外出时，要请假，并跟
班主任说明去向)。

(3)进校第一次见到老师要主动向老师问好，进出校门、上下
楼梯遇见老师让老师先行。

(4)上课回答问题先举手，跟老师说要起立，进办公室前
喊“报告”。

(5)同学之间要互帮互助，不强欺弱，不叫同学绰号。

(6)参加升降国旗，要严肃、庄重、衣着整洁。

(7)讲话文明，不说脏话。

李豪：(学习习惯)



(1)课前要预习，学会带着问题听课。

(2)课前准备好学习用品，静等老师上课。

(3)上课专心听讲，不乱说乱动，勇于提问，积极回答，积极
思考。

(4)按时完成作业，做到独立、耐心、细致。

梁静贤：(生活习惯)

(1)

按时起床，不睡懒觉。

(2)起床、穿衣、洗漱、整理房间、吃饭行动快速、做事利索。

(3)上学不迟到、放学及时回家，不在路上打闹，不进网吧、
游戏室、歌舞厅等不健康场所。

(4)讲究个人卫生，经常剪指甲，不染发、不留长发，不穿奇
形怪状的衣服，穿戴整洁，不穿拖鞋进教室。

(5)积极主动打扫教室、寝室、不带瓜子、糖果等进入校园，
不乱扔拉圾，不乱涂乱画。

(6)在家帮助家长做力所能及的事。

(7)住校生按时就寝，按时起床，尊重他人，不在寝室里讲话，
更不能大声喧哗。

(8)要准时打扫及整理寝室，确保寝室整洁、干净。

(9)注意安全，关爱生命，不攀爬围墙。



陈燕：(节俭习惯)

(1)用水用电要及时关闭开关，节约用水用电。

(2)爱护桌椅、门窗，不乱攀折树木花草。

(3)爱惜礼物，不追求穿戴，不跟他人攀比。

(4)爱惜粮食，不随便丢弃饭菜，节约每粒粮食。

(5)不随便丢弃粉笔、扫帚、簸箕等教室、寝室用具。

(6)正确支配零用钱，不乱吃零食。

(7)不向父母提出过高的物质要求。

(8)走读生进出校园要随时配戴出入证。

(七)、小结反思(班主任)

周老师(我)：

看了同学们在班会班会中的热烈表现，老师也是深受启
发。(此时对刚才在班会中出现的生成性问题作深入简要的分
析和讲解，例如对于好习惯是如何养成，需要我们那些心里
品质等)

英国教育家洛克说：“一切教育都归结为养成儿童的良好习
惯。”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曼恩说过：“习惯仿佛像一根缆绳，我们
每天给它缠上一股新索，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变得牢不可破。
”

在我们班会班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周老师最想送给大家的话



是：“做习惯的主任，不做习惯的奴隶，你们准备好了吗?从
现在开始好习惯伴我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