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传统美德班会课件 端午节传统文
化教育班会教案(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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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美德班会课件篇一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等，体验端
午节的独特魅力，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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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xx年x月x日

本班教室

收集与端午节有关的资料、准备材料。

（一）走进端午。

主持人a：又到一年粽飘香，你们是否对华夏传统节日——端
午节有所期待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端午节是什么时候呢？
（生答）

主持人b：是啊，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
又称端阳节。端午节是我国二千多年的旧习俗，早在周朝，



就有“五月五日，蓄兰而沐”的习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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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雄黄酒等。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端午节去了解一下吧！

合：“粽叶飘香——话端午”主题班队会现在开始！

（二）话说端午。

1、端午说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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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诗人屈原因为担忧国
家兴衰，愤而抱石头投汨罗江自尽，而感动天下百姓，百姓
为怕鱼儿吃掉屈原尸体。于是用竹叶包成肉粽投入江中，并
且竞相划船（赛龙船）希望找到屈原的尸体，这就是端午节
的由来。）

（生讲《曹娥救父的故事》、黄巢及伍子胥的故事）

2、端午话习俗。

（赛龙舟、吃粽子、佩香囊、撮五彩线、喝雄黄酒、悬艾叶
菖蒲等。）

主b：那你们知道在我们安庆过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呢？

（吃粽子、吃咸鸭蛋、划龙舟、悬艾叶菖蒲、吃绿豆糕、撮
五彩线等。）

主b：那大家知道端午节最热闹的习俗是什么吗？（赛龙舟）

主b：谁能说说端午节为什么要进行赛龙舟比赛？

（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



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

（屈原跳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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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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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b：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五，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
洗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琳琅满目。除了这些，你们还
知道端午节哪些习俗的由来呢？（生结合屈原和黄巢的故事
谈喝雄黄酒、悬艾草的由来）

青、白、红、黑和黄色。这五种颜色从阴阳五行学说上讲，
分别代表木、金、火、水、土。同时，分别象征东、西、南、
北、中，蕴涵着五方神力，可以驱邪除魔，祛病强身，使人
健康长寿。五彩线象征五色龙，系五色线可以降服妖魔鬼怪。
民间喜欢用五彩线系在儿童手腕上（男左女右），俗称“长
命线”，以祈求压邪避毒，长命百岁。）

3、端午赛诗会。

主a：我们知道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为了纪念他，所
以有人把端午节还称作“诗人节”。现在谁来朗诵一首与端
午节有关的诗篇。（生可以选择其他与端午节有关的诗篇）

（1）七律《端午》（老舍）

（2）《浣溪沙》（宋·苏轼）

（3）《端午》（文秀）

（4）《渔家傲》（宋·欧阳修）

主b：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篇，已深入人心，



因此，在我国有关端午节民俗文化领域，大家都与纪念屈原
联系在一起。

4、端午习俗小游戏。

主a：今天，我们的许多活动也与端午节密切相连，我们先来
猜个谜语：三角四棱长，珍珠肚里藏，要吃珍珠肉，解带扒
衣裳。请问是什么呢？（谜底：粽子）

（1）包粽子比赛。

主a：下面我们就来个包粽子比赛，怎么样？

（主持人讲规则：每个小组选两名同学，准备好材料，在规
定的时间内看哪个小组包得又快又好。）

（2）撮五彩线比赛。

主b：接下来我们进行撮五彩线比赛。

（规则：每组两人合作，把各自准备好的五彩线拿出来，待
主持人喊“开始”，自己动手开始撮，看哪个小组合作的最
好。

（三）描画端午。

主a：为了纪念我们的传统佳节——端午节，我班的同学们都
办了手抄报，请各小组展示自己的手抄报，并评选出优秀的
手抄报。

（分小组展示手抄报）

合：两千多年的岁月，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算短短的一瞬
了，可是尽管大江东去，暮往朝来，诗人屈原的形象却依然



留在人们心间。让我们世世传递端午节，代代都记住他，一
位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

主b：“粽叶飘香——话端午”主题班队会到此结束。现在请辅
导员老师讲话。

辅导员讲话：看了刚才的主题班队会，不仅是同学们，包括
老师都对端午节加深了了解。我们记住了屈原，记住了我国
的传统文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今天，
我把屈原的这句话送给同学们，希望你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
不断勉励自己，不断进步！

传统美德班会课件篇二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等，体验端
午节的独特魅力，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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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xx年6月8日

501教室

收集与端午节有关的资料、准备材料。

（一）走进端午。

主持人a：又到一年粽飘香，你们是否对华夏传统节日――端
午节有所期待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端午节是什么时候呢？
（生答）



主持人b：是啊，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
又称端阳节。端午节是我国二千多年的旧习俗，早在周朝，
就有“五月五日，蓄兰而沐”的习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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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雄黄酒等。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端午节去了解一下吧！

合：“粽叶飘香――话端午”主题班队会现在开始！

（二）话说端午。

1、端午说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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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诗人屈原因为担忧国
家兴衰，愤而抱石头投汨罗江自尽，而感动天下百姓，百姓
为怕鱼儿吃掉屈原尸体。于是用竹叶包成肉粽投入江中，并
且竞相划船（赛龙船）希望找到屈原的尸体，这就是端午节
的由来。）

（生讲《曹娥救父的故事》、黄巢及伍子胥的故事）

2、端午话习俗。

（吃粽子、吃咸鸭蛋、划龙舟、悬艾叶菖蒲、吃绿豆糕、撮
五彩线等。）主b：那大家知道端午节最热闹的习俗是什么吗？
（赛龙舟）

主b：谁能说说端午节为什么要进行赛龙舟比赛？

(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
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

（屈原跳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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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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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结合屈原和黄巢的故事谈喝雄黄酒、悬艾草的由来）

（五彩线是用五种颜色的线制成。这五种颜色不是随便用哪
五种颜色就行，而必须是青、白、红、黑和黄色。这五种颜
色从阴阳五行学说上讲，分别代表木、金、火、水、土。同
时，分别象征东、西、南、北、中，蕴涵着五方神力，可以
驱邪除魔，祛病强身，使人健康长寿。五彩线象征五色龙，
系五色线可以降服妖魔鬼怪。民间喜欢用五彩线系在儿童手
腕上(男左女右)，俗称“长命线”，以祈求压邪避毒，长命
百岁。）

3、端午赛诗会。

主a：我们知道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为了纪念他，所
以有人把端午节还称作“诗人节”。现在谁来朗诵一首与端
午节有关的诗篇。（生可以选择其他与端午节有关的诗篇）

（1）七律《端午》(老舍)

（2）《浣溪沙》（宋苏轼）

（3）《端午》（文秀）

（4）《渔家傲》（宋欧阳修）

主b：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篇，已深入人心，
因此，在我国有关端午节民俗文化领域，大家都与纪念屈原
联系在一起。

（二）描画端午。



主a：为了纪念我们的传统佳节――端午节，我班的同学们都
办了手抄报，请各小组展示自己的手抄报，并评选出优秀的
手抄报。

（分小组展示手抄报）

合：两千多年的岁月，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算短短的一瞬
了，可是尽管大江东去，暮往朝来，诗人屈原的形象却依然
留在人们心间。让我们世世传递端午节，代代都记住他，一
位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

主b：“粽叶飘香――话端午”主题班队会到此结束。现在请辅
导员老师讲话。

辅导员讲话：看了刚才的主题班队会，不仅是同学们，包括
老师都对端午节加深了了解。我们记住了屈原，记住了我国
的传统文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今天，
我把屈原的这句话送给同学们，希望你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
不断勉励自己，不断进步！

传统美德班会课件篇三

二.班会时间：20xx年x月x日

三.班会地点：310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
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
我国的传统节日，无一不是从远古发展过来的，从这些流传
至今的节日风俗里，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
精彩画面，但是，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信息技术不断发达
的今天，人们忙着工作，几乎慢慢的忽略了这些祖祖辈辈流
传下来的节日，就算知道今天是这个节日，但是不知道这个



节日是干什么或纪念什么的。所以通过这次主题班会，鼓励
大家多了解这些传统节日。

五.班会过程：

1.班长讲话，提出班会的主题——关于“清明节”。因为马
上就清明节就要到来了，这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之一，
也是国家法定休息的节日之一，所以班会主要是关于清明节
的主题班会。

2.提出主题，班会继续开展，团支书向大家介绍了关于清明
节的一些知识。首先，清明节的来历，清明，夏历二十四节
气之一。在春分之后，谷雨之前。《历书》：“春分后十五
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因此
得名。”接着讲了清明节的由来以及有关的一些活动， 清明
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
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
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
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寒食节正确的日子
是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约在清明前后，因两者日子相近，
所以便将清明与寒食合并为一日了!清明节除了祭祖扫墓之外，
还有各项野外健身活动，使这个节日，除了有慎终追远的感
伤情怀，还融合了欢乐赏春的气氛;既有生离死别的悲酸泪，
又到处是一派清新明丽的生动景象。真是一个极富特色，非
常特别的节日。清明祭扫坟茔是和丧葬礼俗有关的节俗。据
载，古代“墓而不坟”，就是说只打墓坑，不筑坟丘，所以
祭扫就不见于载籍。后来墓而且坟，祭扫之俗便有了依托。
秦汉时代，墓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

3.班上同学发言，讲了自己对清明节的了解，主要是在节日
习俗方面，常言道：“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时至清明，
华南气候温暖，春意正浓。但在清明前后，仍然时有冷空气
入侵，甚至使日平均气温连续3天以上低于12℃，还有古代诗人
“清明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名句。清明时节活



动多种多样，有踏青，蹴鞠，扫墓，祭拜，荡秋千，放风筝，
植树等，不同地方都不大相同，但是扫墓几乎是每个地方都
有的，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按照旧的习俗，
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
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
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
家。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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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了
清明节的特殊气氛。

最后，班长这次班会进行总结，由于清明假期马上就到了，
同学们可以一起出去踏青，感觉一下初夏的气息和清明节日
的气氛。再次说明传统节日是经过祖祖辈辈就传下来的，作
为后人我们应该重视这些节日。班会最后，班长读了一首和
清明节有关的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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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这首诗，更好的表达
出了清明时节的气息，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群人，在清明那天，
冒着小雨，拿着祭品，在去墓地的路上行走着，去扫墓的情
景。

传统美德班会课件篇四

我们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同时也是
建设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精神力量。在学校开展中华传统
美德教育，对校园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对校园人际关系的
团结、和谐与发展，学校整体发展凝聚力的加强，都有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

认识并深入理解“仁义礼智信”；使“仁义礼智信”在“润
物细无声”中悄然实施，内化为实际行动，让中华传统美德
在新的形势下在生活中，在校园内，继承、弘扬、提高和发
展。

1.多媒体



2.文言字词的理解

3.收集仁义礼智信的故事，并准备图片解释

4.拍摄短片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开放的民族。

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哺育着中华儿女。传统文
化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光照人间。仁、义、礼、智、信是中
国人民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
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今天，我
们不去讨论道德和知识谁更重要。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和民
族最需要的是具有道德高尚的知识者。

（主题充满浓浓书卷气息，不妨可以采用慢慢打开画卷的形
式展现主题。类似奥运会开幕式的吧。）

根据形声字的特点，从拆字法中，感受每个字的意义。（最
好能通过动漫演示拆字法的过程，跃动而缤纷的部首能赶走
同学们对枯燥知识的无趣。也可以试着示例其中一个‘仁’
的展示，大可把剩下的四个字让学生自行解决。）

仁者，仁义也。指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
即为仁。 仁者，易也。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多设身处地为
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做事为人为己，即为仁。 儒家重仁，
仁者，爱人也。简言之能爱人即为仁。

？

义者，人字出头，加一点。在别人有难时出手出头，帮人一
把，即为义。 古字义，离不开我，用我身上的王去辨别是非，
在人家需要时，及时出手，帮人家一两下，即为义。



礼者，示人以曲也。己弯腰则人高，对他人即为有礼。因此
敬人即为礼。 古之礼，示人如弯曲的谷物也。只有结满谷物
的谷穗才会弯下头，礼之精要在于曲。

智者，知道日常的东西也。把平时生活中的东西琢磨透了，
就叫智。

观一叶而知秋，道不远人即为此。

信者，人言也。远古时没有纸，经验技能均靠言传身教。那
时的人纯真朴素，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故而真实可靠。 别
人用生命或鲜血换来的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不信是要吃亏的。
以此估计，信者，实为人类之言，是人类从普遍经验中总结
出来的东西，当然不会骗人。

听懂故事，连线匹配 （五个同学分别讲述一个预先准备好的
故事。锻炼演讲能力，体现演讲水平，考查听悟收获。先叙
述故事，每个字分别通过1个经典历史故事，配以极具中国特
色的原创工笔绘画插图，突出介绍每个字的意义与其内在的
深层含义，从而诠释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再请同学连线匹配。
）

《冯谖客孟尝君》。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好士，门下有食
客数千人，其中有一个叫冯谖，冯谖在孟尝君家曾弹剑唱道：
“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等歌，因而冯
谖食有鱼、出有车、他的母亲也得到了孟尝君的照顾。

备：《魏颗嫁庶母》、《楚庄王绝缨》、《苛政猛于虎》

《季扎还愿》。王子季扎在父王去世后主动把王位让给了大
哥，并出使各国。在徐国与国王徐公结下友谊，季扎见徐公
深爱自己的宝剑，心中默许出使回国时将剑赠与徐公。但季
扎回来时，徐公竟已经去世了。季扎来到徐公安葬处，将宝
剑摆放在墓前。



备：《身在曹营心在汉》、《 赵氏孤儿》、《庞涓忘义害孙
膑》

《孔融让梨》。在孔融小的时候，叔叔曾经给他出了一个难
题，让他把六个梨分给六个弟弟妹妹，但是必须还有一个梨
在盘子里。聪明的孔融想出了一个办法，圆满的把梨分了。

备：《程门立雪》、《张良拜师》、《逾期赴约失大礼》

《诸葛恪得驴》。三国时，吴王孙权在宴会上用一头驴来取
笑诸葛谨。在场的诸葛谨幼子诸葛恪机智聪明，不但解除了
父亲的尴尬，还受到吴王的赏识。吴王把这头驴赐给了诸葛
恪。

备：《聪明的孔融》、《曹冲的故事》、《郑人买履》

《明山宾卖牛》。明山宾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因为家贫，
不得不便宜卖掉家中的老牛，回家的路上，他又急急忙忙赶
回追上买主，讲明牛曾得过"漏蹄病"，已经治好了。围观的
群众称赞明山宾。

备：《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曾子杀猪》、《周幽王烽火
戏诸侯》

（预先摄制了一个短片，短片中记录了同学们在校园中的许
多不良行为，请同学们在观看片子的过程中指出错误行为。
我们将以小组为单位，采用竞答方式，看哪组发现得快，指
出的错误多。

看片子的目的是，提醒大家注意，讲究美德应该从中学生日
常行为规范开始，从遵守校纪校规开始，从小事开始培养自
己良好的品德。）

丢失了良知、道义、诚信、礼仪的现象，常常上演在我们身



边 ：

随便插话；上课吃零食；同学间搞恶作剧；

说谎；上完厕所不冲马桶；无休无止的上网打游戏；

在学生会里经常散布风言风语，在背后给人下套；乱丢纸屑；

颠倒是非，混淆美丑，撒谎骗人。

盗版书籍、山寨产品层出不穷。

假唱替身成为了家常便饭。

闯红灯，堵盲人道

好心扶起摔地的老人却反被咬作坏人。

过渡：继承美德不需要唱高调，因为美德就处处体现在我们
的一言一行中。

1、利用学校墙面、走廊、楼梯等，布置一些名言警句

2、开展黑板报、手抄报、辩论赛等大力宣传美德。

3、与人交际时，学会欣赏、鼓励、配合对方。

4、……

道德——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一个有道德的人，必定是一个
有文化的人。只有人们的道德意识提高了，才能让社会变得
跟美好。古往今来，“德”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品质，任何时
代，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就会使
人产生无尽的力量，能够创造无尽的财富！



其实，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其实很简单，只要做每一件事都用
心仔细想一想，多为他人考虑一点，道德就会伴随在你的身
边。在校讲文明，在家孝父母。让“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华
传统美德之花在我们的校园美丽绽放。

传统美德班会课件篇五

中秋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中秋节的最大意义与主
旨是“团圆”。团圆与和谐紧密相连，团圆不仅是外在的形
式，而且是内心的和谐与相通。为充分发掘传统节日，弘扬
祖国的优秀文化，激发广大师生的民族情感，我校德领组、
少先总队决定在中秋节前后，开展“月圆人圆”主题活动。

二、活动时间

20----年9月15日——9月25日

三、活动安排

第一阶段:佳节读月——主题阅读

1、搜集与中秋节有关的故事、诗歌、书籍，各班开展有关的
晨读。

2、举行一次中秋主题班队会。搜集、诵读有关中秋的经典诗
词，在品月饼、诵古诗的过程中感悟团圆、和谐的幸福，增
进同学之间的友谊。

主题班会时间:9月15日班队会，少先总队将进行检查。

第二阶段:佳节忆月——交流展示

1、组织学生搜集有关中秋节的节日起源、传统民俗、逸闻趣
事、诗词佳句的资料，各班将资料、活动开展过程中的照片



等经过精心设计，展示在教室布置及黑板报中，少先总队将
进行检查评比。

2、各班可以在班内设一面“寄情”墙，学生可以把对同学、
亲人、老师、长辈想说想表达的情义写纸上并贴在墙上。

第三阶段:佳节赏月——实践活动

1、开展一次“小小月饼寄深情”亲子互动活动。鼓励学生为
父母制作中秋贺卡，帮长辈做家务，与家人一起品月饼、赏
明月，感悟举家团圆的幸福。

2、开展“快乐体验”志愿者活动，少先总队向敬老院的孤寡
老人、留守儿童送月饼，送温暖。

3、将“品月饼赏明月”中发生的令你最难忘记的一幕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记录下来。

第四阶段:佳节思月——交流汇报

1、回顾自己读、忆、赏月的历程，与亲友、同伴交流分享感
悟，感受今天生活的幸福，更期望伟大的祖国在未来更加繁
荣、富强。

主题教育活动时间:9月23—25日交流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