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地震班会心得体会 小学开展班会
端午节(优质6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心得体会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楚
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
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地震班会心得体会篇一

小学开展主题班会端午节篇五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正是培育优秀民族
文化的沃土，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今年为让学生
进一步了解传统节日、认同传统节日、过好传统节日，因此
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这个话题，设计了“端午说由来、
端午话习俗、端午讲故事、端午赛诗会、学生谈感受”等板
块，让学生在活动中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习俗等，感受端午
节的文化内涵，亲身体验我国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激发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二、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和风俗习惯，同时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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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3、学习端午节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三、活动地点：二(8)教室



四、活动时间：6月7日

五、活动前准备：上网查阅资料、收集故事、多媒体课件等。

六、活动过程

【活动导入】

1、我国有很多传统节日，你知道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吗?

2、那么端午节的由来、习俗你们知道吗?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端午节去了解一下。

3、引出主题：“我们的节日 端午”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活动一】端午说由来

(一)端午节别称

1、端午节有哪些别称?

2、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很多，谁能告诉大家?(学生交
流)

(二)端午讲故事

2、学生讲述端午节故事：《曹娥救父的故事》、《屈原投
江》。

3、主持人小结。

【活动二】端午话习俗

(一)赛龙舟



1、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我国地
广人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各地有着不同的习俗。你
们知道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吗?(学生自由交流)

2、你知道端午节最热闹的习俗是什么吗?(多媒体课件：赛龙
舟)

3、端午节为什么要进行赛龙舟比赛?(学生交流)

(二)话粽子

1、除了赛龙舟，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就是品尝粽子。(学生介
绍粽子的由来。)

2、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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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课件：粽子)

3、我国各地方的粽子还各有特色，请几个外地学生介绍他们
家乡的粽子。

(比如来自福建、东北、安徽学生介绍。)

4、主持人小结。

【活动三】端午赛诗会

1、屈原是一位爱国诗人，为了纪念他，所以有人把端午节还
被称作“诗人节”。2、请几位学生朗诵端午节的诗篇。

(1)《浣溪沙 端午》宋 苏轼

(2)《端午日》唐殷尧潘

(3)《端午日赐衣》唐 杜甫



(4)《端午》唐文秀

3、主持人小结：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篇，已
广泛深入人心，因此，在我国有关端午节民俗文化领域中，
大家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活动四】谈感受，激发情感

1、今年端午节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你是打算怎么过呢?

(学生交流自己的感受。)

2、你想对我们的党有什么话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希望党的
工作朝那些方面进行?(学生交流)

3、主持人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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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总结】

看了此次策划的主题班会，不仅是同学们，包括老师自己都
对端午节加深了了解。我就以屈原《离骚》中的“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主题班会，
也希望同学们用这段话来勉励自己，在小学阶段有努力学习!

地震班会心得体会篇二

自然灾害是无情的，很多人的生命都是丧生于自然灾害，其
中特别是地震的破坏性，这次班会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地震，
也希望大家能在这节课中学到地震逃生的方法。



【活动对象小学二年级】

【活动目的】

1、通过这次班会，让学生知道地震给人民带来的严重灾害。

2、让学生了解并掌握一些地震的基本知识，教育学生发生地
震时不慌张，到安全的地方躲避。

3、增强学生自我保护的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有利于学
生的健康成长。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主题：

2008年的5月12日就这样写入了历史，当天十四时二十八分，
突如其来的汶川8.0级地震，震动了汶川，震动了亿万国人的
心。一个个美丽的县城，那样令人神往的天府之国，顷刻间
天崩地裂，断壁残垣。沉痛的瞬间，心痛的数字，染血的孩
子，受伤的脸庞?久久萦绕在我们心中。

你做好战胜地震的准备了么?

二、地震前准备：让防震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备无
患。

1、地震前应做哪些准备?

学习地震基本急救知识，制订家庭应急预案，开展家庭一分
钟紧急避险、撤离与疏散的演练活动;备好防震应急包。配齐
应急物品。家具物品摆放要重的在下、轻的在上。将床放在
内墙(承重墙)附近，要远离屋梁和悬挂的灯具。

2、如何做好疏散准备?



清理杂物，使门口、庭院通道畅通，震时便于人员逃离。熟
悉周围环境，了解避难场所，地震时可沿指定路线及时疏散。

三、地震时自救知识：

1、地震时的避震原则是什么?

(应就近伏在床下、桌下和小跨间房屋里等安全角落，待震后
迅速撤离。)2、地震时怎样自救?先让学生讨论交流，再做补
充和总结。1只有能做到，首先要切断电源、气源，防止火灾
发生。用枕头或手或坐垫保护头部。

2、在平房冲出房屋到空旷地带，如果来不及，就在坚硬家具
下伏而待定，再伺机转移。

3、在楼房遵循就近躲避原则。就近躲避到床、桌下登“安全
角”或厨房、卫生间、储藏室等小开间内，不要跳楼，待强
震过后有序撤离。从高楼撤离时应走安全通道，千万不要坐
电梯。

4、在教室内不要向教室外面跑，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
桌下，待

地震过后，在老师的指挥下向教室外面转移。在操场室外时，
可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头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
险物。

5、在街道上就地选择开阔地蹲下或趴下，要避开高大建筑物，
如：楼房等。

6、一旦震动停止，就要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被埋压时最重要
的是树立生存信心，沉着冷静。首先挪开头部周围的杂物，
保持呼吸畅通，闻到煤气、毒气时，用湿毛巾等捂住口、鼻;
用砖、木等支撑残垣断壁，以防余震发生后环境进一步恶化。



不要哭喊，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休息，等待救援人员到
来。如果受伤，要用简易的办法包扎好伤口，以免失血太多，
造成昏迷。要节约饮食，防震包的水和食品一定要节约使用，
发出求救信号时可采用敲击水管的办法。

四、地震后互救知识：

1、震后救人原则是先救近处的人。无论是家人、邻居，还是
陌生人，以免错过救人良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先救青壮
年。可使他们迅速在救灾中发挥作用。先救容易救的人。可
加快救人速度，尽快扩大救人队伍。

被埋压者头部，清除口、鼻内的尘土，保证幸存者呼吸顺畅。
在抬救过程中不可强拉硬拖，避免使被救者身体再次受到损
伤。蒙上眼睛，使其避免强光的刺激。不可突然接受大量新
鲜空气，不可一次进食过多。避免被救人员情绪过于激动。

【活动小结】

地震非常可怕，因为它不可预测，威力大，但是如果我们做
好了挑战“天灾”的思想准备，地震的`威力也就在它没有发
生前降低了许多。同学们，平时看一些自我保护方面的书籍，
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我们学校预计会在下周一、周二，进
行防震减灾演习活动。希望同学们都能听从老师的指挥，确
保演习活动的安全，千万不能在为了安全的演习中出现安全
问题。

地震班会心得体会篇三

“安全第一”、“安全无小事”，暑假将至，为了使学生能
过上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围绕“用电安全”、“家庭防
火”、“游泳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饮食卫生安
全”等夏季易发的安全问题对学生进行放假前的安全教育，



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使学生学会一些自救的方法，让学生
在遇到危险时能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自己。真正把安全教
育落到实处。

【教育重点】

学习防火、防触电、防溺水等安全常识，培养有关防范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通过网络展示近期发生的各种意外。

2、老师总结：假期是学生放松的日子，也是学生发生意外的
高发期，需要我们学生高度注意。

二、放假了，我们应该怎样注意安全呢?

(一)用电安全。

1、学生说说家里有哪些电器?(引起学生兴趣，因他们较熟识。
)

2、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及时教育：现代家庭，随着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家庭中的电器也越来越多，给我们学习、生活带
来了好多方便及乐趣。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一定的用电
知识，不注意用电安全，就会很危险。所以，我们不要出于
好奇，自行拆卸、维修电器，不要私自拉或乱接电线和随意
拆装电器。使用和操作电器要注意不能湿水，一旦电器出现
故障，应立即切断电源。

(二)防火安全。

1、提出问题讨论：如果你发生火灾或看到邻居有火灾怎么



做?(学生各自发表意见，说做法，对正确的肯定。)

2、根据讨论，结合《安全教育读本》向学生补充一些防火知
识。

(三)防溺水。

回忆以前因游泳、钓鱼、玩水等引发的溺水事故，为学生再
次敲响警钟。要求学生不能私自到河边、水塘等地方去游泳
或摸鱼等。

(四)交通安全。

(1)道路、交通

(2)交通安全

(3)交通法规

(4)道路交通标志和交通信号

(5)看图识标志

引导讨论：

(1)行人为什么要在人行道上行走，没有人行道要靠路边行
走?

(2)行人横穿马路为什么要走斑马线?

(3)没有划设人行横道的马路应该注意哪些?

(4)为什么不能翻越护栏?

(5)为什么不准扒车、追车、强行拦车?



(6)为什么走路时不能看书或做其它活动?

(7)骑自行车应该注意什么?

(8)乘汽车时要注意什么?

(9)遇到交通事故怎么办?

(五)食品卫生。

在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饮食，可你知道吗?良好的饮食习惯，
合理的、营养平衡的膳食，正确的饮食卫生习惯，有效预防
传染病的发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保证。

教师讲解：

1、一日三餐，不可偏废，要合理搭配饮食，各类事物都要吃，
不能偏食、挑食。

2、早餐要吃饱吃好，要多吃鸡蛋、牛奶、豆类食品，不能马
马虎虎随便吃一点，或干脆不吃。

3、吃饭前要洗手，生吃的水果、蔬菜要洗净。

4、吃饭要细嚼慢咽，不能狼吞虎咽，暴饮暴食。

5、吃饭时不要看电视、看书，也不要与别人聊天。

6、剧烈运动后不要马上吃饭，应先休息一下，喝点水，然后
再吃饭。吃饭后可以散步，做些轻微活动，不要马上进行大
运动量的运动。

7、不喝生水，不喝没有热开或没消过毒的牛奶，生豆浆要煮
沸10分钟，去沫后再喝。



8、不要常吃甜食、零食，不要吃过咸的食品。

9、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随便吃野菜、野果;不购买、不
食用街头小摊的劣质食品。

10、不要自己随便拿药吃，要在大人或医生指导下看病吃药。

11、预防h1n1型流感要经常开窗通风，勤洗手。在疾病流行
时，外出要带口罩，不去空气不流通和人多的场所，如电 影
院、商场等。

12、预防禽流感，不要和鸡、鸟等禽类直接接触，万一不小
心接触到，一定要马上洗手;不要吃没有煮熟的鸡肉和鸡蛋。

(六)当我们独自在家的时候，安全知识也不能少，请听老师
讲故事，听了这故事后，你认为哪一次的同学做得对呢?对在
哪里?如果情况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样做呢?(小组讨论后，指
名汇报)

小结：独自在家时，生人敲门别理他，是熟人敲门还要问清
情况。

(七)积累警示语：

a走路要走人行道，过马路别乱跑，十字路口看信号。

b上下楼梯不拥挤，集体活动守纪律。

c家用电器和煤气，使用时要注意，阅读说明再开启。

e遇上骗子多琢磨，抓住机会赶快溜。

f一人在家关好门，与人说话要谨慎。发现坏人来撬门，赶快
拨打110。



三、教师总结：

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赞。安全知识时时记，注意安全处处
提。愿同学们乘上安全之舟，扬起生命之帆，安全、健康、
愉快的度过整个假期!

地震班会心得体会篇四

根据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校开展“崇尚英雄精忠报国”主
题班会活动的通知》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让学生传承和弘扬英烈精神、爱国精神，深
入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6月4日上午,xx市xx县第
三中学组织开展了以“崇尚英雄，精忠报国”为主题的班会
活动。

活动前，政教处、校团委积极商讨制定了详细的班会活动方
案，各班班主任精心准备了教案、课件、视频等班会素材，学
生也搜集整理了一些有关英雄的资料。整个班会由各班组织，
政教处督查。通过观看《崇尚英雄精忠报国》宣传片、学生
讲英雄故事、学生诵读英雄的革命家书、诗歌朗诵等多种形
式解读英雄内涵，引发学生对英雄的崇敬和对英雄精神的思
考。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更传承和弘
扬了英雄烈士精神，培养和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情怀，引导
同学们铭记英雄，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将英雄
精神在传承中发扬光大。同时，教育学生摒弃“玩乐精
神”“盲目追崇明星”“追求新潮”等陋习，大力提倡向英
雄们学习，从正面学会该怎样爱国、爱家、爱自己。



地震班会心得体会篇五

活动时间：周三晚上七点

活动地点：101多媒体教室

主办单位：计应0802班委员会与机制0704班委员会

参加人员：计应0802全体成员与机制0704全体成员

组 织 者：赵 磊、刘洁洁、张阳、李平峰

主 持 人：李 静、汪磊

活动背景：

20__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对学
生在校期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的预防与处理作出新的规
范，明确界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但同时
《办法》规定：因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
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
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学校的安全
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
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等11
项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现结合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为保障学生的安全，确保学校
教育工作的有序进行。

活动宗旨：

天就高校大学生可能遇到的几种常见的安全现象作一简要介
绍，目的在于帮助大家进一步提高安全防范认识，掌握安全
防范知识，加强自我安全保护，积极参与学校安全管理，共
同维护和营造学校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才能体现“安全教



育，防范于未然”。

安全教育没有终点。

前期工作：

(1)安全教育主题班级活动申报材料

(2)申请阶梯教室

(3)准备签名海报

(4)收集有关学生违反交通规则及不注意校园内安全的案例

(5)准备《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的歌曲

(6)需要买一些礼品作为在互动活动中参与者的奖励

(7)各个工作分配：

拍照负责人：

人员签到负责人：

流程记录者：

现场秩序负责人：

教室卫生负责人:

(9)预算这次主题班会的总开支;

活动流程：

一、同学们进教室前要在签名区签上自己的名字，包括到来



的嘉宾;

二、导语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开个班会，

三、出示挂图——“倾倒的家”，谈谈你的感受。

小结：“一人安危系全家”，我们每人都是家庭的重要组成
部分，离了谁，这个家都不再完整不再温馨。所以无论何时
何地，我们都要注意安全，接下来播放《天堂里有没有车来
车往》的歌曲，营造气氛。

过渡语：听完这首歌我们想到了什么(具体过度语由主持人展
开)，并引出安全教育的具体内容。

五、介绍交通安全

出示挂图——“人人遵守交通规则”，并介绍交通事故的危
害，表现形式，原因，预防措施及如何处理且介绍交通事故
数据(小资料)。

七、继续活动，介绍生活安全，并根据相应的内容配对相应
的图画解说。

八、介绍大学生的交往安全，列出几种人际交往的表现形式
和预防不慎交友隐患。

九、材料介绍完后，两位主持人

一起上台谈谈自己的感受并邀请嘉宾代表上台致辞。

十、结束语，并对到来的嘉宾表示感谢。

注意事项：



(1)要维持好活动中的秩序，不得有喧哗声，吃东西等;

(2)要保护好

多媒体机子，不得让同学乱用;

(3)保持阶梯教室的卫生，同学不得乱扔垃圾;

(4)主题班会结束后各班委留下来整理残物。

地震班会心得体会篇六

防地震演练主题班会范文二

1、使学生初步了解地震的成因分布、危害及防御措施。初步
了解地震、各种灾害间的关联性。

2、增强学生的防火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护自救能力，
避免火灾事故的发生，让学生明白防火人人有责，要从我做
起，从小事做起。

班会准备：

1、收集有关地震的相关材料。

2、收集一些防火安全知识。

活动过程：

一、情境导入

人民网北京9月20日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9月20日5时37分，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
源回族自治县交界5.1级地震，青海西宁有明显震感。



此次地震的基本信息：

城市：凉州区(距震中约103.4千米)民勤县(距震中约173.1千
米)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地震是怎么产生的，遇到地震应该如何
防护?

二、介绍几种可以简单辨识的地震前兆

1.地下水异常：井水是个宝，前兆来得早。

无雨水质浑，天旱井水冒。水位变化大，翻花冒气泡。有的
变颜色，有的变味道。

2.动物异常：震前动物有预兆，密切监视最重要。骡马牛羊
不进圈，鸭不下水狗狂叫。老鼠搬家往外逃，鸽子惊飞不回
巢。冰天雪地蛇出洞，鱼儿惊惶水面跳。

3.地光和地声：地光和地声是地震前或地震时从地下或地面
发出的光亮及声音，是重要的临震预报。临震前，一瞬间，
地声隆隆地光闪。

三、介绍几种在震中紧急避险的方法

(1)紧急避险的重要性：经验表明，破坏性地震发生时，从人
们发现地光、地声，感觉有震动，到房屋破坏、倒塌，形成
灾害，有十几秒，最多三十几秒的时间。这段极短的时间叫
预警时间。人们只要掌握一定的知识，事先有一些准备，又
能临震保持头脑清醒，就可能抓住这段宝贵的时间，成功地
避震脱险。

有人调查过唐山地震幸存者中的974人，发现其中258人采取
了避险措施。这258人中有188人成功脱险，占72.9%。说明只



要避险方法正确，脱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逃生原则：破坏性地震突然发生时，采取就近躲避，震后
迅速撤离的方法是应急避险的好办法。当然，如果身处平房
或楼房一层，能直接跑到室外安全地点也是可行的。在1556
年陕西华县8级大地震的记载中也总结到：“卒然闻变，不可
疾出，伏而待定，纵有覆巢，可冀完卵。”意思是说，突然
发生地震时，不要急着向外逃，而要躲避一时等待地震过去，
还是有希望存活的。这“伏而待定”，高度概括了紧急避震
的一条重要原则。

除了“伏而待定”这一原则外，地震时还应注意不要顾此失
彼。短暂的时间内首先要设法保全自己;只有自己能脱险，才
可能去抢救亲人或别的心爱的东西。

a.如果你在室内，应就近躲到坚实的家具下，如写字台、结
实的床、农村土炕的炕沿下，也可躲到墙角或管道多、整体
性好的小跨度卫生间和厨房等处。注意不要躲到外墙窗下、
电梯间，更不要跳楼，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

b.学校防震知识：桌椅摆放与窗户、外墙保持一定距离，以
免外墙塌倒伤人，留出一定通道，便于紧急撤离，年小体弱、
有残疾的同学安排在方便避震或能迅速撤离的方位;加固课桌、
讲台，便于藏身避震;检查和加固教室的悬挂物;门窗玻璃贴
上防震胶带，防止玻璃震碎伤人。

正在上课时，要在教师指挥下迅速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
课桌下。在操场或室外时，可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头部。
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不要回到教室去。震后应当
有组织地撤离。必要时应在室外上课。

教师应经常在课堂宣导防震常识，并教导学生避难事宜，举
行防震演习。



1.教室的照明灯具、实验室的橱柜及图书馆的书架应加以固
定。

2.地震时避于桌下，背向窗户，并用书包保护头部。

3.地震时切忌慌乱冲出教室，并避免慌张地上下楼梯。

4.地震时如在室外，远离建筑物。

5.地震时如在行驶中之校车，应留在座位上勿动，直至车辆
停妥。

如果你在教室里，要在教师指挥下迅速抱头、闭眼、蹲到各
自的课桌下。地震一停，迅速有秩序撤离，撤离时千万不要
拥挤。

c.如果你在影剧院、体育场或饭店，要迅速抱头卧在座位下
面;也可在舞台或乐池下躲避;门口的观众可迅速跑出门外或
体育场场内。

e.如果你在行驶的汽车、电车或火车内，应抓牢扶手，以免
摔伤、碰伤，同时要注意行李掉下来伤人。座位上面朝行李
方向的人，可用胳膊靠在前排椅子上护住头面部;背向行李方
向的人可用双手护住后脑，并抬膝护腹，紧缩身体。地震后，
迅速下车向开阔地转移。

(4)正确应付地震时的特殊危险：当遇到燃气泄漏时，可用湿
毛巾或湿衣服捂住口、鼻、不可使用明火，不要开关电器，
注意防止金属物体之间的撞击;当遇到火灾时，要趴在地下，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匍匐转移到安全地带;当遇到有毒
气体泄漏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按逆风方向跑到上风
地带。

四、班主任小结



地震可怕，因为它不可预测，威力大，但是如果我们做好了
挑战“天灾”的思想准备，地震的威力也就在它没有发生前
降低了许多。冬季来临,风多雨少,气候干燥，是火灾的多发
季节，防火显得尤为重要。同学们，平时看一些自我保护方
面的书籍，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