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文明伴我行班队会教案(模板10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三年级文明伴我行班队会教案篇一

通过班会的召开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关心、帮助别人的重要
性及其重大意义。引导学生自觉发扬关爱互助的精神，使他
们以后能更主动地伸出手去关心和帮助别人，从而营造一个
充满爱心的世界。

1、发动学生搜集有关贫困山区的生活情况以及社会上“献爱
心”的具体事例，并进行宣传教育。

2、准备有关的图片。

活动地点：学校多媒体教室

一、班主任提出活动目的并请主持人上台。

二、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

敬爱的校长、老师，亲爱的同学们，xx班“扶贫济困 奉献爱
心”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是啊，同学们，你们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吗？

（学生纷纷发言）



看来同学们也了解了不少，让我们一起来目睹一下他们的情
况吧。

（放映图片）

看了这些图片，我的心情非常沉重，王悦，你呢？

我突然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同学们，
你们呢？

（学生发言，说出自己的感受）

同学们，你们说得太好了。

是啊，同学们，有这样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歌词：“只要人
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其实这反复吟
唱的就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真理啊！那就是：同一片蓝天下，
一方有难，应该八方支援。主持人2：是啊，我们是心地善良
的少先队员，记得我们读《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童话故事
时，老师问我们如果小女孩来到我们的中间，咱们会怎么做，
同学们有的说会带她到家里过年，吃好吃的，有的说会把过
年的新衣服让给她穿，还有的说会让她住在家里，跟自己一
块儿生活，一块儿上学学习。同学们，如今，虽然不是那位
卖火柴的小女孩，但是需要帮助的人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
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雷锋精神要发扬，既要有好的学业，
也要有好的思想。

赶快行动起来，慷慨解囊，奉献爱心，帮一帮这些贫困的同
学吧。

从现在起主动伸出手去关心帮助每一个需要你的人，这份卷
子希望能延续到明天、后天，甚至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把它完
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不能光为自己，主动地伸
出双手去关心别人，彼此间互相帮助，我们的人生会更加丰



富、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只要我们大家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三年级文明伴我行班队会教案篇二

乙：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一起用心来感受真情，用爱来
融化冰雪；

甲：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敞开你的心扉，释放你的激情；

乙：今天，我们相聚在这红红火火的鼠年，让我们奏起乐章，
欢聚一起。

合：元旦文艺班会正式开始

乙：先请欣赏由第一小组带来的大合唱《北京欢迎你》

乙：第一小组的同学真棒！歌唱得这么好！

甲：其实歌唱得好不好倒在其次，大家玩得开心才是最重要
的。

乙：别急啊，今天晚上我们安排了很多游戏节目，一定能够
让大家共同参与，一起开心。

踩气球，以气球剩余最多的一组为胜。

甲：我发现原来快乐如此简单，一个小小的游戏就能让大家
玩得这么开心。

乙：这可都要感谢在座各位的积极参与啊，没有你们，哪来
的快乐？

甲：下面请听由第二小组带来的朗诵《珍惜》



乙：朗诵得真不错，来点掌声。

甲：下面又是我们的游戏时间了，《叠罗汉》

面积范围。哪个队队员脚踩在纸以外的地方该队就被淘
汰。“庆元旦”主题班会“庆元旦”主题班会。）

甲：下一个节目是由第三小组为大家带来的小品

乙：《黑彩笔的由来》

甲：欣赏完了精彩的小品，让我们来玩个游戏《冲破封锁线》

乙：游戏规则是在教室中间拉很多绳子，然后选一些人让他
们不能碰绳子穿过去。

甲：下面，请欣赏有杨与柔为大家带来的古筝独奏《高山流
水》

乙：杨与柔的古筝弹得真是太好了。

甲：接下来请大家玩个游戏《抢板凳》

乙：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第四小组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四喜
与四悲》

甲：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王玥为大家演奏的古筝《春苗》

乙：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弹得这么好，我相信王玥同
学一定练了很久吧。让我们为王玥的精彩演奏鼓掌。

甲：下面，请我们的查老师为我们致新年贺词。

乙：最后，让我们在《新年好》的乐曲中互赠新年礼物，把
美好的祝愿送给同学。



各自以匿名方式写在纸条上交主持人，然后叫大家轮流抽取，
并大声地念出祝福内容。

甲飞扬的歌声，吟唱难忘的岁月，凝聚心头不变的情节

乙；熟悉的旋律，演绎时代的激越，回荡情怀不改的真切

告别今天，我们将站在新的起点

丙：展望明天，我们将用奋斗塑造更加壮美的七彩画卷

合：今天的元旦联欢会到此结束，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万
事如意，心想事成！

三年级文明伴我行班队会教案篇三

活动目的：

初步认识那些门类的图书是好书，懂得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激发读好书的兴趣。

活动准备：

1、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观学校的图书馆，了解书籍的发展
历史等有关知识。

2、扮演角色的排演。

活动过程：

1、主持人讲话：大家都参观了图书馆，看到了五花八门的图
书，书籍是人类智慧的成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所以
我们从小就要自觉爱护图书，勤于读书，与好书交朋友。



2、表演小品《买书》

主要人物：小红、小明、老师、警察、书店老板

由 等五位学生表演。

谈谈看了小品后，你明白了什么?

3、主持人：刚才大家看了童话剧。知道了买书要买健康向上
的书，如何识别好书。我们怎样与好书叫朋友?由金原肖同学
先为大家讲一讲古人《凿壁借光》的成语故事。

4、主持人：我们再听听《小萝卜头狱中读书》的故事。

由 同学为大家演讲。

5、主持人：最后请听《少年大学生施展》的故事。

6、学生谈谈自己听后的感受。

7、班主任老师讲话。

三年级文明伴我行班队会教案篇四

通过活动，让少先队员了解近年来祖国的变化，家乡的变化
及自己生活上的变化，从小培养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
生活的情感。立志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学习，练好本
领。

爱国知识章。

中队活动（综合性主题活动）

各队员在小队长带领下以“变”字为主题排练节目。



（1）讲一讲：

各队队员讲一讲自己所了解到“变”的故事。以以前来与今
天比较：昨天人们穿着布衣裳，颜色单调，款式单一；吃的
粮食、豆制品、猪肉等等都要凭票来限量购买。除了过年，
平时没有新衣穿，没有水果，饮料，零食吃，爸爸以前与爷
爷奶奶住的是平房，既拥挤，狭窄，又没有光线，妈妈以前
洗衣用搓衣板，既费力，又费衣……现在，变化可在啦！可
不是吗？人们穿得衣服合身，潮流，颜色缤纷，一年四季都
有，在本地就可以吃到新鲜可口的水果，现在住的房子是楼
房，既宽敞又明亮，妈妈洗衣不再费力啦，用得是全自动洗
衣机……从中了解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变化。

（2）演一演

通过诗朗诵、小品、话剧等形式，突出“变”字进行表演。

（3）议一议

以本次活动中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变化为内容，根据自
己的想像。例如：穿着有一定的功能（冬暖夏凉，防辐射，
能治病……）的衣服，方便使用的家电更加智能化，节能化，
城市的道路干净，整洁，路边到处是花草树木，没有灰尘，
人们环保意识都很强等等。

为了让明天的生活更加美好，我们该做些什么。

（4）写一篇体会或征文，作为本次活动的总结。

三年级文明伴我行班队会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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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端午节
是在抗震救灾与支援灾区重建家园的特殊时刻中迎来的，因



此围绕“走进端午”这个话题，设计了“端午说由来、端午
话习俗、端午讲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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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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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习端午节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三(2)教室

：上网查阅资料、收集故事、多媒体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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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端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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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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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名来自湖南、江西、四川的学生介绍。)

4、主持人小结。

【活动三】谈感受，激发情感

1、今年端午节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你是怎么过的?



(学生交流自己的感受。)

2、你想对地震灾区的小朋友说些什么?(学生交流)

3、唱歌：《56个民族是一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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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你们自己策划的主题班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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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最后一
段时间里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学。

三年级文明伴我行班队会教案篇六

三年级下册语文课本第二单元课文都与环保有关，学生学习
之后，有了环保意识，为增强学生环保意识、环保责任感，
结合学校“美化校园”的活动，特组织一次环保主题的班会
活动。

：在地球环境日趋恶劣的情况下，引导学生关注人类共有的
生存环境——地球，通过赞环境、忧环境、护环境等形式，
使同学们了解环境污染的现状，激发学生爱环境的情感，并
激发他们以实际行动参与绿化，宣传环保活动，人人争做环
保小卫士。

把主动权交给学生，讲授、活动与表演相结合，在自由、轻
松地氛围中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发出倡议，保护环境。



1、活动前，需要班级环保小卫士在网上搜集环保的图片、视
频等资料。

2、活动前，需要班级环保小卫士调查周围环境污染的现状。

3、班级环保小卫士排练好环保节目。

(一)主持人讲话：同学们，地球是我们赖以生活的美丽家园，
创建一个文明、洁净的环境，保护地球，爱护地球是我们的
责任。今天这节班会课的主题是“环保从我做起”。

(二)班级环保小卫士情景表演《地球妈妈笑了》，从中感受
一些比较突出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主持人：下面让我们再来听一听我班环保小卫士所了解的情
况吧。(三)请同学从社会、学校、家庭等说说保护环境的事
例。

(三)、实践活动

为了让天空明净，让地球妈妈青春常在，请同学们以“我为
环保做贡献”为内容进行讨论。

(四)让学生了解环保知识。

世界水日： 3月22日为“世界水日”。

世界气象日3月23日定为“世界气象日”。

地球日： 4月22日。

世界无烟日： 5月31日定为“世界无烟日”。

世界环境日： 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6月17日被定为“世界防治荒漠
化和干旱日”。

世界人口日： 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

国际保护臭氧层日： 9月16日。

世界动物日： 10月4日定为“世界动物日”。

世界粮食日： 10月6日被定为“世界粮食日”。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12月29日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五)“环保小卫士”宣誓。

我宣誓：我将以实际行动做到

珍视天空，关爱大地;

抵制污染，植绿护绿;

珍爱生命，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保护自然;

绿色消费，绿色人生。

宣誓人：

主持人：同学们，我们可以为环保做很多事情，我希望全体
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环境污染与环保的
重要，用我们的双手为地球增添新绿，请班长带领同学们宣
誓。

(六)谈感受：主持人：今天的班会活动将要结束了，我想同



学们一定收获很大，下面请同学们每人用一句话说一说这节
课的感受。并动手设计环境保护的标语，并解说。

主持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为了共同的绿色世界，用我们
的双手和智慧，让绿色家园更加美好，让我们小手拉小手，
小手拉大手，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带动身边的人共同保
护我们的地球。

(七)宣布结束

三年级文明伴我行班队会教案篇七

20__年元旦放假时间为20__年1月1日-1月3日，与周末连休，
所以时三天。

在我国，元旦节被列入了法定假日。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地区采用公历纪年法，把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称
作“元旦”。

元旦由来

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中国古代曾以腊月、十月等
的月首为元旦，汉武帝始为农历1月1日，并延用。中华民国
始为公历1月1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得以明确，
同时确定农历1月1日为春节，因此元旦在中国也被称为新历
年、阳历年(相对应地，春节称为旧历年、阴历年等)。

元旦，据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
历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
其实正朔元旦之春。

南北朝时，南朝文史学家萧子云的《介雅》诗中有四季新元
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中有关于：
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



的记载。

汉代崔瑗《三子钗铭》中叫元正、晋代庾阐《扬都赋》一赋
中称作元辰、北齐时的《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一辞中呼为元
春、唐德宗-李适《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一诗中谓之元朔。

中国元旦历来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正月初一
的计算方法，在汉武帝时期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
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
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
(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
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

从汉武帝起，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
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
立了中华民国。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把
农历的1月1日叫做春节，把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不过当
时并没有正式公布。

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
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并规定阳历1月1日为新
年，但并不称为元旦。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
即我们所说的阳历。元旦，指公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

为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
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一月一日改称为春节，
阳历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并列入法定假日，成
为全国人民的节日。



三年级文明伴我行班队会教案篇八

1、根据自己的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就不同的环境
和具体情况做出最佳判断，做出相应的道德行为。养成良好
的道德品质。

2、教育学生自觉地按《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内容来规范自
己的行为，由此培养学生注重良好习惯的养成，不断提高自
身素质。

布置会场（黑板）教师准备文明行为的光盘。（暂定）

学生搜集一些不文明行为的事例，排练成小品。

学生搜集与文明、习惯有关的资料，谈谈一名小学生应该养
成哪些好习惯。

宣布开始“文明礼仪伴我成长”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一、班长讲话（笑话）

同学们，这个笑话里的小徒弟是有意要杀人吗？不是的，是
习惯在作怪。习惯是人们不断重复去做而形成的一种不自觉
的行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是一个人素质高低的体现。
在我们的周围，经常能看到有些人不文明的行为，是和这些
人从小没有养成讲文明的习惯有关的。21世纪是个文明发达
的世纪，文明将是每个公民的基本素质。希望通过今天的班
会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与文明同行，让礼仪常伴。

二、活动过程

主持人1：刚才安童讲的笑话告诉我们，习惯虽小，影响却很
大。有很多人作出不文明的事后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年纪
还小，因此我们应该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不断养成好习



惯，提高自身的素质。

录像

录像中的几个人上场，曹兵：请大家帮我们改正缺点

小品：动物园狮虎山

不让动物好好休息，乱投东西给动物吃，动物会生病甚至死
亡，这是一种不爱护动物的不文明行为。

主持人1：你知道我们的朋友除了动物还有什么吗？

主持人2：当然知道了，还有鲜花小草和大树，花草树木可以
净化空气，美化环境，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好朋友。

主持人1：我向你介绍几位活泼的小女孩儿，哎，来了，还是
让他们自己介绍吧。

小品：四季

主持人1：大家说说，这几位同学怎么样？

生：这些不爱护花草树木、不保护环境的行为不文明。

主持人2：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父母往往对我们的话
是言听计从，孩子几乎成了家中的领导者，我们说一，家长
不说二，金钱上更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请同学们边看边想，
在这种常见现象中，他们哪儿做错了。

小品：肯德基

对父母不关心体谅，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缺少爱心。连自
己父母都不关心的人，很难说他会关心他人和社会。



主持人1：课余，我们会坐上汽车，饱览一下上海日新月异的
变化，也许这种情景你并不陌生。

小品：坐车

在汽车上咳嗽时应该捂住嘴，避免把病菌传染给别人，说话
声音要小，不能影响他人的休息。

例子：1、楼道内的杂物

在楼道内堆放杂物，一是影响别人走路，二是不安全的隐患。
一旦有紧急情况，会影响通行。这种人缺乏公德意识，不讲
文明。

2、电线上的风筝

风筝挂在电线上影响市容，而且也会造成危险，我们在放风
筝的时候应该远离电力设施。

3、笑话：创造

这是个笑话，也不是笑话，因为在生活中就有这种人，他们
不讲文明，不讲道德，把垃圾乱倒，影响环境的整洁。我们
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不乱扔废弃物，保护环境卫生。

4、我请大家看一段录像：小新遛狗。

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养宠物的人都应该像小新那样，遛狗
时带上袋子和铲子，动物的粪便就不会到处都是了。同学们，
如果你家或亲戚朋友家有狗，请告诉他们。

主持人1：如果我们在这些小的地方都能注意，我们的生活就
会越变越美了。

主持人（合）：同学们，快行动起来吧，把文明的种子带回



家，带回社区，让它在我们周围生根、发芽。

主持人1：下面请班主任总结

班主任讲话：在这次班会的准备和召开的过程中，我高兴地
看到每一位同学都积极主动、认真地参加到整个活动中来，
都表现出了极高的主人翁精神和热情，希望大家把这种积极
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发扬下去。

这次班会很成功，大家通过从身边搜集到的很多不同方面的
小事，认识到习惯虽小，造成的影响却很大，《小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和《小学生守则》正是同学们行动的指南，希望
大家按照一规一则中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从我做起，从
现在做起，做文明事，当文明人，共建文明、美好的幸福家
园。

宣布结束“文明礼仪伴我成长”主题班会到此结束。

三年级文明伴我行班队会教案篇九

1、使学生知道一些简单的安全常识。

2、使学生掌握一些在家遇到火灾、触电、食物中毒、遇到坏
人的处理方法。

(二)活动地点：教室

(三)教育重点：学习防火、防触电、防中毒、防坏人破坏的
生活常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四)班会流程：

1、第一组代表表演防火：(一人读情节过程，三人表演)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1)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发生火情应该怎样与消
防队取得联系?(打火警119、讲清出事地点详细地址、火势情
况)

3、学习防触电知识的情景表演：

(1)第二组代表表演：

(2)大家认真讨论观察表演后讨论：

a、提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做的?

4、学习防中毒知识的情景表演：

(1)第三组代表表演：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5、学习防坏人破坏知识的情景表演：

(1)第四组代表：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五)巩固总结

1、匪警、火警、急救中心电话各是什么?遇坏人打110，着火
打119，急救中心120。

2、遇到火情，危险情况时，要保持镇静，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注意事项：



防火：不要在易燃物品(棉织物、柴草堆、木板堆、柴油汽油
库等)附近玩火、放鞭炮。注意(液化气)灶的合理使用，用完
电熨斗、电炉后应立即拔出插头。

防触电：自己不随便摆弄电器，用久的电器设施要注意检查、
维修。

防中毒：不吃过期、腐烂食品，有毒的药物(如杀虫剂、鼠药
等)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六)学生发表本节班会课的感想

(七)班主任总结

同学们，生命像是一根丝线，一端系着昨天，一端系着明天。
站在两端之间，我们才知道：因为生命，我们才会拥有今天，
因为今天，我们的生命才得以延续。

生活中总有一些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没有自救互救的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天我们的目的
便是培养大家的这种意识和能力，在紧急时刻我们能用自己
的经验和知识去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一次小小的意外就可能
吹破生命那张薄弱的纸，一点点烛光可能很微弱，寒风、冷
雨会将它随时浇熄，但如若我们将它捧在手心，细心呵护，
那一点微弱的烛光就可能照亮整个世界。

让我们把心中的温暖献给这美丽的生命吧!

活动目的：

2、使学生了解肺结核病传染途径及预防方法。

活动重点难点：



使学生了解肺结核病传染途径及预防方法。

活动过程：

一、主持人宣布班会开始

今天，我们要举行与大家身体健康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班会，
预防肺结核。

二、调查问答

(整天咳嗽，还不停咯血。易传染，十分痛苦。)

主持人：是啊!得了结核病的人不仅十分痛苦，同时也会严重
地影响工作和学习。为了给病人加强营养，还增加了家庭的
经济负担。

2、有哪位同学知道结核病是怎样传播的吗?

结核病的传播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空气中的结核杆菌，通过
人的呼吸进入人的肺部，在那里繁殖、生长，这样人就会被
传染上肺结核。另一种是血液传播。就是说原发肺结核病灶
迅速发展，结核性脑膜炎等等疾病。

3、患肺结核的病人，有哪些主要症状呢?

患者的主要症状是咳嗽，浑身没有劲，软绵绵的，人渐渐消
瘦，晚上睡觉常常盗汗，面部潮红，下午发低烧，胸口发闷，
严重的时候还会咯血。这时病的传染性很强，因为病人咳嗽
的时候，空气中会有许多结核菌。所以，前面那位同学讲他
爷爷过去得了肺结核，妈妈不让他到爷爷的屋里去玩是有道
理的。这一点，大家都要注意。

4、怎样预防结核病?



由于肺结核病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所以做好室内通风和消
毒是预防肺结核的主要方法;少去或者不去通风不良的公共场
所;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避免受凉和过劳，以免机体抵抗力
下降。凡发现有低烧、乏力、咳嗽者，请及时到校医院诊治。
对与传染源密切接触者进行健康体检，发现可疑病人及结核
菌感染者及时进行药物预防。

三、教师总结

学校这种人员比较密集、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一旦出现更
是比较容易传播，会对广大师生的工作学习带来较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春季常见的传染病及其预防措施有所了解。

三年级文明伴我行班队会教案篇十

1、了解中秋节的有关知识。

2、介绍有关中秋节的传奇故事。

3、介绍我团屯垦史。

一、齐读班会的主题，交流对主题的理解：

（中秋节是月亮最圆的时候，是团圆的日子，我们心里也会
喜洋洋、甜滋滋的）

二、中秋节来历

中秋节是东亚的民间的一个传统节日，为每年农历的八月十
五日。中秋节不单单是华人的节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
秋节也是日本、韩国的传统节日。

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礼记·月令》上说：“仲
秋之月养衰老，行糜粥饮食。”但并没有说明是八月的哪一



天。 唐朝以后，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传说唐玄宗梦游
月宫，得到了霓裳羽衣曲，民间才开始盛行过中秋节的习俗。
一般认为，中秋节开始盛行于宋朝，到了明清时期，中秋节
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传统节日了。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
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在中国的农历里，一年分为四季，
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而中秋也称仲秋。八月
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
做“月夕”，“八月节”。此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
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
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
节”。

三、中秋知识竞猜：

（春节、端午节、中秋节）

2、中秋节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它有许多习俗，我们
知道些什么习俗都可以说出来哦，看谁说的多？（拜月娘、
赏月、吃毛豆芋艿、吃月饼等等）

四、简介团史

五、故事引趣：

2、继续介绍关于中秋节的神话故事

3、介绍中秋节的水果 柚子

六、优秀诗文诵读：《静夜诗》 《古朗月行》 《水调歌头》
等。

七、小结



同学们了解了那么多关于中秋节的知识，又为我们班级如何
过明天的中秋节出了那么多好主意。老师感到好开心！看来，
我们三年级是一个完整的大家庭，就像中秋节的月亮一样圆
圆整整，大家永远齐心协力，共同出谋划策做好每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