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教育的班会活动 养成教育班会教案
养成教育班会总结(优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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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生命教育的班会活动篇一

(学生讨论，自由发言。明确：爱护课桌椅，爱护花草树木，
不乱扔纸屑垃圾，不随地吐痰…)

(播放录像《课间十分钟》;主持人组织讨论，指出录像中同
学的不良习惯。)

(组织学生讨论，指名发言;明确：上课保持良好的坐姿，不
趴在桌上睡觉，不讲话;课间不在走廊推挤打闹;上课应专心
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发言;课后应及时复习，作业独立完
成;养成预习新课的好习惯;养成珍惜时间的好习惯;养成讲究
卫生的好习惯……)

甲：下面进行的是“文明习惯，贵在养成”知识竞赛。这里
有几道抢答题，请同学们踊跃抢答，我们为答题正确者准备
了一些小奖品。

(乙操作电脑多媒体，放映抢答题目;甲手拿奖品，指名举手
速度最快的同学回答，提示同学应回答完整让人满意，并作
简评。)

题目：1.请说出三句文明礼貌用语。

2 .请举出三种良好的学习习惯。



3.课堂发言要注意什么?

4.保持校园洁净要怎样做?

5.如何对待孤寡、残疾人、弱小者?

6.父母不在家，有客人来访该怎么办?

7.你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了10元钱，而路上又没有其他人，你
会怎么做?

甲：文明习惯，重在养成!养成教育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渗
透性也很强，体现在我们的学习、工作和校内外生活的一切
方面和过程，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乙：养成教育，重在养，贵在成。

甲：“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乙：它需要我们进一步慎思之，笃行之，真正地将道德要求、
行为规范，内化为我们的优良品质，外化为我们的自觉行为，
这才是我们开展养成教育的真谛之所在!

甲：同学们，让我们以这次班会为契机，通过对各种行为规
范的体验，养成各种文明习惯，提高我们的素质，净化我们
的心灵，以文明之我，建设文明之班级，文明之校园;创造文
明之社会，文明之国家!文明新风吹遍校园，文明之花离不开
老师辛勤的浇灌。在班会结束之前，请班主任蔡老师给我们
讲话，大家掌声欢迎。(鼓掌)

季老师：同学们，今天的主题班会开得很有意义，我也受到
很大的教育。同学们都长大了，都能明辨是非了，认识问题
有深度了。祝贺你们，同学们!(鼓掌)“文明习惯，重在养
成”，素质教育，任重道远!青少年是21世纪的建设者，肩负



着建设祖国的重任。而21世纪需要的人才应是具有良好综合
素质的人才。作为一名中学生，只有从小养成各种文明习惯，
具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渊博的知识、严谨的作风、
健康的体魄，才能成为合格的21世纪的人才。好的行为习惯
的养成从“第一次”开始，不良的行为习惯的养成也是
从“第一次”开始的。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最佳
年龄，可塑性很强。可是，稍微不注意，也很容易染上各种
不良习气。因此，养成各种文明习惯的同时，还要自觉与各
种歪风邪气作斗争，坚决抵制各种不良习性的诱惑，把种种
不良行为消除在萌芽之中。为了一片明亮的蓝天，为了一个
文明的空间，为了人类生活的共同愿望，同学们，让我们一
起向不文明行为告别，自觉遵守文明行为规范，在家做个好
孩子，在校做个好学生，在社会做个好少年吧!从我做起，从
现在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吧!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让我们以实际行动迎
接新时代的挑战，做个建设21世纪的栋梁之材吧!(鼓掌)

甲：谢谢老师，老师的话我们不会忘记。

乙：放心吧，老师，我们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我们
的班集体。

甲：我们会自觉维护学校的声誉。

合：做一个文明的合格的中学生，创造一个文明的先进的班
集体，建设一个文明的进步的新二中。

甲：“文明习惯，贵在养成”主题班会到此结束。(鼓掌)

乙：祝大家学习进步!

合：老师、同学们，再见!



生命教育的班会活动篇二

新的学期来临，许多学生开始回校上课了，安全问题还是需
要重视的，以下是由小编为大家整理出来的开学安全主题班
会，仅供参考。

同学们：大家好!新的一学期又悄然来临了，欢迎大家又回到
学校，开始新的学习和生活!

“生命”，一个多么鲜活的词语;“安全”，一个多么古老的
话题;“幸福”一个多么美妙的境界。同学们：在一个家庭中，
一人的安全更是牵动了全家人幸福。生命只有在安全中才能
永葆活力，幸福只有在安全中才能永具魅力。在安全的问题
上，来不得半点麻痹和侥幸;在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必须防范
在先、警惕在前;在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人人讲安全，时
时讲安全，事事讲安全。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的生命筑起
安全的长城。

涉及到青少年生活和学习方面的安全隐患有很多：如交通事
故、火灾火险、溺水、食物中毒、体育运动损伤、网络交友
安全、毒品危害等等。在全国各类安全事故中，学校安全事
故所占的比重很大。近年来，中小学生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伤
亡不断增多。交通事故给学生、家庭乃至社会造成的损失极
其惨重。据统计，中小学生因安全事故、食物中毒、溺水、
等死亡的，平均每天有40多人，就是说几乎每天有一个班的
学生在“消失”。

一、人人要遵守交通规则和交通秩序

到校、回家做到文明行路，不骑摩托车、电动车，不骑自行
车 ;不乘坐农用车辆、无牌无证车辆，不乘坐超载车辆。

同学们在步行上学和回家时，进出校门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



没有人行道的靠路右边行走。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马路时要减
速慢行，注意来往的行人、车辆，确认安全后方可通过。

坐车上学的同学上下车时要格外注意安全。要排队等候，待
车停稳后，按顺序上车;上车后不得抢座占座;乘车时不得将
身体探出车外，不向车外抛掷物品。

二、注意课间安全

拒绝三无食品，不吃腐烂变质食品，不吃零食，不喝生水，
不得校外的摊点上吃饭，不偏食，不暴食暴饮;不随地吐痰，
不乱扔果皮纸屑。

四、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不带火柴、打火机、汽
油、爆竹等进入校园。封山期内禁止进入山区或林区活动。

六、在各项运动中要注意运动安全。上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前
要充分做好准备活动，运动时不要剧烈碰撞，以免撞伤或摔
伤;不到坑、池、塘、沟、河洗澡，避免溺水事故。

七、我们每位同学还要注意心理安全。青少年时期容易冲动，
容易感情用事，因此，在同学间遇到矛盾时，一定要冷静，
要理智，切忌用拳头代替说理，以免给自己和同学带来不良
的后果。同学之间要互相体谅、关心、理解，以平和的心态
来处理自己所面对的困难。

八、强化“防火灾、防触电、防侵害”意识。

不吸烟、不玩火，不焚烧废弃物;不随意触摸各种电器，不私
拉电线，不在教室内使用充电器、热得快等电器;不接受陌生
人接送与来访，遇到形迹可疑的人要及时报告门卫或教师。

九、学会自护自救，提高防御能力。



学会简易的防护自救方法，遇到偶发事件要冷静对待;敢于批
评、指正一切违反安全要求的行为和现象，做维护校园安全
的主人。

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注意公共场所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把珍贵物品、现金放在
教室，上学放学不要独行，要走大路，最好由家长接送，或
者和同学们结伴而行。如果遇到坏人坏事要冷静、机智，拨
打110报案。

我们全班师生都要有高度的安全意识，充分认识到安全工作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若发现有安全隐患，要及时向学校汇报，
防患于未然。

同学们，安全工作无小事，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生命是宝贵
的，面对生命我们只有珍惜、敬畏。把安全意识化为自己的
行动，让危险远离我们的生活，有平安健康才有幸福梦想!让
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在全校形成一个“人人关心校园安全”
的浓厚氛围。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努力增强自我
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永记心间!

活动时间：40 分钟

教学目标：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们树立安全意识，远离安全隐患，
加强自身的素质培养。让学生了解交通事件中必备的安全知
识，懂得安全的重要，并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达给周围的人
们， 做安全教育的小小宣传员。

活动准备：

1、 准备道路交通标志图。



2、 收集有关中小学生违反交通规则及不注意校园内安全的
案例。

1、 播放《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的歌曲，营造气氛。

2、请三位学生表演一则小品，题目是《上马路》。一位学生
扮演一位司机驾驶一辆疾驰而来的小汽车，另外一位学生扮
演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过马路者被小汽车撞倒并滚得很远，
还有一位学生马上找电话报警。通过这一幕危险场面的表演，
将学生们带入一场讨论当中。在街道上面，在过马路时如何
防止自己被汽车碰到?对于一些危险的道路我们应该怎么做才
可以预防车祸?如果出了意外我们应该怎样办?使用哪些手段
可以尽量减少自己受到的伤害?经历过讨论后，再引导学生说
说除了以上遇到的问题外，还有那些比较危险的情况。

3、教师叙说有关中小学生违反交通规则及不注意校园内安全
的案例。唤醒学生对以上种种危险事件的认识;认识强调安全
防患意识的重要性;教育学生们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自身以及周
围人群的安全。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就是防止家庭不必要的
伤痛，为家庭为社会节约了宝贵的财富，就是为自己未来的
幸福生活做准备。

4、教师出示各种道路交通标志图，与学生一起说说它们的含
义，使学生认识并了解这些标志。

5、活动总结：老师和家长每天最惦记的就是我们的安全。据
了解，我国每年因各种事故，数以万计天真无邪的儿童死于
非命，给家庭带来了不幸，给父母造成无法愈合的创伤，给
社会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今天我们召开以“注意安全，珍
爱生命”的主题班会，其目的是让大家懂得安全的重要意义。
大家回去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达给周围的人们， 做安全教
育的小小宣传员，使我们周围的人都能远离交通事故。

反思：



我们的学校位于马路边。学生都要过马路是摆在我们老师面
前的一大现实。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交通的大发展。交通安全
也成了我们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我精心准备了
这节以交通安全为主线的主题班会课。课上，小演员们演得
很投入，学生们看得很感动。通过听、演、看、说，学生们
深受教育。

生命教育的班会活动篇三

1、通过这次主题班会，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意识。

2、使学生掌握一些自救自护的本领;珍惜生命，健康成长。

3、在班会活动中，学生通过自己参与、自我感受，从而养成
良好的品德。

1、确定主持人：蔡聪妮、陈铭玮

2、认真学习安全知识，进行小品表演、诗朗诵、三句半、交
通安全知道竞赛等排练。

一、主持人开场：

ab：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下午好!

a：当一片绿叶悄然钻出地面，当呱呱落地的婴儿发出第一声
啼哭，这就是生命!生命是万绿丛中的绚丽花果，生命是滔滔
江河中的逆水行舟。

b：生命诚可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拥有健全的身心是我们
生活的基础，拥有健全的身心也是我们人生的最大幸福，因
次我们应该要珍爱生命，注意安全。



a：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历了两次特大
地震，校园安全也随之显得日益重要，我们的生命脆弱而容
易破灭，安全便更为重要。

b：安全是我们生命的保证，和我们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尤
其对各方面都还不成熟的学生来讲，如何保障自己的人身安
全显得更为艰巨。

a：今天，就让我们在《珍爱生命，绽放精彩》的主题班会中
一起学习、探索安全这个话题，一起来重视安全，珍爱生命。

ab：08秋办英《珍爱生命，绽放精彩》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二、观看案例：

敲响安全警钟，生命只有一次，灾祸却有无数。

三、诗朗诵：《妈妈，拽紧我的手》表达对生命的珍爱。

四、小品表演：《面对暴力，沉着冷静》。

我们生活中总有一些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没有自互自救的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紧急时刻
我们能用自己的经验知识去保护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

五、学习交通标志：

我们每天离不开交通，交通安全随之引起许多交通安全问题。
这些不安全引范，都发生在于不了解路上交通规则与标志，
了解交通标志，注意交通安全。

六、快板欣赏：附词《安全教训常常念》。

同学们，听我谈，安全事故要防范。



生冷食，莫乱吃，食物中毒很难治。

上学校，走路边，切莫逗留路中穿。

过马路，左右看，无车快过莫乱窜。

做清洁，抹窗户，不要站立在高处。

做游戏，要当心，盘脚斗鸡易伤身。

人多处，不去挤，提防跌倒踩伤你。

莫玩火，莫玩水，水火吃人张大嘴。

对别人，莫扔石，万一击伤真难治。

河水边，莫留恋，无人保护不安全。

学游泳，有纪律，单人切莫下水去。

爆炸物，不安全，切记时刻有危险。

破墙壁，莫靠近，何时倒塌说不定。

安全例，不胜举，消除隐患我和你。

同学们，要牢记，注意安全是第一。

七、观看视频：

地震自救短片。

八、班主任总结：

九、全班合唱《明天会更好》，结束今天的主题班会



生命教育的班会活动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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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互动

1、定襄在线上的一些事故。

2、周边兄弟学校发生的安全事故：宏道初中、南关学校……

3、我校以往出现的安全小事故。

交通、饮食(烟酒)、生活(水电使用、体育活动、打架斗殴
等)、自然灾害等。

1、学生自由论坛——增强安全意识，学习安全知识：介绍火
灾脱险、溺水救护等知识。

2、班主任强调平时行为规范：

(1)课间文明休息，不追逐推搡，不摸高，不攀爬门窗、扶栏。

(2)轻步稳行，上下楼梯一律靠右，学会谦让

(3)举止文明，宽容对人。

(4)遵守劳动和活动纪律，听从老师安排，不得擅自活动。

(5)校内不骑车。放学回家规范坐车、文明骑车。

(6)假期里不骑摩托，不进营业性娱乐场所，不擅自外出游玩。



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
意识。让安全系着你、我、他;愿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充满阳光
和鲜花;愿平安永远着伴随我们大家!

这次活动增强了大家的安全意识，也让学生学到一些自救常
识，对于排除安全隐患、保护自身生命安全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

生命教育的班会活动篇五

1.从炉火上移动开水壶、热油锅时，应该戴上手套用布衬垫，
防止直接烫伤;端下的开水壶、热油锅要放在人不易碰到的地
方。

2.家长在炒菜、煎炸食品时，不要在周围玩耍、打扰，以防
被溅出的热油烫伤;年龄较大的同学在学习做菜时，注意力要
集中，不要把水滴到热油中，否则热油遇水会飞溅起来，把
人烫伤。

3.油是易燃的，在高温下会燃烧，做菜时要防止油温过高而
起火。万一锅中的油起火，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应该尽快用
锅盖盖在锅上，并且将油锅迅速从炉火上移开或者熄灭炉火。

4.家里的电熨斗、电暖器等发热的器具会使人烫伤，在使用
中应当特别小心，尤其千万不要随便去触摸。

5.如何安全使用高压锅?：

用高压锅做饭，节省时间和能源，许多家庭都使用它。高压
锅在使用时，锅里的温度高、压力大，所以安全问题十分重
要。

1.使用高压锅之前，首先要检查锅盖的通气孔是不是通畅，
安全阀是不是完好无损。



2.在使用中，不要触动高压锅的压力阀，更不要在压力阀上
加压重物或者打开锅盖。

3.饭菜做好以后，不能马上拿下压力阀或者打开锅盖，要耐
心地等待锅里的高压热气释放出来后，才能拿下压力阀，打
开锅盖。

生命教育的班会活动篇六

1、 发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尝试客观地认识自我。

3、了解认识自我的途径。

了解自己，树立信心。

让学生敢于在全体同学面前展示自己风采。

教师导语：同学们：你认识你自己吗?你知道自己是谁吗?引入
“我一直知道，我就是我，可是有一天”以期唤起学生对自
我的思考。

1.直接从“我的手印”活动导入，对于“我的手印”活动，
学生会很有兴趣。 “今天我们的课，从一个活动开始”。让
学生在书本空白处留下自己的手印，并与小组里的每个同学
进行比对。

教师提问：从刚才的活动中，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小结：中国有句俗话“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西方也有
句格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从刚才的活动
中，我们也可发现这一点：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手印!



是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个独一无二
的“我”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自己了解吗?教师抓住辅导
契机，让学生在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发现“每一个人都是独一
无二的”。

2、活动：“我的十二行诗”，是为学生发现自我而设计的，
也是本课内容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课堂上一定要充分
展开;一方面让学生可以感受我心中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另一方面让学生分享同龄人的“我的十二行诗’。

(1)教师引导：在人生这个色彩斑斓的大舞台上，我们每个人
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同时充当着他人的观众。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们也在点点滴滴地积累着对自己的看法——积极的
或消极的。我们心目中从此有了一个自己。我是什么样的呢?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的面前放着一面镜子，你在看，你看
到了什么?里面的人漂亮吗?快乐吗?独立吗?里面的人需要什
么?他到底是谁?你还看到了什么?好，现在让我们睁开眼睛，
拿起手中的笔，把你看到的写下来，完成属于自己的“十二
行诗”。

(2)必须说明的是，填写内容可以很具体(我是一个男孩);也
可以比较抽象(我是一片云)。

(3)小组交流“我的十二行诗”，选择并推荐有代表性的作品
进行交流。让学生上台亲自朗诵自己的作品，交流自己的想
法和感受，学习从多角度多层面地认识自己。这样的活动，
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增进学生的体验。

(4)教师引导：从“我的十二行诗”中，你获得了什么想法和
感受?请把你的想法和感受整理好，填写“自我探索”中的内
容。

3、怦然心动：



(1)故事讨论：《我是一棵什么树》，是为学生理解“只有参
与学习和生活，才能真正认识自己”而编排的一个故事。在
辅导时注意把握这一环节的辅导目标不只是让学生了解自我
的途径，更重要的是确立这一意识：“只有参与学习和生活，
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以鼓励学生勇敢地面对生活。

学生阅读后全班交流：从这个故事中，你联想到了什么?

(2)在课堂辅导活动中，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从这个故事
中，你还联想到了什么?”或许，学生会带来许多答案。例如：
有时我们认识自己和看待他人都不够全面，不要急于给自己
和别人下定论等。关于这些观点，教师可以适当点评，拓宽
主题，也可以告诉学生“这些都是很好的话题，在以后的课
堂上我们会具体讨论”。

(3)小结：一棵树必须奉献出果实，才有人认识它。一个人也
是如此。通过在自己生命树上结出的果实，不管它是甜美的
还是酸涩的，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只有我们不断地参与学
习和生活，通过自己活动的结果，通过与别人的对比，通过
反省自己，我们才能不断地获得对自己新的认识!

(1)全班交流：你对“心心点灯”里的哪一句话最有感受?为
什么?

(2)小结：看来，每个“自我”都是丰富的、复杂的。要真正
全面地了解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从生理自我、
心理自我、社会自我三方面完整地来了解自己。 生理自我：
包括身高、体重、外貌、性别、身体机能(肺活量等)等。

心理自我：包括气质、性格、智力、兴趣、需要、价值观、
情绪、意志品质等。

社会自我：包括角色、地位、职业等。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认
识自己。我们不可能逃避这个话题;认识自己是需要学习的。



6、结束活动。寻找并学唱歌曲：李玟——《自己》。

生命教育的班会活动篇七

同学们：大家好!新的一学期又悄然来临了，欢迎大家又回到
学校，开始新的学习和生活!

“生命”，一个多么鲜活的词语;“安全”，一个多么古老的
话题;“幸福”一个多么美妙的境界。同学们：在一个家庭中，
一人的安全更是牵动了全家人幸福。生命只有在安全中才能
永葆活力，幸福只有在安全中才能永具魅力。在安全的问题
上，来不得半点麻痹和侥幸;在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必须防范
在先、警惕在前;在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人人讲安全，时
时讲安全，事事讲安全。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的生命筑起
安全的长城。

涉及到青少年生活和学习方面的安全隐患有很多：如交通事
故、火灾火险、溺水、食物中毒、体育运动损伤、网络交友
安全、毒品危害等等。在全国各类安全事故中，学校安全事
故所占的比重很大。近年来，中小学生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伤
亡不断增多。交通事故给学生、家庭乃至社会造成的损失极
其惨重。据统计，中小学生因安全事故、食物中毒、溺水、
等死亡的，平均每天有40多人，就是说几乎每天有一个班的
学生在“消失”。

一、人人要遵守交通规则和交通秩序

到校、回家做到文明行路，不骑摩托车、电动车，不骑自行
车 ;不乘坐农用车辆、无牌无证车辆，不乘坐超载车辆。

同学们在步行上学和回家时，进出校门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
没有人行道的靠路右边行走。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马路时要减
速慢行，注意来往的行人、车辆，确认安全后方可通过。



坐车上学的同学上下车时要格外注意安全。要排队等候，待
车停稳后，按顺序上车;上车后不得抢座占座;乘车时不得将
身体探出车外，不向车外抛掷物品。

二、注意课间安全

拒绝三无食品，不吃腐烂变质食品，不吃零食，不喝生水，
不得校外的摊点上吃饭，不偏食，不暴食暴饮;不随地吐痰，
不乱扔果皮纸屑。

四、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不带火柴、打火机、汽
油、爆竹等进入校园。封山期内禁止进入山区或林区活动。

六、在各项运动中要注意运动安全。上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前
要充分做好准备活动，运动时不要剧烈碰撞，以免撞伤或摔
伤;不到坑、池、塘、沟、河洗澡，避免溺水事故。

七、我们每位同学还要注意心理安全。青少年时期容易冲动，
容易感情用事，因此，在同学间遇到矛盾时，一定要冷静，
要理智，切忌用拳头代替说理，以免给自己和同学带来不良
的后果。同学之间要互相体谅、关心、理解，以平和的心态
来处理自己所面对的困难。

八、强化“防火灾、防触电、防侵害”意识。

不吸烟、不玩火，不焚烧废弃物;不随意触摸各种电器，不私
拉电线，不在教室内使用充电器、热得快等电器;不接受陌生
人接送与来访，遇到形迹可疑的人要及时报告门卫或教师。

九、学会自护自救，提高防御能力。

学会简易的防护自救方法，遇到偶发事件要冷静对待;敢于批
评、指正一切违反安全要求的行为和现象，做维护校园安全
的主人。



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注意公共场所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把珍贵物品、现金放在
教室，上学放学不要独行，要走大路，最好由家长接送，或
者和同学们结伴而行。如果遇到坏人坏事要冷静、机智，拨
打110报案。

我们全班师生都要有高度的安全意识，充分认识到安全工作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若发现有安全隐患，要及时向学校汇报，
防患于未然。

同学们，安全工作无小事，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生命是宝贵
的，面对生命我们只有珍惜、敬畏。把安全意识化为自己的
行动，让危险远离我们的生活，有平安健康才有幸福梦想!让
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在全校形成一个“人人关心校园安全”
的浓厚氛围。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努力增强自我
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永记心间!

生命教育的班会活动篇八

1、通过这次班会的召开，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人的生命只
有一次，我们要珍爱自己的生命。

2、教育学生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正确面对困难和挫折，努
力实现自身价值。

演讲、讨论、朗诵、合唱等。

五年一班

隋馨：五年一班中队活动现在开始！

第一项：请各小队报告人数！



第二项：出队旗，敬队礼！――敬礼！――礼毕！

第三项：唱队歌。 ――请坐！

第四项：下面我宣布：四年一班以“阳光总在风雨后”为主
题的队会现在开始！下面请我们班的高晋同学和我一起主持，
大家欢迎！

隋：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高：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

学生一齐背诵：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它就像那喷泉一样，是
那么多姿多彩；它就像晚霞一样，是那么美好；它就像二月
的鲜花一样，是那么的美丽而短暂。

甲、乙（合）：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必须珍惜它，
必须珍惜所拥有的美好时光。

甲：第一档，生命如花

乙：生命如花。如果说，人生如花开四季，那么，我们少年
儿童就是春天。春天，是阳光明媚的季节，是万象更新的季
节，是倾听花开的季节，是青春绽放的季节，更是孕育希望
的季节！

甲：生命如花。是花，就要让自己开得更艳。风华正茂的青
少年，正如盛开的鲜花，有着张扬的青春，悦目的色彩，醉
人的芬芳！

乙：生命如花。是花，就要经得起风吹雨打。我们的人生道
路也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所以，我们也要经得起考验，
笑对人生，做生命的强者。

甲：请欣赏《让生命灿烂如花》，让我们用心感受一下自己



如花的生命吧。

乙：第二档，笑对人生

（1）成都市一个13岁少年因与父母就学习问题发生争执纵身
跳下了7楼，结束了生命。

（2）16岁学生陈某用亲人给的压岁钱长时间打电子游戏。当
晚，在家人对其教育时，陈某进入家中卫生间，久久不出。
家人发现情况不妙，冲入卫生间发现陈某已用两条毛巾将自
己吊死在水管上。

（3）河南一高三考生，高考成绩估分不理想，竟在家自杀，
而高考成绩揭榜时，她的高考总分超过本科分数线33分。

乙：同学们，看完上述材料，大家是什么样的心情？

采访几个同学……

甲：是啊，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又怎能轻言放弃？

再请大家看一组来自第二小队的资料――不屈的人生

（1）女生废墟中微小的面孔

（2）谢谢你，叔叔！

（3）妹妹，我背你。

乙：多么催人泪下的声音啊！让我们共同为生命喝彩！

乙：增强自信、蔑视挫折――知道挫折的双重性，从战略上
蔑视它，从战术上重视它。

甲：升华目标，淡化挫折――树立远大的志向，胸怀大志，



才不会为小的困难羁绊。

乙：自我疏导，请求帮助――多与家长、老师、同学谈心，
及时化解不良情绪。

（投影出示地震中的照片）因为地震这场大的灾难，让这些
如花的女孩，知道了什么是灾难，而这些女孩，也用自己的
行动，证实了什么是叫做坚强，这些女孩的坚强也是自觉的，
因为她们知道哭泣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克服恐惧总是要有一
种克服的方式，选择对话这是她们可以做到的，因为她们知
道面对灾难会有解放军来解救她们，因为她们不是一个人在
向灾难宣战。我们与汶川共命运，我们的我们心系汶川。

给生命一个坚强的微笑，沉着冷静地去面对，去解决暂时的
障碍，去迎接雨过天晴的那一天。

二――自信的笑脸

（投影出示刘翔的照片）刘翔，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青
年，一个怀揣着梦想的炎黄子孙，他创造了奇迹，实现了中
国乃至亚洲几代人的愿望。

当五星红旗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高高飘扬在雅典的上
空，全世界的华夏儿女眼噙激动的泪水，因为这个可爱男孩
冲过终点的那一刻，我们的心也随他一起飞翔了。

他高喊：“中国有我，亚洲有我！”他敢以“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斗志迎接挑战，他身披着国旗，代表一个民族站在世
界的前列。

甲：给生命一个自信的笑脸，敢于超越自我，超越极限。自
信的微笑让生命闪耀出无限光彩。

乙：给生命一个笑脸吧！生命需要笑脸，有了笑脸，生命才



存在宽容和理解、自信与豁达、坚强与洒脱；有了笑脸，生
命才拥有向命运抗争，向困难招手的精神！

第三档：阳光总在风雨后

甲：人的生命，似洪水奔流，不遇着礁石，又怎能激起美丽
的浪花？

乙：人的生命，似天空辽阔，不经历风雨，又怎能出现绚丽
的彩虹？

甲：美国盲聋女作家和残障教育家海伦・凯勒，1880年出生
于亚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叫塔斯喀姆比亚的城镇。她在一岁半
的时候因为一次猩红热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接着，她又
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然而就在这黑暗而又寂寞的世界里，
她借着她的导师安妮・沙利文的努力，使她学会读书和说话，
并开始和其他人沟通。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掌握英、法、德、
拉丁、希腊五种文字的著名作家和教育家。

乙：张海迪5岁的时候，因患脊髓血管瘤造成高位截瘫，但她
身残志坚，勤奋学习，热心助人，被誉为“当代保尔”。

甲：古今中外一切杰出人物，没有一个是一帆风顺走向成功
的。在失败和不幸面前，他们无不选择了与逆境抗争，最终
迎得了命运的青睐，取得了成功。

乙：同学们正当青春年华，在今后的人生之路上肯定会遇到
一些的挫折。我们应该学会在挫折中奋起，在挫折中走向成
功。只要我们不失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并坚持奋斗，命运必
将回报给我们以幸福的微笑。

请欣赏诗朗诵：《阳光总在风雨后》

隋：下面我宣布：五年一班以“阳光总在风雨后”为主题的



队会到此结束

全体起立，举起右手！（呼号）

师：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齐：时刻准备着！

隋：退队旗，敬队礼！――敬礼――礼毕

隋：下面请老师总结。

生命教育的班会活动篇九

帮助中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青春期身心发展的特点，使其懂
得自尊、自爱、自重、自强，形成一定的身心自我调控能力，
能适应身心的变化。

1.通过讲解或阅读，使学生认识情绪的与类型，了解中学生
情绪发展的特点，认识青春期情绪发展中的特殊现象。

2.通过自我情绪分析，使学生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状态，
掌握情绪健康标准，使其学会情绪自我调节的方法，培养积
极情绪，改变消极情绪，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中学生情绪发展的特点。

讲授课、讲授与训练相结合

一、讲读(教师讲解，学生阅读)

1.明确什么是情绪?

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与人或事打交道时，总会产生一定的
态度，如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对客观物所形成的一种态
度上的体验，这种体验，心理学上称之为情绪。



2.情绪在交际中的作用。

(1)情绪与认识的关系;情绪由认识而产生，它比认识更具体，
更真切，更强烈。

(2)情绪在现实交往中的巨大作用。

(3)情绪能让人互相了解，彼此其鸣，传递交际的信息，是人
建立相互关系的纽带。

3.情绪的不同表现形式。

(1)孔子认为，人有七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

(2)宋代名医陈无择的七情说：即喜、怒、忧、思、悲、恐、
惊，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情绪分类法。

(3)今天，按强度和稳定性不同，分为三种形式：心境、热情、
激情。

4.情绪的特点及不同类型。

(1)情绪肉格性的特征;

(2)按复杂性，情绪可分为简单情绪和复杂情绪;

(3)按所起作用情绪分为增力性情绪和减力性情绪;

(4)按强度不同可分为强弱两种状态;

(5)按性质不同分为肯定情绪和否定情绪。

5.中学生的情绪特点。

(1)没有摆脱两极性，烦躁不安是其情绪的主旋律;



(2)中学生情绪更复杂，一方面，情绪的延续性增加了;另一
方面，情绪也带上了文饰的内隐的曲折的性质。

二、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进行自我情绪分析

三、训练：

要想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关键在于掌握情绪自我调节的方法。
一方面培养积极的情绪，另一方面把消极的情绪引导和调节
到积极的方面来。

四、全课小结

喜、怒、哀、乐构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七彩画卷。在生活中人
的情绪是复杂多样的，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情绪世界同样
是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我们的情绪无论具有怎样的特点，
始终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既可以起到增强的作用，也可
以起到减弱的作用，关键在于如何调节和利用。因此，我们
每一个中学生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努力培养积极的情绪，
使消极的情绪向积极的方面转化，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五、作业

结合自身情绪的特点，谈一谈不同的情绪在学习生活中的不
同作用。

板书设计

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1.什么是情绪?

2.情绪的作用。

3.情绪的演变。



4.情绪的特征。

5.中学生的情绪特点。

6.情绪的调节。

青春就象这束鲜花!开放的时候绚丽无比!可它枯萎的时候就
惨不忍睹!希望大家通过上文的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案，对
青春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