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阅读经典班会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阅读经典班会教案篇一

各位领导，同事：大家好！

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为大家分享国学经典，感到无上荣耀！

大家知道，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是老祖宗
千百年留下来的精神食粮，我们应该珍爱它，把它应用到生
活中方方面面，而不应该抛弃它，让它趋于消亡。 这里，我
给大家分享的是《弟子规》里面的“泛爱众”篇。

“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

这句话是说，人，不分高低贵贱贫富，不论是何身份，也不
论贡献大小，都需要他人关爱，也都应该去关爱他人。只要
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需要关爱。生活在同一片蓝天
下，同一个地球上，这就是是缘分，因此应该互相关爱。要
爱那些给过你关爱的人，同时也要爱那些给你造成某种伤害
的人。

人们有了爱，家庭才会和睦，种族才会消除纷争，世界才会
消除战乱。

试想一下，我们平时工作中，如果真诚地、充满爱心地对待
每一项工作，对待每一位来访的群众，我们的工作就不会感
到劳累，不会因为多干些、少干些，报酬少点、多点而怨天
忧人；也不会因为群众找的多，事情多，而感到麻烦；更不



会故意怠慢群众，伤害群众的感情，激化干群矛盾，给我们
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

有一句歌唱得好，“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
好的人间”。愿我们大家献出我们的爱心，挥洒在世界万物
之中，让我们的事业更加美好！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阅读经典班会教案篇二

大家上午好!

地球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道的宇宙中唯一可以承载人类生命
的星球。人类在了球上生活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在这漫长
的岁月中，人类就是依靠地球上的资源(空气、水分、阳光)
生存、繁衍、发展的，所以，地球是人类的母亲。

人类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无论是履行自然还是发展经济，
都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是与此同时，因为不合理的开发和
利用自然资源，不注意环境保护工作，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
破坏和环境污染。现在全球每年有600万公顷的土地沦为沙漠，
20xx万公顷森林在消失，平均一小时有一种物种在灭绝。由
于臭氧层被破坏，温室效应在加剧，使用权地球气温不断升
高，南极冰冠开始溶化，海洋平面将不断升高，世界上许多
沿海城市、岛屿和大量土地，将被海水吞没。这一系列环境
问题，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甚至威胁着人
类的生存，所以爱护环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同学们，保护环境十分重要。如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注
意环境保护，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不仅损害我们这一代，
还要遗害子孙万代!

同学们，我们是地球的小主人，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要有环境



保护意识。保护环境是我们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从
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爱护花草树木，爱护
鸟类和其他小动物等等。通过我们的努力，使祖国的天更蓝，
地更绿，水更清。

阅读经典班会教案篇三

老师和家长常常对我们说：“平时要多阅读，多积累，这样
写作文才有素材。”如果真像那样去阅读，那么阅读就成了
一项任务了。事实上，当你没有任何负担地去读一本书，你
才能真正地乐享其中，才能真正有所收获。这样的阅读才是
有意义的“悦读”。

小时候，我钟情于各种绘本，只要是有图的，我都会迫不及
待地一看到底，但因为年纪太小，书中的文字大多看不懂，
一本书下来，只有那些夸张和诙谐的图片才能深深地吸引我。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本《皇帝的新装》。当时，我根本
不懂什么叫“皇帝”、什么叫“裁缝”，什么叫“侍卫”，
但通过图片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当我看到皇帝一丝不挂
地走在大街上，书上写着“皇帝骄傲地走在街上，围观的人
们都吃惊地看着他。”虽然，我不懂什么是“骄傲”，什么是
“吃惊”，但我看看那图片中的皇帝昂首挺胸，围观的人们
瞪大了眼睛，嘴巴张成大大的“o”形，他们夸张的神态让我恍
然大悟，仔细体会文字和图片，禁不住哈哈大笑。

这，便是我最初的“悦读”。

当我渐渐长大，那些绘本再也不能满足我了。

大约在四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四大名著，那些扣
人心弦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与绘本相比，文字的描述比
图片更加清楚、细致，真正让我体会到了文字的魅力。神通
广大的孙悟空、兄弟情深的刘关张、行侠仗义的一百零八好



汉、娇气爱美的金陵十二钗，各种人物均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被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这，便是我的品味“悦读”。

悦，乃心之所悦；读，乃读之有悟。如此，方为“悦读”也！

阅读经典班会教案篇四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文明礼仪伴我行，争做社会小标兵》。

在一个国家中个人是主体。对于个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呢?我想
首先应该是具备文明素质，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具备了文明素
质，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

不久前，曾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的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一
个通用英语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公共场所的各种标语大多是
用英语书写。但其中的一些文明礼貌的标语，如“不准随地
吐痰”、“禁止吸烟”、“不准进入草坪”等却用中文书写。
为什么呢?人家回答：“因为有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大多数是中
国大陆的游客。”为此，到新加坡考察的一位中学校长语重
心长地说：“不文明行为也是国耻。”不知大家是否记得，
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国庆节后的天安门广场，随处可见口
香糖残迹，40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上竟有60万块口香糖残
渣，有的地方不到一平方米的地面上，竟有9块口香糖污迹，
密密麻麻的斑痕与天安门广场的神圣和庄严形成了强烈反差。

以上的两个事例表明，文明其实是由细节构成的，反思我们
的所作所为可见文明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在我们身边，在
一部分同学身上，还存在着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例如，在我
们的校园内、楼梯上总能见到与我们美丽的校园极不和谐的
纸屑，教室里、校园内食品袋、方便面盒随处可见，甚至有



的同学认为：反正有值日的同学和清洁工打扫，扔了又何妨;
再例如有的同学在教学楼走廊上追逐打闹，走路推推搡搡习
以为常;还有部分同学相互之间讲脏话、粗话，随意攀爬树枝，
甚至还有个别同学故意损坏学校的公共财物。我们很多同学
把文化知识的学习放在首位，而常常忽略了社会公德的培养，
文明习惯的养成，而这恰恰从本质上展现出一个人的思想品
质。事实上，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保证我们顺利学习的`前
提，也是树立健康人格的基础。在学校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
的同学就可能目无纪律，不讲卫生，扰乱班级的学习环境。
相反，如果我们养成了文明的行为习惯，学习环境就一定是
良好的、有序的。我们知道：一个学校的学生具有良好的文
明行为习惯，才能构建出优良的学习环境，创设出优良的学
习气氛。现在，我们正处于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时期，我们
在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将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自身的心
理素质，而文明的行为就在帮助我们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
同时也完善了自身的道德品质，如果我们不在此时抓好自身
道德素质的培养，那我们即使拥有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于人于己于社会又有何用呢?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做一个堂堂
正正的人，一个懂文明、有礼貌的谦谦君子，然后才是成才，
不能做一部单纯掌握知识技能的机器，而要成为一个身心和
谐发展的人。文明就是我们素质的前沿，拥有文明，那我们
就拥有了世界上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记得一位名人曾说：德行的实现是由行为构成的，而不是由
文字。无数事例表明，走向事业辉煌、开创成功人生的关键
是高尚的情操。代表民族未来的我们，需要学习和继承的东
西有很多很多，然而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以什么样
的精神风貌，什么样的思想品质和什么样的道德水准去接过
人类文明的接力棒。

南开大学校长在镜子上写了一句箴言：“面必争，发必理，
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
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装。”作为一个高中生，我们必
须明白自己的仪表起码必须符合学校的气氛和学生的身份，



保持大方、得体的仪表，是对老师同学的一种尊重。

要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文明高中生。那么请我们每一个
人管住我们的口，不说粗话、不随地吐痰;管住我们的手，不
乱扔垃圾、不打架斗殴;管住我们的脚，不践踏草坪。我相信，
经过我们全体师生共同努力，一定会营造出一个文明美好的
校园。试想假如全国每一个校园都共同创建文明校园，那么
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将大大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将会大大
加强，祖国的未来一定是繁荣昌盛、灿烂辉煌!

首先要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对别人、
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要有一个衡量的准则，我们通常把
这种衡量和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叫做道德。而礼貌
与道德是互为表里的。礼貌是道德的外衣，道德是礼貌的内
涵，因此，我们要认清哪些是我们应该做的，哪些是我们不
应该做的，以此来规范我们的行为。

其次，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来培养习惯。比如，在生活中我
们常常看到在放置着“不准践踏草地”、“请您足下留情”
告示牌的公园里、绿化带中，照样有人践踏青草。光靠布置
告示来提醒，对有些人看来是无效了，他们对这些告示倒不
一定是故意违反，因此，在没有养成好的习惯的时候，采取
一些强制手段也是十分必要的。

同学们，文明礼仪是我们学习、生活的根基，是我们健康成
长的臂膀。没有了文明，就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千学万
学学做真人，说的就是学习应先学做人，学做文明人，学做
社会人，清洁环境，文明校园，从我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
起，让文明礼仪之花在校园处处盛开。

阅读经典班会教案篇五

人常说：“一本好的经典就是一个好朋友。”经典对人成长



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一本好的经典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
自小就执著于看书、爱书的我，到今天读过的经典已经不计
其数了，经典使我受益无穷！

曾记得，在我非常小的时候，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从妈
妈手中接过我人生的第一本书—《三字经》。从此，儿童嬉
戏的地方少了一个顽皮的身影，我每天吟唱着“人之初，性
本善”，敲开了知识的大门，走进了经典的世界。“香九龄，
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使我懂得作为子女，应该
孝敬长辈；“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告诉我从
小就要勤奋学习。“西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伟大的母爱深深感染着我。我喜欢《三字经》不单单因为它
历史悠久，教我道理，还因为它琅琅上口，蕴藏着丰富的知
识和对人生的感悟。虽然每句只有三个字，但它用朴实无华、
简洁通俗的语言讲出了亘古不变的道理，浓缩了中国的文化
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三字经》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随后，《弟子规》、《千家文》、《千家诗》这些国学典籍
逐渐与我为伴，教会了我要对父母孝敬、对兄弟友爱，言行
谨慎，做人要诚实守信，对他人仁慈博爱，还要多学习，多
读书。就是这些国学经典，打破了我沉睡的心灵，让圣洁的
阳光照进了一个初涉人生的孩子心灵。怀着一份不舍，我迈
出了幼年。渐渐地，这些典籍已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中国文
化如此神秘，等待我们去探索发现。于是，我便向更高的境
界探求。而《唐诗宋词》便是我探求的阶梯。一句“夜来风
雨声，花落知多少”就使我心旷神仪，一首“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便让我对大自然充满向往，对瀑布溢
满了憧憬.我带着对李白的崇拜，对杜甫的向往，去更深的了
解经典，而对经典也又多了一份期望.我经常在假日里与之相
约，细细品味近千年前的文字，仿佛看见李白在“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苏轼在“把酒问青天。”陆游在“夜阑
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仔细体会，仿佛置身于繁
华的长安城，穿梭于人流中，仿佛看到的“大漠孤烟直，长
河落日圆。”的壮美。唐诗宋词，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历史
上光辉的一笔，阅读着它，我不禁为诗词本身所陶醉，也会



为历史的辉煌而骄傲！

短暂的童年如流水，我很快又步入了少年时代.少年似花，在
这如花的季节里，我迷上了《古文观止》。第一次接触《古
文观止》，是语文老师竭力推荐的。当时，对这本书只是草
草一览。如今，却成了我精神食粮中的重要部分，让我对中
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长盛不衰，
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让我大饱眼福。读着，读着，透过破碎
的阳光，我好像望见历史正向我悠悠走来。它使我学会
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懂得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我深深地沉入了这经典，畅游在这知识的
海洋中，其乐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