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华骄傲班会材料内容 爱我中华
的班会教案(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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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华骄傲班会材料内容篇一

1.有感情地朗读歌词，体会其中表达的强烈的民族情、爱国
情。

2.课文中六次出现了“脚踏实地我中华”，引导学生读后交
流朗读的感想，体会此类歌曲歌词表达感情的技巧。

“爱我中华”的课件

1.有感情地朗读歌词，体会其中表达的强烈的民族情、爱国
情。

2.课文中六次出现了“爱我中华”，引导学生交流朗读感想，
体会此类歌曲歌词表达感情的技巧。

1课时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1.课前同学们都收集了与祖国相关的资料，现在老师来考考
你们。老师提问：国旗、国歌、中国地图、民族等。并五出
示课件，最后出示少数民族的图片，再导入课题。



2.简介创作背景和作者。

3.你们想唱这首歌吗?要想唱好这首歌，我们首先要理解歌词，
把作者藏在歌词的情感挖掘出来，悟到自己的心中去，这样
才能唱出动人的歌。下面我们一起到文中去看一看，读一读，
悟一悟。

二、初读课文，读通读顺。

1.选择自己的方式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在课文中圈一圈，画一画，把自己不懂的、自己想说的话
做上记号，然后在小组里讨论交流。

三、细读课文，读懂读透。

1.播放课文录音，让学生注意句子的重音、停顿、语气、语
调。

2.请你谈谈你从中课文中感受到了什么?你的感受是通过课文
中哪句话或哪个词得到的?

3.重点指导学生体会“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
个民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健儿”、“建设”、“雄姿英
发”等词句来深入理解、感悟课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和情感。

四、研读课文，读新读活。

1.通过研读，让学生感受到我国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无私奉
献，建设家园，热爱祖国。

预设一、结合有关的语句谈理解，讲感受，想像场面。让学
生理解和感受不拘泥于课文中所提到的内容，引导学生从文
本中再走出来，说一说中华儿女建设国家的具体表现，让学
生把平时留意的相关信息迅速地从脑海中检索出来。比



如：“抗洪抢险的事”、“保卫边疆的事”、“为祖国发奋
图强、刻苦学习的事”等等，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自己熟
悉的事情来。

预设二、点击教学软件，通过大屏幕播放奥运会上运健儿们
奋力拼搏、雄姿英发的场景，使学生目睹各族运动健儿在世
界运动会上为祖国摘金夺银的场面，放映医护人员在抗击非
典时救助病人的感人场面，和解放军抗洪抢险救灾，保卫祖
国和人民的动人场景等，使学生体会到中华各族人民在爱国
热情激励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奉献工作。
体会到他们的那种无私奉献和爱国的精神。

2.指导有感情朗读。

让学生边读边想像那感人的场面，要让富有激情的朗读中活
化学生的情感，让学生真正体验到各族儿女的爱国情感。

3.师生合作有感情地朗读歌词，引导学生结合齐读时自己心
中的感受说一说“爱我中华”在文中反复出现的作用，使学
生感悟到每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感染。特别是最后一句，在
歌起到了前后照应的作用，将爱国情感推向了高潮，并结合
课文渗透诗歌的写作方法和技巧。

4.赏读，读会读美。

五、跟唱歌曲，升华情感。

六、作业。

1.背诵课文。

2.找一找其它相似的爱国主义的歌曲。



中华骄傲班会材料内容篇二

班会主题：防火,防溺水 班会时间：2017年3月29日 班会地
点：八年级203教室 参与人员：203全体学生 班会过程：

一、森林防火

（一）保护森林的重要性

1、森林是空气的净化物。

2、森林有自然防疫作用。

3、森林是天然制氧厂。

4、森林是天然的消声器。

5、森林对气候有调节作用。

6、森林改变低空气流，有防止风沙和减轻洪灾、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的作用。

（二）、森林火灾的危害

1、森林火灾不仅能烧死许多树木，降低林分密度，破坏森林
结构；同时还树种演替，由低价值的树种、灌丛、杂草替低
森林利用价值。

2、由于森林烧毁，造成林地裸露，失去森林涵养水源和保持
水土的作用，将引起水涝、干旱、泥石流、滑坡、风沙等其
他自然灾害发生。

3、森林火灾能烧毁林区各种生产设施和建筑物，威胁森林附
近的村镇，危及林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森林火灾能



烧死并驱走珍贵的禽兽。森林火灾发生时还会产生大量烟雾，
污染空气环境。此外，扑救森林火灾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影响工农业生产。有时还造成人身伤亡，影响社
会的安定。

4、被火烧伤的林木，生长衰退，为森林病虫害的大量衍生提
供了有利环境，加速了林木的死亡。森林火灾后，促使森林
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使天气、水域和土壤等森林生态受到干
扰，失去平衡，往往需要几十年或上百年才能得到恢复。

（三）、森林火灾的预防 每年的3月1日至翌年5月1日为我重
点防火期。我们应该怎样做呢？生分组讨论，汇报交流。

1、要当好义务宣传员，大力宣传《森林法》和《森林防火条
例》等林业法规，提高家长和周围群众的认识，做到有法必
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以法治林。

2、不在野外玩打火机、火柴、蜡烛等，不燃放烟花爆竹。

3、要照看好家里的白叟、小孩以及痴呆傻者，以防火灾。

4、必须严格控制火源，不带明火进入林区。除了严防坏人破
坏以外，对于野外生产用火，要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专
人负责管理。做到“十不准”“五不烧”。

二、防溺水

（一）、溺水致死原因有哪些？

主要是气管内吸入大量分阻碍呼吸，或因喉头强烈痉挛，引
起呼吸道关闭、窒息死亡。

（二）、溺水者有哪些症状 ？

溺水者面部青紫、肿胀、双眼充血，口腔、鼻孔和气管充满



血性泡沫。肢体冰冷，脉细弱，甚至抽搐或呼吸心跳停止。

（三）、自救当发生溺水时，怎样自救与救护？

当发生溺水时，不熟悉水性时可采取自救法：除呼救外，取
仰卧位，头部向后，使鼻部可露出水面呼吸。呼气要浅，吸
气要深。因为深吸气时，人体比重降到0.967，比水略轻，可
浮出水面（呼气时人体比重为1.057，比水略重），此时千万
不要慌张，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而使身体下沉更快。会
游泳者，如果发生小腿抽筋，要保持镇静，采取仰泳位，用
手将抽筋的腿的脚趾向背侧弯曲，可使痉挛松解，然后慢慢
游向岸边。

救护溺水者，应迅速游到溺水者附近，观察清楚位置，从其
后方出手救援。或投入木板、救生圈、长杆等，让落水者攀
扶上岸。

三、小结

火灾 水火无情，人所共知。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公共安全
教育，培养学生公共安全意识，提高中学生面临突发事件自
救自护能力，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养正确的安全防卫
心理。最大限度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和减少安全事件对中学生
造成的伤害。我们召开这次主题班会，我们要做到天天都是
安全日，时时牢记心中。

中华骄傲班会材料内容篇三

1、通过回顾感人的爱国故事，培养学生爱国情感。

2、通过本次班会课，让学生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全班学生



多媒体、诗朗诵

1、听一首歌曲《我的中国心》。

2、老师总结：大爱无疆，对祖国的大爱从身边的小爱做起，
爱同学、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只有付出、传递“小
爱”才能汇聚成荣耀祖国的“大爱”。

3、讨论：学生分组讨论“爱国的.表现有哪些”?

4、总结：

5、结束语：

同学们让我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做一个爱国的'小学
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学习，用你我
共同的行动去证明---爱我祖国!

音乐响起《爱我中华》,班会结束。

中华骄傲班会材料内容篇四

一、让学生初步了解和感受中国歌舞音乐的品种及其基本风
格。

二、能够用圆润而有弹性的声音、轻快活泼的情绪演唱《爱
我中华》。

三、教育学生应热爱祖国大家庭，努力学习，将来把我们祖
国建设的更美丽。

通过欣赏和演唱了解民歌的音乐风格特点及特点。

为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创造条件。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感觉、



欣赏的环境；给学生提供充分参与、体验的机会；给学生提
供感觉音乐美、创造音乐美的时机。

多媒体课件

族歌舞音调创作而成的歌曲，4/4拍，e调式。曲式结构为三段
体，即a+b+a+c。其中，a段（领唱部分）是全曲的主题段，b
段和c段（齐唱部分）是与a段构成对比的段落。整段音乐既
跳荡又平稳，表现出一种载歌载舞的喜悦之情。b段是一个带
有插句性质的对比性段落，这个只有三个音（sol、rei、dao）构
成的乐段基本上重复的是一个音型，这种带有集体舞风格特
点的节奏型，第一次轻松地将歌曲送上高潮。c段是一个具有
较强对比性质的音乐段落，此段音乐的节奏型既表现出“呼
口号”的气势，又表现出集体舞的欢快和热烈。整首作品有
张有弛，一气呵成。

1、作品简介：

《爱我中华》为二段体结构，b大调，4／4拍子。歌曲情绪快
乐，活泼，充满了自豪感，表现了中华儿女爱祖国的深厚感
情，这首歌可以是独唱，也非常适合领唱加合唱或齐唱。

2、词作者简介：

乔羽我国著名的老一代词作家、剧作家、音乐文学理论家，
山东济宁人。乔羽在电影、电视、歌剧、歌曲等领域都有突
出的成就。代表作有：歌剧剧本《花开满山头》、《果园姐
妹》，电影文学剧本《红孩子》（合作）、《刘三姐》，话
剧剧本《杨开慧》（合作）等。歌词作品有《我的祖国》、
《祖国颂》、《让我们荡起双浆》、《思念》、《难忘今宵》
和《爱我中华》等。

3、曲作者简介：



徐沛东1954年生，辽宁大连人。我国著名作曲家，主要作品
有歌曲《我热恋的故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亚洲
雄风》、《爱我中华》等；《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和《和平
年代》等。

徐沛东是大陆流行音乐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西北
风”的代表作家，为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德育渗透：

教育学生热爱祖国大家庭，努力学习，将来把我们祖国建设
的更美丽。

一、导入新课：

1、播放一段“少数民族服饰展”片断，请同学们抢答他们分
别属于哪个少数民族？将学生说的各种答案总结归纳，并对
积极举手发言的同学以充分地肯定、鼓励和表扬。

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入：（课件1：背景画面）

（五十六个民族：汉族、苗族、回族、藏族、土家族、朝鲜
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傣族、黎族、羌族、白族、壮族、
满族、瑶族、彝族等五十六个民族）

2师：这五十六个民族由于生活的地区环境等的不同，因此他
们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也不同，所产生的歌舞
音乐肯定也不相同。那么，什么是歌舞音乐呢？（课件）

3、揭示课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首歌舞音乐《爱我中
华》。

二、新课学习

（一）聆听歌曲，感受歌曲的情绪，熟悉歌曲的旋律。



1、第一遍欣赏歌曲

“热情” “奔放”“激昂”“欢快”“奋进”等等

学生回答，老师总结：歌曲中出现了女声领唱，男女声合唱，
男女声对唱等形式。

3、读歌词（轻声高位置，再次让学生进行发声的练习）

读歌词时可以以师生互动的形式进行：老师读第一部分，引
导学生发声的方法和读歌词的情绪，学生读第二部分，师生
共同读第三部分。

问题：1、关于歌曲中的反复记号

4、你认为能表达歌曲中心的歌词是哪一句？五十六族语言汇
成一句话，爱我中华。

5、作品分析

师：我们欣赏了歌曲的旋律，读了歌曲的歌词，下面我们进
一步了解一下这首歌曲。看大屏幕，请一位同学来读一读。

生：《爱我中华》是一首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歌曲。歌中唱
出五十六个民族团结一致、建设中华的豪情壮志，也唱出了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种语言汇成的一个共同思想——爱我
中华。歌曲为两段体结构。歌曲吸收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
音乐素材创作而成，其中“咳啰咳啰咳啰咳啰”就有鲜明的
民族语言特色，并具有舞蹈音乐的性质。

6、老师范唱（用情绪感染学生，用情感带动学生）问题：找
出你认为最难唱的一句！

7、全体学生完整演唱此歌，注意：



1、装饰音、修止符的运用。

2、控制整体音量

3、高音时不要喊叫，注意声音强弱对比。

完全熟练以后，三段作对比。让学生感觉力度、表情、速度
变化，对音乐表现的影响。

三、教学拓展

由歌曲《爱我中华》引入少数民族歌舞音乐简介，并欣赏部
分民族歌舞音乐。

1、欣赏蒙古族歌舞音乐

特色：热情、勇敢、节奏欢快

举例：滕格尔演唱的歌曲

2、欣赏维吾尔族歌舞音乐

特色：开朗、奔放、造型优美、挺拔

举例：举例：《娃哈哈》《掀起你的盖头来》等等。

3、欣赏藏族歌舞音乐

举例：韩红演唱的歌曲

四、巩固练习

欣赏由宋祖英演唱的《爱我中华》，全体学生一起跟随演唱
及表演



五、教师小结，下课。

中华骄傲班会材料内容篇五

通过对同学们进行集体教育，让同学们正确认识勤学的重要，
端正同学对待学习的态度，班会中要穿插进一些古今中外的
名人勤学故事，让同学们更加清晰明了的认识到自己对待学
习的态度是否端正。使得同学们正确理解勤学的重要性，并
将真正的勤学贯彻到自己的生活中来。

1、让同学们正确认识勤学的意义

主持人：众所周知，勤学和勤俭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上一次在开了“传统美德——勤俭”班会以后，同学
们十分正确的意识到了勤俭的重要，这次的班会也希望能够
达到这样的目的，让同学们端正态度，并把勤学贯彻到和自
己息息相关的生活中去。下面有几句关于学习的格言，请大
家看一看，并进行讨论。

格言：

天才在于学习，知识在于积累。

钟不敲不响，人不学不灵。

话语只是叶子，行动才是果实。

有了知识不去用，等于耕耘不播种。

2、同学讨论关于“勤学”

同学甲：这学期我们班的学习风气十分浓郁，而且大家也都
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明确了自己的学习目的，开始有意
识的学习而不是盲目随从，一味地追求分数和形式上的成绩，



所以大家的成绩也逐渐有了提升，也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新动
力。

同学乙：没错，同学们对学习的态度不再如同以往的不在乎，
而且大家对这次班会的召开也不会如此的轻视和不重视了，
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新方向和新目标。

3、中华勤学故事：

《杨禄禅陈家沟学艺》杨禄禅受到乡里恶霸的欺负，他不甘
心受辱。一个人离开了家，到陈家沟拜师学艺。拳师陈长兴
从不把拳法传外人，杨禄禅也不例外。不过，杨禄禅的执着
终于感动了陈长兴，终于学到了拳法，惩治了恶霸，也开创
了杨式太极拳。

《厉归真学画虎》五代画虎名家历归真从小喜欢画画，尤其
喜欢画虎，但是由于没有见过真的老虎，总把老虎画成病猫，
于是他决心进入深山老林，探访真的老虎，经历了千辛万苦，
在猎户伯伯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真的老虎，通过大量的写
生临摹，其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笔下的老虎栩栩如生，几
可乱真。从此以后，他又用大半生的时间游历了许多名山大
川，见识了更多的飞禽猛兽，终于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杜甫自幼学写诗》唐朝大诗人杜甫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伟
大的诗，万古流传。可是，你也许不知道他之所以能有这么
大的成就，是和他从小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分不开的。这个
故事讲的就是，杜甫七岁的时侯，看见公孙大娘舞剑，写出
诗作《咏凤凰》的故事。

“开卷有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打开书本，总有益处。常用
以勉励人们勤奋好学，多读书就会有得益。这个成语来源于
《渑水燕谈录》，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缺，暇日
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宋朝初年，
宋太宗赵光义命文臣李防等人编写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百科



全书——《太平总类》。这部书收集摘录了一千六百多种古
籍的重要内容，分类归成五十五门，全书共一千卷，是一部
很有价值的书。这部书是宋太平兴国年间编成的，故定名为
《太平总类》。对于这么一部巨著，宋太宗规定自己每天至
少要看两、三卷，一年内全部看完，遂更名为《太平御览》。
当宋太宗下定决心花精力翻阅这部巨著时，曾有人觉得皇帝
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还要去读这么部大书，太辛苦
了，就去劝告他少看些，也不一定每天都得看，以免过度劳
神。可是，宋太宗却回答说：“我很喜欢读书，从书中常常
能得到乐趣，多看些书，总会有益处，况且我并不觉得劳神。
”于是，他仍然坚持每天阅读三卷，有时因国事忙耽搁了，
他也要抽空补上，并常对左右的人说：“只要打开书本，总
会有好处的。”宋太宗由于每天阅读三卷《太平御览》，学
问十分渊博，处理国家大事也十分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
见皇帝如此勤奋读书，也纷纷努力读书，所以当时读书的风
气很盛，连平常不读书的宰相赵普，也孜孜不倦的阅读《论
语》，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谓。后来，“开卷有益”便
成了成语，形 容只要打开书本读书，总有益处。

4、教师寄语

要求同学们作到“五要”：

1、要有为国家、为民族奉献青春年华的远大理想；

2、要有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3、要有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真才实学；

4、要有文明守纪、严于律己的素质修养；

5、要有敢于拼搏、勇于争先的竞争意识；

这一次的主题班会主要还是*同学自己主动去接受“勤学”这



个概念。

所谓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指历史流传下来，具有影响，可
以继承，有益于后代的优秀道德遗产。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
意识形态，其内涵包罗极为广泛。从内容上来概括，传统美
德是中华优秀民族品质、优良民族、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
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

教学后感：

这次的班会让大家很好的学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家
也都很努力地学习着，大家的学习氛围也明显比上学期提升
了许多，从古代就有了许多勤学的说法，可是随着时代的进
步与发展，这种美德逐渐被我们遗落了，我们不但没有很好
的秉承上一辈的传统，反而还有许多人忘了本，这次的班会
正好提醒了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老一辈留下的传统，也正式
的宣告了我们新学习态度的良好开端。

同学们从这学期开始对分数有了新的认识，不因为一次的失
败而气馁，不因一次的成功而骄傲，不因懒惰而放弃学习，
不因刻苦而丢了西瓜捡芝麻。这一次次的考试很好的磨练了
我们的心理素质，也提高了我们对分数的认识境界，我们不
能沉醉在好的分数里难以自拔，更不能沉溺在不好的分数中
自暴自弃。分数只是考验我们的一种手段，我们应该掌握好
学习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只追求表面的一种成就，勤学就
是让我们能掌握好学习方式的最好途径，成功=99%勤奋+1%天
资，所以，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不辜
负时代和关心我们的人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