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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主题班会“活”起来
主题班会，是指在班主任的指导下，由班主任组织开展的一种自我教育、自学成才的班级活
动，是班主任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主题班会组织得好，对学生思想的转化
和良好班风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那么，主题班会有没有必要开，怎样组织和召开主题班会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教育作用呢？本
期“班主任驿站”，一起走进和县历阳镇第三小学，看看该校各年级班主任们的主题班会都
是怎么开的。

爱在重阳
□一（1）班班主任  王  媛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含有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而在重阳节这一蕴含
着“敬老爱老”主题的节日中，我们更应该强调并呼吁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传统的节日——重阳节，先人栽树，后人乘凉，长者恩德不
能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宣布一（1）班《爱在重阳》主题班会现在开始！”随着我
的开场白，班会开始了，分为班级内和班级外两部分活动。
班级内的活动丰富多彩：第一项，由“重阳故事组”同学讲述重阳节的由来及有关重阳的传
说、故事；第二项，由“重阳美食组”同学介绍各种重阳节美食，并请全班同学品尝重阳
糕、五色糕等；第三项，请“重阳习俗小组”同学通过PPT和视频向大家展示介绍人们重阳
登高、插茱萸还有品酒赏菊的习俗。
班级外的活动是由马煜淼、吴岳峰两位同学带着班级所有同学的祝福和礼物，跟随大队辅导
员，慰问社区敬老院爷爷奶奶。两位同学给班级同学做实时连线报道，让坐在班级里的同学
们也能感受到重阳节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登高、赏菊、吃重阳糕，懂得了老年人需要的也许并
不是钱和物，而是你一声深情的问候……
营造爱老敬老养老助老的氛围，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为了更好地从小培
养他们尊老爱老的优良习惯，在重阳节，组织学生们与自己的爷爷奶奶们一起联欢，用自己
的方式表达对爷爷奶奶等长辈的关心和敬爱，帮助学生们体验爱的给予，体会爱的真谛。

重阳节活动展示

铸学生品质 创优良之风
□二（14）班班主任  黄守爱
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帮助他们塑造健康的心理，促使他们在学习中进行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我们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班会教育来达到这一效果。
选对题，选好题。召开主题班会的第一步就是要选好主题，主题的选择一定要切合学生的生
活。在平时的班级管理中，班主任要学会观察，了解班级学生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通过学
生的不良行为来确定班会主题，这样可以使学生在班会中有所收获。例如刚入学的一年级新
生，这些学生刚从幼儿园升入一年级，对于小学生活还不能很好地融入进去，上课喜欢说
话，不认真倾听别人的话语，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一现象来开展学会倾听的主题班会。
学中思，思中学。主题班会的选题确定后，该如何去开展呢？首先要让学生观看身边的事
例。课间十分钟是伤害事故发生的高峰时段，为了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让学生在课间能够
文明活动，我们在召开课间十分钟主题班会的时候，可以多搜集一些校园里学生课间的活动
内容让学生去判断对错，在观察中，确定好的行为习惯的优点是什么，不良的行为习惯容易
引起哪些后果，在观察中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悟中动，动中立。我们召开主题班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班会的感悟，让学生能够规范自
己的行为，规劝他人不良的行为习惯。所以在学生充分的讨论之后，我们要激励他们积极行
动起来，在行动中养成良好的品质。
总之主题班会的召开一定要让学生在活动之后能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健康心理。

小草与春晖
□三（2）班班主任  陈正月
题记：一次课堂教学，由一个问题引发了许多学生对母亲的吐槽，觉得母亲过于严格，对自
己的学习要求太高。看到很多学生不理解自己母亲的苦心，所以前段时间本班召开了一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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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母爱的主题班会，希望以此来让同学们重新认识自己的母亲。
母爱如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古有岳母刺字、孟母三迁、欧母画荻，她们完美诠释了母
亲的伟大，今天我们的孩子也要有一颗感恩母亲的心。
世间最伟大的莫过于母爱，鸦有反哺之义，羊知跪乳之恩，动物界的母爱都能感天动地，更
何况是人类的母爱。今天的学生们对于母爱的理解可能过于轻描淡写，觉得母亲对自己的付
出是理所当然的，殊不知母亲额头慢慢显现的皱纹，头上日渐出现的白发正是母亲为我们操
劳的见证，也是爱的涓涓印痕，更是母爱最真切最深情的演绎。有了母亲的无私付出，孩子
才会健康成长；有了泥土的无私滋养，嫩芽才能长大；有了阳光的无私挥洒，春芽才会开
花。
通过这次的主题班会，学生们真切地领略了母爱的伟大，母亲对自己的付出已经超越了自己
对母爱的理解。本次班会活动，资料的搜集，节目的排练，故事的准备，都是学生们自己设
计的。活动过后，他们自己也被感动了，也真正受到了教育，更深深懂得了小草对阳光的感
恩。

班会创新 润物无声
□四（5）班班主任  徐支梅
班主任是一个班级的主心骨，他（她）塑造着学生的精神面貌，决定着班级的班风学风。班
主任工作的核心就是做好德育，因为这项工作关乎到学生思想品德和人格素养的培养，对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如何有效地开展班会课，以实现育人铸魂的教育目的
呢？
首先要实现形式上的突破创新，以微型班会为常态，大型班会来深化。针对班级里出现的各
种问题，微型班会可以随机开展。我们学校每天都有晨会课，这短短的十分钟就可以开展一
节班会课。例如那一天我看到了班级里一个学生摔倒在地，平时可能他衣着邋遢，成绩不
佳，学生在情感上是比较疏离他的，所以没有人过去把他扶起来。针对这一现象，以及前几
天同学们的一些冷漠的做法，我利用晨会的十几分钟开展一次微型班会课，及时拨正了学生
的心弦。一个集体就是要相互温暖，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PPT演示中，首先播放
一段2分钟“背着同学逃离”的短视频，地震时出现的感人一幕，让学生们谈感受。话锋一
转说我看到的一幕——一位同学重摔在地，来往的同学无人搀扶，各自嬉笑漫谈从身边走
过。接着让同学们说说自己心中所想。之后揭晓事件的主人翁，学生的表情愕然随后垂头羞
愧。最后播放歌曲《一辈子同学情》。从那之后走廊上同学们的身影看起来更加温暖友爱
了。
其次，在选择主题班会的题材上，微型班会处理紧急问题或校园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
那么关系到普遍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家国情怀塑造就得以大型主题班会深入开展。如以战争为
题材的爱国情怀的主题班会。自从让同学们看新闻联播和报纸等实时信息后，那段时间他们
经常聊到战争问题，从中我看到了“家国情怀”的教育契机，这节班会课的开展显得尤为必
要。活动开始出示一组照片，战争与我们校园安乐祥和的照片形成鲜明对比，引导学生懂得
如今和平来之不易，为主题班会做好情绪铺垫。接着设计一些问题和活动，以抢答、必答、
有奖问答等形式，让学生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强大，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拥有了话语权。
接着在情景剧《最美“逆行者”》中让学生明白我们的岁月静好是由别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换
来的。作为学生要感恩他人，感恩社会，更要感恩伟大的祖国。最后在《我和我的祖国》的
歌声中结束班会。我们也以此为契机开展了“灾难在身旁，我辈当自强”的系列主题班会。
班主任不断提高认识，灵活开展班会，润物无声地助力学生成长。可以让学生在关爱的目
光、温暖的言语、丰沛的情感中得到滋养，长成一个眼中有光、心中有爱的少年。

挖掘主题班会内涵 提升班级凝聚力
□五（12）班班主任  许家玲
一节富有内涵的主题班会课可以引领全体学生感受思维及情感火花的碰撞，充分发挥教育的
实效性，促进学生间的交流，提升班级的凝聚力。
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抓教育热点问题：首先，班会主题的制订及内容的选择要有明确的目
的性。可开展国庆、中秋、端午的教育活动，要紧扣主题，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深化学生
的爱国思想及对传统节日的认知。其次，班会主题的制订及内容的选择要有较强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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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能做到开阔学生的眼界，要善于抓住一些教育契机。针对社会及网络上热烈讨论的，
他们感兴趣的，以及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内容，如，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课间10分钟
学生被“圈养”、日本核污水排海等，从中开展自我教育，树立学生的责任意识。最后，班
会主题的制订及内容的选择要有一定的生活性。主题班会教育活动可以不拘泥于学校这个平
台，尝试联合家长一起开展活动，如，电子产品的使用及视力保护、家庭劳动等，对强化学
生的自我防护意识和家庭责任意识都有助推力。
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切换不同的教育形式：除基本的教师主讲、师生讨论、汇报等形式，
根据所选主题的特殊性，可切换不同的教育形式：如，对于争论不休的“学生应不应该自己
保存压岁钱”主题可采用辩论的形式；元旦、中秋等可以采用文艺汇演的形式；安全教育可
以采用小品呈现的形式。还可以利用郊游、研学、参观等形式充分发挥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结合学生的接受特点，促进多媒体融合：多媒体的融合让我们可以直观现场、获取更多有价
值的信息，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及讨论兴趣，强化学生的理解能力，提升教育效果。
总之，班会课是一种柔性教育，具有持续性，能让符合学生发展的教育观念真正走进学生的
内心，在无形中促进班级凝聚力的提升，帮助学生树立自我反思意识、自主管理意识、自我
实践意识，提升综合素质，健康快乐地成长。

“活”课堂教出“活”学生
□六（11）班班主任  金桂平
班会课是进行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好的班会课有利于形成正确的集体舆论，能帮助学生形
成正确、向上的思想观、价值观，推进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长。正因如此，班会课容易
被上成“说教课”，很难直抵学生的心灵深处，收效甚微，因此，如何让有形的课堂活动吸
引学生，让无形的思政教育启发学生，是班主任要着重探讨解决的问题。
抓住时间契机。除了学校统一安排的班会课，班主任自行安排的班会课不应机械刻板，可把
握重要的时间节点及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如利用节假日开展主题班队课：清明祭奠英
烈、重阳敬老、红领巾迎国庆，也可根据班级近期重点工作或学生遇到的高频问题开展专题
班队课，如消防安全月中安排“我是消防宣传员”班会课，班级卫生不达标就安排“讲卫
生，我先行”班会课等。这些班会课与学生日常息息相关，容易让学生产生代入感。
拓展课堂阵地。大多班队课会选在班级内进行，其实教育的阵地无处不在，辅导员要善于开
拓场地，把班会课的舞台迁移到教室外、校园外，让学生在新鲜而真实的环境中受到更深刻
难忘的教育。在图书馆开展读书主题班会课，在操场开展体育健康班会课，在家庭开展感恩
主题班会课（活动后可在班级集中展示成果），在敬老院开展爱老敬老活动。大自然、社会
是学生学习最好的天地，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更投入，更有获得感。
创新内容形式。班会的内容要契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思想认知实际，“家事国事天下事，事
事关心”。大的方面，不能大而空，脱离学生；小的方面，要以小见大，教师要么善于辨别
甄选，要么倾听学生意见，让学生尤其是班委会集体讨论，把选择话题、寻找素材、组织活
动的权利交给学生。只有学生最了解学生，教师提供活动组织的支持，充分利用家校合作、
多媒体信息技术，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班会课中受到有益的熏陶。
总之，班会课为教育学生而生，唯有“活”的课堂，才能教出“活”的学生。

本版稿件由吴琼、江炎魁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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