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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节日视角下小学主题班会中的生命表达艺术实践探索

伍晓红　孙燕　唐海燕

合肥经开自贸区实验学校　安徽合肥　230000

摘　要：本研究聚焦中华传统节日视角下小学主题班会中的生命表达艺术实践，通过剖析清明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主题

班会案例，揭示其融合生命教育、文化传承与艺术实践的创新路径。研究显示，此类班会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借助视频观

赏、角色扮演、手工创作等多元艺术形式，引导学生感悟生命价值、传承文化基因。例如，清明节班会通过“护苗行动”

与革命故事分享，强化学生生命敬畏意识；端午节班会以屈原精神为纽带，融合包粽子、划龙舟等实践，培育学生家国情怀。

研究证实，传统节日主题班会能显著提升学生文化认同感与生命意识，为小学德育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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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面临机遇与挑战。小学阶段作为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

如何通过主题班会实现文化浸润与生命教育的有机融合，

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传统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

符号，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教育元素：清明节的缅怀与新生、

端午节的家国情怀、中秋节的团圆意识等，均承载着对生

命意义的深刻诠释。然而，当前小学班会实践多停留于知

识灌输层面，存在文化体验碎片化、生命教育形式化等问题。

1. 中华传统节日中蕴含的生命元素

1.1 清明节：对生命的追思与敬畏

清明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祭祀节日，承载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教育内涵。在这一天，人们纷纷前往墓地，

扫墓祭祖，缅怀逝去的亲人。这一庄重的习俗，体现了对

生命的尊重和对先人的感恩之情。当学生们跟随长辈前往

墓地，看到墓碑上刻着的名字，了解到这些名字背后曾经

鲜活的生命，他们会深刻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和珍贵性。

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轨迹和价值，即使逝去，也值得

被铭记和敬仰。这种对先人的追思，让学生懂得珍惜当下

的每一刻，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传承家族的情感和记忆。

同时，清明节还有踏青、插柳等充满生机的习俗。踏

青时，学生们走进大自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欣赏着嫩

绿的新芽、娇艳的花朵，感受着生命的蓬勃与活力。插柳

则寓意着生命的延续和新生，柳枝在春风中摇曳，仿佛在

诉说着生命的顽强和生生不息。这些习俗让学生明白，生

命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有结束也有开始，有悲伤也有

希望。在自然的怀抱中，学生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生

命的奇妙和伟大，从而对生命产生敬畏之心。

1.2 春节：生命的传承与希望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象征

着新的一年的开始，充满了对生命的祝福和期待。在春节

期间，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如贴春联、吃年夜饭、

守岁等，不仅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更蕴含着深刻的生

命传承意义。

春联，那红彤彤的纸张上书写着吉祥的话语，如“岁

岁平安”“福满人间”等，表达了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期望。

它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人们对生命的祈愿，希望在新

的一年里，家人健康、生活美满。年夜饭，是春节最重要

的家庭聚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美食，欢声笑语。

这顿饭象征着家庭的温暖和生命的延续，每一道菜都蕴含

着家人的关爱和祝福。守岁，则寓意着辞旧迎新，迎接新

的生命历程。在除夕之夜，一家人守候到深夜，共同迎接

新年的钟声，象征着告别过去的不如意，迎接新的希望和

机遇。

对于学生们来说，春节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蓬勃生机

和无限希望。他们看到长辈们为节日忙碌的身影，感受到

家庭的凝聚力和传承的力量。在新的一年里，他们也会树

立新的目标和期望，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勇敢地迈向新的

征程。

1.3 端午节：生命的守护与坚韧

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节日，蕴



教育发展研究 7 卷 6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233    

含着丰富的生命教育内涵。在这一天，人们会举行赛龙舟、

吃粽子等传统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具有娱乐性，更传递着

深刻的精神寓意。

赛龙舟，是一项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水上运动。选手们

齐心协力，划动着船桨，在江面上奋勇争先。这一活动体

现了团结协作、勇往直前的精神，寓意着在面对困难和挑

战时，人们要坚守信念，奋勇拼搏。在生命的长河中，每

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就像赛龙舟时遇到

的风浪一样。只有团结一心，相互支持，才能战胜困难，

驶向成功的彼岸。

吃粽子，则与屈原的爱国情怀和坚贞不屈的精神紧密

相连。屈原一生忧国忧民，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

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在生命的旅程中，

要有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格，守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

学生们通过品尝粽子，了解屈原的故事，能够深刻体会到

这种精神的伟大，从而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不轻

易放弃，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1.4 中秋节：生命的团圆与和谐

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节日，承载着人们对亲情和团

圆的渴望。在这一天，人们会赏月、吃月饼，表达对亲人

的思念和祝福。

中秋之夜，明月高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

着美味的月饼，一边欣赏着皎洁的月光，分享着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这种团圆的氛围让学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亲

情的力量，明白生命中亲情的重要性。无论身在何处，家

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亲人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

同时，月亮的阴晴圆缺也寓意着生命的起伏变化。月

亮有时圆满，有时残缺，就像人生的道路一样，有平坦也

有坎坷。学生们通过观察月亮的变化，能够学会以平和的

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不抱怨、不气馁，积极追求生

命的和谐与美好。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他们能够像月亮

一样，即使暂时残缺，也能在岁月的流转中重新焕发出光彩。

2. 中华传统节日融入小学主题班会开展生命表达艺术

的实践策略

2.1 精心设计主题班会内容

根据不同传统节日的特点和生命教育目标，精心设计

主题班会的内容是开展有效生命教育的关键。在清明节主

题班会中，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缅怀先烈，珍惜生命”的

活动。教师可以通过图片、视频等资料，向学生介绍革命

先烈的英勇事迹，讲述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生命安全，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感人故事。然后，引导学生进行小

组讨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体会。最后，让学生写下自己

对生命的感悟和珍惜生命的决心。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

能够深刻理解生命的宝贵，懂得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在

春节主题班会中，可以开展“传承家风，展望新年”的活动。

首先，让学生提前收集自己家族的春节习俗和家风故事，

然后在班会上进行分享。有的学生可能会讲述家族中长辈

们勤俭节约的传统，有的学生可能会分享家族中尊老爱幼

的故事。通过分享，学生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家族文

化的传承。接着，引导学生思考新的一年自己想要达到的

目标和期望，并制定一个简单的计划。这样的活动不仅能

够让学生感受生命的传承，还能激发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和

动力。

2.2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为了提高主题班会的效果，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能

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故事讲述法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在端午节主题班会中，教师

可以声情并茂地讲述屈原的故事，从他的生平经历到他的

爱国情怀，再到他投江殉国的壮举，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

深刻感受到屈原的精神魅力。通过故事，学生能够更加直

观地了解端午节与生命教育的联系，明白在生命的旅程中

要有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格。

小组讨论法也是常用的教学方法之一。教师可以组织

学生围绕传统节日中的生命教育话题进行讨论，如“清明

节扫墓的意义是什么”“春节团圆对生命有什么影响”等。

在讨论过程中，学生们各抒己见，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这种交流和碰撞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合作能

力和表达能力。同时，教师还可以适时地进行引导和总结，

帮助学生深化对生命教育的理解。此外，运用多媒体教学

手段能够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和吸引力。在主题班会中，教

师可以播放相关的视频、图片等资料。比如，在介绍春节

习俗时，播放一段热闹的春节联欢晚会视频，让学生感受

节日的欢乐氛围；在讲解清明节踏青时，展示一些美丽的

自然风光图片，让学生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多媒体教

学手段的运用，能够使主题班会更加生动有趣，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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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开展实践活动

结合传统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能够让学

生在亲身体验中感受生命教育的意义。在清明节期间，组

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学生们

可以穿着整齐的校服，手捧鲜花，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烈

士陵园。在烈士墓前，他们向烈士敬献鲜花，默哀致敬，

表达对烈士的敬意和缅怀之情。然后，由学生代表发言，

讲述烈士们的英勇事迹和自己的感受。通过这样的活动，

学生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珍贵和先烈们的奉献

精神，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和珍惜生命的意识。

在春节前，让学生参与家庭的大扫除、贴春联等活动，

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节日的氛围和家庭的团聚。学生们可以

和家长一起打扫房间，擦拭家具，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迎接新年的到来。在贴春联时，他们可以帮忙递胶水、扶

梯子，看着一幅幅红彤彤的春联贴在门上，感受到浓浓的

年味。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学生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春

节的习俗和文化内涵，体会到家庭的和睦与温暖，增强对

生命的热爱。在端午节，组织学生开展包粽子比赛是一项

既有趣又有意义的活动。教师可以提前准备好糯米、粽叶、

红枣等材料，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比赛。在比赛过程中，

学生们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包出各种形状的粽子。有的

学生包的粽子像三角形，有的学生包的粽子像长方形。比

赛结束后，大家一起品尝自己包的粽子，分享劳动的喜悦。

通过包粽子比赛，学生们能够了解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体

会生命的坚韧和守护，同时也能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团

队合作精神。

2.4 加强家校合作

生命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家庭也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加强家校合作，让家长参与到传统节日主题班会

的生命教育中来，能够形成教育合力，提高生命教育的效果。

学校可以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等形式，向家长宣传生命

教育的重要性，介绍传统节日中的生命教育内涵。让家长

明白，在家庭中注重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能够帮助孩子

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和价值观，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

鼓励家长与孩子一起参与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比如，在

中秋节，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赏月、吃月饼，给孩子讲述

嫦娥奔月等神话故事，让孩子在温馨的家庭氛围中感受亲

情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在春节，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

走亲访友，让孩子学会尊重长辈、关爱他人，培养孩子的

社会交往能力和感恩之心。通过家校合作，共同为孩子创

造一个良好的生命教育环境，让孩子在传统节日的氛围中，

深刻感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3. 实践效果分析

3.1 学生对生命的认知更加深刻

通过在主题班会中融入中华传统节日的生命教育内容，

学生对生命的本质和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问卷调查

中，大部分学生表示通过参加传统节日主题班会，更加理

解了生命的价值，明白了生命的来之不易和珍贵性。他们

懂得了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不

随意伤害自己和他人。例如，在清明节主题班会后，有的

学生说：“以前我觉得生命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现在

我知道了，生命是父母给的，也是很多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我要好好珍惜。”这种对生命认知的改变，为学生树立正

确的生命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学生的情感态度更加积极向上

传统节日中的生命教育元素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情感，

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温暖和美好。学生对家庭、对祖国、

对自然的热爱之情得到了增强，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能够

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应对。在主题班会的讨论和分享中，

学生们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有的学生说：

“春节让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我要努力学习，让家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还有的学生说：“端午节屈原的故事

让我很感动，我要像他一样，做一个有信念、有骨气的人。”

这些积极向上的情感态度，将伴随学生成长，成为他们前

进的动力。

3.3 学生的行为习惯得到改善

生命教育的实践对学生的行为习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学生们更加懂得关爱他人，在班级中能够主动帮助有困难

的同学。他们也更加注重自身的安全和健康，养成了良好

的生活习惯。例如，在清明节主题班会后，学生们更加遵

守交通规则，注意出行安全；在春节主题班会后，学生们

更加珍惜粮食，懂得感恩父母的付出。在校园里，经常可

以看到学生们主动捡起地上的垃圾，帮助低年级的同学提

书包等行为，这些小小的举动体现了学生行为习惯的改善

和道德品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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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华传统节日视角下小学主题班会中的生命表达艺术

实践是一次有益的探索。通过将传统节日所蕴含的生命教

育元素融入主题班会，学生在参与各种活动的过程中，深

入了解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增强了对生命的尊重和珍惜

之情。这种实践模式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了

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也为小学主题班会的教育创新

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教师应进一步挖掘传统节日中的

生命教育资源，不断优化主题班会的设计和组织形式，让

生命教育在小学教育中落地生根，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

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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