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当下，角色与责任同行

莆田第二中学 周细兰

【设计理念】

伴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高涨和思维能力的显著提升，九年级学生进入了人生

的疾风暴雨期，也因此决定了其言语和行为的偏激和冲动，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

角色定位不清，责任意识不强。2020 年的春节，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积极参与

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战斗中。不一样的角色人群，不一样的责任，却有着

一样的担当。本节主题班会课以此为教育契机，针对学生责任意识不强的问题，

适时给予引导和帮助，促进其人格的发展。以科尔伯格的角色承担理论为支撑，

本课通过体验、讨论、角色扮演等方法，学生认识角色与责任的关系；感知在抗

击疫情中不同角色人群的责任担当；明晰自己的各种角色，培养责任意识。

【活动目标】

1、认识角色与责任的关系。

2、感知在抗击疫情中不同角色人群的责任担当。

3、明晰自己的各种角色，培养责任意识。

【活动对象】

九年级

【活动准备】

“你演我猜”情景纸条、记录单、《中国机长》视频片段

【活动过程】

一、团体暖身阶段：你演我猜

1、活动规则

（1）请同学上台随机抽取情景纸条，并用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表演纸条中的情

景内容，不能直接说出角色的名称，情景表演越逼真越好。

（2）台上同学表演结束，其他同学们猜测他可能表演的是什么角色。

（3）教师率先示范表演一个角色，活跃课堂气氛。同学们熟悉活动规则后，请

自愿表演的同学依次上台表演。

（提供 5-6个情景内容，直到全场气氛热烈为止）



2、教师引导：感谢这几位同学的精彩表演，我想问台下的同学们，你们是怎么

猜到他们表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生 1：他们能很准确地演出每种角色要做的主要事情。

生 2：刚才表演家长的学生，她在喂小孩吃饭，哄孩子睡觉，我们就能猜到。

3、教师小结：好，同学们根据表演者做的事情来推测他扮演的角色，这说明了

不同的角色人群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用责任来概括。所以，这节班会

课会谈到“角色”和“责任”两个关键词。

设计意图：“你演我猜”的活动有趣且欢乐，生动形象地呈现出各种角色在

日常生活中做的事情，学生积极参与表演与猜想，不仅创设出一种安全、开放、

轻松的气氛，同时自然地引出本节课的关键词“角色”和“责任”。

二、团体转换阶段

1、PPT 呈现主题“疫情当下，角色与责任同行”

教师引导：同学们，除了“角色”和“责任”两个词语，我们还从屏幕中看到“疫

情”这个词汇，我想这是大家在寒假中最熟悉的两个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社会上涌现出的“最美逆行者”。

2、小故事：最美逆行者

（1）我是一名医生

为全力支援湖北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救治工作，各省市纷纷组建

援助湖北抗疫医疗队。谭燕是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她是妻

子，是妈妈，是女儿……但此刻的谭燕坚定地告诉自己：我是一名医生。“长这

么大，孩子从没离开过身边，先生虽然没说什么，但他比我自己还要担心。”再

有万般不舍，但谭燕仍旧坚持自己的信念：“从学医毕业那天开始，我就发过誓，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2）我命大，让我去

1月 31 日早上，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某执勤队队长接到队里从警 30年

的民警刘文斌的微信，“如果遇到疑似发热的旅客，就让我去吧！在部队时我救

过一次水灾，灭过一次火灾，有惊无险，我命比较大。”这是一位退役军人的觉

悟，也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担当！

教师引导：我们都知道，在疫情爆发期，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居家不出。那这些冲

到一线的“逆行者”是傻吗？他们不知道要去的地方有多危险吗？（同学们摇头）



他们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决心选择前往？

生 1：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

生 2：这是他们的角色要承担的责任。

3、小组讨论并完成记录单：谈谈你们知道的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还有哪些角

色人群也在努力，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他（她）是一名________,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情）

他（她）是一名________,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4、教师小结：同学们分享了小组讨论的成果，我发现，大部分小组分享的角色

都为医护人员、警察等。再想想，还有哪些角色也在默默地付出和努力？

设计意图：学生们从抗疫事例中感受到“逆行者”的担当，并以小组讨论的

形式分享了不同角色的不同责任，团体凝聚力初步形成，但从中发现，学生分享

的角色较单一，因此末尾引发思考“还有哪些角色在努力？”为团体工作做铺垫。

三、团体工作阶段

1、播放《中国机长》电影片段

教师引导：欣赏电影片段，说一说我们从影片中看到了什么？

生 1：我看到了机长的有勇有谋。

生 2：机长能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仍紧握方向盘，坚持让飞机安稳落地。

教师引导：大家看到了机长娴熟的驾驶技能、稳健的心理素质等，更对机长的担

当肃然起敬。我们再来思考，飞机最终能安全落地，除了机长的努力，还有哪些

人也在努力着？

生 1：我看到副机长在配合机长操控方向盘，也看到乘务长在组织乘客有序就坐。

生 2：乘务员在提醒乘客吸氧，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在关注飞机动态，还有机场工

作人员的配合。

教师引导：同学们看到了机长、乘务长、地勤人员等很多角色的努力，我想再问

下，如果没有乘客们的安静就坐配合，飞机能安稳落地吗？

生 1：肯定不行，如果机舱闹哄哄，机长就无法专心开飞机。

生 2：对呀，如果乘客们不配合，飞机也难以安稳落地。

教师引导：是的，在飞机平稳落地之前，机长、乘务长、乘客们等等不同角色都

在努力做好自己该做、能做的事情。同样的，在抗疫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不同的



角色人群在努力。除了上一环节你们讨论到的角色外，还有哪些人在努力？

生 1：新闻记者，社区村干部，也有环卫工人。

生 2：青年志愿者，我们可爱的老师，还有很多很多。

设计意图：通过《中国机长》视频片段的解读和情境性问题的引导，同学们

看到了更多角色在抗疫过程中的努力付出，以此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同时为下

一环节的角色扮演做铺垫。

2、体验活动：角色扮演

规则：扮演内容为不同角色人群在抗疫过程中，分别做了哪些努力？每个小

组自编自导自演一种角色，不能重复。每个小组表演时间限时 1-2 分钟，将自己

沉浸于某种角色，感知角色的责任和使命，扮演需形象、到味。

小组讨论扮演角色及表演内容，并有序上台演绎。

教师引导：感谢同学们的演出，让我们真实感受到抗疫过程中，这些人的使命与

担当。这么多角色都在努力，作为一名学生，你在抗疫过程中，做了哪些事情？

生 1：我们帮忙宣传预防传染的知识，不造谣、不传谣。

生 2：我们抗疫期间停课不停学，认真上网课，学知识。

设计意图：本环节角色扮演活动以角色承担理论为支撑，该理论强调只有体

验他人、理解他人，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化，培养责任感。通过模拟承担的方式，

学生感知不同角色人群的责任和使命，也看到自身的担当，以此催化责任意识。

3、课堂反思：我的角色我的责任

（1）教师引导：同学们，作为一名学生，一名普通大众，我看到你们在抗疫期

间的担当。如今，疫情渐渐散去，那现在我们回归本位，思考一下，在疫情之外

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承担哪些角色？

生 1：我们可以是学生，是子女，是同学，还可以是社区居民。

生 2：我们还可能是消费者、游客、观众等。

（2）小组讨论并完成表格：谈谈你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可能承担的角色，并

思考每种角色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

我的角色 我的责任 我的角色 我的责任



设计意图：以上一环节体验角色担当为基础，本环节将教育重点回归学生自

身，学生开始审视在疫情之外的学习和生活中，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各种角色，

并进一步促发思考各种角色可能需要承担的责任，从而践行于自己的实际言语和

行为中，成为一个事事讲责任，时时有责任的人。

四、团体结束阶段

1、教师引导：下面是老师自编的诗词《角色与责任同行》，请同学们在横线部

分填上你的角色及想做、要做的事情，并集体朗诵。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多少角色多少人加入战斗

抗击疫情，毅然决然

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可能是医护人员

可能是新闻记者

也可能是环卫工人

还可能是居家不出，不造谣、不传谣的人民大众

等等，等等

不一样的角色

不一样的责任

却有着一样的担当

作为一名____________，我立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祖国美好的明天，共同努力！

朗诵人：____________

2、教师小结：今天我们讨论了在抗击疫情中，不同角色人群的不同责任与使命；

同时，我们也开始思考在疫情之外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们身上可能存在的各种角

色，以及各种角色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希望同学们能将自己的责任意识践行于

日常生活的各种角色中，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设计意图：通过诗词《角色与责任同行》的填写与朗诵，学生能重温本节班

会课的内容，升华活动的目标和意义，从而将收获向课外延伸。

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目标是让学生感知在抗疫过程中，不同角色承担的责任与使命，由

此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最终延伸到疫情之外，学生可能承担的角色和相应的责

任。教学设计紧紧围绕“疫情当下，角色与责任同行”主题展开，各教学环节层

层递进，由浅入深，能顺利达成教学目标。本节课侧重学生的亲身感悟和直接体

验，故需给予学生更多的讨论、分享、体验的时间，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因而

会给实际的教学带来不确定性。不同群体的学生，课堂的生成情况也会有不同，

后期将根据课堂教学情况进行修改、完善，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