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环保绘画教案 幼儿环保活动方案
(实用8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
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环保绘画教案篇一

大自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但这些年来由于人们过度地
向自然进行索取，而较少地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减少
对大自然的过度开采与污染。进入大班阶段的孩子，他们已
经对社会和自然界中的'常见现象有了初步的观察兴趣，此时
如果我们运用一些图片故事等形式对孩子进行生动、直观的
环保方面的意识渗透，就能促使幼儿明白一些如何爱护环境、
保护我们地球家园的道理。

1.通过观察、思考，引导幼儿联系生活实际，大胆讲述出环
境被污染的一些原因。

2.培养幼儿有爱护自然的环保意识。

故事录音图片几幅幼儿绘画作品等

一、部分幼儿介绍自己的图画内容。

1、启发幼儿讲出自己喜欢某一大自然的缘由。

二、观察画面，师生共同观察并讲述。

1、老师出示狮子进行介绍。



2、出示一幅大图，引导幼儿观察。

3、幼儿联想生活经验，大胆想象并讲述。

(1)是什么原因使狮子得了这种怪病的呢?(也可分散讨论)

(2)分别出示小图及字卡，找出动物们栖息地被污染的原因。

4、引导幼儿思考结局。

(1)狮子为什么要一步一回头呢?

(2)有什么办法使森林里的空气变新鲜，请狮子王和小动物们
重新回来呢?

三、完整听赏故事录音。

拓展活动：

1、听了这个故事你的心情怎样?

2、幼儿独立或者合作编述一个使空气变干净，请狮子王和小
动物们再回来的故事。

3、请几名创编较好的幼儿到集体前来进行讲述。

幼儿环保绘画教案篇二

一年来，作为一个公益性社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也一直
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在发展协会，还是在宣传环
保？？？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是真正关心环境问题的，正因
为如此，才向往这样一个社团，才积极为这个社团贡献自己
的一份绵薄之力。可是，有些时候，二者是不能整合的，这
也使得自己常常陷入矛盾之中，在此，自己对大学生的环保



活动作了一些简要分析，希望可以引来更多的朋友帮助我们
出出主意！

不论在哪个国家，我们大学生都是社会文明和思想浪潮的先
锋群体，我们对社会进步的关注往往是前卫的、极富热情的，
我们拥有更加单纯的社会责任感和充沛的创造力。

在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作用尤为突出。
我们关注社会问题，用敏感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上破坏环境的
行为，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中的很多同学就是自然科
学出身，拥有更为专业的知识、技术和调查能力。

我们在学校和社会广泛开展各种环保宣传活动，并且身体力
行，以更加专业的精神，对环境破坏现象展开深入的调查，
呼吁更多的人都来关心和爱护我们的环境，鼓励更多的人参
与环保事业，让大家共同感受身边清新、健康、绿色的环保
氛围。这些对促进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形成符合现代人观
念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生存方式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对于那些环境学科的大学生来说，亲身参加实地污染
调查这样的环保活动，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调查
地区的环境污染现状，而且，通过自己动手动脑的调查分析，
也可以更加坚定专业学习的热情和信心，感受学好环境专业
知识的迫切意义和重要性，增强对环境问题的忧患意识和危
机感。这些，对于我们毕业之后所从事的环保事业意义重大，
因为我们中的某些人完全有可能就是以后的环境决策者，我
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责任感影响着有关决策的正确性。

然而，有些大学生环保活动却极容易陷入误区，我们没有考
虑投入的产出，活动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效果，往往在付出了
激-情和心血之后，却只落得个“环保秀”的名声。

且来看看一些同学的做法：要么是每年的地球日或者环境日，
禁用一天两天的一次性筷子；再就是走上街头，应景式地发



发传单，搞搞环保宣传；或者是简单的模仿别人，走长江，
走黄河，走长城，甚至穿越多少省市区，他们披挂着响亮的
横幅，艰难的行走着，以为自己“苦行僧”般的做法就是环
保；还就是为了搞活动的需要，展出点图片，清扫出一块地
方的垃圾;有的甚至一想到搞环保，就马上联想到捡垃圾。

有的大学生环保社团暑假还没有到，马上就联系新闻媒体，
拉开很大的阵势，声称他们又要到哪个农村哪个乡下开展大
型环保宣传活动，希望媒介能够给予广泛的支持和报道。其
实，他们中很大一部分的“环保下乡”活动都相当的盲目，
他们只管自己到过了，跟当地的环保部门联系了（甚至拿到
了公文，盖了公章，活动也在环保部门的热情陪同下进行
的），传单发过了，甚至问卷调查也做过了，照片也拍了，
活动搞得相当的热闹，就是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宣传效应有多
大，究竟有没有落到实处，起到了什么作用没有。

的确，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譬如当地的生态环境破坏
严重，乱砍乱伐树林继续存在，污染小金矿还在偷偷开采，
水体污染严重，小型化工厂污染了农民的耕地等等。但我们
也仅仅只是发现了这些问题而已，我们可以在实习日记或者
报告里大肆描绘和渲染那里的环境有多么地糟糕，指责和感
叹那里老百姓的环保意识是多么的差劲，因为缺少资金那里
的环保官员的工作又是多么地无奈等等。

当然不能够完全指责我们的学生，一方面也有体制的原因。
但我们能否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能否换一种方式，换一种
思考层面呢？譬如在下乡宣传“生态可持续发展”，告诉当
地农民不要乱砍乱伐树林、围湖造田的时候，也帮助他们弄
清楚什么是“生态补偿机制”；告诉他们环境法是什么，帮
他们分析哪些现象属于环境侵权行为，当他们的环境利益和
权益因为别人污染的侵犯而受到损害时，应该采用哪些适当
的方式，要懂得用环境法律来保护等等。另外，他们还可以
根据掌握的实际调查资料，加上所学的环保专业知识，积极
的向环保部门以及其他的政府部门，提出自己的思考见解和



主张，积极的遏制和改善那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

这比起那些单纯的拉条幅，喊口号，片面地追求媒体的宣传
效应，更扎实更有影响力，也更容易深入民心。

当然，对于那些有热情有思想的大学生，他们的环保活动理
应有很多种，我们不能够给出一个固定的限定框架，要求他
们必须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即使是对于那些偶有“作秀”
成分的环保，也不能够一味地苛求和责备，应该正视当前大
学生环保活动的真实处境，积极地引导我们走出误区，发挥
他们在环保事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目前，大学生环保活动的资金，一部分来自学校、学院学生
活动经费，一部分是环保社团学生们自己在校外公司企业所
拉的“赞助”。学院的活动经费有限，很难拿得出一大笔钱
来支持学生很大的环保活动项目，所以，“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即使他们真有能力搞些调研环保课题，也没那个资金
支持。现在的公司企业也都讲究“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效益，
他们并不会因为你们是无私的搞环保，是无偿的付出，自己
也应该“无偿”地投给你一大笔钱，他们之所以投资，要的
只是自己声名的传播，关注的是有几家媒体的报道，那报道
中是否会出现他们的名字。

大学学生环保社团制度的不完善，也是目前大学生环保遭遇
尴尬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学环保社团一般由大学各学院关心
环保的学生志愿者组成，他们来自各学院、各专业，人员分
散，加上由于考研升学毕业等因素的影响，组织的换届现象
非常严重，这样就导致了几个问题：一是人员管理不太方便，
开展活动的时间安排也不太灵活；二是由于频繁换届导致了
组织管理体制的大变动，通常是一届人毕业退下了，下一届
的组织制度活动安排要重新来过。大学有些社团环保活动开
展不起来，或者只是在环境日等固定的时间象征性地搞一些
环保宣传，与这些因素不无关联。



在我国，大学生环保活动，一般都还是以单个的社团或者学
院为单位，各自为阵，单独开展活动。一个社团或学院开展
了活动，另一个也不甘示弱。你在街头发了传单，我也拉起
大旗搞宣传。他们往往忽略了团体效应，忽略了相互间的协
作和经验交流，缺乏与外界的沟通，活动开展得封闭而被动，
没有真正起到活动的影响和号召作用。

“香港地球之友”的总干事吴芳笑薇女士在接受《东-方-时-
空》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在呼吁人们的公德心的时候，更
应该用正确的道德观、伦理观来约束考验自己。”“哪怕我
只是保住了一只小动物，哪怕我只是救活了一棵树，哪怕我
只是使小朋友多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只要我真诚的付出，
我一颗真诚的心，就已经打动别人了。”

我觉得我们大学生的环保活动也应该从我们自己做起，从小
事情做起，不要过多的追求回报，因为我们只有自己有一颗
比较积极比较端正比较热忱的环保心，才能更多地去要求别
人。

我们大学生首先要转换我们自己还比较传统的环保观念和意
识，认识到环保不仅仅是不污染环境，还包括“不浪费资
源”，包括“资源的循环利用”，包括“产品的清洁生产”
等等，自觉的把环保习惯容入到我们现在和今后的生活和工
作中去，从而去影响和带动更多身边的人来关注和参与环保，
让环保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生活工作习惯。

我们的大学生环保活动也不应该只局限于固定的模式。譬如
在学校里面，我们除了开展环保图片宣传之外，还可以有其
它更多的形式，例如号召学校师生注重自己的环保行为啊，
放映环保影片啊，举办自然摄影比赛啊，开设环保书籍阅览
室啊，监督学校食堂一次性泡末餐具的取缔啊等等；在校外
的.就更多了，什么家乡环境变化的调查，湿地的观测和保护
宣传，在附近中小学开展义务环境教育活动等等，形式多样，
不一而足，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的放矢，针对实际情况灵活



的安排。

除了环保活动，有条件的大学还可以联合学校的力量开办大
学环境教育选修课，由我们的老师或者就是比较有环保经验
的同学上台讲课，向大家传输一种新型的环保理念。让大家
在这种开放的课堂中接受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树
立保护环境的道德观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引导未来社会
建设者们将科技、建设、环保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跟学校其他的学生社团一样，环保社团也应该制定严格的规
章制度和活动章程，好的传统制度要保留下来，好的活动经
验也要继续发扬光大，在组织人员的安排上，要合理“接
茬”，避免换届带来青黄不接或者大变动的出现。

至于大学生环保活动的老大难“资金问题”，我们一方面可
以寻求社会的经济资助，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取目前国内外
一些优秀环保社团的“项目经验”，即从小环保项目做起，
依据实际的情况制定合理的环保项目规划，然后向一些环保
基金组织提交申请，得到环保活动开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
像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香港
地球之友”等大型环保组织在国内对许多学生环保项目都提
供了资金支持，前不久刚启动的“自然之友”的“蒲公英”
环保小额资助项目也对学生环保组织展开温暖的怀抱。我想，
随着大学生环保活动的深入开展和真正的落到实处，以后一
定会有更多的组织或者社会团体来提供资金支持。

这样，学院和学校间的社团就应该注重社团间的协作和交流，
联合起来做一些项目，一方面是资金申请比较容易，另一方
面，众人拾柴火焰高嘛，联合大家的力量，号召力更大，影
响面更广。有时候，我们缺的不是环保常识，而是大集体造
就的一种环保氛围。

在活动的过程中，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我们脚踏实地
的干好每一件小事情，一步步的实现预定的小目标，最终，



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幼儿环保绘画教案篇三

设计思路：

大自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但这些年来由于人们过度地
向自然进行索取，而较少地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减少
对大自然的过度开采与污染。进入大班阶段的孩子，他们已
经对社会和自然界中的常见现象有了初步的观察兴趣，此时
如果我们运用一些图片故事等形式对孩子进行生动、直观的
环保方面的意识渗透，就能促使幼儿明白一些如何爱护环境、
保护我们地球家园的道理。

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思考，引导幼儿联系生活实际，大胆讲述出环
境被污染的一些原因。

2.培养幼儿有爱护自然的环保意识。

材料准备：

故事录音图片几幅幼儿绘画作品等

活动过程：

一、部分幼儿介绍自己的图画内容。

1、启发幼儿讲出自己喜欢某一大自然的缘由。

二、观察画面，师生共同观察并讲述。

1、老师出示狮子进行介绍。



2、出示一幅大图，引导幼儿观察。

3、幼儿联想生活经验，大胆想象并讲述。

(1)是什么原因使狮子得了这种怪病的呢?(也可分散讨论)

(2)分别出示小图及字卡，找出动物们栖息地被污染的原因。

4、引导幼儿思考结局。

(1)狮子为什么要一步一回头呢?

(2)有什么办法使森林里的空气变新鲜，请狮子王和小动物们
重新回来呢?

三、完整听赏故事录音。

拓展活动：

1、听了这个故事你的心情怎样?

2、幼儿独立或者合作编述一个使空气变干净，请狮子王和小
动物们再回来的故事。

3、请几名创编较好的幼儿到集体前来进行讲述。

幼儿环保绘画教案篇四

1、活动前，每个幼儿都吃一块口香糖，并在开课前做自行处
理。

2、6张不同处理口香糖方法的图片及投影仪。

【活动过程】



1、让幼儿说一说自己是怎么处理刚才那块口香糖的。

2、幼儿回忆并讨论在哪些地方见过人们吃过的口香糖。

3、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6个小朋友处理口香糖的行为，
说一说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a：把口香糖粘到别人身上

b：把口香糖吐到地上

c：把口香糖粘到墙上

d：把口香糖拿在手里玩

e：把口香糖粘到汽车的座位上

f：把口香糖扔到垃圾桶里

4、找出正确处理口香糖的方法，并让未吐口香糖的幼儿当场
用正确方法处理口香糖。

5、老师介绍关于“广场地面被口香糖污染”的新闻，从而使
幼儿知道乱吐口香糖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它会污染。

6、结合申奥成功，教育幼儿也要为建设美丽的做贡献。

7、幼儿朗诵师生共同创编的诗歌“地球妈妈，我爱您!”

【活动分析】

申奥成功以后，环保意识的增强尤为重要。老师在日常生活
中针对幼儿吃口香糖，以及怎样处理口香糖这一行为，展开
了这次环保教育活动，幼儿通过亲身感受，同伴间展开激烈



的讨论，最后在对与错，是与非之间找到了答案，认识到了
自己的小小行为对的作用。

幼儿环保绘画教案篇五

1.通过活动大部分幼儿对“自动浇花”科学小实验会操作。

2.人人动手实践和参与，个个尝试解决问题。

3.逐步养成爱护环境的行为模式。

活动重点：

做“自动浇花”实验

活动难点：

逐步养成爱护环境的行为模式

活动准备：

1.装有水的盆、棉绳、积木、盆种花若干人手一个背包月牙
桥等

2.场地布置

活动过程：

1.导入：103班要参加环保特别行动，时间是10天左右，可是
我们种了一些美化环境的花，每天都要浇水，所以我们必须
想出“自动浇花”的办法才能保护这些花。

2.幼儿讨论：怎样才使花儿每天都有水喝，又不会被水淹。

3.提示几件容易得到的材料，如：小盆、棉绳、等。让幼儿



动手实践和参与，证实自己的办法能解决“自动浇花”的问
题。

4.环保行动。(环保行动意义和本次行动做法)

出发——全班小朋友背上行装，分成两队，走小路、踩石头、
过小桥、最后来到草地;

环保行动——把草地上垃圾、树叶、小动物带到一个地方集
中进行有效的处理;

5.环保行动回程，检查“自动浇花”的效果，并进行总结还
表扬。

幼儿环保绘画教案篇六

1、活动前，每个幼儿都吃一块口香糖，并在开课前做自行处
理。

2、6张不同处理口香糖方法的图片及投影仪。

1、让幼儿说一说自己是怎么处理刚才那块口香糖的。

2、幼儿回忆并讨论在哪些地方见过人们吃过的口香糖。

3、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6个小朋友处理口香糖的行为，
说一说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a：把口香糖粘到别人身上

b：把口香糖吐到地上

c：把口香糖粘到墙上



d：把口香糖拿在手里玩

e：把口香糖粘到汽车的座位上

f：把口香糖扔到垃圾桶里

4、找出正确处理口香糖的方法，并让未吐口香糖的幼儿当场
用正确方法处理口香糖。

5、老师介绍关于“广场地面被口香糖污染”的新闻，从而使
幼儿知道乱吐口香糖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它会污染。

6、结合申奥成功，教育幼儿也要为建设美丽的做贡献。

7、幼儿朗诵师生共同创编的.诗歌“地球妈妈，我爱您!”

申奥成功以后，环保意识的增强尤为重要。老师在日常生活
中针对幼儿吃口香糖，以及怎样处理口香糖这一行为，展开
了这次环保教育活动，幼儿通过亲身感受，同伴间展开激烈
的讨论，最后在对与错，是与非之间找到了答案，认识到了
自己的小小行为对的作用。

幼儿环保绘画教案篇七

三、活动地点：幼儿园

四、参加对象：中二班小朋友。

五、活动目的：

1、通过本次活动体现出环保、创新、艺术等多方面，要注重
参加活动的过程，从而提高幼儿的环保意识，增强每一个人都
“珍惜可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创造和谐社会”。



七、活动过程：

（四）听音乐，幼儿穿戴自制的环保衣表演

幼儿环保绘画教案篇八

8―12岁（3―6年级）

2―4周以活动小组的方式开展

1、通过活动使学生了解更多的环保知识，认识环保的重要意
义，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通过社会考察、宣传等方式，培养学生社会活动能力。

3、学习简单的调查、研究方法，写出调查报告。

1、材料的收集、整理方法。

2、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1、近年来，人类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像大气污
染、臭氧层的破坏、水土流失、沙尘暴、白色污染、海洋污
染等等，已经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事先布置
同学们各自搜集关于环境污染、环境保护方面的材料，做好
整理、分类。

2、将各自搜集的图片、材料在小组内小组交流、讨论，通过
多媒体课件展示环境污染造成的恶果。让大家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加深对环保意义的'认识。

思考：（1）对于环境污染，生活中你有哪些直接的体会。

（2）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哪些。



（3）治理的方法有哪些，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3、制订考察计划。以小组为单位，研究确定考察地区（以我
们家乡、我们周围的环境为考察区域），确定考察时间、考
察的主要内容及方式。

4、开展考察活动，在污染地区详细考察，调查研究污染原因，
拍摄照片并编号，做好污染情况记录，如污染种类、程度、
时间，造成的危害等。可能的话，提取相关的标本并编号。

“环保小卫士”考察报告

学校班级姓名

时间地点污染情况照片标本编号及分析结果污染源或污染原
因治理建议

5、探寻污染源，详细调查分析其污染原因，并做好记录。

6、将采集标本送相关部门作化验分析，并将结果填写在考察
报告中。

7、小组讨论研究，提出合理的治理措施、建议。

8、开展治理行动。如：组织同学清理路边白色垃圾；号召人
们节约用水，爱护环境；向有关工厂、单位提出建议等。可
在家长、学校的帮助下进行，在活动中宣传环保知识，锻炼
社会活动能力。

9、总结活动情况。可以通过演讲、汇报、展览等形式进行。

1、调查报告评价：包括报告中的记录情况、材料准备情况、
整理分析情况。

2、治理活动开展情况评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