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生垃圾分类社会实践活动方案
设计(精选5篇)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需要设定明确的目标，并制定相应
的方案来实现这些目标。方案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
们要好好写一篇方案。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案应
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生垃圾分类社会实践活动方案设计篇一

为了生态更美好，垃圾分类齐动手。

全校师生、学生家长。

（一）校领导与教师高度重视，争作表率，引领推普教育

1.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学习上级文件，进一步明确活动时间、
意义，明确学校本次活动中各自的职责任务。

2.校领导在升旗仪式上作以“为了生态更美好，垃圾分类齐
动手”为主题的发言。

3.集中组织全校教职工学习《垃圾分类方法》。

4.组织全体教职工积极开展相关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二）布置校园环境，营造宣传氛围

1.悬挂宣传横幅、标语及宣传版面。

2.通过校园广播，增加本次推普周宣传的内容。

3.在校园内醒目处开辟三个固定的宣传板块，定期更新，大



力宣传《垃圾分类方法》和有关知识。

（三）家校沟通，以学生为纽带，向家长宣传

1.通过《致家长的一封信》请家长教育学生，以身作则。

2.开展爱我家园征文比赛。

通过本次旨在促进有效实施垃圾分类的系列环保活动，以学
生为宣传纽带，通过学生自身的实践与宣传，加强社会市民
垃圾分类意识，加大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真正做到垃圾分
类齐动手，共同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小学生垃圾分类社会实践活动方案设计篇二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小手牵大手，小孩教大人”德育
系列活动为载体，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养
成“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意识，做到变废为宝，建设未
来可持续发展的节约型社会。根据本校实际情况，特制定垃
圾分类实施方案，使垃圾分类回收长期化、规范化，同时让
学生的良好习惯影响家庭和社区。

（一）开展宣传动员。组织全体师生开展垃圾分类知识的宣
传普及工作，利用校园网、黑板报、宣传栏等形式，开展
以“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主题的各类活动。切实提高学
校全体师生对垃圾分类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

（二）参与社区共建。与社区开展垃圾分类达标共建活动，
深入社区宣传和参与垃圾分类，促进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垃
圾分类。

（三）设置分类收集设施。按照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
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四类设置垃圾收集设施。



1、建立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2、建立垃圾分类指导小组

第一阶段为宣传教育、启动阶段主要内容：

以宣传普及垃圾分类意义和方法为重点，提倡、鼓励师生实
行垃圾分类投放，让全校师生逐步养成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处
理的好习惯。相关措施：

加强垃圾分类回收教育，充分利用国旗下讲话、宣传橱窗、
黑板报、主题班会、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
垃圾分类处理教育，增强学生垃圾分类的意识，使广大师生
逐步养成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收集的好习惯。

第二阶段为实施阶段，校内推广阶段主要内容：

1．一方面继续多种形式，各种渠道、全方位开展垃圾分类处
理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把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与日常行为规
范，校园文化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度，
加强管理过程的监督、整改。

2．组织开展“小手牵大手”活动，做到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
庭的效果。

3．加强教材的循环使用，几乎每个年级都有。如：一年级的
音乐、美术课本等。

1、可回收物：指生活垃圾中未污染的、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
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如纸类、塑料、玻璃和金属等。

2、餐厨垃圾。指居民家庭生活和宾馆酒店、机关团体及企事
业单位食堂产生的有机易腐垃圾，具有含水量高、易被生物
降解、产生臭味、产生渗沥液等特点。主要包括：废弃和剩



余的食品、蔬菜、瓜果皮核、茶叶渣、废弃食用油等。

3、有害垃圾。包括生活垃圾中对人体健康或自然环境造成直
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物质，具有易燃性、腐蚀性、爆炸性以及
传染性等特点，混入生活垃圾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主要包括：
废电池、日光灯管、水银温度计、油漆桶、过期药品、废化
妆品以及电子产品等。

4、不可回收垃圾。包括除餐厨垃圾、有害垃圾以外的其他所
有生活垃圾，如：灰土、花草树枝树叶、烟头、鸡毛、煤渣、
建筑垃圾、食品残留物、教室打扫后的残存物等。

小学生垃圾分类社会实践活动方案设计篇三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推进和谐校园、建设生态校园、
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为要求，以“科学规划、全员参与、整体
推进”为工作原则，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引导
全校师生树立绿色低碳、环保健康的生活理念，创造整洁、
优美的校园环境，提升学校的整体文明水平。

1、逐步完善校园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处置体系。

2、逐步实现校园垃圾源头减量，科学分类，无害处理。

3、努力形成全体师生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良好氛围。

（一）加强领导，完善机制，确保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有序推
进。

1、加强领导，完善工作机制。

2、健全队伍，加强分类管理

（1）成立学校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明确各部门、组（室）、



食堂、实验室负责人为学校指导员，具体负责本部门、组
（室）的垃圾分类处置工作的日常宣传指导和管理、监督和
检查。

（2）成立班级垃圾分类减量指导员队伍，明确班主任为班级
指导员，具体负责本班的垃圾分类处置工作的日常宣传指导
和管理、监督和检查；成立班级垃圾分类绿色小卫士队伍，
具体负责本班级的垃圾分类处置工作的自主管理。

（3）规范保洁员队伍，加强学校层面的垃圾收集和处置工作。

3、加大投入，完善设施设备。向各部门、组（室）、班级等
发放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宣传资料、垃圾袋等，指导全体教职
工、学生将垃圾分类投放；校园内增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箱，
班级内分设可回收垃圾桶和不可回收垃圾桶。

（二）加大宣传，体验实践，确保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有效开
展。

1、多途径开展专题宣传活动，努力提升垃圾分类知晓率。

通过教职工大会、专题午会、班队会、国旗下讲话、红领巾
广播、板报、宣传栏、倡议书、电子屏幕等多种形式开展垃
圾分类普及教育，强化师生垃圾分类减量意识，提升知晓率。

2、多途径开展各种实践活动，努力提升垃圾分类践行率。

（1）开展“光盘行动”，值日教师、团队干部组成检查团，
每日对各班午餐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督促学生避免“舌尖上
的浪费”，从源头上实现垃圾减量，倡导学生争做“光盘行
动”的践行者、推广者、监督者，促使全校上下形成一种厉
行节约、弘扬节俭的良好氛围。

（2）开展“垃圾分类减量，从我做起”主题队日活动，以知



识竞赛、十分钟队会、签名等形式进行垃圾分类减量活动，
强化学生垃圾分类减量的意识，提高学生参与活动的自觉性
和积极性。

（3）“开展“小手牵大手”垃圾分类减量系列活动，志愿者
服务等形式，倡导节约、环保、低碳的生活理念，带动家庭、
社区关注垃圾分类减量，并积极配合、参与学校的相关活动
中，携手共建勤俭节约、绿色环保的美丽家园。

1、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各部门、各组（室）、各班级要明
确职责，高度重视垃圾分类减量处理工作，要将其作为建设
文明校园、落实节能减排的工作来抓，积极做好实施和推进
工作。

2、加强监督，务求实效。校领导小组定期对垃圾分类减量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监督和评价；学校大队部行为规范日
常检查组将此项工作纳入各班级每日检查评比中；各部门、
各组（室）、各班级要加强对本部门、本组（室）、本班级
垃圾分类减量处理工作的监督，确保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取得
实效。

3、加强宣传，及时上报。各班级要加强宣传垃圾分类减量活
动，并注重挖掘活动中的典型案例，以活动简讯的形式及时
上报至学校大队部，书面稿和电子邮件均可。

小学生垃圾分类社会实践活动方案设计篇四

垃圾，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也是随处可见的，我们
每个人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因此“垃圾”对人们的健康
会带来不良影响，也会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难道，我们对
待垃圾就束手无策了吗？其实，办法是有的，就是要靠我们
的自觉，把不同的垃圾安放在属于它们不同的“家”。只要
我们动手分一分，我们的家园就会美十分。



1、能区分垃圾，并学习正确分类。

2、养成不乱丢垃圾的好习惯，建立初步的环保意识。

3、愿意维护环境卫生做力所能及的事。

1、4类垃圾桶

2、各类垃圾

3、垃圾分类小知识视频、图片

（一）主持人引导幼儿从颜色方面认识各类垃圾桶。

〈提前摆好4类垃圾桶在舞台上

（二）主持人利用视频、图片、讲解等方式，对垃圾分类进
行普及。

（三）游戏“垃圾分类小能手” 。

1、主持人介绍游戏玩法。

规则：幼儿拿起一份垃圾，一个一个跳跃呼啦圈将垃圾丢进
正确的垃圾桶！

2、yana进行示范一次。

3、保育员将幼儿椅子收一边，有序进行游戏。

4、音乐声响起，游戏开始。

（四）主持人总结。

（五）活动延伸。



（六）活动结束，各回各班。

小学生垃圾分类社会实践活动方案设计篇五

组长：崔国民

副组长：刘宝玉

组员：各班班主任及各处、室负责人

1、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五
大类。

2、厨余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油脂等食品类废物。

3、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水银温度计、过
期药品等。

4、其他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
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

1、学校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垃圾分类方案，统一部署相关工作、
负责组织开展宣传动员、保证推广及分类工作所需经费。

2、教导处负责对教师的宣传工作、检查各部门工作完成推进
情况。负责教师垃圾分类收集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

3、德育处负责对学生的宣传教育，保证学生垃圾分类收集工
作的知晓率、参与率。并组织学生志愿者等对师生投放垃圾
的分类情况进行督促。除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外，重点将宣传
倡导绿色健康和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减少垃圾产生。

4、总务处负责设置垃圾分类箱，督促垃圾回收部门进行垃圾
的分类收集、分类清运工作。负责信息报送、阶段工作总结



等。

1、宣传动员和准备阶段(5.30—6.5)本阶段建立机构、制定
方案、开展普及宣传、教育活动，设置垃圾分类箱。

2、实施阶段(6.6——6.30)按照分类标准投放垃圾，规范垃
圾分类的管理。本阶段学校与社区进行共建活动，组织学生
深入社区宣传和参与垃圾分类，小手拉大手，促进家庭和社
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提升文明程度。

3、总结阶段(7.1——7.10)总结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工作期间
的成败得失，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提炼有效的工作方法，
改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为下一步的深入实施积累成功的经
验。

1、垃圾桶摆放。每个普通教室、办公室和专用教室摆放可回
收物垃圾桶和其他物品垃圾桶各一个。每个楼层摆放有毒有
害垃圾桶和其他物品垃圾桶各一个。学校可回收垃圾桶、有
毒有害垃圾桶和其他物品垃圾桶各一个。

2、垃圾的投放。师生在学习、工作中产生的可回收垃圾和其
他垃圾，按分类要求直接投放在室内的垃圾桶内。有毒有害
垃圾必须直接投放到楼层的专用垃圾桶内，不得与其他垃圾
混合。

3、垃圾的处理。可回收垃圾由总务处负责收集好，送到学校
专用仓库存放，再由废品回收公司统一回收。其他物品由值
日生负责在放学时投放到垃圾房内的分类桶中，如上课期间
已满则可就近投放到楼层的分类桶中，由总务处负责清理运
输。有毒有害垃圾由专人负责集中投放到垃圾房的相应垃圾
桶内，由总务处联系环保部门回收处理。

4、厨余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学校暂时仍然采用原来的方式，
由专人收集处理，待环卫部门的有关设施设备到位后，再由



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