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节约粮食班会课教学反思(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节约粮食班会课教学反思篇一

身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要有很强的课堂教学能力，写教学
反思能总结教学过程中的很多讲课技巧，那么问题来了，教
学反思应该怎么写？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乐学英语主题
班会教学反思，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对于这堂课的成功之处，我总结为教学内容基本完成和教学
目标基本实现两个方面。从学生课堂上的反应来看，在游戏
环节，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气氛活跃，因此能较好地配
合我完成教学任务。另外，在教学设计上，通过有趣的英国
电影来学习其中的英国文化，这个讲授方式更易让学生接受。
从总体上看，整节课都贯穿了“乐学英语”这一主题。

通过这堂课，我也发现了自己在教学上的不少问题，其中最
重要的.一点是把控班级纪律。由于本节班会课的游戏活动较
多，学生大多表现得很活跃，纪律问题随之而来，比如很多
同学会趁机讲话或讨论，情绪高涨时会有起哄现象。因此，
我采取了小组竞赛的方式，通过课堂加扣分来进行课堂管理。
但由于游戏部分设置了抢答环节，场面控制不太理想。在今
后的教学中，我会更加注意班级纪律的把控，多向老师和同
学学习、吸取经验。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英语是一门极其重要的科目和非常
实用的语言，然而班上的同学对英语的学习兴趣还不够浓厚，



我希望通过这节班会课激发他们学习英语、乃至学习外语的
兴趣。“知之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真正养成
乐学善思的习惯，才能真正充实和完善自己，才能真正促进
学生的发展。

最后，这一节主题班会让我积累了宝贵的教学经验，今后，
我会把握每一个可以锻炼自己的机会，虚心学习、勇于实践、
善于反思、不断提高，让自己从一个学生的身份尽快转变为
一名合格的教师。

节约粮食班会课教学反思篇二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2022开学节约粮食主题班会策划1

活动目标：

1.通过图片和教师的讲解理解古诗《悯农》的含义，初步学
习古诗。

2.在欣赏、朗诵故事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古体诗与儿歌的区
别。

3.知道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爱惜粮食。

活动准备：

自制古诗图片1幅。

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观察图片，初步了解古诗内容。



教师：图画上画了什么？

（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画面的背景、人物的动作、表情等，并
用较完整的语句表达自己对图片内容的理解。）

2.在理解图片的基础上，引导幼儿欣赏、学习古诗。

——教师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图片的内容。

——幼儿倾听教师朗诵古诗两遍，初步理解古诗的内容，感
受其意境。

3.引导幼儿围绕古诗内容进行集体讨论，进一步理解古诗。

教师：古诗的名字叫什么？（引导幼儿了解古诗的名字。）

教师：你听到古诗里说了什么？这句古诗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鼓励幼儿用古诗的句子回答问题，初步感知古诗中的语句。
鼓励幼儿将古诗句子和教师讲述的故事内容向匹配，理解古
诗每一句诗的大概含义。）

4.幼儿学习跟着教师完整地朗诵古诗2~3遍。

6.幼儿个别优美的朗诵古诗

2022开学节约粮食主题班会策划2

活动目标：

1、使幼儿了解粮食的生长过程，知道粮食来之不易。

2、知道浪费粮食是不对的，要学习珍惜粮食。

3、培养幼儿乐意在众人面前大胆发言的习惯，学说普通话。



4、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活动准备：

教学ppt

活动过程：

1、观看图片，谈话导入的教师提问：你觉得这样好吗?为什
么?

提问：你们知道我们做饭的大米是从哪里来的?

2、认真看《爱惜粮食》动画，启发思考，教师提出如下问题：

(1)大米的生长过程是怎样的?

(2)为什么说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

(3)小朋友们今后你会珍惜粮食吗?

3、幼儿有疑问可再次观看动画，老师根据本班级幼儿共性特
征及个体差异，对动画进行暂停或播放，结合剧情节点，在
幼儿已有经验上进行选择性互动提问教学。

教师总结：小朋友们，农民伯伯种粮食非常辛苦，从播种到
锄草、施肥、收割，不知洒下了多少汗水。晒黑了脸，累弯
了腰，两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才能收获粮食，我们要做珍
惜粮食的好孩子，不能浪费。

4、教师提问：为了节约粮食，我们应该怎样做?

师引导幼儿总结：粮食来之不易，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
所以用餐时我们一定要吃完自己的一份饭菜，不浪费粮食，
能吃多少盛多少。



5、熟悉儿歌，巩固幼儿经验《爱惜粮食》

香喷喷的米饭哪里来?

白花花的大米做出来。

白花花的大米哪里来?

金灿灿的稻谷脱出来。

金灿灿的稻谷哪里来?

农民伯伯种出来，一粒稻谷一滴汗，爱惜粮食理应该。

教学反思：

幼儿的兴趣非常浓，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我会多看看多
学学，让以后的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2022开学节约粮食主题班会策划3

一、班课课题：

珍惜粮食，吃好盘中餐

二、本课目的：

通过召开这一次主题班会，从小养成爱惜粮食的习惯，让同
学反思自己对待粮食的态度，从而懂得日常饮食的一些良好
习惯，能做到爱惜劳动果实；
让同学们养成物尽其用，不浪费，勤俭节约的好品质。

三、本课形式：



表演、小品、背诵等

四、过程设计：

（一）主持人宣布班会开始导出班会主题

古人云：身披一缕，当思织女之劳；
日食这餐，每念农夫之苦。如果没有粮食，人类将无法生存。
如果没有粮食，中国何谈发展。

（二）让本放小记者对本班同学以珍惜粮食为中心进行采访，
并将采访答案与同学交流。

（三）请同学们观看《小品喜怒哀乐羊肉串》，以此告戒同
学们珍惜粮食的重要性。

食品问题早已不是个新话题了，“节约粮食”更是我们从小
便熟知的字眼。不管是从何丽珠和朱佳颖演出的小品还是李
奕炜等同学演出的小品，我们不难得知隐藏其中的道理。

（四）以令人震惊的数据来告诉同学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培
养同学们勤俭节约的好品质，好品质。最后，宣布班会结束。

（五）教师小结。

节约粮食，不仅仅是一种口号，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和所有人
的号召与呼吁，我们希望它是一种情结，熔铸在你与我的.心
中，从而自觉的作到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
现在做起！

2022开学节约粮食主题班会策划4

一、课堂主题

一粒粮食，一滴汗水



二、课堂目的

1、利用图片和一些数据让小朋友初步了解粮食的浪费现状。

2、简要介绍光盘行动的内容宗旨。

3、倡导小朋友行动起来，厉行节约，爱惜粮食。

4、用趣味游戏（光盘游戏）深小朋友们的光盘意识。

三、参与人员

晴天，小鹿，大熊，芭乐

四、课前准备

1、准备关于光盘行动的手绘海报；

2、准备ppt，讲解。

五、课堂流程

（一）引入主题

首先自我介绍，与小朋友互动调动课堂气氛，小朋友们看着
黑板你有没有猜到我们这节课的主题是什么呢？没错，就是
与粮食有关，大家都知道，粮食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依赖它长高长壮。那大家知道粮食有那些吗？（让小朋
友们举手回答）

列举：包括小麦、水稻、玉米、燕麦、黑麦、大麦、谷子、
高粱和青稞等（第二张图片）大家看到这张图片，你们能想
到什么？（先自由发言，在引导学生往古诗《悯农》上想）
可谈谈农民如何工作辛苦，再请一个小朋友大声背诵，鼓掌
并让全班一起背诵。



（二）简要介绍目前粮食紧缺及浪费现状

（第五张）通过一个故事引小朋友的注意，然后说明浪费食
物后的影响（后果是浪费了中国的社会资源，影响了中国社
会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丢弃的食物增加了垃圾处理的压力，
污染了环境），然后就饥饿简单谈下在边远山区仍有许多人
吃不饱，就舌尖上的浪费让小朋友谈谈我们应不应该珍惜粮
食？顺带与同学们交流下平常我们在家里看妈妈做饭是不是
辛苦啦，要做很多事情，了解每份佳肴的来之不易。

（三）介绍光盘内容及宗旨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此活动。

列举：有老师，有学生，还有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们。光盘
行动对餐厅的影响：有些餐厅就把宣传页夹在菜单的封皮和
第一页之间，让顾客翻开菜单就能看到有关“光盘行动”的
呼吁。为了更好地宣传光盘行动，许多餐厅也想出了很多办
法。

光盘行动对人们的影响：小小的“光盘行动”在数天内就影
响千万人，得到媒体广泛关注，在全国掀起一股“光盘行
动”的热潮。例如在大学食堂或是小学食堂，学生们都纷纷
将餐盘里的食物吃干净，不浪费一粒粮食。

提问作为小学生该如何支持？（可分组，适量定餐，不偏食
不挑食，吃不完的剩余的可以打包回家再吃，监督亲人朋友，
看到浪费及时制止等）鼓掌精彩回答。

（四）我们要怎么做

（1）通过附带的一个沙画视频宣扬一下光盘行动。

（2）看完视频后提问小朋友们我们要怎么节约粮食呀（可围



绕小朋友说不要挑食和偏食）。欢迎同学们踊跃发言，并在
旁边指导。具体指导可以举例，小朋友们和父母去餐厅吃自
助餐，小朋友们能吃多少就拿多少，对于不爱吃的菜也不要
放在一边，什么菜都得吃，注意营养，千万不要浪费粮食。
还可举例说在餐厅吃饭，吃不完的可以打包带回家吃，不要
浪费）。

（3）大家一起来写几条节约粮食，光盘行动的口号。欢迎小
伙伴们踊跃发言，然后让写得比较好的小朋友把自己写的口
号写在黑板上带全班一起朗读。

（4）大家一起喊一遍光盘的口号。

（口号：

1、“光盘”行动，拒绝“剩”宴！——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2、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3、倡勤俭剩宴不再，讲节约光盘添彩。

4、吃尽盘中每粒米，不负农民一年忙。）

六、注意事项

1、准备好上课所需物品，如，讲课用的海报，ppt；

2、活跃气氛在交流与游戏中教导小朋友光盘行动的必要性；

3、时刻要保持小朋友的兴趣，同时也要管好班里的纪律。

4、用微笑面对小朋友，用亲切的语言教学，注意语言得当；

5、结束后记得表扬小朋友：今天大家表现都不错，我们重新
找回对粮食的敬意，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让节约成为



最普通的生活，大家要记住“拒绝剩宴，倡导光盘”。（剩
宴指桌上杯盘狼藉，满桌剩饭剩菜）

2022开学节约粮食主题班会策划5

活动目标：

1、使幼儿了解粮食的生长过程。

2、让幼儿明白粮食来之不易，要珍惜粮食。

活动准备：

儒灵童教材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

1、带领幼儿随着儒灵童歌曲做律动。

2、带领幼儿向孔夫子行三鞠躬礼仪。

二、新授课程

1、"听"故事提问导入：小朋友，你们见过蚂蚁窝吗？为什么
萌萌被抬进蚂蚁窝？请听故事《小蚂蚁的仓库》。

2、安静听《儒灵童》故事，情境导入。

教师提问：小蚂蚁的仓库怎么会有那么多好吃的？

故事总结：萌萌吃东西的时候总会把食物浪费，小蚂蚁把萌
萌丢下的食物抬回了家。当萌萌来到蚂蚁仓库后，羞愧极了，
知道粮食来之不易，浪费是可耻的行为。小朋友，老师相信



你们都是珍惜粮食的好孩子。

3、"看"动画提问导入：你们知道我们做饭的大米是从哪里来
的？

4、认真看《儒灵童》动画，启发思考，教师提出如下问题：

（1）大米的生长过程是怎样的？

（2）为什么说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

（3）小朋友们今后你会怎样珍惜粮食？

5、幼儿有疑问可再次观看动画，老师根据本班级幼儿共性特
征及个体差异，对动画进行暂停或播放，结合剧情节点，在
幼儿已有经验上进行选择性互动提问教学。

教师总结：小朋友们，农民伯伯种粮食非常辛苦，从播种到
锄草、施肥、收割，不知洒下了多少汗水。晒黑了脸，累弯
了腰，两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才能收获粮食，我们要做珍
惜粮食的好孩子，不能浪费。

三、图谱演示，判断对错教师出示两张图片让幼儿判断对错。

教师看图总结：小朋友们，粮食来之不易，我们吃饭时要把
碗里米饭吃干净，不掉桌上和地上，图中的宝宝吃饭时把米
粒撒了一桌子，既不讲卫生又浪费，让我们一起做个爱干净
不浪费的好孩子。

四、游戏互动，巩固主题名称

小鸡吃米粒

准备：一些废旧的纸揉成的纸团，几个纸箱或者塑料桶



规则：教师请几位小朋友变身为小鸡"吃地上的米粒"，伸出
双手的食指和拇指做小鸡状。每次只可以用手夹一粒米粒，
然后把"吃"到米粒迅速的放到纸箱或塑料桶里。看谁把地上
的米粒"吃"得又快又干净，给与奖励。

五、活动延伸，主题内化

（1）带领幼儿诵读《弟子规》经典。

（2）教师可在日常幼儿吃饭的时侯提醒幼儿不要浪费食物。

（3）和家长联系，习惯养成延续至家庭中落实。

;

节约粮食班会课教学反思篇三

一粒粮食，一滴汗水

二、课堂目的

1、利用图片和一些数据让小朋友初步了解粮食的浪费现状。

2、简要介绍光盘行动的内容宗旨。

3、倡导小朋友行动起来，厉行节约，爱惜粮食。

4、用趣味游戏（光盘游戏）深小朋友们的光盘意识。

三、参与人员

晴天，小鹿，大熊，芭乐

四、课前准备



1、准备关于光盘行动的手绘海报；

2、准备ppt，讲解。

五、课堂流程

（一）引入主题

首先自我介绍，与小朋友互动调动课堂气氛，小朋友们看着
黑板你有没有猜到我们这节课的主题是什么呢？没错，就是
与粮食有关，大家都知道，粮食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依赖它长高长壮。那大家知道粮食有那些吗？（让小朋
友们举手回答）

列举：包括小麦、水稻、玉米、燕麦、黑麦、大麦、谷子、
高粱和青稞等（第二张图片）大家看到这张图片，你们能想
到什么？（先自由发言，在引导学生往古诗《悯农》上想）
可谈谈农民如何工作辛苦，再请一个小朋友大声背诵，鼓掌
并让全班一起背诵。

（二）简要介绍目前粮食紧缺及浪费现状

（第五张）通过一个故事引小朋友的注意，然后说明浪费食
物后的影响（后果是浪费了中国的社会资源，影响了中国社
会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丢弃的食物增加了垃圾处理的压力，
污染了环境），然后就饥饿简单谈下在边远山区仍有许多人
吃不饱，就舌尖上的浪费让小朋友谈谈我们应不应该珍惜粮
食？顺带与同学们交流下平常我们在家里看妈妈做饭是不是
辛苦啦，要做很多事情，了解每份佳肴的来之不易。

（三）介绍光盘内容及宗旨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此活动。



列举：有老师，有学生，还有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们。光盘
行动对餐厅的影响：有些餐厅就把宣传页夹在菜单的封皮和
第一页之间，让顾客翻开菜单就能看到有关“光盘行动”的
呼吁。为了更好地宣传光盘行动，许多餐厅也想出了很多办
法。

光盘行动对人们的影响：小小的“光盘行动”在数天内就影
响千万人，得到媒体广泛关注，在全国掀起一股“光盘行
动”的热潮。例如在大学食堂或是小学食堂，学生们都纷纷
将餐盘里的食物吃干净，不浪费一粒粮食。

提问作为小学生该如何支持？（可分组，适量定餐，不偏食
不挑食，吃不完的剩余的可以打包回家再吃，监督亲人朋友，
看到浪费及时制止等）鼓掌精彩回答。

（四）我们要怎么做

（1）通过附带的一个沙画视频宣扬一下光盘行动。

（2）看完视频后提问小朋友们我们要怎么节约粮食呀（可围
绕小朋友说不要挑食和偏食）。欢迎同学们踊跃发言，并在
旁边指导。具体指导可以举例，小朋友们和父母去餐厅吃自
助餐，小朋友们能吃多少就拿多少，对于不爱吃的菜也不要
放在一边，什么菜都得吃，注意营养，千万不要浪费粮食。
还可举例说在餐厅吃饭，吃不完的可以打包带回家吃，不要
浪费）。

（3）大家一起来写几条节约粮食，光盘行动的口号。欢迎小
伙伴们踊跃发言，然后让写得比较好的小朋友把自己写的口
号写在黑板上带全班一起朗读。

（4）大家一起喊一遍光盘的口号。

（口号：



1、“光盘”行动，拒绝“剩”宴！——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2、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3、倡勤俭剩宴不再，讲节约光盘添彩。

4、吃尽盘中每粒米，不负农民一年忙。）

六、注意事项

1、准备好上课所需物品，如，讲课用的海报，ppt；

2、活跃气氛在交流与游戏中教导小朋友光盘行动的必要性；

3、时刻要保持小朋友的兴趣，同时也要管好班里的纪律。

4、用微笑面对小朋友，用亲切的语言教学，注意语言得当；

5、结束后记得表扬小朋友：今天大家表现都不错，我们重新
找回对粮食的敬意，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让节约成为
最普通的生活，大家要记住“拒绝剩宴，倡导光盘”。（剩
宴指桌上杯盘狼藉，满桌剩饭剩菜）

节约粮食班会课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目的：

1.通过主题班会，使学生了解世界粮食问题的现状，粮食的
来之不易以及粮食的可贵，2.培养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
惯。

教学准备：

2.学生收集珍惜粮食方面的诗歌以及故事。



教学过程

在日常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浪费粮食的现象。也许你并
未意识到自己在浪费，也许你认为浪费这一点点算不了什么，
也许你仍然以为我们祖国地大物博……由于近年来人们的生
活过得越来越好，“节约”一词在人们的心里已日渐忽视和
淡忘了。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种种的浪费现象如果继续下
去的话，其后果是很严重的！13亿人口，全世界人口的四分
之一！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元，一年全国就浪费了4745亿元；
如果每人每月浪费500克粮食，一年全国就浪费了65万吨粮食；
如果每人每月浪费1吨水，一年全国就浪费了156亿吨水！积
沙成堆，积水成河。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够节约一点点的话，
就不会出现这些巨大的浪费了！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我国人口己超过13亿，每年的净增长
是1200万人；人均耕地面积1.2亩，是世界人均值1／4；目前
耕地面积正以每年30多万亩的速度减少；全国40％的城市人
口消耗的粮食依靠进口。在1981－1995年间，全国共减少了
耕地8100万亩，因此减少粮食500亿斤。而且现在这个减少速
度仍然在不断加快。乱占耕地、挖沙、土地质量下降、荒漠
化等种种现象在蚕食着耕地。

现实绝对不容乐观！

节约粮食，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不是说你的生活
好了，你浪费得起就可以浪费。浪费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只
要存有节约的意识，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吃饭时吃 多少盛多
少，不扔剩饭菜；在餐馆用餐时点菜要适量，而不应该摆阔
气，乱点一气。记住: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986年的第五次世界粮食调查的结果是：112个发展中国
家(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除外)1979-1981年有3.35-4.49亿人
口处于营养不良状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80年代初宣
称，当时世界谷物产量可以养活60亿人口。但就在同一时期，



全世界人口只有45亿左右，可是却有4.5亿人挨饿。1995年，
世界人口增长到57亿，挨饿人口数字增加到10亿。1972年，
由于连续两年气候异常造成的世界性粮食歉收，加上前苏联
大量抢购谷物，出现了世界性粮食危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于1973年和1974年，相继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粮食会
议，以唤起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注意粮食及农业生产问题。
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世界粮食形势反而更趋严重。
据当时预测，在80年代世界粮食仍将趋向短缺。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大会关于世界粮食日的决议，正是在世界粮食供
求矛盾日趋尖锐的背景下作出的。

节约粮食班会课教学反思篇五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自从1981年起，每年的10月16日被定为“世界粮食日”。其
宗旨在于唤起全世界对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增
强公众对于世界饥饿问题的认识；促进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
术，加强国际和国家对战胜饥饿、营养不良和贫困的声援，
关注粮食和农业发展方面的成就。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这句话说明了粮食是人们生存
的必需品，也是让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础，更是人们的生活支
柱。

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见到浪费粮食的现象。也许你并未
意识到自己在浪费，也许你认为浪费这一点点算不了什么，
也许你仍然以为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可是据联合国粮农组
织统计，在全球9.25亿人吃不饱肚皮的情况下，每年有大
约13亿吨粮食或被浪费、或遭人为流失，这一规模相当于全
球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超过全球谷物产量的一半。1998年



我国谷物、棉花，肉类的产量均占世界第一位。可是按人口
平均，人均有粮食仅362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甚至低
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据有关部门估计，全国每年浪费的粮
食，足够五千万人吃一年，那是多么惊人的浪费啊。以中国
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来计算，全世界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
两亿人以上吃一年。全球每年流失或浪费的粮食多达13亿吨，
近乎占全球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有必要从一粒米上节约吗？有的同
学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表面上看，掉几粒米是小事，可世
界上的任何财富，都是劳动者以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创造的。
珍惜这种创造的成果，不仅是对社会财富的爱护，也是对劳
动的尊重、对创造的尊重、对劳动者的尊重。粮食是劳动者
付出辛勤劳动、大自然消耗大量资源产生的财富，浪费它就
是白白丢弃劳动成果、无端牺牲生态环境，最终受害的还是
人类自己。一位学者就曾指出：“可持续发展，这句话在今
天的世界上首先是指粮食。”我们浪费一粒米，扔掉一个馒
头，实际上丢弃的是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丢弃的
是对劳动人民的一片真挚情感，丢弃的是做人的一种品格和
精神。我国现在的一些贫困地区还有将近3000万人尚未解决
温饱问题。人皆有食，也并不是每个公民都曾实现了的梦想。
世界性缺粮的状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得到根本转
变。因此，浪费一粒粮食也是很可耻的行为。“饮水要思源，
吃饭要节俭”。

所以我们要做到爱惜粮食，避免剩餐，减少浪费，把碗里的
饭吃干净。不偏食，不挑食。以节约粮食为荣，以浪费粮食
为耻。就餐时保持安静，文明就餐，爱护餐具，保持餐桌卫
生。积极监督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及时制止浪费粮食的现象。
希望同学们积极响应，自觉履行倡议，从我做起，从现在开
始，文明就餐，节约粮食，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

建设节约型社会，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是每个公民应尽的
义务。节约资源，健康生活，让我们从节约粮食开始做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