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明用餐节约粮食班会记录 节约
粮食班会教案(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文明用餐节约粮食班会记录篇一

(课件演示)

学生1：同学们这样浪费粮食太可惜了。

学生2：这种现象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边。

学生3：把粮食这样随随便便就扔掉，太浪费了。

老师：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每天浪费一粒米，一年
的经济损失将达到上百万，如果我们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
全国13亿人口将节约粮食64800公斤，可救灾民64800人，可
供180个农民一年的口粮，多么惊人的数目啊!今天我们开展以
“爱惜粮食节约粮食”为主题的班会活动，主要是让大家知
道粮食是来之不易的。通过这次活动希望全体同学都能来爱
惜粮食、节约粮食。

师;同学们我前段时间看到这样一些图片，我感触很深。我想
让你们也来看一看。

播放配音课件：课件内容(非洲地区有三分之一的儿童长期处
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全世界每年有600万学龄儿童因饥饿而死
亡，目前全球约30个国家陷于粮食危机。在我国40%的城市人



口消耗的粮食要依靠进口，我国还需要十年时间才能解决少
数贫困地区人口温饱问题。)

师：看过图片，你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应该怎样做?(学生交
流)

师：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虽然我们现在生
活好了，但仍然不能丢掉这种美德。我们是幸福的一代，没
有经历过那饥肠辘辘的年代，也没有真切的体味过从播种到
收获的艰辛，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农民伯伯是怎样在田里劳作
的吧。

播放课件：课件内容(农民伯伯春播、选种、浸种、耙地、保
水、施肥、除草……烈日炎炎，汗水浸湿了衣背，太阳晒黑
了皮肤，他们全然不顾，依然劳作不已。)

主持人：看到了农民伯伯辛勤劳作你们想说些什么呢?

学生1：我想到了一首古诗《悯农》，我想和大家一起背一背。

学生齐背：《悯农》

老师：看来同学们真的理解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了。为
了宣传爱惜粮食，提高人们的节粮意识，联合国把10月16日
定为“世界粮食日”，可见全世界人民都已投入到惜粮节粮
的活动之中，让我们把勤俭节约时刻铭记在心吧!

师：浪费一粒米，扔掉一个馒头，实际上就是丢弃了中华民
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在历史上有很多德高望众的人，时
刻用自己的言行告诫我们要爱惜粮食。根据活动主题，同学
们在课下认真查找了资料，现在就请查到资料的同学来读一
读，让我们一起在聆听中互勉互励。

师：听了同学们讲了先辈们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故事、名



言，那么我们同学在实际生活中遇到下面的情况你该怎么办
呢?同学们可以任选一题，进行分组讨论。

(课件出示)

(1、晚上家里吃饭时，妈妈给你盛了满满的一碗饭，你吃不
了该怎么办?

2、妈妈今天中午给你带的饭菜你不爱吃，应该怎么办?

3、当你发现有的同学把吃不了的饭菜正要倒掉时，你该怎么
办?)

老师：根据大家的讨论汇报，我们总结出了许多节约粮食的
好方法，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1、吃饭前自己能吃多少饭就盛多少饭，如果觉得一碗饭吃不
了，就先拨出去一部分。

2、吃饭时不挑食，把自己盛的饭吃完，不要剩饭，不要把饭
粒掉到桌子上。

3、在外面吃饭时，如果吃不了应该把饭带回家去，保存好可
以下顿接着吃。

4、如果看到有的同学把吃不了的饭菜倒掉时，我们要及时地
进行制止和劝阻。

老师：同学们已经学会了在生活中怎样节约粮食。现在社会
上正在广泛宣传和学习“八荣八耻”，我们电工小学的“八
荣八耻”中就有“一节约粮食为荣浪费粮食为耻”这一条，
相信此时同学们对这一条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让我们继续学习
“八荣八耻”，使节约之风深入人心。

老师：看了同学们的表演，老师很高兴，老师送给同学们一



首儿歌《爱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儿歌吧。

出示课件：

爱惜粮食

小朋友，告诉你，我的名字叫粮食。

一日三餐我为主，食用可以长身体。

农民种田真辛苦，风吹日晒忙四季。

一粒粮食一滴汗，粮食掉了真可惜。

中国人口十多亿，粮食实在不富裕。

不要小看一粒米，积少成多了不起。

文明用餐节约粮食班会记录篇二

随着人口地迅速增长，工农业迅速发展，生态环境的污染也
随之而来。工厂排放的污水、废气、产生的固体废物，人们
乱砍滥伐，日常生活中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从而使到环境逐
渐恶化，生态资源不能再生，并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

每次都有人不断的抱怨着环境不好资源不够用，可是那些人
有是否想过，自己对绿色世界做过多少贡献?关过几次灯?关
过几次水?保护环境，应该从我做起。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
很重要，而且对我们每个人的幸福也有很大关系。回顾历史，
再看现实，人类的每一次发展，每一次进步，每一次都是要
求自然的给予。人类的发展进步，最终得益的总是人类，付
出的总是自然。所以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应该多参加环
保活动。多植树，多种花，使我们永远拥有蓝天、白云、碧
水、绿地的美丽家园，让我们拥有一颗绿色心情。



提到怎样更深一步做好环保先锋，来保护自己的家园，我认为
“低碳”生活是最重要的。

“低碳”生活就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
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低碳生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
说是一种态度，而不是能力，我们应该积极提倡并去实践低
碳生活，注意节电、节油、节气，从点滴做起。如果说保护
环境、保护动物、节约能源这些环保理念已成行为准则，低
碳生活则更是我们急需建立的绿色生活方式。

也因此在我认为，气候变化不只是环保主义者、专家学者关
心的问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如果你觉得你一个
人的力量对于整个地球简直是微乎其微，一个人的力量根本
无所谓，那就错了。若仔细想想，一只节能灯、一台太阳能
热水器能为节能减排做的贡献的确很小，可13亿人中只要有
十分之一的人使用，那节约的能源、减少的碳排量都将会是
天文数字。

由此可见，低碳生活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环境更优美，
生活质量真正提高。

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人们应该互相提倡、互相督促：
共创绿色家园，留下绿色心情，从我做起，保护自然、保护
环境、保护生态平衡，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更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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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早上好!

我们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珍惜粮食，浪费可耻》。

我们刚刚结束了八天中秋国庆长假，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
到处是亲人团聚，朋友聚餐，。因此，此时提出“珍惜粮食，
浪费可耻”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珍惜粮食，浪费可耻》倡导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在餐馆
里就看到有些人请客吃饭，点了许多许多菜，实际上吃的少，
剩的多，还因为爱面子，不好意思打包，因此浪费了许多粮
食。据说全国一年里浪费的粮食够2500万人吃一年的口粮，
由此可见，这个浪费是多么惊人呐。现在全国都在流行节约，
如“光盘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倡议。

《珍惜粮食，浪费可耻》体现的是一颗感恩的心。暑假期间，
我回到湖南外婆老家，体验了外婆她们耕种粮食的辛苦。夏
天烈日炎炎，阳光把她们的皮肤晒黑;泥水把她们的手脚浸泡
成黄色;各种蚂蟥和虫子爬在手脚上，又痒又疼。外婆
说：“稻谷的耕种需要四五个月的周期，前期天冷的耕田、
育秧苗，中期的除草、除虫、打农药，都需要付出艰辛地劳
动，许多老人因此还患上了关节炎。”如此来之不易的粮食，
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珍惜啊!

《珍惜粮食，浪费可耻》宣讲的是一种忧患意识。我从电视
上听袁隆平爷爷说：“我们国家的粮食是不够吃的，每年都
要从国外进口一部分，如果别人卡你，那么就会有很多人要
饿肚子了。”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90岁的袁隆平爷爷
还奋战在科研一线。我们要向他老人家学习，居安思危。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从我们做起，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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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二、领导机构

组长：__

副组长：__

成员：__

三、活动目标

以提升学校文明程度指数为目标，积极宣传餐桌文明知识，
倡导餐桌文明行为，大力提倡文明用餐的良好风气，培养健
康文明的餐饮文化，净化社会文化文明环境。

四、活动内容

普及餐桌文明知识，推广餐桌文明礼仪。

倡导光盘用餐行为，养成节俭生活习惯。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

重点是工作部署，宣传发动。x月x日向全体同学发出倡议；主
题班会由班主任作动员工作，宣传教育并组织学生开展文明
就餐承诺活动。

（二）组织实施阶段：

重点是围绕主题，突出开展各项文明餐桌的实践活动。

1、营造氛围。学校继续开展相关的宣传活动，做到学生人人
知晓，共同争做文明餐桌的参与者。



通过校园宣传标语，进一步宣传光盘行动。（学生自主管理
委员会负责）

2、加强管理。

（1）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和总务处加大管理和监督力度，对
学生用餐插队、喧哗、乱跑乱扔者进行教育。全校班级开
展“盘盘净餐人人节俭”的“光盘行动”。每班设定一
位“光盘行动”检查人员，监督学生餐盒，是否将饭菜吃净
吃光。（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与团委负责）

（2）总务处加大对食堂工作人员的管理和培训，确保优良
的'就餐环境，健康环保的饭菜质量。（总务处负责）

3、利用班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宣传、
教育。（班主任负责）。

（三）总结阶段：

及时总结和推广活动中的经验，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作好资
料保存的工作。

2、评选全校：“光盘行动，从我做起”活动积极分子；

3、结合主题活动中的开展情况，评选“文明餐桌活动先进班
级”。

4、作为长期机制，长期坚持。

文明用餐节约粮食班会记录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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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生调查粮食浪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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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