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爱护地球活动开场白 世界地球日
研学心得体会(优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爱护地球活动开场白篇一

世界地球日是为了提倡人们保护地球、珍惜环境而设立的一
个全球性纪念日。每年的4月22日，人们都会举办各种活动来
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今年，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研学活
动，让我们深入了解环境问题，增强环保意识。

第二段：参与研学活动的地点和环境简介

我们参观的是当地的自然保护区，这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
在保护区的大门口，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上刻着“保护地球，
成功未来”的字样，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在保护区内，有
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美
丽。

第三段：研学活动内容及收获

研学活动主要分为室内和室外两个部分。在室内，我们观看
了一场关于环境保护的纪录片，了解了全球变暖、水资源短
缺等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在室外，我们参与了一些亲自动手
的实践活动，比如清理垃圾、种树等。通过这些活动，我们
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还深刻体会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第四段：影响和感悟



这次研学活动让我受益匪浅。首先，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地球
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它的健康和美丽负
责。只有保护好地球，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其次，我认
识到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任何一个小小的行为都可能
对环境造成影响。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减
少浪费，节约资源，积极参与环保活动。最后，我也更加明
白了科普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室内和室外的环节，我们对环
境保护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深入学习的同时也提高了我们的
环保意识。

第五段：未来行动的计划

参加了这次研学活动后，我决定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为环
境保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我会坚决遵守环保的基
本规则，如减少用水、用电，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等。其次，
我将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环保活动，如清理垃圾、种树
等。最后，我还打算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言行来影响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人一起关注环境问题，积极参与环保行动。

总结：通过这次世界地球日的研学活动，我深刻地认识到了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明白了每个人都应该为保护地球负责。
我将把这次研学活动的经历作为自己行动的起点，积极参与
和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创造
一个更加美丽和可持续发展的地球。

爱护地球活动开场白篇二

亲爱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

春天细雨，万物复苏。我们的地球在春天的装扮下生机盎然、
充满活力。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而地球长久的生态平衡、
生机勃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今年的4月22日是第43个世界地球日。今年世界地球日主题



是“保护资源环境，善待地球”。在“世界地球日”的活动
中，我们杭州孝慈水木清华幼儿园开展了以“保护地球绿色
行动”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保护地球，善待地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为了唤起大
家爱护地球、保护家园的意识，迎着春日的暖阳，踏着轻快
的脚步，杭州孝慈水木清华幼儿园的宝宝们来到了位于西溪
湿地花朝节开展春游活动。本次活动可不是单纯的踏春，它
与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紧密联系，通过感受大自然的美，来激
发幼儿保护地球、美化环境的情感。同时呼吁全人类保护地
球的环保宣传活动，让我们大家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携手共
建美好和谐的绿色家园，在此我们向大家提出如下倡议：

一、倡导文明行为，从我做起，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废弃物，
保护绿色环境;

三、当前，我们面临着资源短缺的困扰，我们应该做到：

1、从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每一张纸，每一粒米开始，
树立勤俭节约的美德。

2、每天随身携带手帕，不使用或少用一次性消费品。

3、使用环保电池，慎用洗涤剂，减少水污染。

4、自觉保护生活环境，积极参与社会绿化美化活动，保护绿
地花木。

5、提倡垃圾分类。清理“白色”污染，把废塑料袋打个节再
扔进垃圾箱。

6、郊游及远足自备垃圾袋，做到文明出游。

7、使用可再生材料制成的工作生活用品。



8、短途出行尽可能骑自行车或者以步代车。

在第43个世界地球日中，通过宝宝发的倡议书、环保宣传单
和稚嫩的呼唤，希望大家能认识地球，善待地球，从我做起。

爱护地球活动开场白篇三

世界地球日是每年的4月22日，旨在提醒人们关注地球环境保
护的重要性。作为一名中学生，我有幸参加了一次以世界地
球日为主题的研学活动，深入了解了环保知识和实践。在这
次活动中，我收获了很多，深刻认识到保护地球环境是每个
人应尽的责任，下面我将结合自身的经历，分享一下我的心
得体会。

第二段：感受大自然的美丽

在这次研学活动中，我们有幸参观了一片自然保护区。这里
的景色美不胜收，湖泊碧蓝，绿树成荫，空气清新。我们沿
着小路漫步，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感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
恩赐。这让我更加珍惜地球的美丽，让我明白了保护环境的
重要性。如果我们不珍惜和保护这一切，那么我们将失去这
样美丽的大自然。

第三段：了解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在这次研学活动中，我们还参观了一个环保展览馆。通过参
观展览，我了解到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全球变暖、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等问题给地球带来了巨大
的威胁。这使我意识到，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需要我们共
同努力解决，而不只是政府或某些组织的责任。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从自身做起，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减少对地球的损
害。

第四段：行动起来，保护地球



学习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后，我们参与了一场环保活动，清
理湖边的垃圾。我们分成小组，带着垃圾袋，开始了清理工
作。在活动中，我们不仅亲身体验到了垃圾对环境造成的破
坏，还认识到每个人的努力都是环保事业的一份贡献。这使
我明白了，保护地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每个人
的参与和努力。只有大家联手行动起来，才能减缓地球环境
的恶化。

第五段：转变生活方式，迈向可持续发展

通过这次研学活动，我深刻理解到保护地球需要从自身做起。
我们可以选择减少用水、用电，尽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循
环使用资源，选择绿色出行方式等。这些行动看似微小，但
却是积小成大，影响力最大的。而当更多的人加入到环保事
业中，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未来，我将以行动
告诉身边的人，保护地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并不断改
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让地球成为更美好的家园。

总结：

通过世界地球日研学活动，我深刻认识到保护地球环境的重
要性。我们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减少对地球的损害。只有通过每个人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
真正保护好地球，让大自然的美景继续延续下去。让我们共
同行动起来，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

爱护地球活动开场白篇四

第一段：引言（200字）

世界地球日是一个令人意识到地球保护之重要性的时刻。近
日，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一次研学活动，以此纪念这个特殊
的日子。这次活动让我更加了解了地球的脆弱性和保护地球
的重要性。下面就让我分享一下我的研学心得吧。



第二段：了解地球的脆弱性（200字）

在这次研学活动中，我们去参观了一座生态农庄。农庄里到
处都是绿意盎然的植物，空气清新甜美。在导游的带领下，
我们一路观察和学习。我们了解到地球上的水资源是有限的，
而我们每天使用的水量远远超过地球所能提供的。这给了我
震撼，也让我深刻意识到我们应该节约用水，珍惜宝贵的资
源。

第三段：保护地球的重要性（200字）

通过参观农庄，我强烈感受到保护地球的必要性。我们看到
了很多小动物在森林中生活，如萤火虫、小松鼠等。导游告
诉我们，这些动物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它们对于生态平
衡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它们的
栖息地不断减少，数量逐渐减少。如果我们不保护地球，这
些珍贵的生物将逐渐消失。这个消息让我深感震撼，也更加
坚定了我保护地球的决心。

第四段：从小事开始（200字）

参观完农庄后，我们还参加了一次环保讲座，讲座上给我们
介绍了一些简单易行的环保方法。例如，减少使用塑料袋，
开车时尽可能多地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节约能源等等。这让
我明白，从小事做起也能对地球产生重要影响。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从自己做起，用少一点塑料，节约一点能源，共同保
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第五段：个人反思与展望（200字）

通过这次研学活动，我深刻认识到地球保护的重要性。我决
心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力。除了自
己改变行为习惯，我还计划加入学校的环保社团，积极参加
各种环保活动，争取能够对更多的人传递环保的理念。我希



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改变现状，共同建立一个更加
美丽、健康、繁荣的地球。

总结（100字）

世界地球日研学活动是一次让我深刻认识到地球保护的重要
性的经历。通过了解地球的脆弱性和保护地球的重要性，我
决心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力。我相
信，只要每一个人都能投入行动，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我
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美丽、健康、繁荣的地球。

爱护地球活动开场白篇五

伟大的地球妈妈：

最近，空气受到很严重的污染、人类大量砍伐树木等等的问
题日益严重，还您一直发高烧、哮喘咳嗽的。看来您的病情
也真不轻啊!

伟大的您得一直在忍受这种种痛苦。在您身上的万物之灵的
人类却不懂如何去感恩、爱护、保护您。人类还任意地做出
了种种伤害您的事，真是感到很抱歉。

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也开始慢慢懂得反省了。如今，人类知
道您的病情太严重，他们已经开始为您着想。政府一直在呼
吁大家要环保!大家必须减少使用塑料袋、纸巾等。现在的我
们懂得环保了。当我们看见四处有可再循环的物品，如：铝
罐、纸张、玻璃瓶、塑料、金属罐等都会把它们给捡起来送
到环保中心。我们也开始举行收集拉环运动。收集后，去我
们把它们给环保后制成义肢。大家也为您的秃头种回您
的“绿色头发”。政府也取缔那些非法伐木者。

地球妈妈，您不用再担忧了，人类已经慢慢从沉睡中苏醒了，



觉悟了。我相信您，有一天一定会康复的。地球妈妈，好好
照顾身子，好好休养，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一定会尽量地让
您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的。就此搁笔。

爱护地球活动开场白篇六

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然而，近几十年来，人类在最大限
度地从自然界获得各种资源的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
坏着全球生态环境，全球气候和环境因此急剧变化。统计表
明：自1860年有气象仪器观测记录以来，全球年平均温度升
高了0.6摄氏度，最暖的13个年份均出现在1983年以后。20世
纪80年代，全球每年受灾害影响的人数平均为1.47亿，而到
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到2.11亿。自然环境的恶化
也严重威胁着地球上的野生物种。如今全球12%的鸟类和四分
之一的哺乳动物濒临灭绝，过度捕捞已导致三分之一的鱼类
资源枯竭。

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普及与加强，国际社会正逐步采取
相关措施保护地球环境，并初见成效。2017年制定的《联合
国千年宣言》将环境保护问题纳入其中。2017年2月16日，旨
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标志着人
类在控制全球环境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此外，一些民间环境
保护团体也日趋活跃，成为政府之外的一支生力军。

每年的世界地球日没有国际统一的特定主题，它的总主题始
终是“只有一个地球”。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每年4月22
日都举办世界地球日活动。

爱护地球活动开场白篇七

4月22日是第45个世界地球日(以下简称“地球日”)。国土资



源部办公厅日前发布通知指出，按照期间地球日主题宣传活
动要求，结合当前国土资源工作重点和社会关注热点，确
定xx年地球日活动主题为“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
式——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共同保护自然生态空间”。

通知指出，地球日是宣传我国国土资源国情国策、提高公众
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意识、普及地球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平台。
第45个世界地球日主题宣传活动周从4月20日开始，至4月26
日结束。活动周期间，国土资源部将开通国土资源部官方微
信，发布《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推介全国国土资源优秀科
普图书，举办世界地球日主题课堂暨科普展览、守护远古的
生命主题展览、世界地球日专家主题论坛、第二届在京高校
大学生地球日主题演讲比赛等示范活动。

通知要求，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中国地质调查局及国土
资源部其他直属单位，相关学会、协会、基金会，均应按照
活动周主题，结合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建设绿色矿山、
保护地质(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等内容，向公众宣传资
源国情国策，普及国土资源科学知识，推广新理念、新方法
和新技术，引导全社会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促进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同时结合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中国行动等资源环境相关工作，统筹开展纪念活动。

通知提出，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根据实际条件，策划开
展一项重大主题宣传活动，并组织本地区地学类博物馆、科
研机构等科普场所开展系列科普活动。各国土资源科普基地
在活动周期间要免费或优惠向全社会公众或青少年开放，国
土资源部各重点实验室要在活动周期间举办开放日活动，向
公众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宣传最新科技成果。要充分利用电
视、广播、网络、报刊、手机、微博、微信等多种媒体渠道，
采取制作专题节目、开展活动专栏、发送手机短信、实时交
流互动、微宣传等多种宣传形式，做好宣传工作。

历年地球日主题主题



xx年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生态文明，共建美
丽中国

xx年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推进找矿突破，保障科
学发展

xx年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

xx年低碳经济绿色发展

xx年绿色世纪(greengeneration)

xx年善待地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xx年善待地球--从节约资源做起

xx年善待地球--珍惜资源，持续发展

xx年善待地球--科学发展，构建和谐

xx年善待地球，科学发展

xx年善待地球，保护环境

xx年让地球充满生机

xx年世间万物，生命之网

xx年环境千年——行动起来吧!

19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

19为了地球上的生命——拯救我们的海洋



19为了地球上的生命

19我们的地球、居住地、家园

1995年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1994年一个地球，一个家庭

1993年贫穷与环境——摆脱恶性循环

1992年只有一个地球——一齐关心，共同分享

1991年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

1990年儿童与环境

1989年警惕，全球变暖!

1988年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公众参与

1987年环境与居住

1986年环境与和平

1985年青年、人口、环境

1984年沙漠化

1983年管理和处置有害废弃物;防治酸雨破坏和提高能源利用
率

1982年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0周年——提高环境意
识

1981年保护地下水和人类食物链;防治有毒化学品污染



1980年新的xx年，新的挑战——没有破坏的发展

1979年为了儿童和未来——没有破坏的发展

1978年没有破坏的发展

1977年关注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和滥伐森林

1976年水：生命的重要源泉

1975年人类居住

1974年只有一个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