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法制教育从我做起手抄报 爱护校园
从我做起班会教案(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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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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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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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学生知道校园环境美大家都应当爱护。

2、让学生知道如何爱护学校的课桌椅等每一样公物。

3、培养学生愿意爱护的情感。

一、说说我们学校的新面貌

新的学校，一切都是新的，说说新学期的校园。

可是就是那么美的校园里却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请听《桌椅
的对话》。

二、情景录音和桌椅受损的照片引入

1、课件播放，学生表演《桌椅的对话》

男(愁眉苦脸的)：唉……

女(关切的)：怎么啦，桌子哥哥，唉声叹气的?

男(气愤的)：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一天到晚为小主人服务，可



是他呢?在我身上用铅笔乱刻乱画，把我弄的脏脏的，也不给
我洗个澡!真是可恶极了!

女(委屈的)：唉……我的主人是淘气的男生，上课时，他不
认真听课，整天把我摇来摇去，有时还只让我的前面两腿着
地。现在我的腿快受不了了，就要断了!

2.学生反思平时不爱护桌椅的行为。

三、引出班会主题——爱护公物，美在校园

主持人1：是啊，我们在校园里看到不少破坏校园环境、损坏
公物的现象。课桌椅是我们平时在学校读书、写字、学习时
都少不了的，只有我们共同爱护它们，它们才能更好地为我
们的学习服务。

主持人2：像桌椅这样，为我们大家服务，又需要我们小朋友
共同爱护的公共物品，就叫做公物。

齐：今天就让我们来开一个：“爱护校园，争做小主人”的
主题班会。爱护校园是我们小朋友美好心灵的体现，只有爱
护公物，我们的教室和校园才能永保美丽。

四、小组内交流讨论怎样爱护校园。

各小组组长发言：

1.教室里的桌椅要爱护，不推不摇不乱画。电源开关不乱扒，
多功能讲台更要爱护好，不去摆弄，不碰撞。

2.外墙设计很漂亮，只能欣赏，不弄脏。

3、花坛里面有花草，不去攀折，不践踏。

4.厕所水龙头不乱拧，轻轻按钮不粗鲁。



师小结，我们可以这样来爱护我们的课桌椅：保持整洁、不
乱刻画、坐稳不晃、轻拿轻放。

五、拍手念儿歌

让我们来学习一首儿歌，这首儿歌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去爱
护教室里、校园里的公物。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做到像儿歌
中所说的那样。

师领读1遍，生自读1遍。

《爱护公物人人夸!》

小朋友，讲文明，爱护公物我能行。

不在桌上乱刻画，挪动桌椅要小心。

开门开窗轻手脚，一砖一墙都爱护。

雪白墙壁不留痕，扶手栏杆常清洁。

花草树木不攀折，爱护公物人人夸。

爱护公物人人夸!

六、班会小结。

小朋友们，校园是为我们大家的，爱惜校园的每一样公物，
是我们美好心灵的外在表现。我们班的小朋友人美，心更美，
就让我们行动起来，爱护校园，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
身边做起，让校园在我们每个小朋友的精心呵护下变得更加
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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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环保主题，激发学生爱校园、讲卫生的情感，并要求学
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增强集体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

2、学生准备节目

1、主持人上场组织活动。

仲司琦：我们的主题是——

周宝岩：讲卫生，勤劳动，

吴诗怡：讲卫生是一种好习惯，我们人人都要保护环境，爱
护校园。

周宝岩：如果不讲卫生，后果会很严重。

仲司琦：咦，快看哪，那里有四位同学在朗诵讲卫生的诗歌
呀。

李思婷：那我们去看看吧

（1）童谣朗诵《讲卫生》

我们都是好儿童，大家都要讲卫生。

果皮纸屑不乱扔，不喝生水少零食。

每天刷牙是早晚，勤换衣服常洗澡。

饭前便后洗手脸，特别冬天是关键。



身体健康人人盼，爱护校园你最棒。

个人物品摆整齐，保护公物全靠你。

做个卫生好少年，老师家长都喜欢。

学好本领为祖国，长大要把重任担，重任担！

仲司琦：感谢四位同学，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节目，而
且教给我们不少保护环境爱卫生的金点子。

周宝岩：同学们，你们一定也有不少金点子吧？赶快给我们
说说吧。

（2）金点子竞答

（同学们发言。）

吴诗怡：看，大家的金点子又多又棒，往小处说，不乱丢果
皮纸屑、不带零食到学校、不破坏公物是保护环境，往大了
说，不使用塑料袋、节约用纸、不杀害野生动物、不乱扔废
电池是保护环境。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又
学会了这么多保护环境爱卫生的好方法。

（3）小品《环境保卫战》

仲司琦：好一个有趣的小品，两位同学卖力的演出给我们带
来的欢乐，而欢乐的背后似乎有些不少与众不同的东西。

（4）小组讨论与交流

（同学们小组交流，代表发言）

仲司琦：张小小的纸片，就能将校园变成大大的垃圾场；一
人捡一张小小的`纸片，就能还环境一个洁净明亮。爱护校园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其实就是举手之劳。

李思婷校园是每一个讲卫生的四好少年光荣的使命，没有做
不到，只有想不到，让我们从我做起，从小做起。请同学们
和我一起呼号：讲卫生，勤劳动，爱护校园，从我做起！

吴诗怡：快乐的时光总是特别短暂，我们的主题班队会即将
接近尾声，相信同学们也和我一样意犹未尽，那么就让我们
再欣赏一首美妙的乐曲，在乐曲中省思过去，展望未来。

周宝岩：平诚芬表演手风琴独奏《小白船》，让我们乘坐着
这艘幸福的小白船向“一个讲卫生、勤劳动的四好少年”这
个光荣的目标出征！

（5）手风琴独奏《小白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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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意意乱丢垃圾。

小朋友，你们能说说我们学校的名称吗？时间过得真快，转
眼间我们已经在这个学校里学习生活了一个学期了，那么你
觉得我们的学校是个怎样的学校？（干净的、整洁的、美丽
的）

（一）引出话题

1、师：是呀，这么美丽的学校，却出现了不足之处，让我们
一起去看看吧！

2、逐一出示学校的照片，让学生找找不足之处在哪儿？

3、思考：这些垃圾从哪儿来？说说你看到的一些不讲卫生的
现象？



4、讨论：我们该怎样做，才能使我们的校园、班级，更加美
丽、整洁。

（二）学生自我检查

1、你是否做到以下几条：

（1）、认真完成值日工作。

（2）、不带零食进校园，不随地乱丢果皮、纸屑，不随地吐
痰。

（3）、不往水池中丢垃圾。

（4）、看见垃圾能主动弯腰捡起。

（5）、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

（6）、愿做校园的清洁小卫士，保护校园环境！

2、学生进行对照，说说自己哪几条做得好，哪几条做得还不
够。

（三）判断对错。

1、课件出示题目：

（1）、小刚小朋友爱劳动,每次学校大扫除,她总是积极参加。

（2）、一天，小明看见周围没有人，就很快把桔子皮丢地上。

（3）、轮到小华值日时，小华总要组长催了才打扫。

（4）、一次，小花看见一个小妹妹把纸片丢地上，她连忙跑
过去捡起纸片，并告诉小妹妹，垃圾要丢在垃圾筒里。



（5）、课间，小阳看见有个塑料瓶掉在地上，他把头一抬，
假装没看见，从瓶子上跨了过去。

2、学生先判断对错，错的说明原因，该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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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步让幼儿了解垃圾的产生和危害。

2、让幼儿懂得不乱扔垃圾，垃圾要放进垃圾桶。

活动准备：

1、各种环境的图片若干张。

2、幼儿在生活中对垃圾的来源有了初步的了解。

3、实物投影仪。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激起幼儿对活动的兴趣。

1、（出示图片1）师：今天天气真好，老师要带小朋友一起
到郊外游玩。瞧，你喜欢这儿吗？为什么？（老师鼓励幼儿
大胆说出图片上优美的地方）

教师小结：这儿风景真优美，有山、有清清的河水、有草地、
有花……真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

二、通过观看图片，感知环境的变化，了解垃圾的来源。

1、（出示图片2）教师：可是，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最近这
儿的变化可大了，你们看看什么地方发生了改变？为什么会
变成了这样？（教师鼓励幼儿说出图中发生改变的地方，并



引导幼儿说说都有些什么垃圾，这些垃圾是哪来的。）

三、从垃圾带来的环境变化，了解垃圾的危害。

1、出示相关图片，引导幼儿了解垃圾的危害：

图一：河面上漂满了生活垃圾，水脏了。

图二：草地上堆满了垃圾，苍蝇满天飞。

图三：垃圾腐烂，臭气熏天，行人路过捂住鼻子。

图四：幼儿园滑滑梯下，瓜果皮满地，小朋友滑到了

教师引导幼儿通过图片了解垃圾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和不利。

2、教师小结：生活中的垃圾对我们的危害太大了，不仅使优
美的环境遭到了破坏，还危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不便。

师：那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让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得像以前那
样美呢？

四、学做“环境小卫士”。

1、师：为了保护环境，当我们看到垃圾时应该怎么做呢？在
生活学习中，有了垃圾又该怎么办呢？（鼓励幼儿自由说说，
进一步了解不乱扔垃圾，有了垃圾应放进垃圾桶，增强环保
意识。）

2、“小卫士”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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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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