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地球日手抄报内容(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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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地球日手抄报内容篇一

我校在元宵节来临前夕(寒假前)，精心布置，让学生在元宵
节期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了解元宵节的由来与传
说，元宵节的习俗，学生动手自己制作灯谜、元宵灯等，深
入推进学校节日文化特色建设。通过这次的元宵节活动，树
立了民族文化之根，让学生亲身体验到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
所在。

我们五年级元宵节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了解“元宵节”

学生方面：提前布置学生，借助寒假利用电脑，让学生围
绕“元宵节”的主题，提出你想知道元宵节的哪些知识?可以
上网收集资料，也可以问问社区的爷爷奶奶们。

教师方面：以班为单位，班主任为有兴趣的学生提供有关春
联知识、灯谜知识和元宵灯制作方法的专题辅导讲座，学校
可以让学生到电脑房上网查找有关资料，并有计划地组织大
家对所查阅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类。从而培养学生上网搜集
资料、处理信息、整理信息的能力。

第二阶段：1.学生就元宵节活动，围绕元宵节，深入挖掘其
文化内涵，联系学习搜集资料，如：元宵节的来历，关于元
宵节的传说、神话故事，诗词歌赋，元宵节的民俗，过元宵



节的传统等等，以学习小组为单位交流展示所搜集的资料，
最后制作设计一份手抄报。春节开学第二周后三——六年级
每班交了五份，学校进行了评比。学校评选出了吴凌云、刘
宇遥等20个优秀制作者。

2.元宵节学生动手自己制作了灯谜、元宵灯作品，开学后举
办了猜灯谜活动;利用元宵佳节这个契机，我们开展了“元宵
灯谜会”、“七彩元宵节”系列活动，营造节日气氛，丰富
传统佳节的内涵，拓宽学习途径，培养走进生活学习的意识。
教师讲授字谜的创作方法、原则，为元宵灯谜会做准备。

元宵灯谜会开始之前，学生广泛搜集了上百条灯谜，经过筛
选确定比赛试题，以班级的形式展开猜谜竞赛，学生热情高
涨，在快乐中体会到汉字的魅力，灯谜会还特设了学生 自创
灯谜竞猜环节，学以致用，最后评选“最佳自创灯谜奖”，
获奖同学兴奋不已，也增进了大家学习语言文字的热情和兴
趣。

此次活动充分让孩子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到传
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对也元宵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有助于
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年级地球日手抄报内容篇二

1.整队、报告人数。

主持人：各小队报告人数，第一小队报告人数……

主持人：报告辅导员老师，本中队应到43人，实到43人，报
告完毕。

2.宣布主题中队会开始。

(中队长向辅导员报告结束后，主持人或中队长面向全体队员



宣布。

主持人：我宣布，一(1)中队《我是交通安全小标兵》主题中
队会现在开始!

3.出旗、敬礼。

主持人：全体起立、出旗、敬礼。

(放出旗曲录音，全体队员向队旗敬礼，中队旗出场)

4.礼毕，唱队歌。

主持人：礼毕，唱队歌

(放伴奏录音，队歌要唱完整)

二：队会活动。

一年级地球日手抄报内容篇三

1、通过活动使学生知道拾到东西应该还给失主，并了解找失
主的方法。

2、引导学生体验丢失东西和捡到东西后的着急心情，找到东
西和把东西还给别人时的不同情绪情感。

动物头饰情景表演

一、引起兴趣，引出课题。

师：今天，老师要来变个魔术，你们想看吗？



二、基本部分：

（一）情景表演，让学生了解小猫丢了东西着急、难过的心
情和小兔把东西还给它以后高兴的心情。

提问：

1、小猫丢了什么？心里怎么样？（着急、难过）

2、谁捡到了帽子？（小兔）

3、小兔捡到了帽子是怎么做的？（他说了什么？）

4、集体练习：请问，这是你丢的帽子吗？

教师小结：把帽子还给了小猫，小猫可高兴了，小兔着见小
猫这么高兴，他心理也很高兴，我们小朋友要向小兔学习，
拾到东西要还给别人。

（二）讨论，帮助学生体验丢了东西、拾到东西还给别人等
情况下的不同情感。

（1）小朋友有没有无过东西？丢过什么？心里怎样？

（2）你丢了东西，别人拾了还给你，你心里怎样？

（三）情景表演，激发学生帮助小动物的动机，使他们体验
到帮助了别人会很快乐。

（3）学生找东西。

（4）师：刚才我们帮助小动物找到了东西，还给了他们，他
们一定很高兴，他们肯定会来谢谢我们的，我们小朋友把东
西还给了失主做了好事，心里怎样？（做一做高兴的样子，
笑一笑）



4、学生讨论

（1）拾到了东西为什么要还给别人？

（a）人家会难过，会着急。

（b）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

（2）（表扬自己）

讨论：找不到失主的东西该怎么办呢？

（四）结束：

教师总结，今天我们小朋友帮助了小动物找东西，还给了他
们，心里非常高兴，以后我们捡到了东西都要想办法还给别
人，我们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

一年级地球日手抄报内容篇四

师：原来我们每天生活的校园中会产生这么多的垃圾，这些
垃圾又或多或少给我们的校园生活带来了危害，那么，我们
该怎样行动起来，尽可能的减少这种危害呢？说说你们的金
点子吧！（生争先恐后地举手）

生1：我觉得我们在学校里要少吃零食，最好不吃零食，这样
就可以减少果皮、果核、包装纸的增多！

生2：我们每天做数学题目时都会用到草稿纸，如果每天把全
班同学用完的草稿纸回收起来，一些用完的作业本也回收起
来，那么，既可以让我们的教室整洁干净，又可以将这些回
收起来的废纸再利用，减少环境污染！

生3：老师，我觉得不仅可以回收我们班的废旧作业本和草稿



纸，我们应该向全校同学发出倡议，这样就更好了！

生4：老师，我还有好主意！每次美术课后也会产生很多废纸，
如果每个班级派一个同学专门整理回收的话，到学期结束时，
回收的数量一定也会很大！

生5：我觉得我们每天吃午饭时，也会产生很多的生活垃圾，
如果天气热的话，这些剩饭剩菜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影响
了我们美丽的校园，所以我们不要挑食，尽量不要吃剩饭菜，
如果实在吃不下，最好请食堂的阿姨能联系一下饲养场的人
员，叫他们每天及时将剩饭和剩菜拿去喂养小动物，这样既
保护了我们校园环境，又可以喂养小动物，一举两得！

生6：老师，我还有好主意……

这是我班同学在校本课程“世界地球日”系列活动之一——
保护校园环境，垃圾分类我能行！环境探究课上的一幕。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目前，垃圾问题已成为一个污染环境、
困扰人类的大问题。随着人口的增多，大量的生活垃圾也随
之增多，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这些垃圾一
方面侵占土地，污染土壤、水、空气，影响环境卫生；另一
方面本身又含多种有用物质，是一种资源，如果将这些生活
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将是人类一笔可观的财富。但是，我
们的教育对象还只是一群小学生，所以无法在这些方面做一
些深层次的探索。可是，校园却是学生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环
境，进行校园垃圾分类处理及回收利用在保护地球环境、节
约资源方面同样意义重大。所以本学期，结合4月22日世界地
球日的环境教育校本课程，我们设计了课前查一查校园垃圾
的主要分类；课中说一说调查的结果；写一写校园垃圾的危
害；议一议怎样减少校园垃圾的危害？你可以为校园垃圾的
分类处理提供哪些金点子？课后，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处理行
动，设计海报、动员家人共同参与的系列活动，旨在通过各
种形式的活动，激发队员们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保



护校园环境，节约能源，让我们的地球妈妈更美丽。

一、课前

学生们分小组进行校园垃圾的主要分类调查，合作完成“教
室一周垃圾情况统计表”和“校园一周垃圾情况统计表”，
并汇总发现在我们的校园中，以废纸、塑料包装袋、吃剩的
饭菜、饮料瓶为主要垃圾来源，果皮、枯黄的树叶、树枝等
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少的初步统计结果。

二、课中

学生们首先将自己小组的调查情况进行了热烈的交流，然后
对校园垃圾的主要来源：废纸、塑料包装袋、剩饭剩菜和饮
料瓶给我们的校园环境和校园生活带来的主要危害进行了讨
论，在议一议环节，大家就怎样减少校园垃圾的危害？和我
们可以为校园垃圾的分类处理提供哪些金点子？这两个问题
充分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学生们各抒己见，争先恐后，气氛
相当热烈。在此基础上，教师又提供了关于废纸、废电池、
废塑料、生物垃圾和其他校园垃圾的回收和处理相关学习资
料，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据让学生们再次强烈的感受到保护
校园环境，减少垃圾污染势在必行。

三、课后

学生们纷纷行动起来，将自己在这次环探实践活动中的所见、
所闻、所感、所学制作成一份份海报，分发给家人、邻居和
朋友，动员他们和自己一起积极投入保护环境的行列中来，
养成将垃圾分类处理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让我们的地球妈
妈变得更美丽，更健康。

本次活动，全班同学人人参与，积极性高涨，大家通过亲自
查一查、说一说、议一议、写一写等活动，切实感受到了日
益增多的垃圾给我们的环境带来的危害，也真真切切的了解



了垃圾分类处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张屹同学说：“以前从来也没想过我们随手丢弃的废纸原来
还可以通过回收进行再利用。要是早知道回收1吨废纸能生产
好纸0。8吨，可以挽救17棵大树，节省3立方米的垃圾填埋空
间的话，我才不会乱丢呢！”唐山婷同学说：“我以前一直
认为喝剩下的饮料瓶是没用的，现在通过学习，我才知道原
来废塑料还可以还原为再生塑料，可以回炼为燃油，有这么
大的用处！我以后一定不会再随便丢弃了，我也一定会提醒
妈妈将家里用剩下的油瓶、塑料袋啊整理起来！”张圣喆同
学更是感叹道：“真是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原来一节
小小的废电池会给我们的环境带来这么大的危害，以后谁还
敢乱扔啊！”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收获很大，
以后一定互相提醒，互相督促，逐步养成将垃圾分类处理的
好习惯。

部分家长也在家校情系卡中写道：你们学校开展的这个环境
探究课非常务实，孩子学习兴趣浓厚，学习收获较大，最近
在家老是提醒我们这个不要乱丢，那个不要乱扔！还真像模
像样的当起了环境监督员，让我们这些做家长的都自叹不如，
我们以后一定也会加入你们的行列，共同保护好我们共同的
地球家园，让家校教育形成合力！

确实，这样的一次活动，学生们的表现让我非常感动，虽然
他们调查报告中的有些数据存在偏差，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
了拼音和错别字，他们所提的有些金点子并不准确，或者是
错误的，但是他们积极的态度令人佩服！这样的一次活动，
不仅学生有收获，我们老师也很有收获！相信这以后，我们
校园里的垃圾会处理得相当不错，我们会将保护地球妈妈的
诺言落实于我们的行动的！

一年级地球日手抄报内容篇五

通过本次活动，来培养学生的爱心和孝心，学会感恩，增强



对社会的责任感。

1、搜集相关的文章，歌曲，经典词句。

2、制作相关的课件。

一年级教室

一、播放歌曲《感恩的心》导入

二、揭示活动主题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恩”的形式丰富多彩，有父
母养育之恩，有老师教导之恩，有朋友帮助之恩，有社会关
怀之恩，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学会感恩吧！学会感恩父母，感
恩师长，感恩社会，感恩生活中的一切！

（一）感受父母之恩。

主持人：有一种琐碎的爱，那是母爱；有一种伟大的爱，那
是父爱。下面请看录像—诗朗诵《游子吟》。

学生讨论：你有何感受？举手发言。

1、课件展示

展示相片，几个同学从小到大的照片，包括一家几口玩耍的
照片。

2、展示问题

（1）你知道你们父母的生日吗？

（2）你知道他们的年龄吗？



（3）你知道他们喜欢吃的蔬菜吗？

（4）你知道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吗？

（5）说说你了解的父母养育你的辛苦过程。

3、讨论：我们该为父母做些什么呢？

4、展示学生搜集的感恩经典词句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恩
欲报，怨欲忘”。

“报怨短，报恩长”“知恩不报非君子”“吃水不忘挖井
人”。

这些词句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淳朴民风，体现着中华民族对感
恩的认同。

5、张贴感恩卡

让学生在音乐声中将自己制作的感恩卡贴在黑板上。

（二）感受教师教导之恩。

1、倾听故事

主持人讲《程门立雪》和《居里夫人》的故事，让学生了解
名人感谢老师的行为。

2、回忆师恩

学生发言。

3、欣赏诗歌朗诵



请班长朗诵诗歌《老师，您辛苦了》。

（三）我们要学会感恩，那么怎样做才是对父母，教师，朋
友，社会的感恩呢？请几个同学谈谈自己的做法。

三、主题班会结束

结束语：在这次主题班会的过程中，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很
高。一个和谐的家庭，一个和谐的集体，一个和谐的社会，
既要多些感激之心，也要付出你的爱心。让我们用自己的行
动，报答父母、老师、社会，报答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
人，让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全班合唱《感恩的心》，结束主题班会。

一年级地球日手抄报内容篇六

1、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引导他们充分发挥自身
的长处。

2、引导学生学会发现他人的`长处，肯定他人的优点。

3、学生通过活动，学会欣赏自己，欣赏他人.初步解决如何
与人共处的问题。

1：同学们，看你们这一张张可爱的小脸，就像一朵朵盛开的
童子面茶花，如果你肯笑一笑，相信这朵花会开得更灿烂，
不信，你试试看！

哎？有几朵花没开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得问问。

2、听了这几位同学的心里话，你觉得他们的想法对吗？为什
么？请大家选择其中一位同学谈谈自己的看法。



3、同学们说得真好！是呀，这些同学身上不是没有优点，而
是缺乏发现，不会欣赏自己。让我们——欣赏我自己吧。

1、那么，你能找找自己身上的优点吗？请说给组内的小伙伴
听，自己发现多少就说多少，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快乐。
小组内的同学要数一数他到底说了几条，等会儿评评小组内
谁找到的优点最多。

2、请各组优点最多的同学起立。汇报自己的优点。

3、你们真棒！能发现自己那么多优点！大家为他们鼓鼓掌吧！

1、可是，有的小朋友不太善于欣赏自己，你们组内不太欣赏
自己的同学有没有？没关系，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帮他们，
愿意吗？好，大家一起给这位不太会欣赏自己的同学找优点，
找出很多优点来赞美他。

3、同学们，现在是不是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看到了自己更
多的优点了呢？把自己又发现的优点在小组内分享一下吧！

1、我们拥有那么多优点，有那么多长处，愿意在大家面前露
一手吗？

先在小组内交流一下吧。等会儿再全班交流。

2、愿意和成功和快乐的同学，不用举手，请自己上台吧！

亲爱的同学们，生活中，总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也会有许多
的烦恼，希望你们学会欣赏自己，学会自我调节，保持快乐
的心情，用灿烂的笑容面对美好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