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垃圾分类进校园班会 幼儿园垃圾
分类班会教案(大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垃圾分类进校园班会篇一

学习如何进行垃圾分类，懂得垃圾分类的常识。

准备：

不同色的塑料桶或唐瓷桶四个(红、绿、蓝、白)、分类标
签(金属、玻璃、塑料，有机物)、一袋准备扔掉的垃圾(纸盒、
玻璃瓶、塑料袋、果皮果壳、易拉罐等物)。

活动与指导：

1、提议：垃圾分类很重要，可以把有用的垃圾回收，还可以
减轻垃圾场工作人员的劳动量，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今
天我们也来学一学垃圾分类吧。

2、出示一袋垃圾，通过提问引导幼儿分类。

(1)请小朋友按自己的想法把这袋垃圾里的物品进行分类，说
说分类的理由。教师根据其分类情况给予肯有或建议。引导
孩子们发现其中哪些是易燃的?(纸、果、壳、塑料)哪些是不
易燃的?(玻璃瓶、易拉罐)易燃物中哪些是对土地无危害
的?(纸、果壳)哪些是有危害的?(塑料)，最后分出四种情况：
有机物、金属、玻璃、塑料。

(2)请幼儿把这些垃圾和分类标签对位。



(3)请幼儿议论哪些颜色的桶适合放哪类东西?教师引导幼儿
发现下面的对应关系：绿色——有机物;白色——塑料;蓝
色——玻璃;红色——金属。然后将分类签贴于桶上。

3、考查幼儿对分类知识的掌握。

教师提供若干物品，请幼儿说出应扔到哪里。大家做判断。

4、把垃圾分类桶放置固定角，提示幼儿这样去做。

垃圾分类进校园班会篇二

1、知道垃圾的分类，认识垃圾分类的标志，认识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

2、认识垃圾是宝贵的`再生资源，初步学会垃圾分类的方法。

3、树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意识，以实际行动做好垃圾的
分类。

1、学会正确地分类垃圾，合理地处理垃圾。

2、从自我做起，带动身边的人正确地分类垃圾。

学生在课前准备的垃圾分类的各种资料。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我们国家一天就产生大约4亿千克的垃
圾，一年全国就会产生2亿吨的垃圾，全世界每年约产生垃
圾450亿吨，这么多的垃圾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严重地影响到
我们这个美丽的生活环境，那么用什么方法处理这些垃圾更
好呢？（进行垃圾分类）对，同学们真聪明，处理垃圾最好
的方法是进行垃圾分类，我们这节班会课的主题就是《垃圾
分类，从我做起》。



老师已布置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去收集有关垃圾分类的知识，
并在小组里进行了整理，现在分小组上来汇报你们收集到的
资料。

第一小组：汇报生活垃圾分几类，它们是哪几类，包括哪些
内容。

第二小组：讲垃圾分类的好处。

第三小组：介绍各种垃圾桶的颜色和标志。

第四小组：以朗读的形式讲垃圾分类的口号（垃圾分类放，
环境有保障。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要使垃圾变为宝，
分类回收不可少。世界变成大花园，垃圾分类是关键！垃圾
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
护绿色家园。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分类，
人人有责，利国利民。垃圾有家我送它，保护环境你我他。
今天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第五小组：以手抄报的形式展示他们收集的资料。

第一题请第一组作答，我国城市一般把垃圾分成几类，它们
分别是什么？（4类，可回收物、餐余垃圾、有害垃圾、其它
垃圾）

第二题：四种垃圾分别应该投放到什么颜色的垃圾桶。可回
收物（蓝色）、有害垃圾（红色）、餐余垃圾（绿色）、其
他垃圾（灰色）

第三组：请列举2种餐余垃圾？（骨头、饭菜剩余物、瓜果皮
等）

第四组：请列举2种可回收物的名称。（废纸、玻璃、易拉罐
等）



第五组：请列举2种有害垃圾的名称。（有害垃圾：包括废电
池、废日光灯管、废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等）

第二题：抢答题：

看来同学们对垃圾分类的知识认识可真不少。现在我们进入
下一轮比赛，抢答，以举手最快又最安静的小组先回答。答
对一题可加两面小红旗，答错了就要去掉一面小红旗。请同
学们准备。

1、西瓜皮是哪一种垃圾？（厨余垃圾）

2、旧衣服属于哪一种垃圾？（可回收物）

3、纸巾属于哪一种垃圾？（其他垃圾）

4、电池、打印墨盒、废旧灯管属于哪一种垃圾？（有害垃圾）

5、易拉罐、罐头盒对属于什么垃圾？（可回收物）

判断题：

1、生活垃圾分四类，它们是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
其他垃圾（对）

2、报纸、书刊属于其他垃圾（错）。

3、废弃衣服属于可回收物。（对）

4、菜叶菜根属于其他垃圾。（错，是厨余垃圾）

5、果皮属于厨余垃圾。（对）

宣布获得胜利的小组。



同学们，我们已掌握了不少垃圾分类的知识，让我们都参与
到垃圾分类活动中来，你们有什么好的点子呢？先进行小组
讨论，后汇报。

老师送同学们一首拍手歌，让我们把垃圾分类的知识记得更
牢固。

你拍一，我拍一，不要随手扔垃圾。你拍二，我拍二，垃圾
分成四大类。

你拍三，我拍三，可回收物利用上。你拍四，我拍四，有害
餐余要处理

你拍五，我拍五，处理垃圾不含糊。你拍六，我拍六，分类
习惯成自然。

你拍七，我拍七，分好垃圾笑嘻嘻。你拍八，我拍八，荔江
师生顶呱呱。

你拍九，我拍九，垃圾分类要持久。你拍十，我拍十，垃圾
分类我做起。

开展了“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主题班会后，相信每个同学
都有自己的收获，请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收获。

教师总结：同学们，相信你们通过这节“垃圾分类，从我做
起”的主题班会课，都知道怎样对垃圾进行分类了。让我们
从自己做起，进行垃圾分类。请同学们记住，今天分一分，
明天美十分！让我们一起唱我们的班歌《幸福拍手歌》。

垃圾分类进校园班会篇三

未来的城市不像现在需要人们在投放垃圾时自主分类，而是
直接扔进垃圾桶。垃圾桶有自动烘干功能，不管是怎么样的



垃圾，第一步都是先吸干水分——细菌喜欢生活在潮湿的环
境里，含有水分的垃圾容易滋生细菌，出现腐烂。充分干燥
后的垃圾在垃圾桶里进行自动分类。

垃圾桶分为四层隔间，扔进一层后，垃圾桶会自动扫描这些
垃圾，并根据垃圾大小，重量，颜色，成分，以及密度，分
成大型垃圾，中型垃圾，小型垃圾，垃圾桶会伸出机械触手，
将垃圾分别放入相应的位置。

再在这些空间里，将垃圾按之前扫描的数据，按照食品垃圾，
生物垃圾，塑料垃圾和金属垃圾的标准再次分类，并放入小
隔间。最后，垃圾桶里的垃圾又会分为可回收垃圾与不可回
收垃圾。

分类完成的垃圾会在每天凌晨一点左右通过机器人运送到垃
圾工厂进行处理。

这就是未来城市进行垃圾分类的方法，希望我们也可以这样
分类。

垃圾分类进校园班会篇四

为了生态更美好，垃圾分类齐动手。

全校师生、学生家长。

(一)校领导与教师高度重视，争作表率，引领推普教育

1.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学习上级文件，进一步明确活动时间、
意义，明确学校本次活动中各自的职责任务。

2.校领导在升旗仪式上作以“为了生态更美好，垃圾分类齐
动手”为主题的发言。



3.集中组织全校教职工学习《垃圾分类方法》。

4.组织全体教职工积极开展相关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二)布置校园环境，营造宣传氛围

1.悬挂宣传横幅、标语及宣传版面。

2.通过校园广播，增加本次推普周宣传的内容。

3.在校园内醒目处开辟三个固定的宣传板块，定期更新，大
力宣传《垃圾分类方法》和有关知识。

(三)家校沟通，以学生为纽带，向家长宣传

1.通过《致家长的一封信》请家长教育学生，以身作则。

2.开展爱我家园征文比赛。

通过本次旨在促进有效实施垃圾分类的系列环保活动，以学
生为宣传纽带，通过学生自身的实践与宣传，加强社会市民
垃圾分类意识，加大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真正做到垃圾分
类齐动手，共同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垃圾分类进校园班会篇五

大家好！

我是20xx年级x班的xxx、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垃圾分类，从
我做起！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改善城市的环境，我们应该树立一个好
榜样、



第三，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好、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共同创造一个更
好的生活环境！

我的发言结束了，谢谢大家、

垃圾分类进校园班会篇六

所有的垃圾都无奈地说：“可别让它们伤害了你的健康啊，
人类！”

“这可怎样办呢我们快想想办法吧！”咪咪着急地说。所有
的垃圾都连连摇头。“我有办法！”忽然，天空中飞来一只
小鸟，对咪咪说，“我们应当让人类学会把垃圾分类，这样，
不仅仅不会使环境受到污染，更不会威胁到人类的健
康！”“你说得太对了！”咪咪高兴地说，“可是，那应当
怎样分类呢”“这个吗——，有了，这个问题由我来解
决！”小鸟胸有成竹地说。“那我，我来找些朋友来帮忙
吧！”“好啊！”说完，它们手拉着手，跳起了舞。

垃圾分类进校园班会篇七

1、增强志愿者的环保及垃圾分类知识；

2、培养志愿者的组织和策划能力；

3、社区建立小区垃圾管理的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xxxx年xx月xx日

1）对此次活动：

1、对垃圾量及垃圾成分做了一次系统的收集。这次垃圾分类



宣传活动，对县城垃圾量，垃圾成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
晓率、认同度，都有比较确切的数据统计，志愿者们通过问
卷、访谈、跟垃圾车等方式，收集的信息比较准确，也为给
当地环卫部门的建议提供了数据支撑。

垃圾量：每天产生垃圾在50—60吨，每天有4辆垃圾车收垃圾，
分上午和下午两趟，每车每次收集垃圾在3—4吨，还有一辆
餐厨垃圾车，一天收集餐厨垃圾在2吨左右（只有5个试点小
区、一所学校、一个农贸市场的厨余），另有一辆大型垃圾
箱运输车，平均每天运送7—8次，每次2吨左右。

垃圾成分：通过对小区的垃圾成分统计，以及在跟随垃圾车
收垃圾过程中对全县垃圾的观察，每天所产生垃圾中，厨余
垃圾占到60%左右，可回收垃圾约占20%，不可回收的约占20%。
对龙凤苑小区垃圾的统计中，厨余垃圾约占总量的70%以上，
每天约200斤，其他垃圾中可以卖钱的垃圾（废纸、塑料制品、
干净的塑料袋废铁等）约占垃圾总量的10%，其他不可回收垃圾
（用过的卫生纸、小食品包装袋、衣物、其他杂物等）约
占20%，约有30%的小区住户会对自家的垃圾进行简单的干湿
分类但并不彻底。

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

90%的居民认为环保很重要；

70%的居民愿意垃圾分类处理；

县成主要垃圾分布点集中有19个，主要根据垃圾车在此停留
时间计算，此范围内垃圾相对集中。

2、居民没有做到垃圾分类的原因。

发现多数居民都认为保护环境很重要，也愿意对生活垃圾进
行分类处理，但是生活中做到垃圾分类以及注意环保细节的



居民并不多。没有做到的原因主要有没有时间去分、环卫处
理体系不健全分了也没效果、不清楚分类以后的垃圾的去向
及后续是怎么处理的、不清楚分类以后对自己有什么实实在
在的好处等等，对居民的访谈还了解到很多居民更希望垃圾
分类由物业或者环卫的垃圾管理人员来操作，认为这样可以
给自己节约时间，而且他们分类水平会更专业一些，同时还
可以保证分类好的垃圾可以直接进入后续的处理体系而不是
被重新混合在一起，而居民自发的分类则很难有保证。

还有人建议政府层面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如果政府出台了相
应的制度和管理规定自己就会遵守；也有人建议政府的机关
单位及小区应该起到示范和表率的作用，先在这些地方开展
试点再逐步向其他居民推广；也有部分居民认为垃圾最终怎
么处理是政府环卫部门的事情，他们只管按规定交垃圾处理
费，垃圾怎么处理不关他们的事了，就算他们想管也没用，
索性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做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就够了。

3、修建堆肥厂，但运作并不高效，每天运输过去的厨余垃圾
很少，而目前已经堆好的堆肥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安全性，不
敢拿出去销售或使用，一直都还存放在堆肥厂，这也使得当
地环卫部门在处理厨余堆肥方面不太积极。

4、正在兴建新的垃圾填埋场，老的垃圾填埋场已经填满。

新的填埋场预计10月投入使用，可以用10年，主要是讲垃圾
在垃圾中转站打包处理后，然后在拉过来填埋，据环卫所冯
所长介绍，打包垃圾可以减少一半的空间。但打包之后填埋
场将不会再有拾荒者，而此前了解在填埋场拾荒者依然还能
从填埋垃圾中拣出50%的可回收垃圾，而一旦经过中转站打包
填埋，这50%的可回收垃圾也将被填埋，是否真正减少了空间
有待论证，同时这些拾荒者失去了生活来源，会不会又会造
成新的社会问题，也不得而知。

另外，新的垃圾填埋场位于城郊的另一个山谷中，布局很像



一座水库，在峡谷中建起一座“大坝”，大坝的上游用来填
埋垃圾，大坝下游紧挨着基脚处建有渗滤液收集池，但能否
达到预期处理效果尚未可知。另外，从峡谷两侧的植被情况
推断，该峡谷原本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现在由于垃圾场
的建设，政府投入巨资凿开了几道山坡，给周围的环境造成
了极大的破坏。

5、宣传活动很吸引。

在小区的宣传活动，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小孩子特别
感兴趣，他们之前没有接受过垃圾分类这样的教育。活动主
要包括志愿者教居民自己动手制作酵素、堆肥，以及垃圾分
类卡片游戏，从中穿插面向社区居民的信息收集。

宣传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酵素制作引起了许多居民的关
注，很多居民亲自动手跟志愿者学习。垃圾分类卡片游戏也
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不少居民纷纷表示希望以后多开展
一些这样的活动。

2）对志愿者：

1、比较系统的接受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这次实践选拔的志愿者都希望能够对环保感兴趣，并提前对
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做一些了解，在培训中也会比较系统的给
志愿者们讲解国内的垃圾现状，以及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应对
策略，整个环节希望志愿者在开展社会实践前就可以知道为
什么要垃圾分类，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的好处。总
的感觉还是好的，同学们通过培训，对知识有了一定的掌握。

2、对垃圾的全面关注。

本次活动的志愿者，都是贵阳高校大一大二的学生，之前没
有参加过社会实践，也没有去关注过垃圾问题，通过这次实



践，不但让他们掌握了基本的环保及垃圾分类常识，也让他
们对垃圾有了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包括垃圾成分、垃圾的去
处、垃圾的影响等），直接接触垃圾，跟随垃圾车收垃圾，
倒垃圾填埋场看垃圾，对志愿者们的触动还是很大的，他们
也表示以前没觉得垃圾问题是大问题，也没想过垃圾在从自
己手中丢掉之后会去到哪里，也没觉得环卫工人有多伟大，
但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想法，相信这种改
变对他们来说是好的，而今以后，希望这次活动能够让他们
在处理垃圾问题上有一些改变，甚至去影响更多的朋友来关
注，来一起保护我们的环境。

3、志愿者各方面能力得到提升。

组织这次社会实践，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对环保青年能力的培
养，不单单是对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的掌握，也包括活动的组
织与策划，与人沟通技巧，团队协作等多方面，通过实践，
志愿者们还是可以有很明显的变化，对垃圾处理的理念有了
初步了解，对垃圾分类模式的了解得到了加深，与陌生人面
对面交流的技巧得到了锻炼，志愿者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以
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付出的努力。

1）对活动：

1、前期志愿者招募，不是很理想。

三是志愿者不确定因素太多，开始报名的同学临时取消，不
按时参加，使得在招募志愿者时非常被动。

2、活动设计。

本次活动，更注重的是对大学生能力的培养，虽然也有垃圾
分类宣传环节，但相对投入要少，在培训中也主要是对志愿
者能力的培训，对垃圾分类系统学习不多，只花了很少时间，
所以也导致去到社区开展活动时，志愿者们对垃圾分类宣传



时不能很清楚的表达，影响了活动效果。

3、活动的安排。

活动虽然每天都有安排，但比较跳跃，每日活动的逻辑顺序
不强，使得志愿者不能对每日活动需要达到哪些目标非常了
解，每天志愿者成了被动接受任务，再加上临时调整活动计
划，也使得大家不知所措。总的说来就是这次活动设计存在
问题，大家不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每天要做什么，到最后希
望达到什么目标。

4、对当地情况的考虑。

7月份在是最热的时候，中午气温都在35度左右，每天从上
午10点到下午4点，基本没有安排出去活动，而其他时间相对
较短，对计划每天安排的事情也不能很好的完成；其次，选
择宣传的小区居民少，每天能够接触的居民起不到宣传效果，
即使最后一天在小区开展宣传活动，也不能吸引多数居民过
来参加，导致活动效果并不明显，本来计划的要在小区做一
个物业、业主委员会、居民三方的讨论，最后也没能做成。

5、时间安排。

接上面第4点，早上和晚上，也是小区居民比较忙的时候，急
着上班，下班回家做饭，能够愿意停下来接受我们访谈的不
多，而中午和晚上九点以后本来很多居民有时间的，但考虑
到温度和志愿者状况，我们并没有安排志愿者在这些时间去
调查和访谈，所以真正能够和小区大多数居民接触的时间，
我们没有把握住。

6、组织者能力。

这次活动是家园工作人员詹炜和关键第一次组织，并且是这
种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首先在整个活动的全局观方面把握



不够，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临时遇到问题也不能及时调整，
活动设计也显得比较杂乱，让参与者不能清晰的知道整个活
动期望达到的目标以及每日需要做的工作。

2）对志愿者：

1、志愿者个人能力。

在选拔志愿者的时候，希望他们能够提前做一些准备，了解
一些与垃圾分类相关的知识，但因为最后招募志愿者匆忙，
对选拔的志愿者是否按要求进行了前期准备，是否对垃圾分
类知识有了大概的了解，也没有过多要求了，从而导致参加
社会实践的志愿者对垃圾分类的了解并不多，并且还有几个
是没有参加前期的培训就直接参加了实践，如何在社区去宣
传垃圾分类就更显得困难，对活动的整体效果还是有很大的
影响。

其次是志愿者多数为大一大二的学生，很少参加社会实践，
作为第一次参加，又没有做好前期准备和系统的培训，所以
在活动中，诸如不敢去跟居民沟通，不敢做问卷，不知道怎
么去问问题，甚至不积极等现象时有发生。

2、志愿者的参与性。

这次组织的6个志愿者，还是有部分同学不是很积极，分析一
下，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第一次参加，不知道要做
什么，有些胆怯；二是存在一定的惰性，往往是安排了才回
去做，如果没有安排就不动。虽然我们在活动中会一直强调
这次活动对个人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希望他们积极参与并能
够表达自己的观点。

3、问卷过程中被访者年龄偏高。

开始几天在对居民的问卷调查中，受访人群主要以50岁以上



中老年人为主，由于老年人的对问卷的理解能力不够，志愿
者需要耗费相当多的精力对每一道题进行解释而人家还未必
能够理解，导致效率极低且效果不好。

1、继续在高校开展环保宣传活动，培养关心环保、愿意做环
保的青年人，提升知识和能力，开阔环保视野，为机构储备
环保人才；（结合正在申请的贵州大学生环保青年培养计划，
针对贵阳高校的环保社团的学生，对环保感兴趣或有志于在
环保领域发展，系统的进行环保知识教育，实践方法引导）

2、组织社会实践，给年轻人更多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通过
与社会接触，让他们在意识、行为上改变。（结合垃圾分类
项目，如果有必要，可以组织更多的，更具专业能力的志愿
者到当地去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并与当地政府，小区一
起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

3、继续与县相关部门一起探讨，如何更有效的推动社区垃圾
分类工作，形成一套“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公众参与（包
括ngo组织宣传）”的模式；（垃圾分类单靠宣传是不够的，
没有激励机制或强有力的制度要求是很难维持的，并且很难
持续。在政府已经有基础设施投入的基础上，希望可以加大
宣传和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的培训，同时能够出台一些地方性
政策鼓励或强制居民垃圾分类，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推
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引入第三方参与，及采用一种新的模式
运营，即企业参与。能够扶持或推动一个具有社会责任的企
业来负责垃圾分类工作，企业主要负责垃圾的回收和处理，
政府主要提供资源及各种关系的协调，然后由公众参与，ngo
主要负责社区的宣传与倡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