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惜粮食教案大班(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珍惜粮食教案大班篇一

1、使幼儿了解粮食的生长过程，知道粮食来之不易。

2、知道浪费粮食是不对的，要学习珍惜粮食。

3、培养幼儿乐意在众人面前大胆发言的习惯，学说普通话。

4、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教学ppt

1、观看图片，谈话导入的教师提问：你觉得这样好吗?为什
么?

提问：你们知道我们做饭的大米是从哪里来的?

2、认真看《爱惜粮食》动画，启发思考，教师提出如下问题：

(1)大米的生长过程是怎样的?

(2)为什么说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

(3)小朋友们今后你会珍惜粮食吗?

3、幼儿有疑问可再次观看动画，老师根据本班级幼儿共性特
征及个体差异，对动画进行暂停或播放，结合剧情节点，在



幼儿已有经验上进行选择性互动提问教学。

教师总结：小朋友们，农民伯伯种粮食非常辛苦，从播种到
锄草、施肥、收割，不知洒下了多少汗水。晒黑了脸，累弯
了腰，两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才能收获粮食，我们要做珍
惜粮食的好孩子，不能浪费。

4、教师提问：为了节约粮食，我们应该怎样做?

师引导幼儿总结：粮食来之不易，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
所以用餐时我们一定要吃完自己的一份饭菜，不浪费粮食，
能吃多少盛多少。

5、熟悉儿歌，巩固幼儿经验《爱惜粮食》

香喷喷的米饭哪里来?

白花花的大米做出来。

白花花的大米哪里来?

金灿灿的稻谷脱出来。

金灿灿的稻谷哪里来?

农民伯伯种出来，一粒稻谷一滴汗，爱惜粮食理应该。

幼儿的兴趣非常浓，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我会多看看多
学学，让以后的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珍惜粮食教案大班篇二

1、通过图片和教师的讲解理解古诗《悯农》的含义，初步学



习古诗。

2、在欣赏、朗诵故事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古体诗与儿歌的区
别。

3、知道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爱惜粮食。

自制古诗图片1幅。

1、引导幼儿观察图片，初步了解古诗内容。

教师：图画上画了什么？

（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画面的背景、人物的动作、表情等，并
用较完整的语句表达自己对图片内容的理解。）

2、在理解图片的基础上，引导幼儿欣赏、学习古诗。

——教师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图片的内容。

——幼儿倾听教师朗诵古诗两遍，初步理解古诗的内容，感
受其意境。

3、引导幼儿围绕古诗内容进行集体讨论，进一步理解古诗。

教师：古诗的名字叫什么？（引导幼儿了解古诗的名字。）

教师：你听到古诗里说了什么？这句古诗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鼓励幼儿用古诗的句子回答问题，初步感知古诗中的语句。
鼓励幼儿将古诗句子和教师讲述的故事内容向匹配，理解古
诗每一句诗的大概含义。）

4、幼儿学习跟着教师完整地朗诵古诗2~3遍。

6、幼儿个别优美的朗诵古诗



珍惜粮食教案大班篇三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
基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浪费粮食的现象仍然存在着。
面对这一现状，我们应该怎样珍惜粮食呢？在亲身体会中，
我深深地意识到了珍惜粮食的重要性，下面我将结合个人经
历和感悟，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认识到粮食的珍贵和来之不易。记得有一次，在农
村的亲戚家做客，他们用自家种植的大米做出了一桌可口的
菜肴。尽管我们还没下过田，但在亲戚的叙述中，我深刻地
感受到了他们劳累的付出和汗水。而当我品尝到那经过慢慢
煮熟的大米的时候，每一口都格外甜美，使我更加明白了粮
食的珍贵和来之不易。珍惜粮食，就是要铭记每一粒米的来
历和辛劳。

其次，我了解到浪费粮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曾经，我参观
了一个垃圾填埋场，看到了大量的剩饭剩菜被抛到了堆积如
山的垃圾堆中。这些被浪费掉的食物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还会因为长时间的腐烂而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对环境造
成了严重的污染。在这个过程中，我不能不为我的行为感到
惭愧，也更加明白了珍惜粮食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然后，我体验到了节约粮食的意义。尽管身在城市，但我也
能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来节约粮食：比如，结合食物的实际
需求，控制好每一餐的摄入量；合理计划购买食物，避免造
成过量的囤积和浪费；将剩余的食物尽量储存或烹饪菜肴。
这些实际的做法不仅让我更好地规范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也
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我的节约精神。

最重要的是，我认识到珍惜粮食是一种责任与担当。每一顿
饭背后都有无数人的艰辛付出，每一颗粮食都承载着人们对
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做为一个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人，
我们有责任减少粮食的浪费，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为更多的人提供粮食帮助。这种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是我们每
个人应该具备的，也是我们应该客观看待粮食珍贵性的核心。

总的来说，珍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担负的责任。通过亲
身体验，我深刻认识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浪费的后果、节约
的意义以及责任与担当。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应
该立足于小事做起，从日常生活中改变自己的习惯，从细节
中培养节约的理念，进而影响他人。只有形成全社会的共识
和风尚，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珍惜粮食、节约粮食的目标，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珍惜粮食教案大班篇四

粮食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命的维持和进展至
关重要。尤其在现代社会，物质丰富的生活往往会导致浪费
粮食，这是对社会和个人责任的一种侵犯。因此，我们应该
珍惜粮食并避免浪费。以下是我在粮食浪费问题上的心得体
会。

第一段：认识浪费对环境和经济的危害

不光是个人爱惜食物和节约资源的问题，浪费粮食也会带来
更为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在生活中，经常造成很多美食相当
划算的浪费行为，这种行为不仅会对经济造成浪费，还会对
地球环境造成污染和环境破坏。从全球资源消耗的角度出发，
粮食浪费对人类生存的生态有巨大影响，其危害性令人忧心
忡忡，必须寻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第二段：加强对粮食浪费问题的认识

粮食浪费是贫穷地区接受粮食赠送而不加珍惜，也是富裕地
区垃圾。因此，在认识问题与控制浪费方面，我们需要思考
个人和社会责任，并采取实际措施。比如，要坚持节约有余
力、有闲心，从顾客服务到饮食习惯、餐桌文化等多个方面



去确保食物的利用率。只有在环境和个人责任双重层面上实
现零浪费，才能真正用行动感化他人，提高社会意识。

第三段：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要想解决粮食问题，不仅需要认识到浪费的问题，更需要采
取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其中，减少粮食方面的浪费是首要
问题之一。比如，我们可以遵循规定尺寸，量身订制真正合
适的食物，以减少清理和废弃。此外，我们可以学会挑选优
质的食材、规避过多的食材。更好地了解自己吃什么，好习
惯可以在习惯养成之后比较自然地得以集成到我们日常的生
活中。

第四段：提升粮食利用的素养

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提升粮食利用的素养。比如学会挑选食
材，在熟练做出自己心仪的菜品之后，学会对素材进行才料
的合理利用，制定科学的菜谱，以减少菜肴的过剩和浪费。
此外，我们还可以寻求利用剩菜顺势入菜，利用废弃物创造
出更有趣的食物，以刺激原本中性的饮食印象。

第五段：加强社会共识下的管理

为了减少粮食浪费，从根本上遏制各项浪费行为，希望更多
人加入我们的习惯中。因此，我们还需要加强社会共识下的
管理措施。在事宜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倡导食品安全法
律法规，引导食品品种、定义等诸多方面出台规范以特别常
见的保护措施，以确保粮食利用的度量相对合理。通过疫情
的监管、消费导向的压力与倡导，还可以使更多人了解到价
值观的形成过程，从根本上改变建筑物两样的分野。这无疑
也是加强社会环境建设的关键。

结语



总之，粮食是我们人类繁荣发展的根本，减少粮食浪费意义
深远，必须肩起责任并认真对待。我们要在自己的日常饮食
环保中坚持珍惜粮食，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和开展教育动员等
实际行动促进社会素质持续提升。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减少浪费、做好每一次提升粮食利用的行动，会让我们生活
得更有品质、更安全、更美好。

珍惜粮食教案大班篇五

粮食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关系到每个人的生
活和健康。然而，在现代社会，粮食浪费现象严重，损耗了
大量的资源和环境。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引导人们节约粮
食，我参与了一项以“珍惜粮食”为主题的活动。通过这次
活动，我深刻地体会到了珍惜粮食的重要性，并得到了一些
心得体会。

第一段：认识珍惜粮食的重要性

在活动开始前，我对“珍惜粮食”的概念只是停留在知道不
浪费粮食的表面，但没有真正认识到其背后的深层含义。活
动以专家讲座的形式开展，他们告诉我们每一粒粮食都是来
之不易的，粮食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同时，他们列举了大
量的数字和实例来说明粮食浪费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巨大浪
费。通过这些数据，我深刻意识到粮食是多么的宝贵，我们
应该珍惜每一口饭菜。

第二段：观察和思考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粮食的浪费状况，我们开展了一次粮食浪
费的观察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人在用餐时习惯
性地盛多了食物，吃不完就扔掉；有些人对饭菜不喜欢，也
直接将其扔掉。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们居然可以如此轻
易地浪费掉这么多粮食。回想起自己曾经的一些行为，我意
识到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不珍惜粮食的行为。这让我深思：



珍惜粮食从我们自身做起，无论是减少食物的摄入量还是避
免剩饭剩菜，每个人都可以为减少粮食浪费做出贡献。

第三段：改变和行动

观察之后，我们一致认为我们需要转变自己的消费观念和行
为。我们决定从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做起。首先，我们合理
安排饭菜，盛取适量的食物。其次，我们积极倡导清理碗盘，
避免剩饭剩菜。在学校组织的珍惜粮食活动中，我们还鼓励
大家把剩余的食物打包回家或者捐给需要的人。通过这样的
改变和行动，我发现自己不仅节约了粮食，还提高了自己的
消费意识和责任感。

第四段：传播和影响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珍惜粮食的重要性，我们主动参
加了一次社区活动。我们在活动中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告
知他们粮食的珍贵和浪费对环境的影响。同时，我们还与市
民进行交流，听取他们的想法和意见。通过这次活动，我发
现很多人对粮食浪费并没有太多的认识，也缺乏相关的知识。
因此，我决定把我的心得和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人，希望能够
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和行动。

第五段：持之以恒

珍惜粮食不是一时的行动，而是一种长期的责任和习惯。在
活动结束后，我仍然在日常生活中坚持珍惜粮食的原则。我
每次用餐前都会仔细考虑饭菜的搭配和量的分配，尽量避免
剩余的食物。同时，我也经常与朋友和家人讨论珍惜粮食的
话题，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动中。我相信，只
有大家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实现珍惜粮食的目标，建设一
个更加节约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总结：通过这次以“珍惜粮食”为主题的活动，我深刻地认



识到珍惜粮食的重要性，并改变了自己的消费观念和行为。
我相信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共同的行动，我们才能够实现
对粮食的珍惜和节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让我们一起
行动起来，共同为珍惜粮食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