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捡垃圾社会实践心得体会(大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
和方向。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捡垃圾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一

垃圾，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也是随处可见的，我们
每个人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因此“垃圾”对人们的健康
会带来不良影响，也会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难道，我们对
待垃圾就束手无策了吗？其实，办法是有的，就是要靠我们
的自觉，把不同的垃圾安放在属于它们不同的“家”。只要
我们动手分一分，我们的家园就会美十分。

1、能区分垃圾，并学习正确分类。

2、养成不乱丢垃圾的好习惯，建立初步的环保意识。

3、愿意维护环境卫生做力所能及的事。

1、4类垃圾桶

2、各类垃圾

3、垃圾分类小知识视频、图片

（一）主持人引导幼儿从颜色方面认识各类垃圾桶。

〈提前摆好4类垃圾桶在舞台上

（二）主持人利用视频、图片、讲解等方式，对垃圾分类进



行普及。

（三）游戏“垃圾分类小能手” 。

1、主持人介绍游戏玩法。

规则：幼儿拿起一份垃圾，一个一个跳跃呼啦圈将垃圾丢进
正确的垃圾桶！

2、yana进行示范一次。

3、保育员将幼儿椅子收一边，有序进行游戏。

4、音乐声响起，游戏开始。

（四）主持人总结。

（五）活动延伸。

（六）活动结束，各回各班。

捡垃圾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二

xx年7月29日，xx科技大学“互联网+城市垃圾分类”实践团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顺利落下帷幕。经过为期七天的实际采访、
交流以及实践活动，实践团的成员们不仅提高了环保意识，
而且在垃圾分类调研中，也深入了解xx市的垃圾分类状况，
为推进“互联网+”概念从国家指导意见向实际行动转变奉献
了自己的力量。

7月23日至25日，实践团奔赴xx市xx社区、xx广场、xx、xx公园
和xx客运站等人流量密集的区域，发放调查问卷，走访不同
群众。在调研过程中，实践团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的不同年
龄段的市民群众对于“互联网+城市垃圾分类”主题活动具有



各自的独特见解。一位来自xx的小姑娘认为，一开始人们都
会自觉地把垃圾分类，但过一段时间，人们就懒得这么做了，
还是要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而另一位xx的老兵，他对我们
垃圾分类的调研活动赞不绝口。走出校园，走入基层，调访
民意，实践团希望能够真正做到实践于社会，关注于人民。

7月27日，实践团分别前往xx市未央区环保局和市容园林局，
咨询xx市现有环保状况和现存环保问题。政府部门的工作人
员热情接待了实践团，并对实践团的主题活动给予了充分肯
定与大力支持。期间，环保局综合科殷科长与实践团代表们
进行了亲切的座谈，当被问及xx市的环保问题和垃圾分类问
题，殷科长表示环保局一直在坚持大力宣传环保知识，通过
举办大型活动来号召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于环保工作，树立环
保意识，加强法律规范。殷科长告诉实践团，环保局每年都
会举行“地球关灯一小时”活动，并详细介绍了《环境保护
法》。市容园林局于今年3月份成功举办垃圾分类活动，利用
三色垃圾桶来分类垃圾。一系列的政府举措和国家政策充分
证明了国家对人民生活环境的关心，对建设绿色生态文明的
用心。

7月28日至29日，实践团以“垃圾分类进社区，共创和谐好环
境”为主题在迎春小区举办了循环利用，变废为宝的展览会
活动，并受到了都市热线记者的采访。活动分为现场教学与
发放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单两大模块。实践团以回收的废旧物
品为材料，现场教授小朋友们进行手工制作，以展览环保手
工艺品为契机，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一位xx市人民警
察高度赞扬了实践团队的活动，肯定了实践团为建设绿色生
态环境做出的努力，并且赠送一箱矿泉水，真可谓“炎炎夏
日，暖暖真情，援手之施，无物感恩，唯借只纸片言，聊表
谢意”。

时光如白驹过隙，暑期社会实践虽以结束，但实践团的“互
联网+城市垃圾分类”活动仍然不会停止。在接下来的时间，



实践团将会认真分析调研数据，总结生活中的垃圾分类问题，
将互联网与传统环保方式相结合，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
设的深度融合，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互享，充分发挥
互联网在垃圾分类回收，知识宣传平台的作用，促进再生资
源可循环利用，为建设绿色生态文明出一份力。

捡垃圾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三

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有一个人使我最为敬佩――捡拾垃圾的
老人。

拾垃圾的`老人每天都会到我们小区的垃圾筒里翻检垃圾，每
次遇到小纸团或废纸都会打开来看一看。每当看到老人这样
做时我都会用一种看不起的眼神轻轻地说一句：“切，财迷
老头。”

可是有一天老人做的一件事却让我对他的看法彻底改变了。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去开窗户透风，不经意间看到那个
被我称作“财迷老头”的那个老人正在垃圾箱那里翻垃圾。
我便说：“这么热的天，也不忘了发财，真是个财迷老
头。”

便转过身去吹空调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一阵门铃声，便
忙去开门。

一开门竟是那个财迷老头出现在我面前，我说：“有什么
事？”

老人说：“小朋友你们家有没有丢支票？”

“没有。”我说完便关上了门。到了晚上，我们一家正在吃
饭，又转来了一阵门铃声。妈妈过去开门，又是那个老头。



妈妈问：“老人家有什么事。”

老头愣了一下：“噢！我在垃圾桶里拾到一张支票，便按地
址找了过来，上午来说不是，但我不放心就又来了。”

妈妈接过来一看：“呀！这是孩子她姥姥给我的，一时粗心，
怎么当垃圾倒了。”

“以后要放好。”

说完老人便走了。

原来，老人找出小纸团打开是怕有一些粗心的人把钱什么的
当作废纸扔掉，是我一直误会他了。

自从这件事以后我再也没有叫过拾垃圾的老人为“财迷老
头”，而是很敬佩他。

捡垃圾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四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小手牵大手，小孩教大人”德育
系列活动为载体，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养
成“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意识，做到变废为宝，建设未
来可持续发展的节约型社会。根据本校实际情况，特制定垃
圾分类实施方案，使垃圾分类回收长期化、规范化，同时让
学生的良好习惯影响家庭和社区。

（一）开展宣传动员。组织全体师生开展垃圾分类知识的宣
传普及工作，利用校园网、黑板报、宣传栏等形式，开展
以“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主题的各类活动。切实提高学
校全体师生对垃圾分类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

（二）参与社区共建。与社区开展垃圾分类达标共建活动，
深入社区宣传和参与垃圾分类，促进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垃



圾分类。

（三）设置分类收集设施。按照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
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四类设置垃圾收集设施。

1、建立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2、建立垃圾分类指导小组

第一阶段为宣传教育、启动阶段主要内容：

以宣传普及垃圾分类意义和方法为重点，提倡、鼓励师生实
行垃圾分类投放，让全校师生逐步养成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处
理的好习惯。相关措施：

加强垃圾分类回收教育，充分利用国旗下讲话、宣传橱窗、
黑板报、主题班会、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
垃圾分类处理教育，增强学生垃圾分类的意识，使广大师生
逐步养成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收集的好习惯。

第二阶段为实施阶段，校内推广阶段主要内容：

1．一方面继续多种形式，各种渠道、全方位开展垃圾分类处
理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把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与日常行为规
范，校园文化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度，
加强管理过程的监督、整改。

2．组织开展“小手牵大手”活动，做到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
庭的效果。

3．加强教材的循环使用，几乎每个年级都有。如：一年级的
音乐、美术课本等。

1、可回收物：指生活垃圾中未污染的、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
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如纸类、塑料、玻璃和金属等。



2、餐厨垃圾。指居民家庭生活和宾馆酒店、机关团体及企事
业单位食堂产生的有机易腐垃圾，具有含水量高、易被生物
降解、产生臭味、产生渗沥液等特点。主要包括：废弃和剩
余的食品、蔬菜、瓜果皮核、茶叶渣、废弃食用油等。

3、有害垃圾。包括生活垃圾中对人体健康或自然环境造成直
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物质，具有易燃性、腐蚀性、爆炸性以及
传染性等特点，混入生活垃圾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主要包括：
废电池、日光灯管、水银温度计、油漆桶、过期药品、废化
妆品以及电子产品等。

4、不可回收垃圾。包括除餐厨垃圾、有害垃圾以外的其他所
有生活垃圾，如：灰土、花草树枝树叶、烟头、鸡毛、煤渣、
建筑垃圾、食品残留物、教室打扫后的残存物等。

捡垃圾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五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推进和谐校园、建设生态校园、
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为要求，以“科学规划、全员参与、整体
推进”为工作原则，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引导
全校师生树立绿色低碳、环保健康的生活理念，创造整洁、
优美的校园环境，提升学校的整体文明水平。

1、逐步完善校园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处置体系。

2、逐步实现校园垃圾源头减量，科学分类，无害处理。

3、努力形成全体师生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良好氛围。

（一）加强领导，完善机制，确保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有序推
进。

1、加强领导，完善工作机制。



2、健全队伍，加强分类管理

（1）成立学校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明确各部门、组（室）、
食堂、实验室负责人为学校指导员，具体负责本部门、组
（室）的垃圾分类处置工作的日常宣传指导和管理、监督和
检查。

（2）成立班级垃圾分类减量指导员队伍，明确班主任为班级
指导员，具体负责本班的垃圾分类处置工作的日常宣传指导
和管理、监督和检查；成立班级垃圾分类绿色小卫士队伍，
具体负责本班级的垃圾分类处置工作的自主管理。

（3）规范保洁员队伍，加强学校层面的垃圾收集和处置工作。

3、加大投入，完善设施设备。向各部门、组（室）、班级等
发放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宣传资料、垃圾袋等，指导全体教职
工、学生将垃圾分类投放；校园内增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箱，
班级内分设可回收垃圾桶和不可回收垃圾桶。

（二）加大宣传，体验实践，确保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有效开
展。

1、多途径开展专题宣传活动，努力提升垃圾分类知晓率。

通过教职工大会、专题午会、班队会、国旗下讲话、红领巾
广播、板报、宣传栏、倡议书、电子屏幕等多种形式开展垃
圾分类普及教育，强化师生垃圾分类减量意识，提升知晓率。

2、多途径开展各种实践活动，努力提升垃圾分类践行率。

（1）开展“光盘行动”，值日教师、团队干部组成检查团，
每日对各班午餐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督促学生避免“舌尖上
的浪费”，从源头上实现垃圾减量，倡导学生争做“光盘行
动”的践行者、推广者、监督者，促使全校上下形成一种厉



行节约、弘扬节俭的良好氛围。

（2）开展“垃圾分类减量，从我做起”主题队日活动，以知
识竞赛、十分钟队会、签名等形式进行垃圾分类减量活动，
强化学生垃圾分类减量的意识，提高学生参与活动的自觉性
和积极性。

（3）“开展“小手牵大手”垃圾分类减量系列活动，志愿者
服务等形式，倡导节约、环保、低碳的生活理念，带动家庭、
社区关注垃圾分类减量，并积极配合、参与学校的相关活动
中，携手共建勤俭节约、绿色环保的美丽家园。

1、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各部门、各组（室）、各班级要明
确职责，高度重视垃圾分类减量处理工作，要将其作为建设
文明校园、落实节能减排的工作来抓，积极做好实施和推进
工作。

2、加强监督，务求实效。校领导小组定期对垃圾分类减量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监督和评价；学校大队部行为规范日
常检查组将此项工作纳入各班级每日检查评比中；各部门、
各组（室）、各班级要加强对本部门、本组（室）、本班级
垃圾分类减量处理工作的监督，确保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取得
实效。

3、加强宣传，及时上报。各班级要加强宣传垃圾分类减量活
动，并注重挖掘活动中的典型案例，以活动简讯的形式及时
上报至学校大队部，书面稿和电子邮件均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