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约粮食实施方案(汇总8篇)
营销策划是企业推动销售增长和市场竞争力提升的关键环节。
营销策划范文六：XX企业将与知名博主和网络红人合作，进
行产品推广，扩大潜在消费者群体。

节约粮食实施方案篇一

xx

组织中小学生在学习粮食、食品以及食品包装等相关知识的
基础上，以家庭、学校(班级或小组)为单位，参观并参与农
业生产劳动;参观各类粮油仓储、加工、检化验等粮油企事业
单位，了解粮油基础知识;开展针对餐桌浪费、食品过度包装
等现象的专题小调查，搜集整理相关材料和数据，通过dv、动
漫等形式记录调查体验过程，并进行简单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提交调查报告，提出行动倡议和合理化建议。

20xx年6月至9月底。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各小学要深刻认识做好青少年科
学调查体验活动的重要意义，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确保活
动的顺利开展。

(二)整合资源，确保安全。各中小学要结合品德课、科学课、
其他相关课程或综合实践活动的要求，利用课余时间和暑假
期间组织学生开展活动，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使得科学调查
体验活动取得实效。

(三)克服困难，及时总结。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是一项
密切联系生活实际、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普及活动，是提高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和科学素质的重要举措，各中小学要通过丰
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吸引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将调查体验



活动信息及时汇总，以电子文档形式以20xx年9月4日前报送
中心小学。

节约粮食实施方案篇二

xx

树立节约资源的意识，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

1、粮食的来之不易；

2、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

3、学会从身边开始节约，不浪费学校的粮食；

4、树立为学校节约的意识，就是尊重我们父母的劳动果实，
就是给国家节约，给世界节约。

一、导入：

同学们，知道10月16日是什么日子吗？（世界粮食日）世界
粮食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粮食”，我们的班会主题就
是：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二、话题设计1

同学们，我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我们的父母都是农民，
我们都知道粮食是怎么来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
我们每餐吃的白米饭是我们的农民父母们如何辛辛苦苦种出
来的。

——3分钟回想，再由学生自由发言。

——班主任总结：同学们回答的很好，现在，我们都知道，



我们每天的吃的白米饭来之不易：耕地、播种、秧苗、移种、
除草、除虫、施肥、收割、晒谷子、碾米等等，中间任何一
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如果出问题了，那就成不了白米饭了。

三、话题设计2

——学生讨论发言。

——教师总结：中国人口超过13亿，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5
亩，是世界人均值的1／4；如此宝贵的耕地，每年还以千万
亩的速度在消失。我国东部600多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
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05公顷（0．75亩）的警戒线。而我
国由于设备和管理落后，粮食在收获、储存、调运、加工、
销售和消费中的总损失高达18．2％，也就是说，我国每年的
产后粮食约有850亿公斤被白白浪费掉。 资源、可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课题。

节约粮食，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不是说你的生活
好了，你浪费得起就可以浪费。浪费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即
使在发达国家，节俭也被视为一种美德。这是对劳动的尊重，
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更何况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
那么多人没有解决温饱和贫穷，还有那么多孩子因贫穷而失
去受教育的机会。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并不难，在日常生活中
不过是举手之劳。只要存有节约的意识，其实做起来很简单：
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菜；在餐馆用餐时点菜要适
量，而不应该摆阔气，乱点一气；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回家。
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成为新时
代人应该具备的一种品质。

四、话题设计3

我们自己有没有浪费的行为呢？

——教师先自己剖析自己的一些日常浪费行为进行检讨！



——学生进行自我剖析。

——教师总结发言：同学们，我们多多少少都存在着一些浪
费性行为，大部分同学都是无意识的行为，没有这个习惯。
那么，从今天开始，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养成勤俭节约的
习惯，反对浪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五、活动设计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的签名仪式。

六、活动设计2

——全体同学宣誓：

我宣誓：从今天起，从我做起，节约每一粒粮食，节约用水
用电，反对浪费，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我
发誓，我一定做到！

宣誓人：xxx

七、结语：

同学们：“不要把浪费当成潇洒，你挥霍的是一种修养；不
要把节俭看做尴尬，你培养的是一种品德。我希望此次班会
可以带给我们反思，可以让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真正
意识到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节约粮食实施方案篇三

新学期刚刚开始不久，我发现每天午餐后垃圾桶里总有不少
没吃完的饭菜。班主任在班会上提出了这件事让孩子们发表
自己的看法，有的同学不置可否，大部分同学都认为这样的
做法是不对的。为更好地让同学们认识到节约粮食的重要性



并在实际生活中做到勤俭节约，我决定开展一次以“节约粮
食，从我做起”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教
育孩子们不要浪费粮食，培养学生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道
德品质，牢固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增强他
们节约粮食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使他们通过自身的实际
行动影响社会其他人群，进一步促进节约型社会的建设与发
展。

1、通过让孩子们自己调查了解社会、家庭、学校浪费粮食的
情况，认识到呼吁人们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通过让孩子们当小记者开展调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交际能力、组织能力。

3、培养尊重他人的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牢固树
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

4、通过活动，让孩子举一反三，由节约粮食到节约水、电等，
懂得保护环境。

本次活动选择三年级1班的学生，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

1、明确这次活动的意义，通过开班会、学生分组讨论等方式，
让学生明白这次活动的目的、方式方法和实施过程等。同时
探讨研究活动思路、实施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等。

2、组织学生准备必要的活动素材，例如图片、文字资料、垃
圾袋、铅笔、纸张等等。

3、提前做好沟通协调工作，与食堂、饭馆等单位负责人做好
解释沟通工作，以便活动顺利开展。



（二）查阅资料

按照学生的分组，让学生分工协作，利用电脑、书本等工具
查阅粮食相关资料，如平时的食物来源都有哪些、各种食物
营养价值如何、全球各国粮食种植以及利用清况如何、生活
中存在的粮食浪费情形等等，一方面丰富学生的知识，另一
方面加深学生对生活中粮食浪费现象的认识。

（三）现场调查了解

社会、家庭、学校分别进行调查，了解生活中有哪些粮食浪
费现象，主要是哪些人在浪费，生活中出现这些浪费的原因
是什么以及粮食浪费现象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与危害。

（四）制定节粮计划并实施

根据实地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总结归纳，找出原因，结合实
际分析制定切实有效地粮食节约计划，并制作“节约粮食、
从我做起”宣传标语、节约粮食宣传册等，组织学生实施行
动，以自己的行动去带动周围的人。

（五）整理资料

教师引导学生将活动过程中收集的资料整理、分类、归纳、
总结，通过小组讨论、教师指导、总结归档，形成相关活动
成果，打印整理完毕后装订成册。

本次活动从四月初开始至六月下旬结束，历时11个周，整个
活动选择五年级的学生，共分为五个阶段，具体实施过程划
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第一周至第三周）

要做好这次活动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从学生到教师，从计划



到实施，都要提前计划好，准备好。具体准备以下方面内容：

1、确定课题

2、划分实践小组

为了让孩子们深刻地认识到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可以将孩子
们分成社会调查组、家庭调查组、学校调查组、体验组和宣
传组去查找自己想要的答案。教师根据学生不同的性格特点
进行组合，完成本次活动。

3、指导教师准备工作

制定详尽的活动实施方案，设计调查问卷并打印整理，准备
需要的各种材料、用具，对学生讲解活动内容、实施方法等。

（二）现场调查了解（第四周至第七周）

这一阶段是此次活动的主要阶段，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关
键看这一阶段的活动能否有效开展。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
阶段足够重视，认真施行，争取这次实践活动的圆满完成。
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小组划分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1、社会调查组：

第四周：指导教师用一周左右的时间选定调查范围及调查对
象，制定调查计划、调查方式以及调查路线，带领社会调查
组学生熟悉环境，了解调查对象状况。

第五周：指导教师提前和预定的调查对象（学校周边餐馆、
酒店等）做好联系沟通，对这次活动进行解释说明，征得他
们的同意，以便学生进行采访调查，顺利开展此项活动。

第六周：沟通工作做好后，本小组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
开展采访调查活动，可以按照一定顺序逐个进行采访，并做



好采访记录，拍摄采访照片，最后发放调查问卷并收回。

2、家庭调查组：

第四周：本小组学生工作相对简单，活动开始后，本组学生
将此次实践活动的内容、目的、实施方案等告知家长，并争
取他们的理解支持，进行必要的配合。

第五周至第六周：结合上周的工作，本小组成员各自回家发
放调查问卷，调查了解自家的粮食浪费情况，可以和各自的
父母、兄弟姐妹等交谈了解，并将调查结果详细记录，将收
集到的各种资料带回学校统一整理研究。

3、学校调查组：

第四周：本小组调查范围是此次活动的主要目标，人员可以
适当增加。调查前准备好各种材料、设备，小组内商讨决定
小组分工，分别负责采访、记录、发放问卷、拍摄照片等等。

第五周至第六周：具体开展活动，对学校餐厅、教室内、校
园内各角落等进行实地查看，同时对学校餐厅工作人员进行
调查采访，发放调查问卷，记录调查情况。在指导教师的带
领下，本组学生分别对学校餐厅的垃圾桶、教室内垃圾桶以
及校园内的垃圾桶进行检查，是否有浪费粮食的情况，都有
哪些食物被浪费掉了，拍下照片，做好记录。

4 、体验组：

第四周：指导教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小组的活动范围，对
周边环境进行了解，制定参观计划。

第五周至第六周：本小组到学校附近的超市、农田等实地观
察粮食蔬果的种类、形状、生产方式等，真切的体会粮食的
来之不易，并拍下照片，记录所观察到的各种粮食蔬果的相



关信息，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感。

5、宣传组：

第四周至第五周：配合以上各小组活动的开展，积极准备所
需各种资料、材料，并及时整理每一阶段的活动成果。

第六周：本小组是此次活动的最后一组，主要任务是根据前
面各小组的调查采访成果、收集到的照片、文字资料、收回
的调查问卷等，整理归纳出现实生活中的主要的粮食浪费现
象；通过讨论总结出浪费粮食对家庭以及社会的影响和危害。

第七周：所有小组共同完成这一阶段的活动任务。在教师的
指导帮助下，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节约粮食宣传计划，并加
以实施。

（三）资料整理阶段（第八周至第九周）

第八周：活动的实践调查阶段基本结束，为有效地取得活动
成果，各小组分别对本组活动资料进行整理，列出详细的资
料分类，统计各小组活动数据，归类各种活动资料。

第九周：在教师的指导下，各小组选出一名代表，组成临时
工作小组，分别将本组整理好的各种资料汇集到一起，并由
临时小组进行最终的归纳整理、分类归档，总结整理出活动
成果，并装订成册，以备后用。

（四）活动成果展示设计（第十周至第十一周）

至此，本次实践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为更好地发挥此次活动
的效果，应当对此次活动成果进行展示交流。

1、在班级召开“节约粮食”的报告大会。大会内容可以包括
诗歌表演、小品、宣读节粮调查报告书等。



2、召开一个“小记者汇报会”，由小记者们向全班汇报采访
的情况和内容，把他们觉得最有道理、印象最深刻的部分介
绍给大家。

3、向全校展示调查采访记录、拍摄的照片、手抄报、广告词，
并出一期专栏等。

4、最后，将各种资料整理归档，形成研究成果，并存档以备
后用。

活动结束后，我作为此次活动的策划人和指导教师，将对这
次综合实践活动做出点评和反思。

节约粮食实施方案篇四

xx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知识与技能：通过活动，学生能够了解节约粮食的重要性。

2．能力与方法：通过举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手抄报活动来
让学生知道节约粮食的方法小常识。

3．情感态度：通过手抄报活动形式，学生能够了解自己身边
浪费粮食的情况，激发学生自觉养成“节约粮食，从我做
起”的意识，并把这种意识传达给所在的家庭、学校。

1、利用周一升旗国旗下讲话，让全校学生了解节约粮食的重
要性和小常识。

2、通过举行手抄报比赛活动，让学生了解节约粮食的重要性。

3、各班班主任以“节约粮食”为主题举办主题班会。各班在



班主任的组织下进行主题班会。让学生了解“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觉从现在做起，从自身
做起，节约每一粒粮食，抵制和反对浪费粮食的行为，养成
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4.朗读节约粮食儿歌。

xx年11月6日-10号。

（一）宣传准备阶段（xx年11月6日）

1、各办公室下发“节约粮食，从小做起”活动实施方案，各
班班主任和学生了解活动主题与活动内容。

（二）活动阶段（xx年11月7日）

1．在美术课组织学生参与自主设计“光盘行动”节粮宣传标
语或宣传画，在班级板报区画出黑板报进行展览。

2．参与“节粮宣传小卫士”，举办主题班会。

由学生自愿报名担任“节粮宣传小卫士”，在班主任的组织
下进行主题班会。说说每个人对节约的想法，有什么使用的
小技巧。

3.朗读儿歌：

爱惜粮食

小朋友，告诉你，我的名字叫粮食。一日三餐我为主，食用
可以长身体。农民种田真辛苦，风吹日晒忙四季。一粒粮食
一滴汗，粮食掉了真可惜。 中国人口十多亿，粮食实在不富
裕。不要小看一粒米，积少成多了不起。爱惜粮食品德好，
小朋友们要记牢。



让我们共同写下深刻的誓言：爱惜粮食，文明就餐吧，珍惜
生活。

（三）总结表彰阶段。（xx年11月10日）

利用班会进行全班总结表彰,挑选出优秀手抄报送到德育处。

节约粮食实施方案篇五

xxx

爱惜粮食，节约粮食。

通过主题班会，使学生了解世界粮食问题的现状，粮食的来
之不易以及粮食的可贵，进而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
惯。

1、确定男女主持人各一名。

2、确定诗歌朗诵以及讲故事的同学。

3、学生调查粮食浪费的情况。

4、学生收集珍惜粮食方面的诗歌以及故事。

主持（女）：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珍惜粮食，节约粮
食”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主持（男）：同学们，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条
件也变好了，我们每天不愁没有饭吃，美味可口的饭菜再也
不那么吸引我们了。

女：这使我们养成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



主持（男）：所以，经过讨论之后，我们决定在全班开
展“珍惜粮食，节约粮食”的活动。

主持（女）：我们先前已经让一部分同学做了许多关于浪费
粮食的调查，现在就请调查小组的代表跟我们汇报一下调查
情况吧，大家鼓掌欢迎。

组员2：我们中国有13亿人口，虽然生活变好了，但是仍
有38%的人在温饱线上徘徊。有部分人从市场上购买的食品中，
大约有27%当作垃圾丢弃，其中仍可食用却遭丢弃的占18%，
平均每人要丢弃他所购买的食品的四分之一。某慈善机构做
了一项调查显示，只要回收到5%被丢弃的食品，就可以养活
大约400万饥民，数量之大，实在惊人！

组员3：世界各国每年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损耗和浪费的粮食
达13亿吨，相当于全球粮食产量的1/3啊！

组员4：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节约的粮食捐给非洲或者朝鲜
那些饥肠辘辘的人们，那么我们就可以救下那10亿多人的生
命，小孩子们也不会活活地被饿死啊！

主持（男）：同学们听听这些惊人的数据吧！

主持（女）：如果每位同学都能做到节约粮食，珍惜粮食，
我们也可以伸出我们的友爱之手，去帮助那些饥饿的人们！

主持（男）：下面请王菲菲同学为我们讲一个故事吧！

组员5：话说朱元璋皇帝的故乡凤阳，现在还流传着四菜一汤
的歌谣：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小葱
豆腐，意义深长，一清二白，贪官心慌。朱元璋给皇后过生
日时，只用红萝卜、韭菜，青菜两碗，小葱豆腐汤，宴请众
官员。而且约法三章：今后不论谁摆宴席，只许四菜一汤，
谁若违反，严惩不贷。



主持（女）：听了朱元璋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谁来谈
一谈？

同学1：朱元璋是个节约的人，就算是皇帝，他也不奢华浪费。

同学2：朱元璋不是小气，他这是为了节约粮食的表现。

同学3：就算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变好了，但是也不应该浪费粮
食的。

主持（男）：下面再请朱佳同学为我们讲一个故事吧！

组员6：故事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大财主家的儿媳妇，看
到自家家财万贯，金银珠宝等应有尽有，怎么用也用不完，
而每日每餐饭菜做很多，吃不完就倒泔水缸里，久而久之，
被灶神爷告到了玉皇大帝那里。玉帝一听非常吃惊，就下令
天兵天将在第二天的午时三刻，下凡到这财主家做实地调查，
如果情况属实，一定严惩不贷。仁慈的观音菩萨听到这个消
息，想给这家人一个改过的机会，当晚就托梦给这财主家的
儿媳妇，要她把倒在泔水缸里的饭菜捞起来吃干净，不然她
和她的家要遭灭顶之灾。这儿媳妇睡到半夜一下子惊醒了，
醒来清楚记得观音菩萨说话时的表情和所说的话。想起平常
生活中自已奢侈的行为，她立即起床把泔水缸里的饭菜捞得
一粒米都不剩，把这些饭菜用清水一次一次淘洗干净，然后
在锅里烘干，用油炒了让全家人连夜吃掉。次日午时三刻，
刚才还是晴朗的天气忽然变得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忽然，三
声振聋发聩的雷鸣电闪在这家的.屋顶炸响，天兵天将来到她
家厨房，在泔水缸里连续捞了三次，也没有捞着一粒米，只
好回天庭向玉皇大帝复命。有了这一次的教训，从此这家人
勤俭持家，不敢再浪费一粒粮食。

主持（女）：这个神话故事可真不错呀！我们更加深刻地体
会到了浪费粮食是可耻的，也是坏的行为习惯。



主持（男）：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惯呢？
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做法吧。

同学4：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掉剩饭菜；

同学5：在餐馆用餐时点菜要适量，吃不完的打包回家；

同学6：在饭堂吃饭时，要把饭菜全部吃干净；

同学7：一日三餐，不暴饮暴食；

同学8：不偏食，不挑食；

同学9：看到浪费现象勇敢地起来制止，尽力减少浪费。

主持（女）：我们班上懂得珍惜粮食的同学可真多呀！

主持（男）：现在有请宋可欣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诗歌朗诵
《观刈麦》。

朗诵诗歌：观刈麦（白居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主持（男）：说起这节约粮食的诗句还真不少，还有许多的
同学收集了这些诗句了，下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吧。

同学10：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

同学11：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
死。

同学12：一天省下一两粮，十年要用仓来装。

同学13：一星半星，聚两成斤。

同学14：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同学15：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

主持（女）：同学们，希望我们以后都能节约这来之不易的
粮食，珍惜农民伯伯的艰辛，不要浪费这盘中餐。争做一个
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学生好孩子。

主持（男）：现在请班主任给我们讲话。



班主任总结。

主持（男）：谢谢班主任的勉励。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
要做到珍惜粮食，现在请同学们一起朗读《悯农》：锄禾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班会在诗歌朗诵中结束）

节约粮食实施方案篇六

设计意图：

现在的幼儿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都非常优越，加
之受社会上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坏风气的影响，在幼儿园
里幼儿挑食、剩饭的现象十分普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设
计了“爱惜粮食”这一主题活动。目的是让幼儿了解粮食来
之不易，体验成人劳动的艰辛，养成不挑食、不浪费、爱惜
每一粒粮食的良好习惯。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了解粮食的由来,知道农民的辛苦,教育幼儿爱惜粮
食。

2、培养幼儿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懂得珍惜他人的劳动成
果。

活动准备：课件。

活动过程：

(一)观察谈话：这是谁浪费的

1.让幼儿观看幼儿剩饭的视频，然后分组讨论：小朋友挑食、



剩饭对不对，为什么?

2.教师小结，让幼儿懂得：小朋友扔掉的食物都是用粮食加
工成的，浪费了很可惜，要改正挑食剩饭的坏习惯。

(二)粮食是怎样来的

1.请小朋友看图片，内容是：农民伯伯种庄稼，春天里播种、
施肥、浇水，夏天里顶着烈日锄草，秋天里忙着收割。

2.提问：你刚才看到了什么?然后把图片内容再向幼儿完整解
说一遍。

3.让幼儿提出自己想知道的问题，教师根据幼儿的提问作出
小结，教育幼儿要懂得珍惜农民的劳动果实。

(三)歌表演《悯农》

1.出示图片，让幼儿说一说：农民伯伯在干什么?

2.让幼儿模仿表演农民伯伯锄草的动作。

3.幼儿一起朗诵古诗《悯农》，教师教小朋友学唱歌曲《悯
农》。

4.放歌曲录音，启发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给歌词加上相应的
动作，然后大家一起边唱边表演。

活动结束：

观看饥饿儿童的图片，激发幼儿同情饥饿儿童的情感。进一
步理解节约粮食的重要意义。

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绘画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绘画

节约粮食实施方案篇七

1.知道粮食来之不易。

2.懂得要爱惜粮食。

ppt课件：不良费粮食。

知道粮食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浪费粮食。

1、通过谈话引出本课主题。

教师播放课件图2，然后向幼儿提问：这些是什么?(饺子、馒
头、包子、蛋糕)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吗?(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

教师引导幼儿相互讨论，自由交流。幼儿回答后教师给予表
扬。

2、教师教师播放课件图3-5《粮食来之不易》，让幼儿了解
香喷喷的米饭是怎样来的?并学习儿歌《爱惜粮食》。

3、教师教师播放课件图6-7图《粮食来之不易》，让幼儿了
解包谷、小麦的生产过程，知道种粮食很辛苦，要经过犁地、
选种、播种、施肥、田间管理、收割等多道工序。

教师：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是怎样的?(艰苦的。)我们吃饭时，
应该怎样做呢?

幼儿讨论后回答。

4、教师教师播放课件图8-9图《议一议》，说说谁做得好。



教师小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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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幼儿的平时表现，教师引导幼儿说说自己应该怎样做。

节约粮食实施方案篇八

幼儿园英语/德语：幼儿园，原名卡纳幼儿园，几百年前从普
鲁士引进。它过去被称为蒙古族托儿所和幼儿园。根据《幼
儿园工作条例》，幼儿园是为3岁以上学龄前儿童提供照料和
教育的机构。幼儿园适龄儿童一般为3至6岁。以下是为大家
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1.知道粮食来之不易。

2.懂得要爱惜粮食。

ppt课件：不良费粮食。

知道粮食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浪费粮食。

1、通过谈话引出本课主题。

教师播放课件图2，然后向幼儿提问：这些是什么?(饺子、馒
头、包子、蛋糕)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吗?(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

教师引导幼儿相互讨论，自由交流。幼儿回答后教师给予表
扬。

2、教师教师播放课件图3-5《粮食来之不易》，让幼儿了解
香喷喷的米饭是怎样来的?并学习儿歌《爱惜粮食》。



3、教师教师播放课件图6-7图《粮食来之不易》，让幼儿了
解包谷、小麦的生产过程，知道种粮食很辛苦，要经过犁地、
选种、播种、施肥、田间管理、收割等多道工序。

教师：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是怎样的?(艰苦的。)我们吃饭时，
应该怎样做呢?

幼儿讨论后回答。

4、教师教师播放课件图8-9图《议一议》，说说谁做得好。

教师小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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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幼儿的平时表现，教师引导幼儿说说自己应该怎样做。

设计意图

现在的幼儿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都非常优越，加
之受社会上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坏风气的影响，在幼儿园
里幼儿挑食、剩饭的现象十分普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设
计了“爱惜粮食”这一主题活动。目的是让幼儿了解粮食来
之不易，体验成人劳动的艰辛，养成不挑食、不浪费、爱惜
每一粒粮食的良好习惯。

活动一观察谈话：这是谁浪费的

目的：让幼儿观察已发霉、变质的食物，明白这些食物是哪
里来的，在讨论中萌生初步的节约意识。

准备：事先收集一些小朋友扔掉的剩饭。

过程：



2.教师小结，让幼儿懂得：小朋友扔掉的食物都是用粮食加
工成的，浪费了很可惜，要改正挑食剩饭的坏习惯。

活动二粮食是怎样来的

目的：让幼儿明确粮食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应珍
惜农民的劳动果实。

准备：录像机，农民“田间劳动”的录像带一盘。

过程：

1.请小朋友看录像，内容是：农民伯伯种庄稼，春天里播种、
施肥、浇水，夏天里顶着烈日锄草，秋天里忙着收割。

2.提问：你刚才看到了什么?然后把录像内容再向幼儿完整解
说一遍。

3.请农民伯伯来班内参加活动，给幼儿介绍：我们一年四季
起早贪黑地辛勤劳动，从播种到锄草、施肥、收割，不知洒
下了多少汗水。我们晒黑了脸，累弯了腰，两手磨出了厚厚
的老茧。

4.让幼儿提出自己想知道的问题，请农民伯伯回答。教师根
据幼儿的提问作出小结，教育幼儿要懂得珍惜农民的劳动果
实。

活动三歌表演《悯农》

目的：让幼儿体验农民伯伯劳动的艰辛。

准备：“农民伯伯锄草”挂图一张，录音机、录音带。

过程：



1.出示挂图，让幼儿说一说：农民伯伯在干什么?

2.让幼儿模仿表演农民伯伯锄草的动作。

3.幼儿一起朗诵古诗《悯农》，教师教小朋友学唱歌曲《悯
农》。

4.放歌曲录音，启发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给歌词加上相应的
动作，然后大家一起边唱边表演。

活动四和面

目的：1.让幼儿进一步体验成人劳动的艰辛。2.培养幼儿积
极动手的能力。

准备：面板、适量的面粉、盆、水。

过程：

1.向幼儿交待和面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2.幼儿分组和面，教师巡回指导、帮助，及时提醒幼儿不要
浪费面粉。

3.让幼儿分组讨论和面难在哪里，并让幼儿明白，虽然和面
很不容易，可叔叔阿姨们还要把和好的面经过很多道工序才
能加工成各种面食和糕点。

4.师生一起把和好的面送到食堂，让叔叔阿姨加工成大馒头。

活动五讨论：怎样做一个爱惜粮食的好孩子

目的：进一步强化幼儿的节约意识。

过程：



2.教师小结：鼓励大家比一比，都来争当爱惜每一粒粮食的
好孩子。

在幼儿用餐时发现幼儿不珍惜粮食，因此设计本课。

1、教育幼儿应从小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珍惜他人的劳动
成果。

2、培养幼儿辨别是非的能力，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3、教育幼儿学会尊重他人。

4、了解吃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能按时吃饭，不挑食。

5、知道人体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

对古诗《锄禾》的意思的理解。能够背诵古诗。

配套的教学用书，图片。

1、教师谈话导入新课。

师：小朋友，米饭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资，所以我们一
定要爱惜粮食。

2、教师引导幼儿翻开幼儿用书第7页，仔细观察。

师：快看，图中的小朋友在干什么？他们谁做的对？谁做的
不对？为什么？

3、教师鼓励幼儿回答问题。

4、教育总结幼儿回答，教育幼儿吃饭时应坐端正，不撒饭。

5、教师朗读古诗《锄禾》，幼儿跟读。



师：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
我们一定要爱惜粮食。

6、让幼儿谈谈自己在今后吃饭时应该怎样做。

7、活动结束。教师再次强调要珍惜粮食。

本节课我在讲解时不够生动，如果拿自己班孩子在吃饭时的
表现举例来说明怎样吃饭才是正确的课会更生动，更能引起
幼儿的兴趣，在课程要结束时让幼儿谈谈自己在今后吃饭时
应该怎样做，对幼儿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也起到了良好的效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