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珍惜粮食拒绝浪费班会内容
节约粮食拒绝浪费班会教案(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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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
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珍惜粮食拒绝浪费班会内容篇一

1、通过这次班会，让学生知道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在学习中增强爱惜粮食、节约粮食意识。

2、培养学生物尽其用，不浪费粮食，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
好品质。

教材分析

重点：通过这次班会，让学生反思自己对待粮食的态度，从
中培养“节约粮食，从我做起”的情操。

难点：培养爱惜粮食，珍惜劳动成果的好习惯。

教学过程：

一、揭示班会主题

老师：同学们，你们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春天，自强自
立，奋勇向前是你们前进的方向。但在我们的校园里，在我
们的身边却滋生出一种阻碍我们前进的不良现象，请看图片：
（课件出示学生浪费食物的图片）

学生谈体会。



二、展开班会活动

主持人：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虽然我们现
在生活好了，但仍然不能丢掉这种美德。我们是幸福的一代，
没有经历过那饥肠辘辘的年代，也没有真切的体味过从播种
到收获的艰辛，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农民伯伯是怎样在田里劳
作的吧。

播放课件：课件内容（农民伯伯春播、选种、浸种、耙地、
保水、施肥、除草……烈日炎炎，汗水浸湿了衣背，太阳晒
黑了皮肤，他们全然不顾，依然劳作不已。）

主持人：看到了农民伯伯辛勤劳作你们想说些什么呢？

主持人：大家说得真好，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真可谓
是“粒粒皆辛苦”呀。浪费一粒米，扔掉一个馒头，实际上
就是丢弃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通过刚才的采访，我知道我们班上的同学以前也有浪费粮食
的不良行为，不过大家都表示以后改正，我听了很高兴！现
在，大家一起来齐读几句关于勤俭节约的名言来警戒自己吧。

课件出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朱伯儒

三、总结主题班会

老师：同学们，老师现在很高兴，因为我们师生共同经历了
一次成功的教育，同学们在愉悦的氛围中，真正体会了“粮
食的来之不易”懂得了“爱惜粮食”的意义，更学会了如何
去节约粮食。相信每位同学都有所收获，有所感悟。同学们，
请珍惜粮食吧！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爱惜粮食，节约粮
食，做一名爱惜粮食的小卫士！



小学珍惜粮食拒绝浪费班会内容篇二

1、国家粮食收购政策。重点宣传粮食收购市场准入制度，宣
传依法办理粮食收购资格的法律依据、办理机关、应具备的
条件、办理程序，宣传企业依法报送统计资料、保持必要库
存量等义务规定。宣传国家粮食标准和质价政策，引导、督
促企业按时支付农民售粮款，坚持优质优价，以质论价，既
不压级压价，损害农民利益，也不抬级抬价，损害国家利益。

2、国家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做好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宣传工作，
引导农民合理安排粮食生产。宣传国家临时收储粮政策，确
保理解政策无偏差，执行政策不走样，落实政策不缩水。宣
传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包括储备粮用途及动用程序、储存企
业义务等。宣传政策性粮食竞价销售的有关规定，督促企业
认真履行合同，严格按规定出库，保证销售工作顺利进行。

3、粮食质量和卫生制度。重点宣传企业在确保粮食质量和卫
生方面的义务、粮食质量和卫生监管、粮食部门在确保粮食
质量和卫生方面开展的工作、科学合理消费粮食等。

4、粮食库存检查制度。重点宣传库存检查的意义、要求、原
则、内容、方法和程序，为清仓查库工作顺利进行营造良好
的舆论氛围。

5、粮食应急制度。重点宣传粮食应急状态的含义和分类、应
急预案的启动和实施、个人和企业的义务等。

时间安排：从x月30日至x月30日集中进行宣传活动。

（一）举办《条例》x周年座谈会。宣传活动期间，结合《条
例》贯彻实施情况，邀请有关部门和基层工作的同志，针对
目前粮食管理工作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座谈讨论《条例》
执行情况，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宣传服务主要对象：粮食
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宣传方式：一是利用当地电视、
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进行宣传；二是采取悬挂标语横幅、
摆放宣传板、发放和张贴宣传材料、组织现场咨询、开行流
动宣传车等方式广泛宣传。

（三）开展征文活动。结合我局学习实践活动的内容，以全
力推进xx现代粮食流通产业科学发展为主题的，在全市范围
内征文。优秀文稿参加交流，并在《xx粮食》上刊登，并选出
优秀论文一、二、三等奖和优胜组奖，并给予奖励。

（四）参加省局在xx剧院举行的宣传活动。

各县局要制定宣传方案，积极组织好《条例》五周年宣传活
动，因地制宜，创新宣传方式，保障宣传经费，确保宣传活
动达到预期效果。宣传活动结束后，请各县局将活动开展情
况进行总结，于x月30日前市局政策法规处。

小学珍惜粮食拒绝浪费班会内容篇三

知识与技能：

1、通过了解水稻、小麦、高粱等粮食的生长过程，知道庄稼
需要许多人的辛勤劳动。

2、了解本地区主要生产的粮食品种。

过程与方法：

运用多种形式，如讨论交流、资料调查、讲故事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对农作物生长过程的了解，让学生知道粮食来之不易。



2、培养学生爱惜粮食，爱惜农作物的习惯。

教学重点：认识到粮食来之不易与农民伯伯劳动的辛苦：通
过交流体验懂得粮食来之不易。

教学难点：在生活中做到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粮食，培
养节俭的良好品质。

1、实物：稻谷、玉米、红薯、黄豆、土豆等。课前收集各种
各样的食品包装袋。

2、搜集农民种庄稼的图片，世界上饥饿儿童的图片。

3、课件、歌曲《一粒米》。

一课时

一、认识几种主要的粮食，了解它们丰富的用途。

1、导入：猜谜语（课件展示）

（1）水里生来水里长，小时绿老时黄；去掉外壳黄金甲，煮
成白饭喷鼻香。（打一粮食作物：水稻）

奇怪奇怪真奇怪，头顶长出胡子来；拔掉胡子剥开看，露出
牙齿一排排。（打一粮食作物：玉米）

（2）认识几种常见的农作物。

师：猜完谜语，我们接着来，认识的就热情地跟它打打招呼，
大声叫出它的名字。

2、实物展示几种粮食：花生、小麦、稻谷、玉米、红薯、黄
豆。



3、了解其丰富的用途。（全班介绍交流）

花生：营养价值可高。种子可以炒制、油炸或做花生糖、花
生酥等糖果糕点，还可以制花生酱。

玉米：可以做成多种玉米食品，如玉米饼，玉米粥，玉米膨
化食品等，另外我还是比较理想的啤酒生产原料。

大米：主要用途是饭食。另外米粒磨成粉后，可制各种粉条、
汤圆、米粉糕、年糕等，并可制各种饼干，各种点心。

红薯：可以蒸着吃、烤着吃，还可做成薯片。

小麦：磨成面粉后可以做成馒头、面条、饺子、蛋糕、饼干、
面包等。秸秆还可编各种用品，如草帽、扇子、席子、提包。

4、展示几组题为粮食丰收喜洋洋的图片。（播放音乐，在积
极的情绪状态中，孩子们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在食品包装袋中
探寻粮食的奥秘。）

二、组织活动

（一）食品包装袋中探寻粮食的奥秘

同学们交流食品包装袋中的知识。教师相机引导、交流。

师：难怪人们常说粮食手中宝，原来它有这么多种用途呀！
让我们把这些有趣的食品包装袋展示在小黑板上吧！瞧！食
品兄弟在开会呢！

（二）了解粮食的生产过程，认识到粮食来之不易

1、动画中跳出一颗大米，说：小朋友，你们知道了我有好多
的用途，可你知道我是怎么来的？（课件展示）



2、请同学们和我一起走进农田看看水稻的生长过程。（看图
片）

春种秋收。当春姑娘迈着轻盈的脚步来临时，农民伯伯以经
开始辛勤的劳作。

（1）学生学习翻地。

（2）农民把地翻好后接着还要播种。

（3）在炎热的夏天你会在哪里？又会做什么呢？

生：在家里吹空调，吃冰棍。

请看图上的农民在干什么？

生：农民们却要头顶着烈日，脚泡在泥水地里插秧。

师：看到这些你想说什么？

生：农民们很辛苦。

（5）经过五个多月的生长稻子终于成熟了，可以收割了。

师：看农民们是怎样收割的？（出示收割）

生：弯着腰，很辛苦地去割。种水稻很辛苦。

3、师：是啊，农民们种水稻是很辛苦的。所以说粮食是来之
不易的。

4、排顺序：

（1）让学生排序（按水稻的生长顺序排列。）。



（2）说说稻子在生长过程中需要什么？谁给了它帮助？

5、看！这就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种出来的稻子，剥去外壳就
是晶莹的大米。

师：当你吃着喷香的大米饭，你会想些什么？

生：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

生：每粒粮食都是汗水换来的。

师：同学们粮食来得真不容易呀！（板书：粮食来得真不容
易）

6、还记得我们学过的一首描写农民辛勤劳作的诗吗？

学生背诵《悯农》。

7、当当小农夫

生：好，老师，让我来，我也要去……

师：下面我作为记者采访一下：请问，你累吗？

生：累死了，瞧我的汗！

生：我觉得腰有点酸，开始我还以为很好玩呢！

生：我知道，农民伯伯在烈日下也要给禾苗捉虫，锄草……

生：中午，突然下起了暴雨，农民伯伯没带雨伞，淋湿了，
可他们还是得继续干。

生：我爷爷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只能给地主做工，地主很
坏，他们经常让爷爷的爸爸饿着肚子干活。



（说到这里，孩子的脸上那种嬉笑的神情不见了，他们慢慢
严肃起来。老师适时打开《锄禾》动画，让孩子在音乐中齐
读这首诗，孩子们读得非常有感情，从读书声中听得出他们
对粮食的来源有了很多思索。）

三、拓宽视野

1、粮食是汗珠换来的来之不易，我们要爱惜。在生活中，有
时你会说，妈妈我不想在家里吃饭，我要吃麦当劳。也许跟
家人去外面吃饭时你会发愁吃炒菜还是吃火锅，也许昨天你
刚把咬了一口的包子扔掉了，或许你的妈妈正为减肥而努力
节食，如果这是你的情况，那我要告诉你，那样做太不应该
了！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食物可以吃。

（在低沉忧伤的音乐中播放一组饥饿图片，其中很多与小孩
有关。孩子看着那些饥饿的儿童，瞪大了双眼，有的女孩子
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2、我们来个倒计时：五、四、三、二、一，五秒种过去了，
时间长吗？

可据是联合国统计，世界上每五秒就有会有一个儿童因饥饿
而导致死亡。

师：听到这些，看到这些，大家想说什么？

生：那些小朋友真可怜。

我们要珍惜粮食，再也不能浪费了。（板书：爱惜粮食人人
有责）

师：是啊！当你想要剩饭、倒饭时，想想那些忍受饥饿的儿
童吧！



四、联系生活，指导行为

1、出示课本上判断图。

请同学们判断对错，并说一说为什么。

生：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

吃不完的饭要放到冰箱里下次再吃。

师：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每个人多要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板书：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3、同学们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我国把世界粮食日的那一
周定为节粮周，我们不仅要在节粮周爱惜粮食，平常每一天
都要爱惜粮食。

让我们行动起来，拿起手中的笔，以“爱惜粮食，杜绝浪
费”为主题写一句警示语或者画一幅宣传画。

学生分组讨论并写一写，画一画。

1、调查我们家乡的农场品有哪些？

2、记录：我家剩饭剩菜的处理方式，记下时间，处理方式和
理由。

粮食来得真不容易

农民辛苦尊重劳动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小学珍惜粮食拒绝浪费班会内容篇四

当屏幕上出现一位可亲可敬正在拉小提琴的长者时，学生的
目光全部都集中了，这不是最好的开场白吗？当学生带着疑
惑的问号时，教师展示出这位长者在水稻田中的一幕，想必
每位学生都已经知道，原来是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让学生的思维第一步靠近班会的主题）

二、切入班会主题

美有很多种，一篇优雅的散文给人以美的享受，一首动听的
乐曲让人心旷神怡，一本工整的作业让老师在工作中体验美！
还有很多很多。（展示图片）意境美的、自然美的等等，引
导学生感受愉悦的心情。

进而话锋再一转，还有很多普普通通的美，引导学生说出：
随手关掉没人使用的水龙头是美的，随手关掉没人使用的电
灯是美的，吃完餐盘中最后一粒米也是美的——今天我们要
探讨的就是“餐盘中的美”（点明班会主题）

提出问题：

（1）你知道一颗稻穗上有多少粒稻谷吗？

（2）我们吃的米饭需要多少道工序？

带着这两个问题，让学生观看水稻生长全程的图片，从优选
种子——育苗——田间施肥——插秧——田间管理——喷洒
农药——收割——运输——储藏等等环节，最后通过食堂师
傅的手，才会到我们的餐盘中来。让学生感悟粮食来之不易，
虽然今天早已不再是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时代了，早
已是机械化的农业耕作，但是我们的盘中餐仍是粒粒皆辛苦
的，通过图片的展示，触动学生心底的良知，比单纯说教的
效果好得多。



三、深化主题，激发学生节约粮食的意识

展示系列图片，第一幅：学生们喜爱的歌星梁咏琪与山区贫
困儿童在一起的场面，唤醒学生的`爱心，让贫富的差别激发
学生节约粮食的意识，让爱心促动节约粮食的行为。虽然，
现在的学生还没有梁咏琪那样的能力来救助贫困儿童，但他
们可以做自已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此可以展开议论，让学生
阔谈他们的看法，老师也不妨不失时机地发表自己的感
想——如果画面上的孩子们能吃上你们每天不慎倒掉的饭菜
多好啊！在这里运用了没有说教的教育方式，但却能收到比
说教更好的效果。因为这是老师的感想，而不是老师教学生
如何去做，这是非常受学生欢迎的方式，何乐而不为呢！在
这里老师可以给学生讲一些有关粮食的故事，比如看电影
《天下粮仓》有感，曾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等等，意在
让学生感悟粮食的重要性，知其重要才会重视，这是很平常
的心理，只是需要老师来点拨而已，但要抓住最好的点拨时
机方可见成效。还要让学生知道，我们的民族是从贫困中走
出来的。（讲述建国初期中国贫困状况，激发学生爱国的激
情禺节约粮食之中）。

四、班会的尾声

展示对比画面：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场面与机械化耕作场
景，定格画面——水稻图片。

班主任话语：虽然现在早已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耕作方式，
但是我们的盘中餐，仍然是粒粒皆辛苦的，让我们一同大声
朗诵，从三、四岁时我们就能倒背如流的那首诗词吧！

《锄禾》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小学珍惜粮食拒绝浪费班会内容篇五

（一）知识目标

1、了解粮食的用途。

2、知道粮食是劳动人民用汗水换来的。

（二）能力目标

做到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不浪费粮食，爱护庄稼。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培养他们对粮食的爱惜之情。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知道粮食是劳动人民用汗水换来的，来之不易。

教学难点

使学生做到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不浪费粮食，爱护庄稼。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展示图片“玉米”，或展示实物。）

老师：同学们，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学生：（略）



老师：这是玉米，它是一种粮食作物。大家了解粮食作物吗？
（过渡）

讲授新课

一、了解粮食作物（板书）

老师：同学们，大家先打开课本第六十页，我们看一看，图
上展示的都是什么？说一说。

学生：（略）

学生：（略）

老师：它们可以做成面条、米饭、豆腐、玉米油和小米粥等
等供我们食用，大家还知道这些粮食作物的其他用途吗？大
家讨论一下，然后说一说。

学生：（略）

老师：“民以食为天”这些粮食作物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它们会被加工成各种食物供人类食用，它们是维持我
们生命的重要物质，人类生活离不了它们。

学生：（略）

老师：大家还知道哪些粮食作物呢？

学生：（略）

（让同学欣赏视频“五谷”、“向日葵”、“玉米，高粱”
等；图片“花生”、“绿豆”、“荞麦”、“芝麻”、“向
日葵”、“高粱”等；还可让同学们看一看，摸一摸带来的
粮食实物。）



老师：这些粮食作物大家知道是怎么来的吗？我们以馒头为
例，看一看它是怎么来的。（过渡）

二、馒头的来历（板书）

老师：大家下面讨论一下，馒头是怎么来的呢？

学生：（略）

学生：（略）

老师：大家看完后有什么感受呢？说一说。

学生：（略）

学生：（略）

老师：大家说的很好，我们应该珍惜粮食，不浪费。

（让同学们欣赏视频“锄禾”、“珍惜粮食”；图片“布的
生产过程”、“浪费粮食”、“粮食浪费”等，使同学认识
到浪费粮食可耻！）

老师：我们该怎样珍惜粮食呢？我们看下面的同学做的好不
好。（过渡）

三、讨论（板书）

老师：大家打开课本第六十二页，我们看一看图中的同学在
做什么？他们的做法好吗？大家讨论一下，然后说一说。

学生：（略）

老师：他们这些做法都是不尊重人们劳动成果，浪费粮食的
表现，我们不要向他们学习，我们应该珍惜粮食，尊重他人



的劳动成果。

（最后，让同学们伴着音频“锄禾”，读一读这首诗。）

课堂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大家认识到粮食是劳动人民用汗水换来
的，来之不易，应该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