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自然平衡工作计划(通用7篇)
时间过得真快，总在不经意间流逝，我们又将续写新的诗篇，
展开新的旅程，该为自己下阶段的学习制定一个计划了。那
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计划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
理的工作计划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自然平衡工作计划篇一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三个面
向”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培养学生的实验能
力为目标，以教材为依据，以学生的实际为出发点，深入贯
彻课程改革，把学习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结合起来，培养学
生的概括能力和运用所学的知识解答实际问题的能力，全面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本学期五（二）班共有学生76人，他们分别来自管理区不同
的村组，住校生教多。通过半年的了解，我班学生基本学会
学习，方法教为灵活，并能积极主动的学习。大部分学生爱
好自然，喜欢做实验，但仍有一部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差，
学习态度不够端正，记忆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差，成绩相差
很远。

本册教材共有25课。根据内容要实现的教学目标是：

学生初步认识正电和负电的性质以及雷电的形成。

2、使学生知道什么是电热，并结合实际认识常用的电热器。

3、让学生了解电磁铁的性质及应用。

4、引导学生认识春季星空和冬季星空。

5、使学生了解空气的成分及保护环境的意识。



6、使学生了解种子和茎是如何繁殖植物的。

7、让学生认识果实及其形成。

8、让学生了解植物和环境、动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认识保
护环境和水土资源的重要性。

9、初步了解人的各个器官。

10、初步认识我国的珍稀动物。

11、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书写习惯。

1、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进一步明确学习目标和方法，从而
更好的投入教学。

2、深钻大纲、教材，精心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全
面了解学生，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3、充分利用学校的实验器材进行教学，加强对学生实验的指
导和引导，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归纳概括能力。

4、加强对学生所学知识的检查落实力度，从而让学生真正地
掌握知识，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应用。

5、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重视中等生，不歧视差生，加
大培优辅差力度。

6、严格作业质量，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提高作业质量。

7、指导学生学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8、上好演示实验和分组实验。

二月 第一课至第五课



三月 第六课至第十一课

四月 第十二课至第十七课

五月 第十八课至第二十一课

六月 第二十二课至第二十五课

自然平衡工作计划篇二

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
到^v^、^v^及省、州、县相关会议精神的决策部署上来。深
刻汲取“大棚房”“违建别墅”等问题教训，压实主体责任，
主动担当作为，坚持实事求是，采取有效措施和办法，分类
审慎处置，防止“一刀切”、简单化。以“零容忍”态度管
住乱占耕地建房新增问题，依法依规处置存量问题，严肃查
处顶风乱占耕地建房、严重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严肃查处
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严肃查处包庇纵容、
失职渎职导致耕地流失等严重问题，不折不扣抓好清查整治
工作，坚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乱象。

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此次农村乱占耕
地建房问题专项清查整治工作主要聚焦“乱占耕地”和“建
房”两个重点，主要清查整治全镇14个行政村范围内乱占耕
地建房的行为。“乱占耕地”是指违反《^v^土地管理法》的
有关规定，非法占有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的行为。对于乱占
耕地，将耕地转为非耕地的行为要严厉打击，坚决遏
制。“建房”是指单位或个人在不符合建房条件、用地规划、
建房手续缺失等情况下非法占用耕地建成房屋（包括农宅、
瓦窑、临时搭建简易房屋等构筑物）。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镇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环保中心办公
室。办公室主任由袁仁义同志兼任。邹永林、唐立伟负责办



公室日常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整治各项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专班：由城建
工作组、农业工作组、财政所人员组成，城建工作组、农业
工作组具体负责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财政所具
体负责清查整治经费申报和管理。

（一）自查摸排阶段（长期）。

各村要及时召开会议，加强对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宣
传力度；明确专人，分组分片对辖区内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
题进行“地毯式”摸排，不留死角，摸清底数，杜绝清理排
查不全面、不彻底的现象；逐宗登记摸排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的有关情况，认真梳理问题清单，逐宗核实统计上报，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认定是否属于乱占耕地建房，确保查清问
题。

（二）集中整治阶段（长期）。镇人民政府对各村逐宗核实
统计上报来的数据要认真复核，汇总上报县级主管部门和县
人民政府研判处置。在县级主管部门和县人民政府的带领下，
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开展集中整治。

（三）构建长效机制阶段（长期）。对未完全处置到位的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制定整治处置方案，明确处置责任主
体、处置时限、处置措施等，挂账监管，限期落实整治。同
时加强与各相关部门沟通，形成工作合力，消除管理盲区、
明晰执法边界、完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坚
决防止农村违法占用耕地建房乱象反弹。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人民政府要发挥“第一把手负总责，
镇属各单位各村协同配合、层层抓落实”的原则，加强组织
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
各行政村包村领导要统一思想，加大对各村农村违法占用耕



地建房问题清查整治督促和监管力度。

（二）依法依规审慎处置。各站股室、各村、镇属各单位要
根据职责职能，充分发挥群管群防力量作用，根据违法占用
耕地面积、违法问题性质、违法发生时间、违法责任主体等
内容，综合考虑历史因素和现实情况，依法依规分类审慎处
置，防止“一刀切”、简单化，积极稳妥处置问题。既要严
格依法依规、科学合理处置，又要保障合法权益，确保经得
起社会监督和历史检验。

（三）严肃追究责任。各村、镇属各单位要将清查整治工作
纳入日常工作重点，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
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党员、领导干部、退休职工参与占
用耕地建房的，要带头自查自纠，主动汇报情况和争取处置。
对清查整治工作措施不力、推诿扯皮、避重就轻、进展缓慢
的，予以公开通报、约谈；对禁而不止、弄虚作假、瞒报漏
报、压案不查的，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四）加强舆论引导。各村要做好正面引导，加强舆情监测
和研判，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关切和群众诉求，为清查整治
专项行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自然平衡工作计划篇三

1.保护环境爱家园，健康生活每一天。

2.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保护树木，就是保护我们人类。

4.保护自然平衡，拯救绿色环境。

5.保障饮水安全，维护生命健康。



6.草木无情皆愿翠，行人有情多爱惜。

7.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

8.点点滴滴环保情，殷殷切切爱国心。

9.多种一棵树，世界上就多一片绿色。

10.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11.发展生态农业，改善生态环境。

12.改善环境，创建美好未来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13.改善民生，共享水利发展成果。

14.构建和谐社会大环境，倡导文明环保新气象。

15.花草树木对人笑，因为人类爱环保。

16.加强污染防治工作，共同构建和谐株洲。

17.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

18.坚持团结治水，构建和谐流域

19.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强化城市改革开放功能。

20.绿色深呼吸，阳光好滋味。

21.美好的环境来自我们每个人的珍惜和维护。

22.鸟语花香，爱赏共享。

23.破坏环境就是自掘坟墓。



24.千方百计治理污染，齐心协力保护环境。

25.青草绿树你我他，咱们同住一家。

26.青山清我目、流水静我耳。

27.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推进水利协调发展。

28.让绿色看得见，让绿色听得见。

29.让绿色走进家园，使生命远离污染。

30.让校园成为绿色殿堂。

31.人类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

32.人重脸，树重皮，请勿墙上留痕迹。

33.如果自然是母亲，那么我们就应该是孝子。

34.上项目必须先办环保审批手续。

35.生命和绿色拥抱人类与生态共存

36.世界因万物而和谐,生命因绿色而美好。

37.手拉手，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构建和谐社会。

38.水资源是有限的，生命之河是无限的。

39.锁住黑龙保蓝天，治理污水护家园。

40.同建绿色校园，共享鸟语花香。

41.万人齐参与，共建‘绿色生命树’。



42.为了美丽家园，请从小事做起。

43.为了子孙后代，请留下一片净土。

44.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

45.校园是我家，美丽靠大家。

46.幸福生活不只在于丰衣足食，也在于碧水蓝天。

47.烟尘污染要减轻，集中供热是途径。

48.用心灵播撒绿色的种子，用汗水犁出绿色的家园。

49.有限的资源，无限的循环。

50.与绿色相约，与环保同行。

51.珍惜水，保护水，让水造福人类。

52.珍惜水资源，保护水环境，防治水污染。

53.珍惜资源永续利用，绿化环境净化心灵。

54.珍惜自然资源，共营生命绿色。

55.追求环保是你我的心愿，参与环保是你我的责任。

56.追求绿色时尚、走向绿色文明

自然平衡工作计划篇四

战争，是人类施以暴力的一种流血的政治手段，是一团笼罩
着全人类的恐怖烟云。战火中，烽烟滚滚，刀光剑影，兵荒



马乱，血尸遍野。人类在历史的延续中无休止地重蹈覆辙。

这并不是在制造危言耸听的厥词，也不是在嘲笑人类的文明
进步，更不是在宣传恐怖论，这是辩证法的因果关系，是主
客观的一种必然报应和结果。

生活在都市的人们早已被灯红酒绿的繁华和车水马龙的尘嚣
淹没，根本无暇去顾及生态的平衡与否。然而，正是在人们
的稍不留神中，一个悲剧日趋酝酿成熟，并且随时可能上演。
也许太多的人对诸多的“危机”已是司空见惯，不以为然;而
另一些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则会惶恐不安，惊慌失措。

假如明天便是地球末日，让我们再來抚摸一下可爱的世界。
让我们再看一看长白山的原始森林.洞庭湖的浩淼烟波，庐山
的岚雾缭绕和内蒙古草原的骏马奔驰……让这最后的一瞬幻
作一抹永恒取代遗憾，因为这只能是我们此生屮唯一的纪念。

假如明天便是世界末日，让我们“勇敢”地去设想一下明天
的满目疮痍。长白山不再有一叶新绿，洞庭湖不再有一丝淸
涟，庐山岚雾早已消散.内蒙古也再没有生灵，再没有草原。
刹那间，东海扬尘，世事变迁。所有的生命与美好的往事都
随着沧海桑田的变幻而化为一缕烟尘，弥散在宇宙中。茫茫
浩宇，一颗灰色的星球孤独地在空旷屮旋转，唯有漫天沙尘
相伴。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杞人忧天的假设，是一个荒诞无聊
的玩笑。那么，我只能在那些一直沉迷不醒的人的耳际高呼：
醒醒吧!你可知道，世界正面临重重危机，人类正走向绝灭!
一切的可怕与残酷归根结底正来源于生态平衡的失调。而这
一悲剧的酿造恰是曾创造了辉煌的科技成果和文明进歩的人
类!

这是一场与战争迥然不同却更为残酷的灾难.这是一个人类走
向自我毁灭的过程。



让我们用数学来求证一下人类对环境的依赖：一个生命的维
持需要呼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一个7岁孩子每天平均排
出3/4公斤的二氧化碳。树木和其它植物则会吸入二氧化碳，
吐出氧气。一棵树一年吸入约12公斤的二氧化碳，一个7岁的
孩子一年所吐出的二氧化碳需23棵树才能吸收。

地球生成1英寸的耕作层平均需要100年的时间。在美国中西
部，当100年前农民刚刚幵始耕种时,耕作层大约有两英尺厚，
形成这样的耕作层至少需2400年的时间。

当你随手折断一根树枝，随意踩坏一棵小苗时;当一家工厂明
知故犯地将废气排入大气，将废水排入江海时;当人们随心所
欲地霸占耕地，恣行无忌地乱伐林木时，这难道仅仅是一种
疏忽和无意吗?这只能是人类无视环境保护的有力见证。环境
污染与生态失衡已伴随着人类的进步逐渐聚合、扩大为一团
压得人们近乎窒息的乌云。

战争，这场血与剑的灾难已渐渐远去了。即使旋风般卷来，
也会在瞬间潮水般退去。而生态失衡的又一战场巳展幵了鹿
死谁手的殊死较量。它或者将贯穿人类历史始终，或者将在
强有力的措施面前戛然而止。地球是我们自己的家，地球上
所有的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已在主客观的统一中溶为一体，
息息相连。

绿叶上有生命的脉络，甘霖中有生命的滋润，万籁红尘无不
存在生灵的气息。为了生命的延续.让我们驱走这场比战争更
残酷的灾难吧!

自然平衡工作计划篇五

音乐器材室是教师、学生进行各项音美活动所需的器材存放
处，是音乐课及课外音乐活动进行练习的主要来源。因此，
要高度重视音乐器材室管理建设，配置必要的器材和设备，
确保学校正常音乐课及音美活动，为学生进行各项音美活动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特制定器材室计划。

1、建立器材管理明细账，做好账物相符。

2、检查固定器械，发现损坏要及时维修，防止伤害事故的发
生。

3、加强对器材的防腐处置，应经常检查或更换存放位置。

4、定期清点器材，做到帐物相符，对损坏、低值易耗的器材
填写单据，上报注销，根据器材的损坏程度提出维修和购置
计划，对丢失物品及时登记。

6、经常对各种器材进行检查并及时进行维护与保养，做好各
种防护措施，做到防潮、防火、防鼠、防锈、防尘、防震等。

7、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培训，按时参加学校召开的管理
员会议。经常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8、音乐课上使用器材请填好“使用清单”并注明日期、节次、
器材、数量等。

9、课外活动学生借用器材要有记载，归还时要检查数量和有
无损害。

10、对学校教工借用器材，请务必履行登记手续，归还时要
予以 注销。

11、学校外借音乐器材需经学校主要领导人或分管领导签字。

12、借用音乐器材丢失或损坏者，酌情予以一次性赔偿，并
进行登记加以说明。



自然平衡工作计划篇六

《_防震减灾法》已由_第十一届全国_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修订通过，新修订的《防震减灾法》仍然贯彻防震减灾工作
实行“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并在“以人
为本”的原则上作了较大的修改，同时强调了_抗震救灾指挥
机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国抗震救灾工作。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
调本行政区域的抗震救灾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震减灾活动的义务。我校防
震减灾各职能部门，要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新《防震减灾法》
的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各种形式，对全体学生做好宣传教育
工作，常抓防震减灾工作不放松。

地震应急处置和管理是防震减灾工作最核心的大事，要切实
抓好地震应急预案的落实。一要牢固树立震情第一的观念，
强化减灾意识。二要明确应急工作程序、部门管理职责和协
调联动机制，保证地震应急工作及时、高效进行。三要在上
年度物资清查的基础上，抓好地震应急基础装备建设，补充
防震减灾战略的储备。

要结合防震减灾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和市、区有关要求，在
的“防震减灾法”实施日和“”汶川地震纪念日，采取多种
形式开展地震法规知识宣传、地震科学知识宣传、防震避震
知识宣传。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地震科普示范学校等宣传阵
地建设，制定切实有效的宣教方案，提高中小学生的防震避
震知识;要充分发挥本校地震科普室固定宣传基地的作用，积
极组织开展地震科普宣传;要深入开展防震减灾知识“进机关、
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的“五进”活动，把地
震宣教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历次地震灾害的实例表明，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建筑物的倒塌和场地破坏。提高建筑物的



抗震能力，对减轻地震灾害非常重要。因此，后勤处要加强
协作，严格抗震设防管理。学校一方面要加强防震减灾知识
的宣传，另一方面，要组织检查教师的住房，学生的教室，
厕所，发现问题及时加固。

地震避险场所的建设是地震救援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要将应急避难场所和紧急疏散通道等内容纳入总体规划，
拓展校园，操场等公共场所的应急避难功能，设置必要的避
险救生设施。

汶川大地震中的一个惨痛教训就是逃生意识的全面缺乏，尤
其是学生，成为受地震伤害最大的群体之一，因此加强学生
抗震避险意识，开展应急逃生演练是学校的长期任务。

本年度我校要根据学校教学任务的安排，组织广大师生，根
据学校实际情况，开展地震应急演练与常规性的逃生演习，
以增强师生在地震中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适当建立一批防震减灾工作教育点，
常年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要求每位少先队员和
共青团员办手抄报一份。

自然平衡工作计划篇七

1、通过饲养和观察小乌龟，了解小乌龟的外形特征及其较为
明显的生活习性。

2、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语言、动作）表达对小乌龟的认识和
感受。

3、有关心、爱护小动物的情感，愿意照料小乌龟。

4、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积发幼儿的想象力。



5、让幼儿学会初步的记录方法。

1、小朋友从家中带来的乌龟。

2、乌龟的食料、猪肝或少许肉泥。

3、幼儿用书：小乌龟

一、请带乌龟的幼儿向大家介绍。

二、引导幼儿围绕乌龟的话题相互谈谈，引起幼儿对乌龟的
关注。

教师：你饲养过小乌龟吗？你认识小乌龟吗？你喜欢小乌龟
吗？

三、引导幼儿就乌龟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进行自由观察和
交流。

教师：请幼儿自己去观察，触摸小乌龟。

1、教师：乌龟长得什么样？（注意引导幼儿学习有序地观察）
教师：乌龟是怎么走路的？（引导幼儿用身体动作来表现乌
龟慢慢爬行的样子）

2、教师：小乌龟吃什么？（拿出准备好的食物喂小乌龟）教
师：小乌龟是怎样保护自己的。（引导幼儿轻轻的去碰小乌
龟）

四、教师总结。

现在冬天来了，我们可以观察观察小乌龟到了冬天会怎么样？

本节活动课将幼儿带入到一个游戏的情境中，以捉迷藏的游
戏引出小乌龟，后面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了观察乌龟的环节，



情节也是环环相扣。作为一堂科学课更是以两次观察将乌龟
的外形和生活习性了解个透彻。第一次观察时幼儿只注意到
乌龟的外形，是一些比较外在的东西，然而经过教师引导性
语言的第二次观察，有目的地将幼儿带往了解乌龟生活习性
的方面。活动的最后，以游戏的形式将乌龟的主要特征和习
性呈现以及达到巩固知识点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