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反对浪费班会总结(模板10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
较优质的总结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
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反对浪费班会总结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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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浪费班会总结篇二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粮食的生产过程，体会粮食来之不易，激发学生
尊重劳动人民的情感和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

2、引导学生对日常的饮食习惯进行思考，培养学生爱惜粮食
的行为习惯。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揭示课题。

1、猜谜语。

黄袍加身，金屋藏娇，粒粒皆辛苦，颗颗宝中宝。（稻谷）

2、表演《一粒米的自述》。（揭示课题）

（我是一粒米，别把我看不起，农民伯伯冒着风雨来种我，
忙呀，忙呀忙，费了多少力。我呀来得不呀不容易。）

3、结合小表演引导学生讨论粮食的生产过程。（出示图片）



（翻地、打垄、播种、浇水、锄草、施肥、除害虫、收割、
脱粒、晾晒）

4、朗读古诗《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指导看书。

二、交流、汇报调查结果。

1、小组内交流在日常生活中浪费粮食的现象调查结果，并谈
谈自己的感受。

2、各小组推荐代表在全班进行交流。

3、学生边说边展示自己的画，或师出示图片。

三、讨论如何爱惜粮食。

1、小组讨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用实际行动来爱惜粮食。

2、全班交流。

3、读儿歌《爱惜粮食》。

喷香的米饭哪里来？白白的大米煮出来。白白的大米哪里来？
金黄的谷子碾出来？金黄的谷子哪里来？农民伯伯种出来。
一粒大米一滴汗，爱惜粮食理应该。

四、设计警示语、制作宣传画：

小组讨论如何制作以“爱惜粮食、杜绝浪费”为主题的警示
语和宣传画。



五、唱一唱：歌曲《我是一粒米》。

六、活动延伸：

1、鼓励学生画一画并张贴宣传画，在学校宣传栏里或村里进
行宣传。

2、制定一份爱惜粮食的计划书。

3、与家长合作，关注学生在家庭中的实际表现，引导学生在
实际生活中真正做到爱惜粮食。

反对浪费班会总结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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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们打开课本第六十一页，我们看一看，然后再说一
说：馒头是怎么来的？

学生：（略）

老师：大家看完后有什么感受呢？说一说。

学生：（略）

老师：香喷喷的馒头，是许多人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来之
不易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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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浪费班会总结篇四

活动目标：

1、知道粮食的来历和爱惜粮食的道理；

2、培养幼儿良好的幼儿园进餐礼仪。

核心要素：



自己吃，不用喂，吃干净，不浪费，爱粮食，惜食物，粒粒
米皆辛苦

活动准备：

提前熟悉故事《小猪请客》、熟悉音乐游戏《我爱吃》

基本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通过唐诗《悯农》引出爱惜粮食的主题。

（二）关键步骤：

1、介绍粮食的来历：

（1）提问：“你们知道粮食是怎样来的吗？”

（2）结合《悯农》这首古诗，讲解古诗大意，让孩子知道粮
食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得之不易。

古诗大意：“在夏天的中午，农民伯伯顶着火辣辣的太阳，
在田里给禾苗除草、松土。他们累得满头大汗，一滴滴汗水
滴在泥土里。可是，有谁知道这碗里的米饭，每一粒都是农
民伯伯辛苦劳动种出来的呢！”

（3）和孩子一起探讨粮食的来历和为什么要爱惜粮食。

2、带领幼儿大声地、有韵律地朗诵古诗《悯农》

（三）引歌套词、古诗新唱

活动延伸：



1、讲故事《小猪请客》

通过故事《小猪请客》，教育幼儿怎样爱惜粮食。

2、音乐游戏《我爱吃》

组织幼儿做音乐游戏《我爱吃》，加深幼儿对各种主食的熟
悉和了解，激发幼儿的食欲，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

3、开展“小小检查员”活动

邀请班上的幼儿轮流当“小小检查员”。每餐之后检查幼儿
的餐具是否还有剩饭剩菜？督促幼儿爱惜粮食。

家园互动：

1、不论在家进餐还是外出就餐，家长给孩子的饭菜要适量。
也可以在尊重孩子意见的前提下，给孩子适量的饭菜。

2、家长可利用假期，带孩子郊游。并给孩子介绍农作物的种
植知识，使孩子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从而养成爱惜粮食的.
好习惯。

注意事项：

如果幼儿因为身体不适或饭量小，吃不下那么多饭菜时，幼
儿可以提前跟老师说明情况，使老师在进餐前就能将多出的
饭菜放回，以免造成浪费。

反对浪费班会总结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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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浪费班会总结篇六

1、使幼儿了解粮食的生长过程。

2、让幼儿明白粮食来之不易，要珍惜粮食。

儒灵童教材

1、带领幼儿随着儒灵童歌曲做律动。

2、带领幼儿向孔夫子行三鞠躬礼仪。

1、"听"故事提问导入：小朋友，你们见过蚂蚁窝吗？为什么
萌萌被抬进蚂蚁窝？请听故事《小蚂蚁的仓库》。

2、安静听《儒灵童》故事，情境导入。

教师提问：小蚂蚁的仓库怎么会有那么多好吃的？

故事总结：萌萌吃东西的时候总会把食物浪费，小蚂蚁把萌
萌丢下的食物抬回了家。当萌萌来到蚂蚁仓库后，羞愧极了，
知道粮食来之不易，浪费是可耻的行为。小朋友，老师相信
你们都是珍惜粮食的好孩子。

3、"看"动画提问导入：你们知道我们做饭的大米是从哪里来
的？



4、认真看《儒灵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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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今后你会怎样珍惜粮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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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看图总结：小朋友们，粮食来之不易，我们吃饭时要把
碗里米饭吃干净，不掉桌上和地上，图中的宝宝吃饭时把米
粒撒了一桌子，既不讲卫生又浪费，让我们一起做个爱干净
不浪费的好孩子。

小鸡吃米粒

准备：一些废旧的纸揉成的纸团，几个纸箱或者塑料桶

规则：教师请几位小朋友变身为小鸡"吃地上的米粒"，伸出
双手的食指和拇指做小鸡状。每次只可以用手夹一粒米粒，
然后把"吃"到米粒迅速的放到纸箱或塑料桶里。看谁把地上
的米粒"吃"得又快又干净，给与奖励。

（1）带领幼儿诵读《弟子规》经典。

（2）教师可在日常幼儿吃饭的时侯提醒幼儿不要浪费食物。



（3）和家长联系，习惯养成延续至家庭中落实。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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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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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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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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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伯儒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诸葛亮每一食，
便念稼樯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吴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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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部分

1、让幼儿了解人类为什么要吃饭，知道吃饱饭的重要性。

2、让幼儿了解农民生产粮食的不容易，知道不爱惜粮食是可
耻的行为。

3、让幼儿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

4、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5、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1、重点：让幼儿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

2、难点：幼儿了解农民生产粮食的不容易，知道不爱惜粮食
是可耻的。



农民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劳动的图片，孩子们在不同情形下浪
费粮食的图片。

1：我们平时都要吃饭，点心，水果，那我们不吃会怎么样呢？

2：幼儿自由讨论

3：教师小结，让幼儿知道为什么要吃饭，如果不吃会产生什
么样的后果。

1、幼儿回忆吃饭的情景

2、教师点评在吃饭时孩子们有那些不良行为，让孩子们明白
浪费粮食是可耻的。

1、幼儿观察图片后讨论农民生产粮食的不容易和自己来浪费
粮食的坏习惯。

2、教师总结；让幼儿明白粒粒皆幸苦，从而教育孩子要养成
爱惜粮食的好习惯。

在本次教学活动中，我利用不同的图片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引导他们主动参与讨论，在讨论中逐渐明白吃饭的重要性，
知道农民生产粮食的不容易，明白要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
但是在教学活动进行中，孩子们在理解浪费粮食是一种可耻
行为有点难，在以后的日常教学中，我要随时渗透爱惜粮食
的观念，在有条件的时候带孩子们到乡下走走，让孩子们亲
身经历劳动的艰辛，从而使孩子们的认识更加深刻。

反对浪费班会总结篇七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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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浪费班会总结篇八

团员青年们、少先队员们：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团员青年和少先队员们
要“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争当节
约小能手，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在此，共青团广西区委、广西
青联、广西学联、广西少工委共同向全区广大团员青年和少
先队员发出倡议：

树立观念，知行合一。牢固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



思想观念，积极宣传“节约粮食、拒绝浪费”的社会风尚，
自觉践行绿色环保生活方式。节能减排你“顶顶”，铺张浪
费我“踩踩”，对不必要的资源损耗说“886”。

倡导“光盘”，反对“剩宴”。居家烹饪合理定量、健康饮
食，外出就餐理性消费、不搞攀比，让“光盘”成为晒照打
卡新时尚。少点一个菜，省钱又有爱;多打一个包，体重不变
高。管住嘴，迈开腿，明天才会变更美。

相互提醒，从我做起。节约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责任。
团员青年和少先队员们要从日常点滴做起，为身边的人做好
榜样，大家一起做传递节约正能量的“两只蝴蝶”。大朋友
带动小朋友，小朋友提醒大朋友，用“小餐桌”推动“大文
明”，用“小习惯”培养“大作为”。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团员青年们、少先
队员们，让我们行动起来，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节约粮食、
拒绝浪费，在引领社会节约新风上积极发挥榜样作用!

反对浪费班会总结篇九

01、美德始于心，节俭践于行。

02、吃光饭菜，永不浪费，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3、争当盘子“清洁机”，清光盘子不留迹。

04、食不言，行不语，多吃饭，好身体，讲节约，我做起。

05、吃多少，剩多少，文明就餐好习惯。

06、加入“光盘”行动，节约从我做起。

07、一饱之需，不必是山珍海味;三餐之盘，定要吃得一干二



净。

08、成由勤俭败由奢，倡导光盘净餐桌。

09、珍惜粮食，反对浪费。

10、节约崇古训立业天地，浪费败家传贻害子孙。

11、“光盘”行动，我们一马当先。

12、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3、盘盘净餐，传留良好习惯;人人节俭，富家利国民欢。

14、民以食为天，盘以光为廉。

15、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剩女”。

16、挣钱不容易，花钱要仔细，剩菜要打包，点菜要经济。

17、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
我做起。

18、盘子干干净净，照出你我的品行。

19、光盘行动手牵手，勤俭节约心连心。

20、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21、吃饭不要剩饭粒，农民伯伯我爱你。

22、餐桌在浪费，良心在流泪;吃光盘中餐，节约不再累。

23、我是光盘族，对浪费说不。



24、一颗饭粒，一滴汗水，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5、让节约成为最普通的生活习惯。

26、节约无小事，文明靠大家，我们是“闪亮光盘”。

27、倒掉的是饭菜，流走的是汗水。

28、临丰忆俭，当富思贫。

29、有粮是福，无粮是苦。

30、节约一粒米，拯救一方人。

反对浪费班会总结篇十

通过活动使学生懂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懂得
勤俭节约的重要性。勤俭节约要从平时的一点一滴做起，从
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做起。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要从
小养成。

主持人：勤俭节约对于我们有何意义?

勤俭是什么?传统文化推崇它，那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品
德;哲人推崇它，那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
念物力维艰;现代文明推崇它，那是对有限资源的珍视，对过
度消费的钳制。

有人说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非常丰富了，没有必要再那
样的节俭，事实上，我们的国家很多资源还是很紧缺的，为
了我们更好地生活以及发展，我们还是要提倡勤俭节约。一
个没有勤俭节约精神的国家是难以繁荣昌盛的;一个没有勤俭
节约精神的社会是难以长治久安的;一个没有勤俭节约精神的
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节俭，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今天的社会里，更显得意义深长。

主持人：由三位同学介绍名人的节俭故事。

主持人：事实上，我们国家也已经采取了很多节俭的措施，
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下面，请同学来介绍一下其他国家的
比较好的节俭做法。

1：日本

日本是一个资源极为匮乏的岛国，但它不仅创造了战后迅速
崛起，在短时期内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奇迹，而且在建立节
约型社会方面也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号称“车到山前必有
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的日本丰田公司，在成本管理上从一
点一滴做起，劳保手套破了要一只一只的换，办公纸用了正
面还要用反面，厕所的水箱里放一块砖用来节水。一个贵为
一国之尊、一个是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节约意识竟如此强
烈，令人赞叹。

2：比利时

比利时不缺电，但节约用电的观念却深入人心。据欧盟统计
局统计，2002年比利时的'发电量高于用电量。比利时联邦政
府能源主管部门的发言人埃尔曼告诉记者，比利时不存在电
力短缺问题，但比利时联邦政府仍关注电力发展的未来，鼓
励公民节约用电。

根据前面的调查：

(1)零花钱

(2)纸张

(3)饭渣。



请两位同学进行反馈：

1：基本数据

2：反映出的问题

3：引发讨论：

如何节约水电、粮食、有效使用零花钱，使用纸张等。

主持人：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如何节约水电、零花钱、纸张
等等，事实上，浪费现象涉及方方面面，请大家再来讨论，
我们看到的浪费现象还有哪些，可以如何改进等等。

主持人：大家都积极地参与了刚才的讨论，很多同学已经有
很好的节俭意识以及做法，我们不仅要身体力行，而且还要
发动更多的同学一起参与节俭的行动，因此，我们向全校师
生发出倡议书：勤俭节约，从我做起，请班长宣读倡议书。

班主任小结：

主持人宣布班会结束。

节约不仅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责任。建设节约型校园，
营造节约型社会，我们能做的其实很多很多。在“勤俭节约
从我做起”的主题班会中，同学们认识到勤俭节约的重要性，
并提出很多不错的点子：节约用水，适度用电，随手关灯，
合理饮食，变废为宝等。这些虽然都是小事，如果大家都能
做到，每年也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多资源。勤俭节约，从自我
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创节约型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