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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班会教案：节约水资源 6 篇 

 

主题班会教案：节约水资源 6 篇 

在我们平凡无奇的学生时代，大家一定没少参加主题班

会吧？主题班会要适合学生年龄特点、寓思想教育于生动活

泼的形式之中。是不是正在为策划一个主题班会而发愁？以

下是我精心整理的主题班会教案：节约水资源，欢迎阅读，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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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地球只有一个，保护自然资源，人人有责。可是，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日常生活中浪费水、电的现象

却日趋严重。因此我班开展了”“的活动，一方面是为了使

学生从小树立环保意识，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学生调动家长节

约能源的积极性，从而使环保活动从学校走向家庭，从家庭

走向社区，走向社会，形成人人关心地球，爱护地球的良好

局面。 

二、活动方式：召开主题班会 

三、活动准备： 

学生在家中观察统计用水、用电情况，想想怎样才能节

约一部分水、电，哪些地方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其它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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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怎样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并做出记录(水表、电表各月走

了多少)。 

四、班会过程： 

1.班长宣布：”“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2.班干部介绍活动内容及要求： 

同学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地球是我们人类唯一的家

园，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人们无节制的利用，地球资

源越来越少了，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无法生存，下面请大

家听一下《能源危机迫在眉睫》吧! 

3.发言：听完了地球的最后景观，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

保护地球资源刻不容缓，让我们也为环保做一份贡献吧! 

学生讨论： 

(1)在我们家中有哪些需要用水、用电的地方? 

电：洗衣机、电扇、空调、冰箱、电视、微波炉、热水

器…… 

水：做饭、饮用、洗衣服、墩地、冲厕所、洗澡…… 

(2)那么请同学们想一想在我们用水、用电时有哪些浪费

的观象? 

学生举例： 

如：①洗衣服时洗衣机用水量比用手洗费水多得多。 

②刷碗时放着水笼头一个碗一个碗地冲很费水。 

③冲厕所很费水，而且冲完后水箱不严一滴一滴地往便

池中流，日久天长就会浪费很多水了。 

④有时上班忘了关灯，一天没人，会浪费很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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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我们家的冰箱很费电。 

⑥洗澡时，我到妈妈单位去洗，不冲的时候，水也哗哗

地流着白白的浪费了。 

⑦我们家的电视--开就是一天，没人看也开着，白费电。 

4.发言：同学们总结出这么多浪费水电的地方，对于一

个家庭来说，浪费一些不算什么，可是请大家算一算，我国

有 12 亿人口，每人每天浪费 1 斤水，每天浪费多少?每月多

少?每年又是多少? 

(学生算好后汇报 12 亿人每天浪费 12 亿斤水，每月浪

费 360 亿斤，每年浪费 4320 亿斤)再请大家算一算，每人每

天浪费半度电，12 亿人一年浪费多少? 

(0.5×12 亿× 365 天=2190 亿度) 

班长总结：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呀!地球资源再也不能任

意浪费了，否则，不久的将来，我们见到的最后一滴水将是

我们的眼泪!如果我们每个家庭每个月节约 1 吨水，1 度电，

我们全班 35 个家庭每年就能节约 420 吨水，420 度电，日

久天长，我们不同样为保护地球资源做出贡献了吗?请大家

讨论一下，我们怎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节约每一滴水，每

一度电呢?制订措施： 

①做到随手关灯。 

②洗衣服时少量衣服尽量不用洗衣机，洗衣服剩下的’

水留着涮墩布或冲厕所，做到充分利用。 

③买冰箱时买节能型冰箱，即省钱又省电。 

④刷碗时用一个大盆接着，不要让干净水白白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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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开空调时把门窗关严。 

⑥洗手洗脸时不要长流水，不洗时关上笼头。 

⑦从冰箱里拿东西时尽量一次拿完，做到少开快关也可

以省电。 

⑧我洗澡时，站在一个大盆里，冲澡的水流在盆里可以

冲厕所。 

6、孔雨晨读《倡议书》(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请同学们和家长一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从

每一滴水，每一度电做起，为节约能源做出贡献) 

7、班主任总结： 

首先向各位家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同学们统计了以前家

中每个月的用水、用电的数量，从今天开始。我们记录一下，

这个月在我们采取了节约措施以后比以前节约了多少，又发

现了哪些新的节约方法，一个月后我们再来汇报。 

8、班长宣布：《节约水资源》主题班会到此结束!主题班

会教案：节约水资源 2 

 

一、教学目的 

1、通过中队主题班会，让学生了解更多关于水资源的

知识，包括我国水资源现状、水资源污染、预防措施等。通

过种种数据让同学认识到我国现在水资源现状不容乐观，再

列举出水源污染的类型及有关的预防措施。 

2、通过中队主题班会，培养学生节水和环保意识，责

任意识，通过各种形式让学生认识到节约资源要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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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边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号召学生在班会结束后的生活

中，也能主动做到好的延续。 

3、通过中队主题班会，让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得

到放松和快乐，也让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学知识，在学知识

的同时更展示自我个性，增添了一份自信。 

4、通过中队主题班会，使班级干部的组织能力得到锻

炼和提高。分组活动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

神，随机分组的形式也增加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教学

准备：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定主持人名单，各节目的主要

负责人，准备活动材料用具，抽签分组登记并选出队长。 

二、班会内容和过程 

1、主持人：周倩、秦榛、王迪、李若文宣布“主题班

会”现在开始。 

2、PPT 时间主持人周倩：“我们都知道，人的生存和生

活都离不开水，水资源对每个人都十分重要，但我们都知道，

我国的水资源现状不容乐观，下面就让我们通过 PPT 来了解

一下我国的水资源现状。”大家观看关于我国水资源现状和

水源污染及预防措施的 PPT，四位主持人朗读。 

3、健美操表演。 

4、创意设计大赛秦榛：“王迪，你知道这垃圾带有什么

用吗？”王迪：“垃圾带不就是装垃圾的吗？还有什么用

吗？”秦榛：“资源的用处可大啦，下面我们就看看我们的

同学是如何利用它们做出时尚的服饰吧。”材料：垃圾袋、

报纸、别针规则：每队派 3 人，两女一男，两人设计，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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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特；3 分钟创意设计；30 秒配合音乐展示。评分：由来听

课的实习老师评出名次，第一名加 200 分。教学目的：让学

生充分发挥想象力，考验同学之间的默契、配合和协作精神。

通过游戏让同学了解到资源的多重利用性，希望同学以后要

节约资源。 

5、第一轮答题抢分时间王迪：“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分数已经出来了，蓝队暂时领先。”李若文：“但落后的队伍

不要气馁，因为接下来到了我们的答题抢分时间了。”规则：

每队队长抽一题，答对得分，答错不扣分评分：每题 200 分

教学目的：同学们讨论回答有关资源方面的题目，拓展知识

面，题目的内容在之前的 PPT 出现过，考验学生的观察能力

和记忆能力。 

6、讲笑话徐卓尔、庄妍、宋浩瑜周倩：“紧张过后，让

我们来轻松一下。下面由请徐卓尔、庄妍、宋浩瑜为我们讲

笑话，大家欢迎！” 

7、跳跳对与错秦榛：“谢谢三位同学为我们献上的’精

彩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考验一下同学们对资

源的了解和反映速度。”规则：3 轮，每轮每队派 2 人；同学

排成一列，主持人提问，对的往右跳，错的往左跳，第一时

间反映，不能停顿，回答错误直接淘汰；主持人监督评分：

每轮留到最后没有被淘汰的同学所在的队伍加 200 分教学

目的：让学生在游戏轻松的过程中，更深刻了解资源的用途，

同时，学生的反映速度和判断力也可以从中体现出来。 

8、第二轮答题抢分时间王迪：“好了，经过一轮紧张刺



 - 7 - 

激的游戏后，又到了答题抢分时间了分数落后的队伍可要抓

住机会了。”李若文：“这次答对加分，答错要扣分，所以大

家可要好好动脑筋咯！”规则：每队队长抽一题，可选择不

答评分：每题 200 分，答对得分，答错扣分。 

9、模仿不走样秦榛：“接下来让我们来活动一下手脚，

考验一下大家的模仿能力。”规则：每队派 6 人，依次传递

动作；不能开口提示，主持人监督音乐：怎么办评分：最后

一位同学答对 300 分教学目的：考验学生的知识面及对成语

典故的理解力，以及学生将动作表现出来时需要表现力和自

信，同时，让学生认识到团队精神和同伴间的信任和默契是

十分重要的。 

10、第三轮答题抢分时间李若文：“决战时刻到了！”王

迪：“是啊，这是最后一轮的答题抢分时间了，也是唯一得

分的机会了！”规则：每队队长抽一题，可选择不答评分：

每题 200 ，答对得分翻倍，答错扣分翻倍。主题班会教案：

节约水资源 3 

 

千年之首，“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主题分别是“卫

生用水”和“加强节约和保护，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看着这样的主题，我们不禁想起那句警世名言：如果我们不

珍惜宝贵的水资源，那么地球上最后的一滴水很有可能就是

我们的眼泪! 

水资源，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危机”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是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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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可代替的特殊资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文明

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世界上的水资源是有限

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与水的供应相适应，不能无限制

地采水用水，不能超越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当今世界，随着

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淡水资源的需求量不断

增加;同时，由于不合理的利用，本来短缺的淡水资源日益紧

张。 

我国的水资源短缺，由来以久。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是

干旱发生频繁的国家，素有“十年九旱”之说。在 2200 多

年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发生大的旱灾就达 1300 次之多。我

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 2300 立方米左右，约为世界人均

水量的四分之一。我国水资源不仅人均占有量少，而且水资

源分布极不均匀，长江以北水系流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63.5%，水资源却占全国的 19%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

展，水的缺口也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农业灌溉每年平均缺水

300 多亿立方米，全国农村还有 3000 多万人饮水困难。全

国有 400 多个城市缺水，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有 110 多个，

全国城市日缺水量为 1600 万立方米，每年因为缺水影响工

业产值 20xx 亿元以上，影响城市人口约 4000 万人。 

除了我国，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严重缺水

问题。 

联合国水资源大会指出：“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水资源

紧缺时代”。全球日益加剧的水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

度重视，1972 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 1977 年的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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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事会议就曾向全世界发出警告：“水不久将成为一项严重

的社会危机，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就是水。”世界各

国都开始对水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逐渐对水资源危机

形成共识。1995 年 8 月世界银行调查统计报告公布：拥有

世界人口 40% 的 26 个国家正面临水资源危机，这些国家的

农业、工业和人民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约有 10

亿人喝不到清洁水，17 亿人没有良好的卫生设施，80% 的

疾病由饮用不洁水引起，并造成每年 2500 万人死亡。1999

年“世界水日”，联合国发出警告，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和

生活水平的提高，世界用水量正以每年 5% 的速度递增，每

15 年用水总量就翻一番，除非各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否则，

在 20xx 年前，地球上将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面临淡水资

源危机，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水资源

的短缺已成为当今全球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

素。合理利用水资源，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而节

约用水是水资源合理利用的关键所在，是最快捷、最可行、

最广泛有效地维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途径之一。 

节约用水，我们共同的责任 

可以说，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节水事业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着距

离。 

农业，是水资源的用水大户，也是水资源的浪费大户。

在我国，“土渠输水、大水漫灌”的农业灌溉方式目前还仍

在普遍沿用，灌溉用水一半在输水中就渗漏损失了，灌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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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不足一些发达国家的一半水平。

我国每平方水灌溉后增产粮食 0.5 公斤，发达国家则可达 2

公斤。工业，因为现有用水设施技术落后，目前我国工业万

元产值用水量为 103 立方米，美国是 8 立方米，日本只有 6

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 10～20 倍;我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

率仅为 40% 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 75% ～85% 。城市居

民生活用水不讲节约、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节水教育

任重道远。仅北京市一年跑冒滴漏的水就达 36 万吨。同样

是缺水的以色列，不仅居民冲厕与洗手是两套管道，就是冲

厕也分大便和小便两个按钮。正是水忧患意识极强的以色列

人，发明了农业滴灌技术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是我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宏伟目标的时期。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用水

量将大幅度增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趋尖锐。据预测，全国

遇中等干旱年要实现水资源大致供需平衡，在考虑采取严格

节水措施的基础上，20xx 年总需水量为 6988 亿立方米，

20xx 年为 8000 亿立方米，20xx 年至少需 8500 亿立方米，

分别需要比 1995 年供水能力 5500 亿立方米增加 1500 亿

立方米、2500 亿立方米及 3000 亿立方米。由此可见，用水

的缺口是相当大的。我们只有坚持开源节流并举、把节流放

在首位的方针，进一步强化节水工作，实现以节水为中心的

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努力实现供需的基本平衡，才

有可能顺利实现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 

节约用水，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我们共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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