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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幼儿自我服务能力培养的实践与探索 ①

吴慧芬
（丽水市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浙江 丽水３２３０００）

摘　要：自我服务能力的养成对幼儿身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可利用晨间谈话、主题活动、区
域游戏、离园赛事等环节对幼儿生活自理能力进行培养，并通过加强家园合作来最终提升小班幼儿的自我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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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服务能力是个体对自己基本生活事件的处理能

力。幼儿自我服务能力主要指幼儿独立地照料自己生活

的简单劳动能力，包括能独立进餐、穿脱衣服、鞋袜、洗

脸、洗手、刷牙、将玩具物品放回原处等［１］。幼儿具备基

本的生活能力是其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

语言、艺术、科学、社会等方面学习与发展的基础［２］。《３

～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要“指导幼儿学习和

掌握生活自理的基本方法”，“鼓励幼儿做力所能及的

事”。由此，笔者尝试在幼儿园一日生活活动组织过程中

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并通过家园合作来提升幼儿

自我服务能力。

１　小班幼儿自我服务能力现状
笔者对就职幼儿园１００名小班幼儿家长的教育态度

和幼儿在家生活自理能力发展水平进行深入调查，结果

显示，小班幼儿自我服务能力普遍较低，比起往年的幼儿

有下降的趋势。而且幼儿在家与在园表现不一致，具体

差异表现在：会自己洗手在园为３３％，在家为２０％；会脱

衣裤在园为２３％，在家为１０％；有７０％的幼儿在园能安

然入睡，而在家养成午睡习惯的只有５７％，幼儿在园能自

己吃饭的有８０％，但在家能自己吃饭的只有１０％。通过

调查发现阻碍小班幼儿自我服务能力发展的因素有以下

几点：第一，隔代抚养、包办代替。由于现在很多父母工

作繁忙，把教育子女的任务交给老人。而隔辈教育相对

溺爱，喜欢把孩子的任何事都做好，让孩子“享清福”。因

此造成孩子依赖性强，不愿意动手，从而阻碍自理能力发

展。第二，认为孩子年龄小，不会做。在调查中，我们发

现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还小，不会做。因此，剥夺了幼儿学

习生活技能的机会，导致幼儿什么都不会做。第三，孩子

自己做，做不好，太麻烦。在一次访谈时，有家长向我讲

述了这样一件事：孩子在两岁半以后，曾有一段时间表现

出喜欢帮家人“干活”，看到大人拖地，他就要过来抢拖

把，然后和大人一样拖地；看到大人用筷子吃饭，他也要

一双筷子，把饭弄得满地都是；后来为孩子准备了“调

羹”，他也照样弄得满地都是。最后没办法，只能喂他吃

饭，到现在上幼儿园了还是要人喂饭。事件中反应出：大

人嫌麻烦，剥夺了孩子自我服务的机会，导致幼儿自我服

务能力弱。第四，重智力轻能力的教养方式。更有一类

家长认为：孩子只要聪明就行，上课认真听讲、会答对问

题就行。至于会不会自己吃饭、擦嘴、穿衣、穿鞋等都不

用学，没关系的。这样重智轻能的教养方式也阻碍了幼

儿自理能力的发展。

２　小班幼儿自我服务能力培养目标
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３－６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要求，结合本园小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发展现

状，确定活动目标。

洗手：了解盥洗的顺序，初步掌握洗手的方法；学会

开、关水龙头；逐步养成饭前便后及手脏时洗手的习惯。

进餐：能独立就餐，保持愉快的情绪；学习正确地使

用餐具；初步学习饭后擦嘴。

睡眠：安静入睡、起床，养成独自午睡的习惯；午睡要

自己脱鞋袜，并放在固定位置；初步学会穿脱衣裤、解扣

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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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厕：学会上厕所小便，姿势正确；能正确地向老师

表达大小便需要；学习大小便后提裤子。

个人及公共卫生自理：认识手帕，初步学会使用手

帕；能轻拿轻放椅子、逐步学习擦小椅子；学习收拾整理

玩具图书的简单方法；初步懂得自己长大了，要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

３　小班幼儿自我服务能力培养途径
陶行知先生指出：“全部的课程包括全部的生活，一

切课程都是生活，一切生活都是课程”。［３］于是，我们应着

眼于幼儿一日生活各环节，抓住教育时机。在实施过程

中，我们着重设计几个环节的教育活动，让幼儿在有形的

谈话活动、主题活动中感受自我服务的重要性，在无形的

区域游戏、离园赛事中，收获成功，体验快乐。

３．１　晨间谈话，提高自我服务意识

为切实提高幼儿的自我服务意识，我们设计多样化

的“晨间谈话”内容来正面诱导，激发幼儿的生活自理意

识。如：“我是幼儿园小朋友了”“我学会的新本领”、“妈

妈的小手”等，利用提问、讨论、行为练习等形式，让幼儿

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完成事情，为自己会干力所能及的事

情感到自豪。

３．２　主题活动，提升自我服务技能

在激发幼儿自我服务意识的基础上，我们在主题活

动中用生动形象的形式教给幼儿生活自理的技能。如，

开展主题教学“我会自己吃饭”“洗手七步法”“喝水真快

乐”“小手真能干”等活动。在“小手真能干”主题中有

“叠衣服”的活动，我们和幼儿一起将叠衣服的过程编成

一首朗朗上口的儿歌：“衣服小宝宝，快来睡睡好（把衣服

展开对襟放好），左手抱一抱，右手抱一抱（左右两边的袖

子依次平叠向中间），先来点点头，再来弯弯腰（先把领子

叠在胸前，再将衣服拦腰对折），都是好朋友，整齐来排好

（把衣服折叠后一件件整齐地摞起来）”。让幼儿边朗诵

边练习，幼儿很快便掌握了动作要领。与此同时，我们还

将叠衣服的步骤张贴在墙上，供幼儿随时学习。

在培养幼儿自我服务技能时，我们始终按照教师示

范→幼儿学做→复习巩固→形成习惯的模式进行。但是

幼儿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因而我们加强个别教育，分

类指导，对能力较弱的幼儿采取一爱（关心爱护）、二找

（找原因）、三帮（具体帮助）、四配合（与家长联系）的方

法，做到耐心、细心，不包办，多指导鼓励的方式，为他们

创造获得进步的机会，使个别能力较弱幼儿也能达到预

定的目标，体验到成功。

除了主题活动外，我们还通过讲故事“别说我小”“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以及观看有关的视频等，让幼儿知道自

己的事情应自己做，激发孩子参与做的欲望。还设计了

“图书破了我来补”“我学系鞋带”等活动，幼儿虽然做得

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在幼儿做的过程中会提供相关的技

术指导，并及时鼓励幼儿，协助幼儿完成。

３．３　区域游戏，创设自我服务实践场地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孩子独立活动的要求得到某种

满足或受到成人的支持时，孩子就会表现出得意、高兴，

出现“自尊”“自豪”等最初的自我肯定情感和态度。我们

在完成幼儿自我服务技能的提升后，创设了很多区域。

目的在于为幼儿提供一个自我服务的实践场地，有意识

地让幼儿从中体验到成就感，帮助幼儿提高独立做事的

兴趣和信心，自理能力在日积月累中逐渐提高。

“娃娃家”是小班幼儿最喜欢的区域，我们为幼儿创

设了温馨的“娃娃家”。在“娃娃家”中，他们学着成人的

样子，当起“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在角色扮演中

不断模仿着成人的行为，不知不觉间提高了自我服务的

技能。

“美食天地”的创设，进一步扩大了幼儿提升自我服

务能力的范围，他们扮演着“老板”、“厨师”“服务员”“顾

客”等角色。进入“美食天地”以前，“老板”“厨师”“服务

员”必须自行穿好服装、戴好帽子才能进入此区。不但如

此，本区域还要求以上四位人员为“客人”服务，这就为能

力强的幼儿提供了更高的平台。

“理发店”的“洗头工”“理发师”在进入区域之前也

是同样要系“头巾”，活动中的所有事情均由幼儿“自行解

决”。在区域活动中不仅提高了幼儿的自我服务能力，同

时也促进了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星光大道”是我园的一个表演区，里面有很多幼儿

表演用的服装、道具、乐器，幼儿进入此区自行选择喜欢

的服装，自行穿戴。当遇到自己一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时，我们要求他们自己想办法。如：甜甜在穿“猴子”的衣

服时，发现衣服的拉链在后面，自己无法拉上，她就去找

好朋友帮忙，拉好拉链后继续穿鞋。这些不仅使幼儿的

自理能力得到锻炼还培养了幼儿为他人服务的能力。

３．４　离园赛事，体验成功，收获幸福

经过一系列活动，幼儿自我服务愿望强烈，自理能力

也显著提高。在班级中再也没有“老师，我不会吃饭”、

“老师，我不会穿裤子”之类的言语，孩子们都会力所能及

地解决自己的事情。于是，我们将每天的离园整理时间

改为“独立之星”评选时间。根据大家表现积极推选，推

选时集中回答两个问题：“你推选谁”，“你为什么推选这

位小朋友，他今天独立完成了哪些事情”，被提名的幼儿

不仅能得到大家的祝贺，还将担任明日值日生的工作，协

助老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及帮助其他幼儿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每日的评选活动不仅为我们提供一个考量

和评价幼儿的平台，也激发和鼓励幼儿坚持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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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做。

除了推选“独立之星”，我们还不定期地开展幼儿自

我服务能力的比赛，比如：“我会自己穿鞋子”、“比一比谁

的裤子穿得好”等。比赛结束后，会为每位幼儿颁发奖品

和奖状，鼓励幼儿继续努力。

除此，在幼儿一日生活的其他环节，我们也会注意提

醒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如：生活中要求幼儿鼻涕自

己擦、吃鸡蛋时自己剥蛋壳等。在每天９：１５—１０：００吃点

心时实行“自助点心”，由幼儿自己取点心、吃点心，吃完

后在“我会自己吃点心”的任务杯里插上小木棒表示自己

已吃过点心。并做到餐前洗手、餐后漱口、擦嘴等。自理

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得，因此在

培养幼儿过程中应加倍耐心细致，树立榜样，并持之以

恒，一以贯之。如：幼儿特别好模仿，在教师擦桌子时，他

们会有想尝试的欲望，那我们放手让其试一试。由于缺

乏生活经验，幼儿在操作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类问题，如不

小心弄湿衣裤，把桌子的脏东西抹到地下弄脏地面等。

我们多鼓励、少指责以保护幼儿做事的积极性。要善于

捕捉幼儿的闪光点，赏识幼儿的点滴进步，让他们做力所

能及的事情，并享受到成功的乐趣。

４　小班幼儿自我服务能力培养保障
孩子动手能力差与父母的养育方式和提供的环境刺

激有关。调查发现，幼儿园教育在家庭中往往得不到延

续，影响了幼儿自理能力的养成。为避免５＋２＝０的现

象，并真正使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得到家长的

协助，实现家园教育的一致性。因此我们通过多种途径

与家长沟通，使家庭教育成为幼儿园教育的好帮手，共同

努力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如，定期召开家长会，宣传培养

的意义、内容要求和方法，取得家长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开展示范性的观摩活动，对家长开放半日活动，组织家长

参加幼儿的活动，让家长更直接地了解幼儿园的做法与

要求；加强个别幼儿家长的联系工作，根据幼儿的具体发

展情况，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及时联系个别幼儿家长，使家

长及时掌握幼儿发展动向，知道下一步的解决方法；借

“班级ＱＱ群”“校讯通”“家长园地”等信息传递窗口，针

对培养目标、指导方法等进行沟通交流，使家长及时了解

应该做些什么，如何做，使沟通更及时。

总之，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是幼儿园工作的重

要内容。在不断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提高幼儿的生活

自理能力非常重要，能为其一生奠定基础。然而“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是个漫长的过

程，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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