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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学前阶段培养幼儿的自理能力，可以促进幼儿的独立和自信。由于幼儿的心理并不成熟，在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培养的过程中，需

要借助其他因素进行引导，这就需要幼儿教师在教学方式上的探索。因此，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幼儿教师的方

式。在课堂活动中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尤为重要。幼儿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也有义务积极探索利用游戏活动培养幼儿自理能力的方式、方法和

策略，以促进幼儿的幸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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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阶段培养其生活自理能力是很重要的教学部分，它对幼儿心

理发育和学习能力的启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现阶段的幼

儿教育中，如何让幼儿拥有生活自理的意识和能力是幼儿教师积极探索

的教育目标。通过游戏活动的方式，可以帮助幼儿教师找到更多培养方

式，让幼儿拥有自理意识和学习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可以为未来的生活

打下良好的基础。 

1 根据教材内容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意识 

幼儿因为年纪小，在家自己做事情的机会较少。他们有很强的心理

依赖性。父母也出于他们的喜好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孩子。他们甚至照顾

孩子自己能做的一切。这导致孩子形成一种误解，认为成年人会帮助做

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来教育幼儿，让他

们知道他们做自己的事。首先，我的爱好是积极教育幼儿，提高他们的

自助意识。活动结束后，我可以随时用相机拍摄一些我 喜欢的照片。

孩子们在活动中的表现淋漓尽致，孩子们的天真和表现出的兴趣将融入

我未来活动的镜头。其次，区分教材中的不同行为，巩固幼儿的自我保

健意识，引导幼儿通过比较提高对自我保健行为能力的理解。在此基础

上，让幼儿参与到洗手帕、扣纽扣、扫地、布置玩具和其他游戏。同时，

教师可以用相机拍摄活动过程的照片和视频。然后玩游戏，让孩子们自

己看比赛。他们非常喜欢在电脑里看到自己。快乐的同时，也激发了孩

子们对自我护理的兴趣。 

2 户外游戏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 

自理能力是幼儿拥有的一些 基本的生活技能，如幼儿独立穿衣和

穿鞋袜的能力、幼儿独立整理衣服的能力、幼儿独立吃饭的能力、幼儿

独立洗脸和洗脚的能力等。幼儿园户外游戏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形式。幼

儿园教育工作者应积极探索户外游戏中培养幼儿自理能力的途径、方法

和策略。 

第一，在户外游戏中引导幼儿自己经常洗手的习惯。例如，幼儿园

可以准备一些主题为“玩水”的户外游戏，游戏材料可以准备一些水、

自来水、肥皂、洗手液、脸盆、毛巾等。在游戏活动中，幼儿可以学会

开关水龙头，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让幼儿练习搓手和洗手，可以在幼

儿中开展游戏活动，让幼儿通过游戏、比较和比赛学会独立洗手，让幼

儿通过游戏活动养成积极洗手和注意卫生的良好习惯， 并且可以让孩子

在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的时候玩一些小游戏，例如，当他们的手被肥皂

水弄脏的时候，他们可以在玩耍中学会洗手。 

第二，在户外游戏中引导幼儿自主穿鞋袜。例如，幼儿教育工作者

可以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组织孩子到户外进行主题为“独立穿鞋

袜”的游戏。孩子们会带着极大的兴趣来到户外玩游戏。教师可以将孩

子分成几组，以小组比赛的方式进行游戏子。当然，这种游戏需要事先

准备好大的塑料布或运动海绵垫、小板凳和其他游戏设备。每组孩子将

玩游戏之前，需要让他们清楚游戏规则，即比赛在 快的时间内完成自

主穿鞋袜。每个小组都将被要求选出“ 佳自穿鞋袜专家”。赢得称号的

孩子将得到一朵小红花或一颗红星的奖励。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少数孩

子在以“独立穿鞋袜”为主题的游戏活动中出现问题，教师应该耐心细

致地给他们指导和建议，帮助他们，让这些孩子在教师的帮助下学会如

何穿好鞋袜。让幼儿在游戏中体会到拥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成就感是很重

要的。 

3 区域游戏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 

区域游戏活动是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的 佳机会。幼儿教师可以

将培养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教育目标与区域游戏相结合，设计出符合幼

儿心理需求的活动内容。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对所利用的材料进行有针

对性和有计划的选择，让幼儿可以充分集中他们的注意力。例如，幼儿

喜欢模仿儿歌中的场景，教师可以将生活自理需要的技巧编写成新的儿

歌，带着幼儿一起学唱，在唱儿歌的同时，让幼儿将儿歌中的生活化的

情节演绎出来。这样幼儿就可以在游戏和娱乐中掌握到一些自理的小技

巧。为了符合幼儿的心理，区域游戏中所涉及到的材料应该新颖有趣。

年幼的孩子通常对新鲜多彩的东西更感兴趣。改变物体更有趣，兴趣是

孩子们学习的动力。只有当他们有兴趣的时候，孩子们才能主动学习。

例如，当孩子们在练习“扣扣子”时，扣子的形状如果单一，就很难吸

引学生的注意。所以教师可以准备各种各样的，水果形状或者动物形状

的纽扣，让孩子们练习，这样孩子会更喜欢扣纽扣的联系，他们的扣纽

扣的速度和技巧将会比以前更好。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利用游戏活动来培养幼儿生活自理的能力是一个值得研

究的大课题，幼儿教育工作者应给予高度重视，。只有幼儿的实际出发，

积极探索通过游戏活动培养幼儿自理能力的有效途径、方法、策略。要

站在幼儿的角度思考出他们可以接受的教育方式，才能确保游戏活动在

培养幼儿生活自理能力中发挥出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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