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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组织幼儿的生活活动，提升幼儿的健康素养
赵小华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辽宁 沈阳 110015）

一、幼儿园生活活动的目标

1. 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睡眠习惯、排泄习惯、盥洗习惯、

整理习惯等卫生习惯。

2. 了解初步的卫生常识和遵守有规律的生活秩序的重要性。

3.学会多种讲究卫生的技能，逐步提高幼儿生活自理的能力。

4. 学会用餐方法，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二、幼儿园生活活动的组织原则

（一）教养结合，积极培养幼儿独立生活的能力

由于幼儿独立生活的能力尚处于较低水平，为保证幼儿安

全、健康和全面的发展，教师要对他们的生活给予全面、细心

的照顾。但是，全面、细心的照顾并不等于包办代替，过分全

面的照顾会影响幼儿独立能力的养成。因此，在设计指导幼儿

生活活动时，教师一定要“教养结合，养中有教，教中有养，

教养并重”。

（二）充分挖掘生活活动中潜在的教育功能

生活活动是教师观察、发现和教育幼儿最经常、最自然、最

容易的活动。以进餐活动为例，餐前教师可以播放舒缓的音乐，

向幼儿介绍食物的名称、材料、颜色、制作方法，以及对身体的

益处，有利于幼儿养成不挑食的好习惯，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

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幼儿对食物的认知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提

升。进餐时教育幼儿一口菜一口饭养成细嚼慢咽、独立进餐的良

好进餐习惯，学习使用餐具的正确方法。

（三）从幼儿的特点出发，设计指导生活活动

对于小班幼儿，教师主要通过示范加讲解的方法，让幼儿在

活动中，通过看、听、练，逐渐强化他们的技能；中班幼儿，则

侧重于将小班学习的生活技能继续巩固、内化，最终形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指导的方法也从具体的示范讲解转为以语言为主的提

醒、检查、表扬等；大班幼儿，则要求他们能做到自觉，形成稳固的、

良好的行为习惯。

（四）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互相配合，保持教育的一致性

教师通过家长会、家访、个别谈话等方式向家长介绍幼儿园

生活活动的目标、内容和方法，让家长了解应如何教育、帮助、

指导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幼儿园教育应积极主动争取家长

的配合，使幼儿生活活动的良好行为得到巩固和强化。

三、各类型生活活动的指导要点

（一）来园活动

合理安排幼儿来园活动，不仅可以调节幼儿的情绪，激发他

们的活力，还可以促使幼儿心情愉快地去迎接一天的新生活。

1. 幼儿来园前如何做好环境及清洁消毒工作。

2.了解掌握幼儿来园情绪的重要作用，对幼儿进行礼仪教育。

3. 掌握晨检的步骤。

（二）晨间活动

晨间活动时间短暂，很容易被忽视。教师应关注这段时间的

工作安排，以便为一天的工作打下基础。

1. 掌握晨间活动教师的主要工作内容。

2. 了解幼儿晨间活动的内容。

3. 组织幼儿自主游戏，认真填写区域调控表。在幼儿自主游

戏过程中培养幼儿观察、动手能力，树立幼儿的规则意识，在游

戏过程中鼓励幼儿与同伴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

（三）饮水活动

一个幼儿一天单纯饮水量应为：三岁幼儿为500～ 800毫升，

四岁以上幼儿是 400 ～ 700 毫升。饮水过少，满足不了幼儿身体

的需要；饮水过多，会增加有关器官负担，可能引起不良后果；

如果水质不佳，更对机体有危害。因此要指导幼儿科学饮水，培

养幼儿正确的饮水习惯也是幼儿生活活动的重要环节。

1. 知道如何组织幼儿科学饮水，保证饮水量。

2. 了解如何培养幼儿正确喝水，不浪费水。

（四）盥洗活动

盥洗是幼儿每天必不可少的重复多次的生活环节。在餐前、

便后、玩沙、玩泥等活动之后，教师都要组织幼儿进行盥洗活动。

1. 了解盥洗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要点。

2. 掌握正确的盥洗方法。

（五）进餐活动

“教育即生活”，幼儿通过吃饭这一活动能获得和增加经验，

让他们亲自体验解决困难的过程。

1. 了解幼儿进餐的各个环节。

2. 掌握培养幼儿良好进餐习惯的方式方法。

（六）睡眠活动

根据幼儿的生理特点，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在长达 8—9 小时

的学习、游戏过程中，安排2小时左右的午睡时间是非常必要的。

各地区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冬季适当缩短午睡时间至 1.5-2

个小时，夏季可适当延长午睡时间至 2-2.5 个小时。

1. 了解幼儿睡眠活动的环节。

2. 了解幼儿睡眠活动前后需要注意的问题。

3. 掌握培养幼儿正确的睡眠方法。

（七）如厕活动

如厕是幼儿园一日活动中的重要生活环节，它能反映一个人

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卫生习惯。从小培养幼儿的如厕能力，

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孩子自身发展的需要。

1. 掌握幼儿如厕活动的要求。

2. 掌握教师组织幼儿如厕活动的要求，能指导保育员工作。

（八）离园活动

离园活动是一个比较难组织的环节，孩子在离园前的情绪是

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候，特别是到幼儿园大门打开，家长来接的时候，

因为家长们先后来接，使孩子更加活跃，老师很难控制孩子的情绪。

1. 掌握离园活动的组织程序和要领。

2. 指导幼儿有礼貌地同老师、小朋友告别。

3. 指导幼儿带好回家用品，愉快离园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