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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活准备”在幼小衔接中的重要性 

金雪莲 1  王晓亮 2 
（1 盱眙县淮河中心小学  江苏淮安  211707；2 盱眙县马坝镇中心幼儿园  江苏淮安  211751） 

摘  要：随着我国教育的改革创新，许多教育教学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幼小衔接教育工作就是近些年深受大家关注的内

容，由于现阶段每个家庭的孩子逐渐减少，幼儿自己需要掌握的生活技能逐渐被家长们代替，虽然说幼儿在幼儿园中会得到很好地

照顾，但是当幼儿上小学后，会面临全新的挑战，如果幼儿自身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中笔者通

过对幼小衔接背景下幼儿如何做好生活准备的相关对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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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 

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能帮助幼儿健康快乐成长，还

有助于幼儿科学学习知识内容。生活习惯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内容：时间概念、作息规律、卫生习惯。 

（一）时间概念 

幼儿在幼儿园中会有教师引导幼儿合理开展一整天的幼儿

活动，在此过程中幼儿会充分了解什么是时间、如何管理时间。

比如利用主题墙布置《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几点入园、几点吃

饭、几点午休、几点放学，这些内容可以帮助幼儿初步了解什

么是时间概念，大班社会活动《一分钟》教师通过活动让幼儿

了解一分钟的作用，在规定时间内容完成某些活动，让幼儿初

步感受时间的价值和作用[1]。增强幼儿时间观念，改变拖拉的习

惯。 

（二）作息规律 

幼儿阶段是培养他们良好作息习惯的关键，在幼儿大班下

学期阶段，根据幼儿园入学准备指导要点“生活准备”中提到

上要逐步调整幼儿一日作息时间，作为家长更需要重视这方面

的问题，积极配合幼儿园进行同步调整，提醒幼儿早睡早起，

按时入园。幼儿园内则可以引导幼儿通过入园自主签到、午睡

打卡等方式，不断强化幼儿的作息习惯。比如对一些早起早睡

并按时入园、坚持午睡的幼儿进行奖励和表扬；适当延长集体

活动时间、减少午睡时间；通过视频的方式展示睡眠、午休的

作用等[3] 让幼儿直观地了解养成良好作息习惯的意识。 

（三）卫生习惯 

卫生是每个人都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对于幼儿来说良好

的卫生习惯、卫生常识十分重要。在指导要点中重点提出了两

个要点：一是日常生活卫生习惯；二是用眼卫生习惯。在幼儿

园的日常生活中，幼儿园教师十分注重培养幼儿各种卫生习惯，

像勤洗手、讲卫生、不乱丢垃圾等。也会在园内开展针对性的

游戏活动，帮助幼儿充分了解不讲卫生带来的危害等等，尤其

是国家教育部等八部门制定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下达，在预防近视，保护视力方面我们幼儿园更是十分

重视，例如：每学期的视力筛查、请医院眼科专家入园给幼儿

开展活动；平时教师对幼儿用眼卫生的专项教育等。所以作为

家长一定要配合幼儿园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特别是减少幼儿对电子产品的依耐性。让 5+2 教育模式

≠0 

二、培养幼儿生活自理能力 

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可以给幼儿带来很大的满足，同时还

能细化他们的事情安排，使幼儿可以更好地服务社会、承担责

任，关于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可以分为以下是三方面内容：整理

能力、独立进餐的能力、规划时间的能力 

（一）整理能力 

首先，幼儿教师需要给幼儿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

他们可以自己进行物品整理工作，我园十分注重幼儿自理能力

的培养，比如收拾班级中的座椅板凳、课桌上的垃圾、自己的

书籍、锅碗瓢盆放到固定的区域，通过这些小事情逐渐让幼儿

们养成自我整理的能力。其次每年都会开展一次“幼儿自理能

力大赛”根据各年龄段幼儿年龄特点设置相应的自理能力竞赛

项目。结合进行正向的引导和鼓励，让幼儿在整理时更加具有

动力，幼儿在被认可中、赞扬中会逐渐喜欢上整理。 

（二）独立进餐的能力 

现阶段，许多幼儿都无法自己独立进餐，许多家长也是十

分溺爱孩子，当孩子不吃饭时会追在孩子后面一勺一勺地喂，

久而久之会让幼儿养成不按时吃饭、不独立吃饭的习惯。因此

根据这种情况幼儿园在一日生活中设置了“自主餐点”的环节，

旨在引导幼儿进行独立取餐、自己进食、饭后自己整理餐盘并

送到固定位置等，通过这些内容的引导让幼儿逐渐养成独立进

餐的能力，同时还能减少幼儿挑食的情况[5]。较强的生活自理能

力有助于幼儿做好入学后学习和生活的自我管理和服务，增强

独立性和自信心。 

（三）规划时间的能力 

不同阶段的幼儿教师有着不同的规划，在幼儿大班阶段的

教师要逐渐将游戏的机会、时间、空间交给孩子们，让幼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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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对游戏内容、游戏主题、游戏方式、游戏流程等内容进行讨

论，另外还有游戏材料的选择、游戏活动的时间安排等，通过

这些活动可以让幼儿自己逐渐具有一定的时间规划能力，并科

学合理安排自己的日常活动内容。 

三、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幼小衔接阶段的幼儿教师，要通过一些游戏、主题活动、

活动演习等方式，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通过这些活动的实施，

不仅能让幼儿养成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还能提高幼儿的

安全行为习惯。因此幼儿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应急演

练、身体保护的活动、安全教育活动等。 

（一）应急演练活动 

幼儿园要想全面提升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可以通过开展

一些消防、防火、地震等模拟演习活动，让幼儿们知道在面临

紧急情况时要如何处理，而且通过这些主题演练活动可以学习

到许多应急知识，并养成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二）身体保护活动 

由于幼儿的年龄较小，他们对于一些危险、危害的活动不

是十分了解，尤其像关于身体危害的内容，更需要幼儿重视，

这时幼儿教师可以通过一些视频、书籍让幼儿们初步了解身体，

比如身体各个系统、器官的功能和运作方式；比如幼儿了解憋

气和呼吸的感受；比如男女性别的差异；这样不仅能让幼儿养

成保护身体的意识，对幼儿的健康成长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安全教育活动 

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尤其像幼儿阶段的

孩子，他们对于日常事物、危险等方面的了解比较有限，因此

导致他们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所以这种情况下幼儿园可以利

用安全教育活动来组织幼儿对生活的各个环节进行分析和了

解，让幼儿们意识到这些危险，比如我园的“放学一分钟”，每

天放学前，教师都要根据内容安排对幼儿进行安全提醒、安全

教育，如：疫情防控、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食品安全、

防溺水等知识。让幼儿能够预知危险养成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

而且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会保护他人，让幼儿在打闹、玩耍的

过程中不会出现危害他人的行为。减少幼儿园各种意外伤害的

发生。 

四、引导幼儿逐渐提升生活能力 

幼儿生活能力发展的渐进式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步幼儿可以独立完成自我照顾，比如：包括自己穿衣服、

自己上厕所、自己洗澡、自己整理床铺以及其他生活事物。第

二步幼儿可以独立完成一些任务，比如：自己收拾书包、自己

完成老师的作业、可以独立参加活动等。第三步幼儿可以自己

做出一些决定和选择，比如：自己可以识别一些危险、自己对

事情做出正确的判断、认识自己的能力等。第四步幼儿可以清

楚、自信、明确地表达的自己的想法，比如表达自己的感受、

有效地与他人进行沟通。第五步幼儿要学会其他人建立良好的

关系，比如在学习中、生活中学会倾听他人、尊重别人的意见、

与其他同学开展合作、解决与他人的沟通交流等。 

（一）充分了解幼儿生活能力的渐进式过程 

不管是幼儿教师还是幼儿家长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充分了

解幼儿的各项生活能力，并且根据他们所具备的能力，进行渐

进式提升。例如在培养幼儿生活能力的初期阶段，首先要了解

幼儿是否愿意自己进行穿衣服、吃饭、洗漱、整理物品，以及

幼儿对家长和教师的依赖性，然后再对幼儿进行正向的引导，

通过渐进式方式逐渐提高幼儿的生活能力，并且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但是在开展渐进式生活能力培养的过程中，需要幼儿

教师和家长加强对幼儿个体差异的关注，每个人的学习、发展

和行为特点都不同，因此要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科学的

机会，以适应他们不同的需求。其次，还需要帮助幼儿了解自

己所做事情的价值和作用，逐渐引导他们养成独立性格，这对

于提升幼儿自信心、自尊心、自我控制能力有着重要的帮助。

另外，家长和教师要让幼儿学会遵守规则、控制情绪、完成任

务，培养他们具有自控力和责任感等方面能力，使幼儿可以更

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二）递进式的支持和引导幼儿开展生活准备工作 

幼儿的生活能力并不是一下学会和形成的，需要在校园中、

学习中、生活中逐渐养成。因此作为幼儿教师和家长更需要帮

助幼儿在生活中逐渐形成，教师和家长都属于幼儿的引导者和

指引者，所以教师和家长可以有目的性地引导幼儿完成各种任

务，这种引导不是强迫幼儿完成，而且家长和教师也需要对幼

儿进行积极的鼓励和表扬，这样不仅能增加幼儿的满足感，同

时还能让幼儿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生活准备工作中。比如对幼

儿所完成的任务所付出的努力给予肯定，这样可以减少幼儿因

没有完成任务而产生的沮丧情绪。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中笔者通过本文中笔者通过对帮助幼儿养

成时间概念、良好的作息习惯、良好的卫生习惯等生活能力进

行分析，并且如何帮助幼儿形成整理能力、独立进餐的能力、

规划时间的能力进行阐述，然后通过应急演练活动、身体保护

活动、安全教育活动等方式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等

相关对策进行探讨，最后对充分了解幼儿生活能力的渐进式过

程和递进式的支持和引导幼儿开展生活准备工作等逐渐提升幼

儿生活能力的相关方式进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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