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69

依托生存教育提高幼儿自主生活能力的路径及措施 
张史宁 

（东阳市花园幼儿园  浙江省金华市  322100） 

摘要：幼儿园是幼儿学习和成长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幼儿的心智能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如果幼儿在这一时期受到良

好的教育，那么幼儿就能够对身边的生活场景模拟出来，增强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反之，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生活教育，就有可

能导致以后幼儿行为能力的缺失。本文主要针对在幼儿园阶段的生存教育基础上，对如何实施生活教育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希望对

当前的幼儿园生活教育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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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幼儿生活能力是指用以完成日常生活的能力，包括吃饭穿衣能

力，梳洗能力等，幼儿的生活能力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

是需要幼儿从小就养成的，方便今后的生活。教育部门将幼儿阶段

的生活、卫生习惯和基本的生活能力纳入了教育的重点范围，对幼

儿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既要重点关注幼儿的需求，还要尊

重幼儿在成长中的独立要求，有效避免过度保护现象，教师要通过

积极鼓励幼儿进行自理能力的尝试，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行为，加

强对幼儿生活能力的锻炼是当前幼儿教育的主要目标。幼儿的生活

能力普遍较差，对成人的依赖性很强，很多幼儿不会穿衣脱裤，不

会上厕所等问题，因此幼儿教育中对幼儿生活能力的培养至关重

要。教师应有针对性的辅助幼儿掌握洗手、吃饭、上厕所等生活问

题，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幼儿的生活能力。 

一、幼儿教育中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行为的重要性 

幼儿教育中对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这关系

到幼儿的后续培养和发展。幼儿教育中要正面引导幼儿的生活态

度，重点培养幼儿的生活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综合素

质。在新课程教育改革理念下，素质教育受到了广泛关注，幼儿教

育也不仅仅只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还要加强对幼儿生活习惯的引

导教育，培养幼儿良好的作息习惯、卫生行为、饮食习惯、安全意

识，以及爱心的培养和环保教育等全方位的教学，让幼儿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有效促进幼儿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提高幼儿的综合实

力。在幼儿教育中培养学生良好生活行为，提高生活能力，是幼儿

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教学方向。 

二、当前幼儿园生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教育方法与幼儿的实际不符 

生活教育是幼儿园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生活教育的好坏，

关系着幼儿是否能够学会与人相处。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幼

儿园都制定了一系列的课程，让幼儿学会生活化的技能，但是有的

课程没有考虑到幼儿本身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导致课程的教育

效果不理想。例如有的教师会让幼儿在固定的时间段喝水，教师给

每个幼儿的水量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每个幼儿的个体存在一定的差

异，需要和的水量也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就造成有的幼儿不够喝，

有的幼儿喝不完。 

2、没有正确使用激励机制 

在幼儿园里，教师在某种程度山个扮演了父母的角色，幼儿对

教师十分信任和依赖，教师对幼儿提出表扬，能够让幼儿认识到自

己所做的是对的，教师批评幼儿则有可能造成幼儿的心理受到伤

害。针对幼儿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是以鼓

励为主，但是有的教师滥用鼓励，导致实际效果与期望恰恰相反。

例如有的教师为了让幼儿按量吃饭，会对幼儿说：“我们来比赛吃

饭，看谁吃得快，看谁吃得多”，为了得到教师的肯定，有的幼儿

会勉强自己，明明已经饱了，还是继续吃，这样可能导致幼儿的肠

胃功能受到损坏。 

三、依托生生存教育提高幼儿生活能力的有效措施探究 

1、重视从幼儿的实际出发 

在幼儿园的生活化教育中，教师是主要的教育活动实施者，幼

儿时根据教师安排的活动来决定自己的学习课程。很多幼儿园的老

师刚刚从学校毕业，实际从业经验不足，不能完全掌握幼儿的心理

特点，在实施教学活动的过程中采用了一刀切的方式，没有考虑到

幼儿的个体差异，这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针对这个问题，幼儿园

教师在安排幼儿的学习课程时，应当考虑每个孩子不同的个体差

异，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并在实践中

不断积累教学经验，把握幼儿的心理特点。 

例如：幼儿园会在特定的时间对幼儿的运动能力进行训练，有

的幼儿在过平衡木时感到害怕，这时教师应当多鼓励幼儿，让幼儿

建立起自信心，同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保证幼儿的安全。在穿越

障碍物时，有的幼儿身体协调能力不够好，导致穿越有障碍，这时

教师就需要重点对幼儿的身体协调能力进行训练，让幼儿掌握穿越

障碍的要点，用正确的动作穿越过去。对于幼儿园来说必须高度重

视生活教育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幼儿时期的孩子在幼儿园和

家庭中的时间最多，幼儿园要通过幼儿园的生活教育，让孩子掌握

正确的生活技巧，锻炼基本生活能力，启发幼儿的心智，多关注幼

儿之间的个体差异，及时修正教学策略，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实施

生活化教育，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2、重视进行科学教育 

（1）、接纳错误 

孩子在学习的阶段难免会因为年龄小而导致动作不协调，在最

初学习的过程中会发生较多的错误，如吃饭时失手把米饭洒一桌，

将衣服、鞋子穿反，纽扣错位等在成人看来比较低级的错误，家长

不但要接纳孩子的错误，还要祝贺幼儿有了进一步的成长与提高，

在这个基础上对孩子做的好的地方加以肯定，增长孩子的自信心，

再找出孩子学习的不足之处让孩子在下次加以改正。 

孩子每一个小的成长都是他们付出努力、勇于尝试的成果，家

长对孩子的肯定与表扬，都会给孩子的尝试带来较大的乐趣，使孩

子获得较大的自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幼儿的自理能力。

家长在教育的过程中要有较大的耐心，切忌对孩子训斥、打骂，这

种暴力的教育方式不但不会促进孩子的成长，反而会阻碍孩子自理

能力的成长。 

（2）、适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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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不同的年龄段都有他们所要学习的内容，教师要遵循幼

儿阶段教育的特点，准确的把握孩子教育与发展的要求，并且在教

学的过程中中，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让幼儿的教育有目的、有计

划、适时的进行。家长在教育的过程中还要留出足够的时间与空间

让孩子自己去面对困难，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困难，每

一个问题的顺利解决都可以提高孩子自身的能力。孩子知识获取的

方式不仅仅局限在书本，而是较多的源自于幼儿日常的生活中，如

在生活中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时，幼儿往往很难做出抉择，这

时的家长要尽量作为一个旁观者，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在抉择的

过程中让孩子得到切实的成长。 

3、正确鼓励和引导 

对于幼儿时期的孩子来说，教师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

师在孩子心中是权威的代表，教师的行为和语言都可能会对幼儿产

生巨大的影响，教师一个肯定的延伸会让幼儿感受到鼓励，一句严

厉的批评可能会让幼儿紧张不安，因此教师应当注意使用正确的方

式教导幼儿，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情绪的平稳，对于幼儿表现出的闪

光点，要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对于表现不好的幼儿，也应当耐心

地分析原因，对幼儿进行正确的鼓励和引导。 

例如：有的幼儿在吃饭过程中会不小心将饭撒出去，如果教师

在平时已经给幼儿讲过要爱惜粮食，这时幼儿可能会比较紧张，害

怕受到老师的批评，如果教师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仍然采用了批评

的方式教育幼儿，幼儿可能会产生自责和内疚的情绪，长此以往就

有可能会打击幼儿的自信心。如果教师能够换一种处理方式，及时

和幼儿交流，并鼓励幼儿，告诉她老师相信你能改掉撒饭的毛病，

幼儿就会感受到教师的期待，并在以后吃饭时主动注意自己的行

为。 

4、重视实施多元化管理，强化习惯与能力提升 

（1）、教育管理科学化 

教师是幼儿发展的支持者、指导和促进者。在日常活动中，老

师与幼儿建立了和谐融洽的师幼关系，幼儿年龄小，对于幼儿的不

良习惯，教师们不会简单地指责、阻止，而是耐心地讲解、示范，

使幼儿形成正确的行为习惯观念，对幼儿的行为进行科学指导、个

别教育，且教师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幼儿在看看做做中潜移默

化的学习进步。 

（2）、生活管理网格化 

幼儿园落实生活皆课程的理念，开展养成教育。在日常生活中，

培养幼儿按照时间节点，明确做事规则与要求，日积月累中形成习

惯，培养能力。生活活动中，各级部教师重点引导幼儿明确入园、

盥洗等生活环节的常规要求，利用朗朗上口的儿歌引导，养成做事

遵守规则意识。生活环节管理坚持正面鼓励、赏识教育，激励幼儿

养成良好习惯与生活能力养成，增强幼儿自信与感受成功意识。 

（3）、自主管理责任化 

根据幼儿生活习惯与基本能力的培养目标，设置“自己事情自

己做、别人有事帮着做、班级事情争着做、家务事情抢着着做”四

大主题活动板块，夯实生活习惯与自理能力的养成。 

例如：幼师可以给幼儿创建一些主题活动，各班级根据年龄特

点指导幼儿通过主题活动进行锻炼，比如“小宝贝当家”、“我是监

督管理员”等主题活动，锻炼与发展生活能力。或者在各班级设置

“小小值日生”“幼儿园星播报”等平台，培养幼儿“我该做什么，

我要如何做”的思考，启迪孩子们在做事中锻炼，在思考中成长。 

（4）、监督管理多样化 

为了实现“时时、处处、事事”育人的全员管理育人目标，幼

儿园实行多层面监督管理评价机制。一是鼓励幼儿进行小组自我管

理：班级“小当家”向小伙伴提出规范要求，带领大家进行班级物

品整理，引导幼儿明确做事目标与规范，逐渐践行“我会做、我能

行”的理念。二是实行教师评价管理。根据幼儿习惯与能力表现，

教师及时与家长联系跟进指导，量化评价，做到因材施教。三是家

长监督管理评价。家长每周及时填写“幼儿良好生活习惯与基本生

活能力与基本生活能力养成周记录表”，班级教师及时查收家长反

馈后，鼓励表扬跟进指导。以激励为主的全方位监督评价，有效促

进幼儿良好生活习惯与基本生活能力的发展。 

5、创设多元的环境，引发幼儿自主生活意识 

新《纲要》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

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如大班要把生活实践场打造

为“温馨的小厨房”，于是，师幼展开了头脑风暴：“你最喜欢什么

样的厨房”。有幼儿说我喜欢厨房有很多好吃的，也有幼儿说我家

的厨房有碗、架子……等等。在一系列的讨论后，“温馨的小厨房”

——生活场有了：各种各样的小零食，整齐的小盘子、红色格子布、

各种工具……在创设中，打造以“家庭”为模式的生活场，以“温

馨”为主题，处处考虑到细节，不仅美观有装饰性，还考虑到位置、

高低是否适合和便于幼儿的操作。生活是美好的，家庭是温暖的，

在这样的氛围中，幼儿感受到的是满满的爱，参与生活的意识油然

而生。 “环境是会说话的”，教师可以在“温馨的小厨房”提供生

活小标识、小步骤，提供幼儿自主生活的照片等等，并且根据幼儿

自主生活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更新环境。多层次的环境变化，能够

更好地促进幼儿自主生活能力的发展。 

又如小班在活动区地垫前、茶杯架和饮水机旁都贴上了小脚

印，引导幼儿倒水、喝水、游戏、上厕所时，小脚踩在脚印上等候。

在盥洗室里为小班幼儿准备了洗手的流程图，让幼儿了解了正确的

方法。水龙头旁张贴了节约用水的卡通图，提示幼儿洗完手后要拧

紧水龙头。利用走廊创设了“汗巾宝宝的家”， 挂汗巾的架子上贴

有幼儿的照片，幼儿在游戏开始前会自取汗巾，游戏结束后会自己

挂汗巾，这些都起到了环境暗示教育的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幼儿的行为习惯需要从小培养建立，因此，在幼儿

教学中，幼儿园还需重视开展生存教育，在这个基础上融入生活化

教学内容，可以快速的让幼儿了解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幼

儿教育一直是教育领域关注的重点，因为只有从小拥有健全的人格

和良好的习惯，才能更好的适应将来的学习生活发展，才能为将来

打下基础。幼儿教师应该重视在日常教学中开展生存教育，在生活

中对幼儿进行渗透教育，在幼儿园为幼儿创设轻松学习氛围，以此

让幼儿的自主生活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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