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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前幼儿的一日活动开展期间，由于部分教师自

身对于幼儿良好习惯培育工作的不重视，因此，对幼儿

自身的良好生活习惯的培育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此，

作为幼儿教师必须要从思想上引起重视，根据当前幼儿

的心理年龄特征进行分析。幼儿阶段是人性格以及生活

习惯发展的关键期，对其后期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良好生活习惯的培育，对其自身的健康能力、良好

品德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

一、幼儿良好生活习惯以及生活能力培育的主要策

略讨论

（一）强化自身的素质，促进幼儿发展

幼儿教师在当前的幼儿园一日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是

重要的引导者，能够对幼儿进行直接的教育，其自身的

能力以及专业素质等方面的高低将会对整个教学的质量

以及教学的成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教师通过

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教育行为，全

面提高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能力。通过对幼儿自身

良好习惯的培育，能够更好地促使其后期的发展产生积

极的影响，而幼儿教师一定要进行多方面的学习，不断

丰富自身完善自身，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通过多种形

式进行学习，比如网络上的图书资料、优质书籍、网络

视频等，进而在拓宽自身知识面的同时掌握到更加专业

的知识，丰富自身的专业能力 [1]。在这期间，要多学习

一些新的教育理念，设计出更能吸引幼儿的教育活动，

让幼儿充分从思想上意识到良好生活习惯培育的重要性。

使其生活能力得以极大的提升，这对幼儿自身体素质的

提升以及良好道德品质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影响。

作为幼儿教师可以在网络上购买有关学前教育相关

的资料书籍，强化对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力度，深入贯

彻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比如生活化教育里理念，其强

调让孩子在生活中学知识，同时，能增强对知识的应用

意识。用所学的知识解释生活现象或者解决生活问题。

还有游戏教育理念，可以在幼儿教育中践行安吉游戏，

让幼儿能主动游戏，在游戏中情不自禁地学习。这些先

进理念都可以给幼儿生活习惯的培养贡献力量。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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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当前幼儿的身心特征以及发展规律等方面的基础下，

针对当前幼儿生活方面的教育教学的工作进行优化设计。

通过明确的计划制定有一定的方向和目标，后期使得整

个工作的开展更加的顺利。另外，对于自身的专业技能

的培育也要进行多方面的提高，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教

育教学环境 [2]。在各种活动的开展下，进一步拉近幼儿

之间的关系，站在幼儿的角度思考问题。另外，教师要

积极与家长进行沟通，对于自身日常的穿着打扮等方面

都要进行重视，给人以良好、亲和的精神面貌，教会幼

儿能够通过正确的形式与人交流沟通，针对自身所出现

的不合理的一些举止要进行规范和约束，进而在无形之

中使幼儿受到熏陶，以此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3]。

（二）采取激励教育，建立规范的制度

幼儿这一阶段自身的年龄、经验等方面都不够成熟，

因此，对于教师的教育以及教导有有一定的认知和理解，

有的时候，教师如果通过一种批评，训斥的方式进行教

学，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幼儿对当前教师产生一种恐惧

感，在无形之中会磨灭幼儿自身的天性，使其在各种活

动开展的过程中不敢参与，不敢表现。为此，教师必须

要根据当前幼儿的身心发展特征进行分析，通过各种形

式进行教育。比如说激励的言语实施教育，一方面能够

更好地去保护当前幼儿的自尊心，另一方面也能够让幼

儿在日常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从思想上意识到规矩的重

要性，这能使得当前的教学质量得到很好的保障。比如

说教师可以通过言语上的方式，使幼儿养成好的生活习

惯，在一日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时间段要提

出相应的要求，比如说在吃午饭这一活动中，要鼓励幼

儿能够将自己碗中的饭菜全部吃完，不要撒出饭粒在饭

桌上，不要与周围的同伴交头接耳，将自己所吃过的餐

具放在指定的位置。在午睡这一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要

让幼儿积极主动地去回到自己的床里，不要大声喧哗，

将被褥整理整理保持安静。对一些表现优异的幼儿要进

行口头表扬，而对于一些比较比较调皮的幼儿来说，教

师可以通过严厉、合理的形式进行教育，让幼儿首先能

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其次，保护幼儿的自尊心和自信

心，最后，让幼儿在无形之中感受到午睡期间一定要遵

守规则，尽快入睡。通过这种激励式的方式，能够更好

地促使整个幼儿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此同时，也能

够极大地强化幼儿的学习动力，使其在日常的生活习惯

养成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4]。

除了言语上的激励，或者是物质上的鼓励之后，教

师也要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正确、合理的规章制度，根据

当前幼儿的生活规律进行安排。比如说吃饭、睡觉、游

戏活动等，根据具体的时间以及顺序进行科学合理的安

排，让幼儿能够养成按时饮食，按时睡眠的良好习惯，

使幼儿更好的熟悉当前的生活，这对幼儿自身的身心健

康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当幼儿自身有了一定好的生

活习惯之后，自身的脑神经细胞就会做出反应，以此使

的整个教学的效果达到最佳，幼儿自身的良好生活习惯的

培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5]。总而言之，通过言语、物质上的

鼓励，能够更好地去激发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

制度的约束之下，能够为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培育夯实基

础，是当前幼儿自身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生

活制度的建立也是教师开展各项工作的先决条件 [6]。

（三）多种活动的开展，优化教学内容

在以往传统教育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针对幼儿这一

年龄阶段来说，如果仅仅是只是采用传统的灌输式形式，

那么对于幼儿自身的发展来说会有诸多不利的影响，这

也与当前的教学所需不相符合。因此，在幼儿园教学活

动开展的过程中，必须要立足生活习惯以及生活能力这

一方面，根据传统教学中所存在的不足进行完善，结合

幼儿的年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通过多种活动的有效开

展，进而使当前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培育能够起到一定

的促进作用，激发幼儿对当前活动的参与兴趣，在无形

之中使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为了能够让幼

儿养成文明进餐的行为，教师就可以选择幼儿所喜欢的

活动进行教学，比如说自助餐厅，通过这种游戏的开展，

在教师的有效引领之下，让幼儿将午餐所吃过的一些食

物或者是餐盘放在指定的区域，根据自助餐所规定的流

程进行进餐，比如说在取餐的过程中不允许插队，要主

动去排队，不拥挤，在用餐的过程中不能大声的喧哗吵

闹，用完餐之后要针对当前餐桌上所出现的一些残渣进

行清理，主动将自己的凳子摆放原位，将餐具放在规定

的位置摆放整齐。教师可以针对这一活动的开展进行

“文明顾客”、“餐厅小能手”等形式进行表扬，能更好

地激发幼儿的主动性以及积极性。还可以给幼儿设置一

个“小店”，然后让幼儿根据店铺的规则进行入座，去饮

食，这一系列活动的各种角色扮演，让幼儿在无形之中

能够感受到规范就餐的重要性。这种活动的开展能够将

生活教育的相关内容进行丰富和完善，选择幼儿所喜欢

的类型进行呈现，一方面能够为幼儿自身良好习惯的发

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使得当前的教

学质量能够得到极大的优化和提高 [7]。

此外，在一些竞赛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可以进行研讨

和分析 [8]。在小班这一阶段，幼儿自身的生活习惯相对

比较欠缺，因此，在日常活动的过程中不会主动地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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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卫生，经常在地上乱爬，乱摸，针对这种现象，可以

设计竞赛活动。比如为了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自理能力，

提高幼儿自我服务意识和自信心，可以开展戴口罩、穿

衣服、穿鞋子等生活技能大比拼活动。不仅可以锻炼幼

儿必备的生活技能，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事情要

自己做，而且还能大大激发了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让幼儿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和集体荣誉感。

在日常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去督促，不断去提醒，坚

持反复的练习，使幼儿自身良好生活习惯以及生活能力

的发展能够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在无形之中形成自觉

的学习行为。

游戏是幼儿最为喜爱的一种形式，除了教学内容对

幼儿进行渗透之外，也可以根据当前幼儿好玩的这一特

征进行分析。根据多种内容的游戏安排，使幼儿在一种

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在活动区

域，有的幼儿不知道如何去爱护玩具，对于所选择的游

戏材料随便乱扔，游戏结束之后又不会主动去整理。针

对这一现象，在游戏开始之前就可以对幼儿进行提示：

玩具宝宝是大家最好的朋友，如果大家随便乱扔，乱摔，

他们的身体会受到伤害，大家一定要保护，不要随地扔

在地上。在游戏开结束之后，教师也可以对幼儿进行言

语的提示：现在玩具宝宝们都想要回到自己的专属家，

请小朋友们把他们都送回家可以吗？这种方式能够更好

地让幼儿将游戏中所运用到的一些材料、玩具归放在原

位，摆放整齐。

（四）家园联系，纠正不良生活习惯

幼儿园教师在对一日生活进行相关工作安排和开展

的过程中，为了使其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使其生活能力

都有极大的提升，必须要重视家庭这一环节。通过家庭

的熏陶，在与家长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能够更进一步的

使其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对于幼儿自身来说，家庭的影

响非常大。大部分情况下，幼儿在学校里能够养成好的

生活习惯，但是回到家中，由于父母的缺少提醒，没有

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任意幼儿随心所欲 [9]。为此，不

仅要让幼儿在幼儿园里能够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回到家

中也要养成积极主动地去规范自身的行为和举止。在这

期间，作为幼儿园的教师必须要积极主动地与家长进行

沟通，给家长分享一些科学的教育方式，使其良好的生

活习惯，使得在家庭这一环节中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强化。

在当前社会经济稳步向前发展的趋势下，人们自身

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改善，大多数的家庭对

幼儿自身良好生活习惯的培育并没有引起重视，使其养

成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偏食，针对幼儿自身偏食有

很多种因素，一方面身体因素，主要是消化不良，对一

些食物出现过敏反应等，但大多数情况下更加侧重的是

环境以及心理因素，家长对于幼儿的偏食并没有引起重

视，甚至有部分家长自身就会出现偏食行为，因此，导

致孩子在进行饮食的过程中，通过模仿，养成不良的生

活习惯。作为家长必须要对自己进行提醒，通过言语的

方式对幼儿进行心理暗示，通过各种方法进行科学的饮

食。幼儿教师可以根据自身在园所内对幼儿进行的生活

习惯培育的一些教学方式和经验与家长进行分享，在共

同交流和分析的基础之上，使幼儿自身养成好的生活习

惯，针对自己所出现的一些不良教育方式进行优化、改

进。在这种经验分享的前提下，能够更好地强化幼儿自

身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对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行为

进行纠正。

二、结束语

为了能够更好地促使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

日常生活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使其能够秉持着正

确、科学、合理的原则进行开展，使其拥有良好的情绪

情感，正确、合理的生活习惯，为后期高素质人才的培

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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