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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幼儿习惯培养之洗手 
◆张梦菊 

（四川省直属机关玉泉幼儿园  610017） 

 
俗话说得好三岁看老。孩子在幼年时候形成的良好的习惯会

影响孩子的终身。幼儿时期孩子的可塑性大，正是良好的行为习
惯形成的关键期。良好的卫生习惯是作为评价一个人素质的基本
标准。如何养成尤为重要。老师要牢牢的把握好这一时期。我们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针对孩子的蒙养课题—我的小手真干净。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一、良好的洗手习惯要从幼儿期开始 
我班的孩子刚满四岁正是探索世界好奇心重的年纪。刚搬到

一个新的教室，孩子们对新的环境很好奇。摸摸这儿，摸摸那里。
我们发现孩子最喜欢停留的就是盥洗室，最喜欢就是盥洗室里的
洗手的环节。打开水龙头，让水哗哗的流动起来，把小手放在水
下让水哗哗的冲洗，改变水的流向。排队的时候，你抱抱我，我
抱抱你，说说话是最让小朋友们愉快的事情。我们老师问孩子为
什么老要在盥洗室里玩。听听孩子们是怎样回答我的“老师，水
冲在手上可舒服了！”、“老师我最喜欢玩水了！”、“老师我再洗一
会儿吧，我要把小手洗的干干净净的！”、看着孩子们的一张张恳
切的小脸，有些时候我也挺犹豫的。可是孩子把水一开起来就不
关。可是洗了好久手也没有洗干净。有的孩子忙着去玩手打湿一
下就跑掉了。如何在满足幼儿求知欲的同时也让孩子养成良好的
习惯。老师们开动了脑筋。 

二、在培养孩子良好的洗手习惯过程中要注重一定的原则 
首先，要坚持不懈，任何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是需要时间的。

并不是一天就能养成，而是需要我们长期的坚持不懈和持之以
恒。好的方法需要老师的一再强调和努力。孩子学会以后需要老
师和同学互相监督。做到实时提醒，认真执行。我们从小班一直
坚持六部洗手法。并把六步洗手法创编成好听又有童趣的儿歌。
将孩子们的小手比喻成两只小螃蟹交朋友：  

小朋友，快快来。我们一起来洗手。 
小水管，冲一冲，螃蟹宝宝做朋友。 
两只螃蟹来见面（掌心对掌心搓擦）， 
你背我来我背你（掌心对手背指尖搓揉）， 
八只小脚碰一碰（掌心相对搓指缝）， 
举起两只大夹子（拇指掌心搓揉）， 
站在石上扭一扭（指尖在掌心转动）， 
大家一起说再会（手腕互搓）。 
螃蟹宝宝洗干净，我是干净的好朋友！ 
孩子们边洗手边念儿歌，洗完手后还比一比哪个的小手洗的

最干净！设立小组长、卫生委员，负责监督孩子们的洗手过程。
例如：卫生组长负责督促最后一个洗完手的孩子关水清洁台面，
小组长负责督促本组的孩子便后饭前洗手。并检查洗干净没有。 

其次，标准统一，家园共育。活动中老师和老师之间取得共
识，每天洗手的时间。洗手时卫生委员的站位，各组长的责任划
分。老师的站位，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孩子们洗手的同时老
师也会和孩子们一起洗洗自己的手，和孩子们一起说说洗手时的
感受。言传身教，做好幼儿的榜样。我们还开展家长会把我们的
理念告诉家长取得家长的认同，请家长在家里按照幼儿园的要求
严格的要求孩子去洗手。做到标准统一，家园共育。 

最后是充分利用榜样的力量和集体的带动作用。当孩子们在
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出现了反复，我们怎么办呢？这时候老师利用
班上某某小朋友洗手的时候做得好充分的表扬。开展我是小手小
卫士，我的小手最干净。小猪猪为什么肚子痛等活动来树立榜样。
同时请家长上传孩子在家洗手的视频，给孩子推荐一些帮助孩子
认识洗手重要性的书籍故事。班级网站上共同讨论关于洗手问题
养成并巩固的方法。带动全体的孩子共同来解决洗手中出现的问
题。 

三、在洗手活动中创设多种方法让孩子们在玩中学。 
一是创设利于幼儿洗手的环境。让孩子喜欢上洗手，乐于去

洗手，并享受洗手这一过程。针对于创设适合幼儿洗手环境，我
们检查了盥洗室，发现孩子洗手有以下几点问题： 

1、洗手水开过大导致孩子们洗完手台面上到处都是水，下

一个孩子洗手时容易把衣袖打湿。 
2、肥皂放置不规范，幼儿取拿不方便。 
3、盥洗室拥挤孩子们洗手一个接一个，导致洗手时口角不

断。 
4、盥洗室没有标识。环境不利于提醒孩子正确的洗手方法

和节约用水。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制定出几点调整策略。 
首先我班的主题是疯狂动物城。围绕主题创设有利于幼儿吸

收的环境并结合蒙养课题把活动贯穿到各个取悦活动中。例如我
们根据主题给孩子创设一个快乐的小动物照镜子环境。让每个孩
子在洗手的同手照照小动物的脸看看自己洗手对不对有没有吧
袖子打湿。同时用即时贴剪贴动物脚爪印粘贴在洗手此地左边方
便幼儿取放。在洗手盆里剪贴花的标志告诉幼儿放水要刚好在花
心才能把花儿浇灌美丽。在盥洗室醒目的位置张贴小动物标示并
提醒孩子们六部洗手法。节约用水等等。在洗手台前设立禁止线
让孩子们知道前面有朋友的时候要在禁止线后等待，有效的避免
了孩子们的拥挤。那么环境创设好了。怎样让孩子学会正确的洗
手呢？我们又开动了脑筋。 

二是让幼儿培养良好的洗手习惯。首先要让幼儿理解洗手的
重要性，懂得为什么要洗手和掌握洗手的正确方法（六步法），
再通过长时间一贯性的培养使幼儿养成良好的习惯——手脏了
自觉洗手、饭前便后主动洗手及洗手时节约用水等。 

我们前期展开调查，问孩子们为什么要洗手，孩子们的回答
五花八门，手上有细菌，不洗手吃了东西肚子要痛等等。可是当
老师提出我的手看起来是干净的不洗可以吗？孩子们困惑了？
是啊明明看起来不脏的手能不能不洗手呢？我们请来了医生阿
姨给孩子讲解细菌的故事，让孩子们观察显微镜地下的手，还收
集到各种各样细菌的图片。让幼儿理解小小手上大世界。最有意
思的是我们开展了“观察洗手水”的活动。一次户外活动后，我
们端来一盆清水请一位小朋友在盆里洗手，看看水有什么变化。
孩子们看到洗过手的水惊叹道：“真脏呀！”再请这位小朋友搓一
搓肥皂再洗，水变得更加脏了。此外，还可以通过展示细菌的图
片，让幼儿了解手上看不见的脏东西。还要告诉幼儿画画和户外
活动后、进餐及饮水前、摸了脏的东西后以及如厕前后都要洗手。
只有解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够激发幼儿内在的洗手动机和需要。 

接下来，在让幼儿知道了洗手必要性的基础上，要教会他们
正确的洗手方法。我们用儿歌、故事、游戏等形式，引导幼儿掌
握正确洗手的步骤。比如，引导小班幼儿一边说《洗手歌》一边
练习洗手。通过丰富的活动，幼儿很快就能学会洗手，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良好的洗手习惯已经养成。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不断
地鼓励幼儿坚持洗手，可以采取奖励和竞赛的方法。比如，开展
“小手真干净”的活动，选出认真洗手的小朋友并加以奖励，通
过榜样的作用，鼓励大家都能认真洗手。 

四、让洗手的活动贯穿到孩子的一日生活各环节当中 
我们在孩子们区角活动中投放洗手活动有关的材料，例如：

图书区里投放什么样的材料才能跟洗手活动联系起来，变孩子们
的被动为主动。让孩子们主动学习有关于洗手的知识与方法并主
动纠正错误的卫生常识。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呢？我们开动了脑
筋，制作了我是卫生小卫士通关卡。第一关是洗手小拼图，就是
把幼儿自己绘画好的图卡剪成不规则的图形，并塑封。让孩子们
来主动的拼一拼。拼好了来说一说哪个方法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
的。只有完成了第一关才能顺利进入第二关。第二关是洗手小接
龙，就是按照六部洗手法，将吸收卡片装入六个格子里。第三关
是卫生习惯我养成，连线。只有三关都过关了才能取得卫生小卫
士的荣誉奖章。孩子们非常喜欢。在活动中很有兴趣。在游戏中
巩固学习了洗手的儿歌和培养了良好的卫生习惯。让蒙以养正的
活动渗透到孩子的游戏中。 

最后。我们还将活动延伸到家庭中，了解幼儿在家庭中是不
是主动、认真地洗手，并争取家长的支持，做到幼儿园和家庭的
要求一致，持之以恒。只有这样，幼儿才能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