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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儿洗手环节案例分析及策略 
◆陈云琳 

（四川省直属机关玉泉幼儿园  610017） 

 
案例背景：  
幼儿期是形成行为习惯的关键时期，所谓“少成若天性，习

惯成自然”。《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健康领域目标要求幼儿生活、
卫生习惯良好，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但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容
易生病，一部分原因是卫生工作没有做好，病从口入就是最容易
让幼儿生病的原因。因此，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尤为重要。手、
口动作频繁，是幼儿时期的年龄特点，手经常触摸外界的各种物
体，最容易接触到各种细菌，小朋友在不经意间，易将不干净的
东西吃进体内而生病。因此培养幼儿并让幼儿保持良好的洗手习
惯尤为重要。但是孩子动手能力比较弱，在幼儿园经常发现有的
小朋友在洗手时往往会出现洗手马虎、玩水、洗手方法不正确、
拥挤等现象。在了解孩子的这一情况后，为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
洗手习惯，我对案例进行分析并采取了相应的策略。 

案例实录一：  
集体早操时间后，我让小朋友去洗手，然后我就在旁边观察

孩子们洗手的情况。孙浩然打开水龙头后，将双水放在水龙头下
冲了几秒钟，接着关上水龙头，就跑出了盥洗室。  

案例实录二：  
洗手时，刘晨萱和一个小朋友在为谁先洗手而争吵。我问：

“萱萱怎么了？”萱萱说：“老师我想先洗手。”另一个小朋友说：
“那你是后面来的，你应该排队，我在洗的时候，你应该站在禁
止线后，等我洗完了你再来，一个跟着一个洗。”后来刘晨萱发
现地上的禁止线，并站在线后，等其他小朋友洗完以后再踩着地
上的小脚印过去洗手。  

案例实录三：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们班有的小朋友洗手的速度很慢，要洗

很久才出来，于是我在小朋友洗手时就发现曾浩文在玩水，而且
玩的很开心，还有一些小朋友上完厕所后看见曾浩文在玩水，也
过去效仿，最后一群孩子都玩了起来。这时我走过去后说：“你
们在干嘛呀，别的小朋友都洗好去吃水果了。”他们听了我的话
后才依依不舍的去用毛巾擦小手去了。  

案例实录四： 
我们幼儿园早上入园时会要求小朋友放好书包后去洗手。一

天早上入园时，王宇宸放好书包就马上进入教室，我就问他：“乖
乖，你洗手了嘛？”他说：“我在家洗了”，“你今天出门上幼儿
园时洗了手，但是你来的路上还是摸过其它东西啊，你能不能再
去洗一下呢”，然后王宇宸就去到盥洗室洗了手。 

案例分析： 
我们的双手在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孩子

的小手更是每天忙碌不停，尤其是小班儿童。他们的年龄特点决
定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玩各种各样的玩具；喜欢东摸西摸；
喜欢玩沙、玩水；喜欢捡地上的物品；甚至喜欢用手抓饭吃。更
有些孩子会出现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如：咬指甲、吸吮手指等。
可想而知，细菌每时每刻都在他们小手上不断滋生、繁殖，威胁
着他们的身体健康。而正确的洗手可以预防皮肤病、感冒、眼部
感染以及肠道寄生虫的滋生。洗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每天必须要
做的事，但是很多时候，幼儿是为了执行老师家长的命令才洗手，
没有真正意识到洗手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和洗手的重要性，常常处
于被动执行的状态。由于幼儿认知发展的限制，缺乏对卫生、细
菌、疾病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加之病菌特殊的存在方式，导致幼
儿对手的卫生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常常觉得洗手麻烦而
不认真洗。由于小班幼儿年龄特点，大多是以自我为中心，喜欢
与同伴争抢，同时喜欢模仿，不能用简单的说教。小班的幼儿刚
从家庭中走出来，他们的自我中心意识比较强，不懂得谦让，所
以在和同伴相处的过程中会为了谁是第一个洗手发生争抢，案例
二中的刘晨萱就还没养成良好的秩序感，不知道前面有人要排队
的意识，而我给她的帮助是环境暗示法，让她知道前面有人要排
队，排队时小脚要站在相应的脚印上。  

教育策略：  
1、通过视频图片，增强幼儿对洗手重要性的认知。首先，

我会让小朋友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洗手，因为我们每天要用手做很
多的事情，比如做游戏、玩玩具、上厕所等等……我们在做这些
事情的时候，手上我就会携带上细菌。接下来我会带领孩子们认
识细菌，并让他们知道细菌的危害，意识到细菌会让我们生病。
如果不勤洗手，就很容易把病菌带到口腔里，然后进入体内，我
们就会生病。让幼儿知道手上的细菌是很小的，一般用肉眼是看
不见的，看上去不脏的手也需要洗干净，这使幼儿容易接受，就
明白了为什么手看上去不脏，也要洗手后才能吃东西的原因，从
而有了自主洗手的意识。另外，还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为什么
脸盆的水变黑了”，让孩子能够从复杂的语言中懂得道理。然后
再告诉他们小手的哪些部位容易脏并且最容易藏细菌了（手心、
手指缝、手指尖……），让小朋友知道这些部位要着重洗，我们
才能远离细菌。告诉小朋友们我们什么时候该洗手？除了我们常
说的饭前便后要洗手，其实还有一些情况我们也需要洗手，比如
手摸了眼睛、鼻子、口水，帮老师做完卫生，出去玩后，坐小车
等等，要让小朋友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最后要正确并完整的教
会孩子六步洗手法，再让孩子自己去亲自实践，学会六步洗手法，
并在每天的洗手过程中坚持使用。 

2、孩子在了解了洗手的重要性及学会了洗手后，有的小朋
友还是不怎么认真洗手，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洗手的过程枯燥无
趣，不喜欢洗手。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发挥我们老师的作用了，可
以教会孩子洗手的儿歌，通过朗朗上口的童谣儿歌:“洗手前，
先卷袖，再用清水洗洗手，擦上肥皂搓一搓，指间指缝都搓到，
哗哗流水冲一冲，我的小手洗净了”。让幼儿学习并掌握洗手的
正确方法，把枯燥的洗手变成了有趣的游戏，孩子们边念儿歌边
洗手，就会洗得非常干净了。让洗手环节趣味化、游戏化，通过
动作表现歌曲内容，表达自己对歌曲欢快的感受，促使他们在潜
移默化中掌握基本的技能。另外，幼儿去洗手之前先给幼儿讲清
洗手的常规，强化他们的意识。让幼儿知道洗手不玩水，排队我
不挤，一个跟着一个洗。在幼儿洗手的过程中，我会不断的对幼
儿讲：“洗手不玩水，排队我不挤，一个跟着一个洗。”在不断的
反复巩固中，幼儿洗手玩水的的问题改善了不少。最后，还可以
通过装扮盥洗室来改善儿童洗手过程中的无趣感，比如在墙上和
镜子上贴上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卡通形象，在洗手盆里贴上小花，
告诉小朋友我们洗手就是在给小花浇水，并且只能浇在花心上
（这样可以控制流水的量，避免打湿衣袖），并在地上贴上脚印，
在潜移默化里教会孩子学会排队，遵守公共秩序。还有的幼儿在
洗手的过程中喜欢玩水，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小班幼儿有探
知外界的欲望，玩水可以说是他们的天性，针对这一特点，可以
设计一些跟水有关的集教活动和一些小游戏，让孩子可以更放开
的去接近水，这样也可以降低他们对水的好奇感，进而也就可以
减少在洗手过程中玩水情况的发生了。 

3、幼儿模仿能力是很强的，针对这一特点，我们可以采用
榜样激励法。可以给洗手认真的小朋友贴贴纸，通过物质激励和
榜样的示范，也可以让幼儿更积极认真的洗手了。 

4、家庭教育既是摇篮教育，也是终身教育，良好的习惯养
成离不开家长的密切配合。孩子有其特有的两面性，他们在幼儿
园已经养成了洗手的良好习惯，但我耳边却时常听到家长说：“宝
宝都是奶奶帮着洗手的。”“他么喜欢玩水，每天洗手都把袖子洗
得湿漉漉的。”“小家伙洗手超级快，小手碰碰水就算洗好了。”
为了能让小朋友养成更良好的洗手习惯，其实还是需要家庭的配
合，每个家庭是幼儿园最好的合作伙伴，充分得利用到家庭教育
资源，共同为幼儿得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的做到家园共育，
为我们孩子的健康筑成坚实的壁垒，让我们的孩子更健康快乐的
生活，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是幼儿园非常重要的工作。我
国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习惯养得好，终生爱其益，习惯养不
好，终生受其累。”这就需要我们教师肩负起责任，倾注我们的
爱心、细心、耐心，让每一个幼儿都能健康、愉快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