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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培养大班幼儿良好的洗手习惯的探索 
◆梁  静 

（四川省直属机关玉泉幼儿园  610017） 

 
洗手是幼儿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结合蒙以养正

课题的开展，为了给幼儿一个舒适、温馨的洗手环境，我们将盥
洗室打造成“仙踪林”的景象，绿色给人清爽、干净的感觉，用
绿叶枝条来将厕所与盥洗室隔段区分，让幼儿感知到盥洗室和厕
所是两个节立的空间。我们还投放了大小适中的肥皂、儿童专用
的毛巾等。关于洗手的方法，我组织了集体教育活动，进行了规
范的步骤演示，幼儿还学习了朗朗上口的儿歌。为了让幼儿能认
真洗手，我们把洗手的步骤“挽起衣袖”“打湿小手”“抹抹肥皂”
“搓搓泡泡”“冲冲小手”“擦干小手”绘制成图片粘贴在洗手池
前面的墙上，以便孩子们随时对照。为此，我们总结了一些切实
可行的经验。 

一、激发幼儿的内在动机和需要，知道认真洗手是为了自己
的身体健康，并不是因为老师的要求。 

1、为此我们开展了主题活动“观察洗手水”的活动让幼儿
直观地感受到洗手可以洗掉手上的污渍。比如，一次美术活动后，
小朋友的手上沾满了颜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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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洗，水变得更加脏了。让幼儿
切实的感到洗手能消除手上的脏东西。 

2、通过显微镜观察手上的细菌，当孩子看到其实不怎么脏
的手上也布满了细菌，他们就会产生将手洗干净的想法。 

3、在盥洗室里张贴手上的细菌的放大图，刚贴上时，小朋
友都来问：“这是什么呀？这么恶心。”我说：“这是细菌，在你
的手上呢，手没洗干净的话就会在 

你进食时跑到你的肚子里”。起到提示幼儿认真洗手的目的。 
4、给幼儿讲述手足口病等常见疾病的传播途径，让幼儿了

解手不洗干净会生病的事实，再提醒幼儿认真洗手会收到更好的
效果。 

二、依据幼儿的真实生活需求来设计创设生活环境。 
以前我们创设的环境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布置墙饰，没有站

在儿童的角度理解幼儿的特点，服务幼儿的需求。为此我依据幼
儿的活动的实际需求来规划调整幼儿的生活环境，在日常生活中
发现了问题就及时作出调整。 

1、在地上贴上小脚印规范幼儿有序的排队，并贴上进出盥
洗室的路线指示箭头，避免幼儿拥挤。 

2、避免小朋友水开得过大，在水龙头上作上标记，小朋友
开水时轻轻地开至标志处即可。 

3、在水槽上做上标志，提示小朋友洗手时手放的位置，水
不会四处喷溅，避免弄湿洗手台和地面。 

4、在洗手台上放置供幼儿自觉擦干洗手台的毛巾。 
5、在寒冷的冬季给幼儿提供的热水洗手 
6、把擦手帕放在会活动室的必经之处，避免小朋友洗完手

忘记擦手。 
三、在理解和接纳的基础上和孩子一起商量制定规则。 
到大班以后，幼儿的规则意识明显增强，但是老师老是将孩

子当成“被管教”的对象，什么都必须听老师的，师幼关系就会
变得对立，孩子面对老师的要求时就会表面服从，内心反抗。孩
子更愿意遵守自己和同伴一起建立起来的规则而不是老师规定
的。 

1、节约用水的规则：和孩子一起讨论在洗手的过程中怎样
才能更好的做到节约用水。 后小朋友制定了自己的节约用水公
约：打湿手和清洗时开水，搓泡泡时关水，洗完手后及时关水，
并以图画的形式粘贴在盥洗室内。 

2、遇到插队的、故意拥挤的小朋友怎么办？大家商量后规
定：请他到队伍 后重新排队 

3、有玩水的小朋友怎么办？大家商量后提出了“提醒不玩
水制度”：排在后一个小朋友亲拍前面玩水的小朋友的肩膀提醒，
这种提醒有别于老师说教式提醒，当幼儿发现自己的行为被理解
并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改善时，他们通常能更好的遵守约定。 

4、轮流当“洗手管理员”，每个小朋友都有当管理员的机会，
在检查别人的同时，每个幼儿也更清楚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管
理员负责在小朋友洗手后即将洗手台的水擦干，肥皂盒摆放整
齐，同时也培养养了幼儿为他人服务的意识。 

四、尊重幼儿的年龄特点，《3—6 岁儿童发展指南》中对三
个阶段幼儿洗手方面的要求是逐步提高的，小班是：“在提醒下，
饭前便后洗手”，中班是：“饭前便后洗手，方法基本正确”，大
班是：“饭前便后主动洗手，方法正确”。可见，对幼儿洗手习惯
的培养是循序渐进的。 

1、幼儿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心，天生爱玩水，乘洗手的
时候玩玩水，玩玩肥皂泡泡是正常的，我意识到强行制止孩子玩
水是会适得其反的，我们应该更加理解孩子。于是我开展了一些
有关水的探索活动：好玩的水，水流到哪里去了，会变化的水等。
进行了科学实验：怎样才能吹出更多的泡泡。通过这些活动，幼
儿的好奇心的到了满足，得到了充分的玩水和泡泡的时间，可以
减少幼儿在洗手时探索和玩耍水和泡泡的行为。 

2、进餐和吃点心前是孩子们洗手比较集中的时候，教师的
合理安排就显得尤为重要，既不能拥挤又不能让幼儿无谓的等
待。我会安排一些轻松的小游戏，让小朋友分组轮流洗手，为小
朋友预留保证他们能认真洗手的时间。 

五、利用好幼儿爱模仿的心里，发挥老师的带领示范作用。 
我在每次户外活动回来以及餐前都有意识的在孩子面前认

真的洗手，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对洗手的需要并亲演示其过程，这
样会给幼儿潜移默化的影响，幼儿会渐渐意识到洗手是讲卫生的
表现，而不是被老师要求才去洗手。 

六、家长和班级老师统一思想，统一要求。 
1、幼儿习惯的培养不能只靠幼儿园，而是家园一起配合才

能对幼儿的要求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在蒙养课题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课题的研究内容和目的告知了家长，得到了家长的大
力支持。 

2、每两个星期我会把班级洗手环节幼儿的表现一图片、视
频、文字的形式告知家长，我们在环境方面根据幼儿的需求做出
了哪些调整，和幼儿一起制定了什么规则或公约都让家长及时了
解，并请家长积极出谋划策。 

3、现在的家园联系已经不是老师说，家长听的模式，而是
家长与家长，家长和老师交流的平台。我请家长在班级网站或
QQ 上及时分享幼儿在家洗手环节的 “小亮点”，家长可以相互
学习好的经验，我也会把这些“小亮点”在班级分享给全体小朋
友并给以适的鼓励，幼儿间也可以相互学习。 

对幼儿良好卫生习惯的培养方法有很多，著名人民教育家陶
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好的习惯将伴随一个人一生的成长。
相信经过幼儿园和家长的不懈努力，良好的卫生习将会融入幼儿
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