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活动比赛方案
策划(优质5篇)

方案在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
是在组织管理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制定方案，
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推进工作，逐步实现目标，提高工作效率
和质量。以下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方案范文的相关内容，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生活自理能力活动比赛方案策划篇一

一、活动目的：

1、通过有味的竞赛活动，让小孩感受自己长大了，引导幼儿
明白得自己的情况自己做。2、通过竞赛满足幼儿的表现欲望，
让幼儿感受到集体活动带来的欢乐。

二、具体时刻内容安排：

20xx年11月17日9:30开始（大班每班预备床6张、中班每班预
备1张桌子、托小班每班预备1把椅子、6张爬爬垫）放到指定
位置。（9:10预备到位，9:30准时开始）三、活动地点：伊
洛幼儿园操场。四、参加人数：全体幼儿456名。五、竞赛项
目：

1、大班：整理床铺。

竞赛规则：6人一组，同时开始整理床铺，要求叠好被子、放
好枕头，（枕头放在床的南边）完成后举手示意看那班又快
又好。

2、中班：折叠衣服



竞赛规则：6人一组，幼儿站在桌子前，竞赛口令开始将衣服
脱下，翻好衣服，然后在桌子上折叠衣服，完成后举手示意，
看那班又快又好。

3、小班：穿鞋

以班为单位，各一等奖一名（自理“小能手”奖状一张，学
习本一个）；二等奖一名（自理“小能手”奖状一张）。

生活是一种实践，一种参与、也是一种体验。在如此的活动
中，幼儿的经验受到了真正的重视，自理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我们伊洛幼儿园在课程设计中逐步将教育回归生活，把游戏
还给小孩，让小孩置身于欢乐的生活和游戏之中！

幼儿生活自理能力活动比赛方案策划篇二

为进一步提高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加强“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意识，于12月19日上午，我园组织幼儿举行了别开生面的
“幼儿自理能力大比拼”活动。

活动以段为单位，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发展水平，分别开
展了小、中、大各段幼儿不同项目的自理能力比赛。小班段
幼儿为穿衣服比赛，中班段幼儿为穿纽扣衣服、贴贴鞋比赛，
大班段幼儿为穿拉链衣服、系鞋带鞋子比赛。活动中，有的
小朋友身手不凡，动作灵活迅速，很快就完成了任务；有的
小朋友遇到了困难，急得团团转，引得旁边小朋友连喊“加
油”。孩子们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场上不时爆发出孩子
们加油、呐喊声和欢笑声。

比赛结束后，孩子们还沉浸在比赛的愉快和紧张气氛中，每
个孩子都享受到了竞赛过程的快乐，脸上都绽放出了自豪的
笑容，比赛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检验和展现



了他们的自理能力，增强了孩子的自信心，也激发了他们自
我服务的意识。我园将以本次比赛为契机，继续深入开展幼
儿自理能力培养的相关活动，并通过幼儿园和家庭的紧密配
合，放手让孩子们去锻炼，让孩子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幼儿生活自理能力活动比赛方案策划篇三

1．通过活动，提高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学会穿脱衣服，鞋
袜、系鞋带及叠衣服、被子等基本的生活技能。

2、在有趣的比赛活动，让孩子感受自己长大了，引导幼儿懂
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3．通过班级之间的比赛，增强孩子的比赛意识和集体荣誉感。

4．发展身体协调性。

5．感受运动的快乐，愉悦身心。

时间：xxx年x月x日上午9:20，

地点：音乐室穿衣服、穿鞋子、叠被子比赛

参赛人员：全体幼儿

衣服：24件，被子：12张，桌子：12张

比赛形式与规则

1．各班1名教师当评委（隔壁班级互换打分），1名教师和保
育员负责叫人与照看幼儿。

2．分年段进行，每次每班派出6名幼儿参加，每位幼儿一次
机会，参加比赛的幼儿自己拿好衣服、鞋子、分班成一路纵



队站好，听到主持人的口令开始比赛，以记时的形式开展。

3．评判要求

（1）参赛幼儿衣服穿好后，要求穿得整齐、领子翻平，钮扣
正确、一一对齐。

（2）叠被子方法：左边折向中线，右边这向中线（重叠）

奖项制定小能手奖：4分钟内完成所有规定项目者，衣服、鞋
袜正反穿着正确，物品摆放整齐者。

进步奖：4分钟外完成所有规定项目者，衣服正反穿着正确，
衣服、鞋袜正反穿着正确，物品摆放整齐者。

幼儿生活自理能力活动比赛方案策划篇四

一、增强幼儿的生活自理意识

家长无条件的包办代替，使幼儿形成一种错误认识：自己不
愿意干的事情，父母会帮着干（要喝水了，父母会端水来；
要起床了，父母会给穿衣服……），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
让幼儿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要不怕苦，不怕累，“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

1、对幼儿进行正面教育，增强幼儿的生活自理意识。

2、通过分辨不同行为（能自理的与不能自理的），巩固幼儿
的生活自理意识。我们可以为幼儿准备不同行为表现的各种
图片等，让幼儿在比较中提高对自理行为的认识。

二、教给幼儿生活自理的技巧

要让幼儿做到生活自理，必须让其明确生活自理的`方法。



1、寓教于乐，让幼儿识得自理的方法。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
我们可以把一些生活自理技巧编成儿歌、歌曲以及设计成饶
有趣味的情节等，让幼儿在游戏、娱乐中学习本领。

2、因材施教，有的放矢，进行个别指导。由于幼儿之间存在
个体差异，因此，对于没层次的幼儿来说，要求就有所区别。
对于自理能力较强的幼儿，就以较高水平要求；对于自理能
力较差的幼儿，就相对降低要求的标准，不可强求，更不可
鄙视，须因材施教。

3、秩序渐进，逐步提高要求。获得初步的生活自理技巧之后，
要注意提高幼儿做事情的速度、质量等。

4、品尝成功，进一步提高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获得成功的
愉快感是推动幼儿生活自理的动力。当幼儿取得点滴进步时，
口吻“你真棒”、“你真能干”……都会使幼儿对自己的能
力充满信心，成为激励幼儿的方法。

为了更好的落实《纲要》精神，依据我国各年龄段幼儿发展
的特点，我们把培养幼儿生活自理能力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特制定自理能力计划如下：

1、会独立迅速的穿衣服和鞋袜，并穿得整齐。

2、独立盥洗，并学习洗头、洗澡、洗脖子。

3、会独立进餐，正确使用餐具。

4、会整理床铺（叠被子、叠毛巾被、扫床、套枕套）。

5、会做一般服务性劳动（扫地、擦凉席、学擦地、擦玩具柜、
洗袜子、刷凉鞋）。

6、知道一般的生活卫生常识（保护眼睛、保护牙齿、保持公



共场所卫生及个人卫生、会看日历、会看钟表）。

7、会整理文具和书包。

8、知道一般的交通规则。

大班分月培养项目

九月份会提鞋子,能分清左右脚,会正确使用餐具,不吃手指，
不抠鼻子，将餐具摆放整齐,饭后主动擦嘴,饭后主动漱口,会
摆餐具。

十月份会洗胳膊，知道饭前便后要洗手，知道怎么样保护牙
齿,坐姿基本正确，基本不挑食,会叠被子、会整理床铺，会
卷衣袖,会用手绢。

十一月份把鞋子脱放整齐,会干净进餐不弄脏衣服，咽完最后
一口离开座位，会独立进餐,能保持手清洁,会翻衣领,知道怎
么样刷牙,知道简单交通规则。

十二月份知道大便后怎样冲便池,会擦玩具柜、会擦床，不带
玩具上床,安静入睡不蒙头，饭前便后主动洗手,认识钟表，
认识日历。

幼儿生活自理能力活动比赛方案策划篇五

1、父母包办：

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小，能力差，自我服务是孩子以后的事，
这些事等到孩子长大了也就了自然会了，现在根本不需要考
虑这些事情，现在最要紧的是发展孩子的智力和对孩子进行
各种特长的教育、训练;在家庭中，溺爱孩子的家长包办代替
了一切。成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剥夺了幼儿动手的机会，限
制了幼儿自我服务能力的发展，养成了幼儿过分依赖的性格，



使孩子们成人后，缺乏相应的生活能力、动手能力，难以适
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小班更由于年龄小，平时日常生
活中的一些力能所及的事(如穿衣、洗脸等)都被家长们好心
地包办了，使一些本应该得到锻炼的劳动技能，都在无形中
被剥夺了，从而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这样往往造成自理能力
差、不爱劳动、懒惰等不良后果，养成了依赖性强、独立性
差、能力弱等弊病，这对他们的将来及其不利，有直接的负
面影响。

2、幼儿园老师怕麻烦：现在的幼儿园在班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老师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有的老师在很多时候怕麻烦，
嫌孩子动作慢。如孩子自己吃饭常常桌上、地上到处都是，
老师嫌脏，认为不如自己喂得快;有的孩子自己洗手结果手没
有洗干净，还弄湿了衣服，老师还要帮他洗;孩子穿衣，把衣
穿反了，要重穿，耽误了时间……，老师普通认为与其这样
麻烦，倒不如自己做了算。孩子年龄小，对周围事物感到新
鲜有趣，他们喜欢独立完成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而且为自
己能够完成任务而骄傲，从而养成独立性，建立自信心，增
强责任感和意志力，获得成功感。可见，自我服务可以有效
地促进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同步发展。同时，新的《幼
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也明确提出：作为父母与老师，我们
既要高度重视和满足幼儿受保护、受照顾的需要，又要避免
过度保护和包办代替，鼓励并指导幼儿自我服务的尝试。

由于孩子缺乏生活自理方面的能力，阻碍了孩子学习和行为
习惯的形成，也造成孩子缺乏自信心。长此以往，这些孩子
长大以后连自己照顾自己都将成为问题，又怎能指望他们去
照顾别人，更谈不上为祖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要因势利导，开始培养孩子日常生活的初步自理能力和
基本习惯，让家长了解凡是儿童自己能做的，应当让他自己
做的教育原则。从小培养孩子的自我服务能力，增强独立自
主的信心。



培养幼儿自我服务能力的时期就是小班阶段，同时也是幼儿
生活自理能力和良好生活习惯初步养成的关键期。从儿童心
理发展规律看，年龄越小越单纯，可塑性越强，越容易接受
各种影响和教育，此时培养孩子的自我服务能力及习惯越易
成功。同时，小班幼儿的基本动作已发展得比较自如，他们
已能够掌握各种运用大肌肉的动作和某些运用小肌肉的精细
动作，这为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奠定了基础，而且他们
自身也产生了独立地进餐、盥洗、睡觉、穿脱衣服的愿望。
这时，成人既不能撒手不管，也不能包办一切，而要针对他
们的发展水平，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机会，帮助他们实现生活
自理能力的愿望。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曾经指出：
幼儿的智力发展应当同时体现在手指的操作、语言的表达和
用脑的思考上，动手、动口与动脑三者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
内在联系。从小给孩子一双灵巧的小手，是促进孩子思维发
展、丰富其语汇、增强其自信心的基础和前提。我们不要荒
废孩子双手上的智慧，要教给孩子一些实干、巧干的方法和
技能，这是孩子学会生存、学会自主的起点。

为此我们对幼儿进行正面教育，增强幼儿的生活自我服务意
识。如通过谈话“我是乖宝宝”、“我长大了”、“我学会
了……”等活动，利用提问、讨论、行为练习等形式，让幼
儿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干好一些事情，为自己会干力所能及的
事情感到高兴。再如在语言活动(诗歌、故事、看图讲述等)
中，帮助幼儿充分理解作品内涵，通过作品中角色的行为，
使幼儿受到感染、教育。例如：我们班的高越小朋友不会穿
脱、整理衣服，刚开始，老师帮助他完成，但是要求越
越：“要仔细的看，争取学会，会了方法，下次要让越越自
己来做，好吗?老师知道越越最棒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增
强越越的自信心，以提高她的动手能力。

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帮助幼儿获得他们可能掌握的能力。这就
要求家长对幼儿要有一个恰当的期望值。我们提出的要求必
须是幼儿经过努力便能达到的。另外，应尽量让孩子自己解
决问题。设计一些能促使孩子成功的情境，成人一定要耐心



地让幼儿完成其力所能及的活动，鼓励幼儿，让幼儿主动去
做，喜欢去做，让幼儿享受成功的喜悦。

教给幼儿生活自我服务的技巧，要让幼儿做到生活自我服务，
必须让其明确自我服务的方法。幼儿没学会系鞋带的方法，
就谈不上系鞋带;幼儿不会洗脸，就谈不上把脸洗干净;幼儿
不知把玩具放到哪里，就谈不上把玩具物归原处……也就是
说，即使幼儿有了自我服务的意识，如果缺少自我服务的技
巧，就是想做也做不好。所以，我们还要让幼儿学会具体的
自我服务的方法。

(1)寓教于乐，让幼儿识得自我服务的方法。根据幼儿的年龄
特点，我们可以把一些生活自理技巧编成儿歌、歌曲以及设
计成饶有趣味的情节等，让幼儿在游戏、娱乐中学习本领。
如在教幼儿如何刷牙以防长蛀牙虫时，我们就教给了幼儿一
首蛀牙虫的歌，时时提醒幼儿每天早晚刷牙，而且让袁杰小
朋友亲自示范正确的刷牙方式，小朋友都认真仔细的看，表
现的很棒。

(2)因材施教，有的放矢，进行个别指导。由于幼儿之间存在
个体差异，因此，对于没层次的幼儿来说，要求就有所区别。
对于自我服务能力较强的幼儿，就以较高水平要求;对于自理
能力较差的幼儿，就相对降低要求的标准，不可强求，更不
可鄙视，须因材施教。例如：我们班的幼儿年龄差异比较大，
所以对年龄较大的袁杰与年龄较小的王嘉希来说，自理能力
当然不同。杰杰在自我服务能力方面表现特别棒，会自己穿
脱整理衣服。而希希就相对差一些，还需加强练习，所以老
师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提出不同的要求，从易到难，从简
到繁。

(3)秩序渐进，逐步提高要求。获得初步的自我服务技巧之后，
要注意提高幼儿做事情的速度、质量等。如在吃饭的时候，
思思总是会撒饭粒，经过老师的培养和练习，思思已经掌握
了吃饭的技巧，进步了很多。



(4)品尝成功，进一步提高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获得成功的
愉快感是推动幼儿生活自理的动力。当幼儿取得点滴进步时，
口吻“你真棒”、“你真能干”……都会使幼儿对自己的能
力充满信心，成为激励幼儿自觉掌握自我服务能力的强大推
动力;但当幼儿限于自身能力，无法达到预期目标时，我们要
耐心细致地引导，还可辅以鼓励性语言(如“你行的”，“我
相信你会干好的”等)，必要时我们还需协助幼儿实现成功，
以免挫伤幼儿积极进取的精神。

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幼儿园、家
庭、社会、幼儿的共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四者认识
一致、态度一致、言行一致、行动一致，才会形成强大的教
育合力。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不是一
下就能奏效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孩子还小，只要他自
己能做，就要给他创造锻炼的机会，在此基础上，施以言传
身教，辅以耐心细致，结合家园同心，只有这样，培养孩子
生活自理能力才能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