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幼儿自理能力比赛计划(精
选5篇)

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目标、分析现状、确定行动步骤，并
在面对变化和不确定性时进行调整和修正。计划可以帮助我
们明确目标，分析现状，确定行动步骤，并制定相应的时间
表和资源分配。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计划书范文，仅
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班幼儿自理能力比赛计划篇一

生活自理能力是3-6岁幼儿学习的重要内容。自己吃饭已不是
困难的事了，一些更难的活动成为他们“挑战目标”，比如
自己穿衣、叠被、系穿鞋等。这些活动是一系列动作的组合，
需要孩子双手协调活动，随着双手的灵活性增强，这些任务
也难不倒他们。

3岁幼儿能根据家庭和幼儿园生活的规律，知道一天活动的顺
序，并按此顺序活动，但在生活和游戏中他们还不会自己安
排活动，一般是看到什么做什么，或成人要求做。在父母的
帮助下，5岁幼儿就已经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做事了。

3岁宝宝的生活已不再局限于家庭，和同伴交往，解决生活、
游戏和学习中的问题成为他们需要处理的个人事务。孩子最
初采用的方法简单而“粗暴”，拒绝、抢夺、哭闹、求助、
尝试错误是他们最常用的但在成长过程中，他们会发现这些
方法并不有效，于是他们开始学习新的更有效的方法，比如
改拒绝为提出新的建议，改抢夺为轮流使用，改盲目的尝试
为有计划的尝试。

如何培养孩子生活自理能力？

1、根据孩子生理发展特点，逐步提出要求，从易到难，从简



到繁。3岁的孩子可训练自我服务的各项本领，如吃饭、洗手、
刷牙等；4岁孩子可学习折叠被子、整理床铺以及自己照料生
活；5、6岁的孩子要求穿脱衣服迅速、整齐，洗脸洗手要洗
得很干净等，还要逐步教会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如：扫
地、浇花等。

2、为孩子生活自理创设必要的、合理的条件。如：最好有自
己的小床、小被子；衣服要放置在低矮的橱里，便于孩子取
放；洗脸盆要小而轻便，洗脸巾要短且薄等。

3、教会孩子基本的生活自理方法和技能。如：教孩子擦脸顺
序是：用毛巾擦眼睛、脸部、鼻子、前额，然后擦耳朵、耳
背，最后擦颈部等。

4、要持之以恒，反复训练。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是在实践中
不断巩固，从而养成自觉爱劳动的习惯。成人对孩子做得好
的，要及时给予表扬，同时父母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作用。

小班幼儿自理能力比赛计划篇二

活泼好动是孩子的天性，对周围的事物照顾得不周全、不完
善是小孩子的特点。有些家长习惯于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想
象和看待孩子的世界，因此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当孩子做
不到时，就会被戴上懒惰的帽子。家长在吩咐孩子做事的同
时，应该告诉他这样做的必要性。对孩子提要求要具体，与
其对孩子说“把你的房间收拾好”，不如说“把你的图书放
到书架上去”，或“把你的画笔放进笔盒里去”。

小班幼儿自理能力比赛计划篇三

培养孩子自理能力方法多种多样，可以在竞争中培养，可以
在娱乐中培养，可以在模仿中培养，也可以利用惩罚奖励来
培养。



孩子极具模仿能力，在他对我们大人的一切都感兴趣时，我
就抓住机会，王翔打扫卫生的能力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每个
星期六我都会大扫除一次，首先他很喜欢跟在我的后面照做，
后来做的越来越好，我就要求他自己打扫自己的书房，现在
形成习惯，我一打扫卫生他就自己打扫书房。

当然自己的孩子性格不同，相应的培养方法也就不同，王翔
活波好动做事全凭兴趣，许多时候他会把我们布置的任务置
之脑后，那时我就会告诉他洗次碗会得一元钱，直到十元时
会买一样他喜欢的东西或带他游玩一次等等。

“十年树人，百年树木”教育孩子不是朝夕即成，它是条漫
长的路，把孩子教育好是我们家长的责任，教育孩子独立生
活能适应社会，我们更是任重道远，这漫长而任重道远的路
上我们唯有“耐性”才能成功。

小班幼儿自理能力比赛计划篇四

现在的孩子生活非常的好，有疼爱自己的父母，有关爱自己
的老师，随时如沐春风，父母基本包办了一切，这让孩子的
自理能力越来越弱，然而我觉得从小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最
为重要，给予他“鱼”不如给予他“渔”。生活自理能力是
指在日常生活中照料自己生活的自我服务性劳动的能力，简
单说就是自己照顾自己，它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生
活技能。儿童自身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实践中逐步培养孩
子的生活自理能力，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自信心以及
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是尊重孩子的自主性、独立性的体
现，也是锻炼技能、培养劳动观念的过程，对孩子今后的学
业和生活，对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活都是十分有益的。我是从
以下方面做好孩子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

小班幼儿自理能力比赛计划篇五

要让孩子做到生活自理，必须让其明确生活自理的方法。孩



子没学会系鞋带的方法，就谈不上系鞋带；孩子不会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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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幼儿有了自理意识，如
果缺少自理的技巧，就是想做也做不好。所以，我们还要让
幼儿学会具体的生活自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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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教
幼儿学习如何系鞋带时，我们可以结合歌曲《系鞋带》来进
行：两个好朋友，见面握握手，钻进大洞口，用力拉耳朵，
变成蝴蝶走。让幼儿在歌曲的愉悦里，轻松自主地学习系鞋
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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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较高水平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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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指导穿鞋的过程中，小班幼儿中
要求在区分左右脚的基础上把鞋穿好；大班幼儿不仅要正确
区分左右脚，还要求正确系好鞋带。再如有的幼儿自理能力
发展不均衡，系鞋带是弱项，我们就可以在系鞋带的技巧方
面给予更加耐心细致地个别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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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小班幼儿吃饭，
开始可能会撒饭粒的情况，通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练习，幼
儿会逐渐正确掌握吃饭的技巧，少撒饭粒或不撒饭粒。

4、品尝成功，进一步提高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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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的强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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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实现成功，
以免挫伤幼儿积极进取的精神。

如何培养孩子自理能力的四个注意如何培养孩子自理能力的
四个注意

希望孩子早一点自理自立，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所以，我
们一直注意从幼儿时期开始，在生活中创造条件和氛围，培
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初步体会有四点：

1、注意培养愉快情绪。在棒棒学吃饭的时候，我们都鼓励他
自己用勺子舀饭吃，当他做了一次之后，不管成功与否，我
们总是鼓励他继续做第二、第三次，几乎每个人都用掌声和
赞赏的语言来肯定他，让他感到高兴，在愉快的情绪下继续
做下去。有时候还需要有意识把我们希望他做的事与他的某
种愉快的情绪联系起来，比如对他说：自己吃饭了，就可以
快点到幼儿园去了，就能看到升国旗了（棒棒喜欢看升国
旗）；自己吃饭了，金老师就会奖励五角星的，等等。

2、注意营造宽松氛围。让孩子学会做某件事，首先要让他愿
意做，而不是压着他做，不能让他有压力，气氛比较紧张的
时候不愿意做的事情，气氛宽松之后，孩子就愿意做了。所
以，营造宽松的氛围非常重要。在他洗脸洗手的时候，我们
就引导他唱洗脸洗手的歌，把自己洗脸洗手变成一件愉快而
光荣的事情，再比一比谁的小手最干净，等等，让他在自理
之后有成功和愉快感。

3、注意塑造反面素材。棒棒原先总是不愿意刷牙，到刷牙的
时候总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避开。后来，我们即利用反面素
材来影响和改变他对刷牙的看法。当他问“婆婆你的牙齿为
什么掉了？”我们即回答，“婆婆小时候不愿意刷牙，你现
在要是不刷牙，以后也象婆婆一样掉的”。多次强调之后，
他逐渐由不接受刷牙到喜欢刷牙。



4、注意运用激励方法。我们尝试着用他熟悉的小朋友或者其
他素材来激励他，让他自己做一些事情。比如我们常常对他
说，赵哲（棒棒的小表哥）是自己吃饭的，所以他是哥哥，
你要想做哥哥，也要自己吃饭；或者，告诉他只有自己的事
情要自己做的孩子，晚上才能得到爸爸奖励的五角星，等等。

当然，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每一个家庭都有独
特的与孩子沟通的背景与方式，所以，培养孩子自理能力的
关键还在于因时制宜，因人而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