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小楼梯 打扫楼梯的活动心得体
会(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活动小楼梯篇一

打扫楼梯的活动通常是学生时代的家务之一，它既简单又必
要，同时在生活中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项活动的重
要性远远超过了我们通常意识到的，因为它关乎我们身边的
公共卫生和环境，同时也是促进社区文明的重要一环。在这
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打扫楼梯的活动心得体会，并介绍
它对我的生活和价值观的影响。

第二段：关于打扫楼梯的活动

打扫楼梯的活动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涉及到环境保持和个人
责任的问题。在打扫楼梯时，我们需要集中注意力，确保每
一个尘土和垃圾都清理掉。同时，我们也需要时刻意识到打
扫楼梯的活动对整个社区的环境卫生具有明显的影响，它能
保持环境的整洁、美观和安全，为社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第三段：打扫楼梯带给我的改变

打扫楼梯的活动对我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它使我变得更
加有责任感，并且让我充分认识到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为环境、为他人、为社区尽一份力。在参与这项活动的过程
中，我体会到了既简单又重要的原则，也就是及时、有效地
完成分内的任务。这样一来，我能够在工作中更加高效地运



用这一原则，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各方面表现。

第四段：打扫楼梯的实践意义

当我们打扫楼梯时，我们实际上是锤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观察、思考、实践和总结，来不断提
升自己的执行力，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从而达到既高效又
可持续的改善效果。因此，打扫楼梯的活动不仅仅是机械性
地完成一个任务，而是在行动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自觉性和责
任感，成为一个有追求、有担当的人。

第五段：总结

总的来说，打扫楼梯的活动是一项看似简单但却非常重要的
事情。它在动员更多人们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同时，也
培养了我们的责任感和社会担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
行动来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理念，成为一个更好、更有
担当的社会人。因此，我鼓励更多的人们参与到打扫楼梯的
活动过程中来，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和有价值。

活动小楼梯篇二

打扫楼梯是一项简单而又不可忽视的公共卫生工作。作为楼
道的主人，我们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去保持楼道的清洁卫生。
最近，我参与了打扫楼梯的活动，收获了很多体会和感悟。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和心得。

第二段：学会团队合作

在打扫楼梯的活动中，我们的队伍非常团结。大家一起行动，
互相帮助、配合。个人之间的差异被忽略，只有共同目
标——打扫干净楼梯——是最重要的。这种合作精神让我深
受感动，更加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第三段：锻炼劳动能力

楼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打扫起来也确实不轻松。我们
需要不断爬上爬下，需要弯腰捡拾垃圾，需要用手力清理垃
圾，需要用拖把擦地和擦手扶栏杆。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
到了大量的劳动由内到外的丰富体验，让我更加珍惜生活。

第四段：提高环保意识

打扫楼梯的活动不仅可以让我们锻炼身体，同时也可以帮助
我们提高环保意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会发现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和自己的责任。这时候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就会注意废
弃物的分类，使其更加环保。

第五段：结语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楼道里，每天都要爬楼梯。因此，我们有
责任说出去保持环境的干净同时让它更加环保，让我们的周
围变得更加美好。在这个过程中，打扫楼梯的活动是一个很
好的开始。这个过程让我们体验到团队合作、劳动能力和环
保意识等方方面面的好处，也让我们意识到公共卫生对我们
的生活的重要性。

活动小楼梯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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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价值分析

为了小朋友的安全，走楼
梯请一级一走。通过今天
的健康教育，希望班级的
孩子们一定会在走楼梯时
特别注意了。

活动目标
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使
幼儿掌握正确的上下楼梯
的'方法

活动准备
活动难点

使幼儿掌握正确的上下楼
梯的方法。

难点剖析 中班幼儿大肌肉发育未完
全。

活动过程 教学策略创意说明



1、组织幼儿参观
幼儿园。参观要
走一段楼
梯。“小朋友，
你们会上下楼梯
吗？”
2、学会上下楼梯。
两脚交替上下楼
梯，两手不能扶
楼梯扶手。上下
楼梯时，要顺着
脚印的方向走。
3、组织幼儿分组
练习上下楼梯，
教师从旁指导，
并提醒幼儿注意
安全

请孩子们实地练习走楼梯，
通过自己的实际经验掌握
正确的上下楼梯的方法。

后续反思与调整策略



按照小班时我们双手拿椅子的方法，在今天拿着椅子上楼梯，
这样的方法就存在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老师在短短的时
间里面要求小朋友跟着老师一起学着用一个左手拿椅子（手
必须抓住椅子，最下面的一根横档上）有的幼儿个子矮，不
拿最下面的横档，椅子就会拖地，上下楼梯不方便也不安全。
同时在上楼梯时，要求右手拉住楼梯旁边的栏杆，注意力要
集中，不能管闲事。在老师的示范讲解与督促下，孩子们比
较顺利的拿着椅子走上了四楼。但是2个孩子老师还是给予
帮忙，一个年龄小个子矮，还有一个也是年龄小，由于身体
特殊情况，没有让他们拿椅子。
由于是第一次使用左手拿椅子，孩子们有些不习惯，有的还
分不出那个左手哪个右手，还有的座位朝里拿。相信通过我
们多次的练习，每个小朋友都能掌握左手拿椅子的方法。同
时也建议家长让孩子练习一下，看看孩子是否存在老师所描
写的以上情况，并给予指导帮助。
说来也奇怪，第一天好些孩子不会用左手拿椅子，但是到了
第二天，老师惊奇的发现，孩子们一下子都掌握了，都一个
个整整齐齐的拿着小椅子，有的还主动的对老师说：“老师
我拿的对不对”“真不错，大家都进步很大”老师说。

活动小楼梯篇四

打扫楼梯是我们义务守则之一。在学校里，我的班级定期轮
流打扫楼梯，但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直到最近，我有机
会参与到了这项活动中，才真正感受到了它的意义和价值。
在此，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打扫楼梯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感受

打扫楼梯看似简单，但却需要细心和耐心，稍有疏忽就会留
下污渍。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每一个细节的重
要性。清理地面上的碎片和污渍、擦洗墙面和扶手的尘垢、
整理好垃圾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却是卫生环境整洁、
美观舒适的保障。



第三段：真实

实际打扫楼梯时，我们还要面对一些困难和挑战。有的地方
比较高，需要攀爬；有的污渍比较顽固，需要费力擦拭。这
时，我们需要克服畏惧和困难，同时还要注意安全。只有勇
于担当，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第四段：收获

在打扫楼梯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锻炼了耐心和细心，还培养
了团队合作和责任感。每一个人都会认真对待自己的分工，
相互协作，效率也得到了提高。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一
整个楼层的卫生状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也更加珍惜这样
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第五段：结论

我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打扫楼梯仍然是我们每个人都需
要做的事情，但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以更积极的心态去做这件
事情。因为，每一次的打扫都是为了让楼梯变得更加整洁舒
适，也让我们更好地体验清新的校园生活。

活动小楼梯篇五

《上下楼梯》这一课选自上海卢湾区辅读学校《实用语文》
第二册第一单元第三课。本课的学习任务是结合两幅 教学图，
认读词语“上楼、下楼”， 在补偿学生认知缺陷的同时，对
学生进行语言康复训练，并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

反思一、根据教学内容结合本班学生的生理心理及认知能力、
需求，安排课时。

本班学生有11名学生，有4人伴有不同程度的语言障碍，有5



人具备书写能力。有2人伴有严重的认知缺陷。根据学生接受
知识能力的快慢程度，由快到慢分成4类，a类4名（智商）45
无语言障碍、会书写），b类2名（智商39伴有严重语言障碍会
仿写），c类3名，（智商39手脑不协调、不具有书写能力）。d
类2名（智商35，伴有语言障碍不会书写）。

根据上述学生情况，我把本课安排为五个课时，第一课时结
合课文主题图理解词语

“谁在上楼（下楼）”的句子。第五课时为练习课，复习本
课学习过的字词句。

“以人为本”、“分类教学”课堂教学安排过程中，始终把
学生当作学习的主人，训练的主体，积极为学生的自主学习
安排时间，搭建舞台，提学习机会，做到“目中有生”。

反思二、教学方法的使用成败

在这几课时的教学活动中，我主要采用了教授法、讲解法、
谈话法、参观法、实践法。

“上下楼梯”的教学图，帮助教学生了解和记忆词语。虽然
有一部分学生会认读词语看图说词语。但通过课下反馈，发
现d类学生不能理解“上楼、下楼”，这两个词语的含义，这
是我在备课一环节中没有充分的备学生，忽视了学生抽象思
维能力差，部分学生认知能力低下，教学环节设计不精心所
致。

因此，在第四课时学说句子 “谁在上（下）楼”这一课中，
我采用了参观法和实践法相结合，来帮助学生理解句子的含
义。

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把课文中的.教学内容直接和生活中的
实物对应起来学习的方式，能有效的激发智障儿童的学习兴



趣，更利于形成牢固的概念。

因此，在练习过程中我采用了情境练习，把学生带到楼梯旁，
进行上下楼的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练习说句子。首先由
我演示上下楼梯。同时启发学生说出“邓老师在上楼” 的句
子。然后要求a、b、c类的学生边上下楼梯边练习说句子，教师
提示学生注意人称的变换。

通过教师的实践演示“上楼和下楼”以及学生自己边说句子
边实践“上楼、下楼”这两项活动，加深学生对句子含义的
理解。通过课后检测a、b、c组学生都能够理解句子且能够变换
人称说句子，d组学生能按照教师的要求“上下楼梯”。这节
课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有效的补偿了学生的认知缺陷。
真正的体现了“为了生活、通过生活、学习生活、适应生
活”的教学理念。把“面向全体”的要求落到了实处。

三、情感目的培养。

上下楼梯是日常生活中常见活动，在课堂中我结合学生上下
楼梯时候的表现，给学生提出要求：靠右侧通行即用写字吃
饭的手扶着楼梯或墙壁上下楼上下楼梯不跑跳，不拥挤、不
喊叫，这样既安全又礼貌。

总之通过本课的学习，能够促进智障儿童的身心发展、丰富
其知识、开发其智力、塑造其人格、形成自理生活的能力，
提高其生活质量和生活的自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