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实用17
篇)

中班教案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幼儿进行有效引导，提供合
理学习机会以及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重要工作。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整理的教案模板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一

1、愿意参加劳动，懂得自己的事要自己做。

2、学习物品，体验其中的乐趣。

3、感受替换歌词演唱的乐趣。

1、布置一个凌乱不堪的小熊家，并请配班老师扮演小熊。

2、小鸡头饰每人一个，鸡妈妈、小熊头饰各一。

2、鼓励幼儿帮助“小熊”房间，说说前后有什么不同。

3、范唱歌曲，鼓励幼儿跟唱。

4、替换歌词演唱，引起幼儿仿编兴趣。

5、引导幼儿以替换歌词的方式再次演唱歌曲。

6、当“小熊”向“鸡妈妈”表示感谢时，“鸡妈妈”鼓励它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做一个讲卫生、爱劳动的好宝宝。

7、音乐游戏：碰一碰。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二

1、愿意参加劳动，懂得自己的事要自己做。

2、学习物品，体验其中的乐趣。

3、感受替换歌词演唱的.乐趣。

1、布置一个凌乱不堪的小熊家，并请配班老师扮演小熊。

2、小鸡头饰每人一个，鸡妈妈、小熊头饰各一。

2、鼓励幼儿帮助“小熊”房间，说说前后有什么不同。

3、范唱歌曲，鼓励幼儿跟唱。

4、替换歌词演唱，引起幼儿仿编兴趣。

5、引导幼儿以替换歌词的方式再次演唱歌曲。

6、当“小熊”向“鸡妈妈”表示感谢时，“鸡妈妈”鼓励它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做一个讲卫生、爱劳动的好宝宝。

7、音乐游戏：碰一碰。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三

内容标准

养成自信自立的生活态度，树立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远大
志向，体会自强不息的意义。

教学目标

（一）情感、态度、价值观：养成自立的生活态度，体会自



强不息在学习、生活及事业成功中的意义，培养自立自强的
精神；以自立自强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困难，克服依赖心理，
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强者。

（二）能力：提高自理自立的能力，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安排；面对遇到的困难，学着靠自己的力
量去解决，逐步培养独立克服困难的能力。

（三）知识：认识自立的重要作用，懂得只有自立才能走向
自强的道理；学会走上自立之路。

教学内容分析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第四单元第八课的第一项目内容，
目的是让学生认识自立品质的重要作用，自觉克服依赖心理，
养成自立的生活态度；培养自立精神，勇于面对学习、生活
中的困难。

进入中学以后，学生遇到的最大的不适应，就是在自立能力
上。由于小学的教育、教学方式和中学的不同，学生的学习
方式、生活方式和自我管理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这就给学
生的自立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及时对学生进行自立教育
非常重要。

本项目分两个层次内容：一是少年需自立，主要是讲解自立
的重要作用；二是告别依赖，走向自立，主要是讲解如何走
向自立。前一层次是教学的重点，因为只有认识到自立的重
要性，才能自觉走自立之路；后一层次是教学的难点，因为
初一学生年龄较小，又大多是独生子，依赖性较强，要在学
习生活中真正克服依赖心理，走向自立难度较大。道理好明
白，但做起来较难。

教学活动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投放：人生是一顿自助餐

一位朋友的`祖父当年从东欧来到美国。他通过爱利斯岛，然
后走进曼哈顿的一间餐馆，想找点东西吃。他坐在空无一物
的餐桌旁，等着有人拿来菜谱请他点菜，但是没有人来。他
等了很久，最后有一个女人端着满满一盘食物过来，坐在了
他的对面。

朋友的祖父问：“这里怎么没有侍者？”

那女人告诉他，这是一家自助餐馆。果然，他看见有许多食
物陈列在台子上，排成长长的一行。“从一头开始，”女人
说，“你挨个地拣你想吃的菜。等你拣完，到另一头他们会
告诉你该付多少钱。”

“我很快就知道了，这就是在美国做事的法则。”朋友的祖
父后来对人讲，“在这里，人生就是一顿自助餐。只要你愿
意付费，你想要什么都可以。你可以获得成功。但是，如果
你只是一味地等着别人把它拿给你，你将永远也成功不了。
你必须站起身来，自己去拿。”

这也是所有成功者的法则。

提出问题：人生是一顿自助餐，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

学生思考回答后，教师总结：人生像一顿自助餐，不能一味
地等别人，“你必须站起来，自己去拿”。只有自立才能开
创自己的事业，获得成功。

多媒体投放课题：自立的事情自己做

（二）共同探讨



多媒体播放视频或投放文本：年少有志，勇挑生活重担

安琳是青岛胶南滨海街道中心中学的一名15岁女学生

豆蔻年华的她，本应得到父母的百般呵护，但病重的母亲，
却让她小小年纪便挑起生活的重担。每天天刚蒙蒙亮安琳就
起床了，然后穿好衣服、洗脸做饭，再把做好的饭端到妈妈
的床头，给妈妈倒好水，放好药，等妈妈醒来后吃饭、服药。
为了减少生活开支，她又学会了蒸馒头、包水饺、炒小菜。
生活的重负下，她一直勤于学业，科科成绩名列前茅。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四

我渐渐地长大了，今年已经10岁了，而父母却渐渐老去，我
告诉自己，要学会做家务，让爸爸妈妈轻松些。

我先从小家务做起，如扫地、洗碗、洗衣服等，一些更复杂
的家务，如做饭、炒菜等，慢慢学着做。

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爸爸妈妈迟早有一天会变老，到那时
她们干不动活的时候，她们依靠谁？依靠保姆？不，依靠我
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多学，小时候不学，等长大再学就迟了，
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是该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如果你现在
还是一味依赖爸爸妈妈生活的，那就请你赶快行动起来，学
着自己做。

我们小时靠父母，父母老时靠我们。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五

1．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2．懂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爱劳动的表现，是光荣的。

教育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会做的事情学着做，克服依
赖思想。教学难点：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重要性。教育过程：

一、说一说（“说一说”中的内容）。

提问：同学们，早晨起床后，穿衣、叠被是你自己做的吗？

师：有这么多同学都自己穿衣、叠被，我们给这些同学鼓鼓
掌。

二、学一学：（使学生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的道
理。）

师：现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出示春生头像），
他的名字叫春生，今年也上一年级，请你们听听他的故事。

出图1（背景：春生家中。春生的动作图，随讲故事贴上。）

师：这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四周静悄悄的，春生在被窝里
甜甜地睡着。过了一会儿，他家的大公鸡叫了起来，春生被
惊醒了。他揉揉眼睛，坐了起来（出示坐起的春生），撩开
窗帘（演示撩窗帘），啊！窗外，一轮红日已经从东方升起，
大公鸡正昂头叫着，原来起床的时间到了。

板书：

不等

帮忙

自己

看！他穿得又快又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小结：

穿衣服是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春生每天起床后都自己穿
衣，已经养成习惯了。

过渡导语：

还有许多事情也是自己的事，应该由自己来做，比如系鞋带。
下面就来看看春生的鞋带开了，他是怎么做的。

出图2（活动图）

师：这天，春生正在上体育课，踢着踢着球，他发现鞋带开
了。

１．提问：他用别人帮忙了吗？

板书：不用

帮忙

自己

系（鞋带图）

他为什么不用别人帮忙呢？那如果鞋带开了，春生不会系，
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过渡导语：

由于春生年龄小，还有许多自己的事不会做，该怎么办呢？

出图3（活动图）

１．提问：图上的春生在做什么？他靠妈妈帮忙了吗？板书：



不靠

帮忙自己

洗（袜子图）

妈妈就在旁边，春生为什么不靠妈妈帮他洗呢？

２．小结：

春生不会洗衣服，他先学洗手绢、袜子，逐渐就学会洗衣服
了。

３．提问：

妈妈和太阳公公为什么笑了？

师：他们也在夸春生呢！春生不仅受到了妈妈和太阳公公的
称赞，连同学也在夸他呢！

出图4

1．同桌互相说说：

你知道老师和同学在夸春生什么吗？

２．小结：

他们都在夸春生是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爱劳动的好孩子。

板书课题：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３．请同学代表为图4中的春生戴上一朵“爱劳动”的小红花。

师：让我们都来向春生学习吧！



老师领读课文。

三、看一看（“看一看”中的内容）（使学生进一步知道还
有哪些事也是自己的事。）

１．想想：

图中小朋友做的事，你会做吗？２．请同学在自己会做的事
情的图旁用红色水彩笔画一面小红旗，不会做的事情先空着，
以后做到了再画。

四、听一听：（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看书（“听一听”中“小花猫”的故事图）

听录音（课文）

1．小组交流：

小花猫为什么哭了？猫妈妈问他时，他会怎么说？妈妈会说
些什么？

听完这个故事，你懂得了什么道理？

２．小结：

如果自己的事自己不会做，又不学，总依赖别人，一旦离开
别人就没法生活。不仅自己要吃苦头，别人也不喜欢你。自
己的事一定要自己做，不会就学，从小培养自己独立生活的
能力，从小培养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好习惯。

过渡导语：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几位小朋友做得怎样。



五、说一说（“说一说”中的内容）

1．小组交流：

图上小朋友谁做得对？谁做得不对？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２．小结：

图1、3中的小朋友不让奶奶给自己梳头、盛饭，做到了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

图2、4中的小朋友让爷爷替自己拿书包，让爸爸为自己削铅
笔，没有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六、比一比（“比一比”中的内容）进行具体的行为指导。

１．请几位同学到前边比赛。

（1）整理书包。

（2）系鞋带。

２．请比赛中表现好的同学说说自己平时是怎么做的。

３．小结：

由于这位同学平时做到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所以在今天的
比赛中他们表现很好。让我们都来向他们学习，做一个自己
事情自己做的好孩子。

七、总结：

1．说说学完这课书，你知道了哪些事情是自己的事情？为什
么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2．总结：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可以使自己生活方便，少给人添麻烦，
从小培养生活自理的能力，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自己的事
情会做的，要不等、不用、不靠别人的帮忙，自己做；不会
的事情要学着做。老师相信你们一定会成为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人对孩子越
来越溺爱，有的孩子甚至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殊不
知，依赖性越强，自理能力就越差，更谈不上自立、自强。
有的小学生呢个，上学忘带课本，忘戴红领巾；在学校里，
不会扫地，不会做值日；课堂上，不能迅速转备好上课用的
物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应该学会的，
并且是要付诸行动的。安排这一主题的目的是引领小学生逐
步学会认识自我，能够关注日常生活，辨清哪些事情是自己
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体验到劳动的滋味，体会到家长
的辛苦，也享受到自己劳动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逐步培养
自理能力，进而能够自觉帮别人做事，长大成为有用的人。

本主题安排了“问题与思考”“学习与探究”“实践与体
验”“总结与交流”“拓展与创新”5个教学环节，目的是通
过这些环节的教学，引导学生走进日常生活，发现自己应该
做那些事起那个，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做，做生活的有心人。

“实践与体验”环节安排了“学习用品整理”“瞧瞧我的小
房间”“合理安排时间”这三个活动，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先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方面做起，逐步学
会发现生活于学习中的问题，并依靠自己解决，逐步养成自
立的习惯，甚至能够主动帮助家长做家务，帮助同学做值日。
让学生长期坚持，做生活的主人。



1.通过让学生完成：“自我评价表”，发现自己在生活与学
习中还存在的问题，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并知道怎样做
最好。 2.通过整理书包、书桌、房间及合理安排时间，掌握
简单的劳动技能，学习合理安排时间的方法，努力成为爱生
活、爱劳动。讲卫生。讲效率的小主人。

本主题安排了“问题与思考”“学习与探究”“实践与体
验”“总结与交流”“拓展与创新”5个教学环节，目的是通
过这些环节的教学，引导学生走进日常生活，发现自己应该
做那些事起那个，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做，做生活的有心人。

“实践与体验”环节安排了“学习用品整理”“瞧瞧我的小
房间”“合理安排时间”这三个活动，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先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方面做起，逐步学
会发现生活于学习中的问题，并依靠自己解决，逐步养成自
立的习惯，甚至能够主动帮助家长做家务，帮助同学做值日。
让学生长期坚持，，做生活的主人。

1.房间整理前后的照片或整理房间的视频，新型吸除尘器图
片或者实物。

2.自我评价表、笤帚、抹布、拖把等。

4个课时

第1课时活动1

学习有那个品常整理

1.活动涉设计背景

第2课时

活动2瞧瞧我的房间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小学生都有自己的小房间。那么，
整理自己的房间就是自己的事情，就应当自己做。本次活动，
主要安排了整理床铺、整理书桌、整理小型家具，以及抢劫
小房间等。通过整理自己的小房间，掌握整理床铺、书桌或
者书柜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技能，同时感受父母对自己的关心
和照顾，有这个理自己的小房间进而帮助父母整理其他房间，
学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3课时

活动3合理安排时间

时间不仅是宝贵的，而且是公平的。做自己的事情也需要提
前规划，并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做事效
率。小学生在时间安排上还比较随意，缺乏科学合理安排时
间意识。通过计时游戏，引导学生谈自己的真实感受，进一
步体会时间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小明的课余时间表，讨论并
总结科学合理安排时间的方法和技巧，进而为自己设计科学
合理课余时间安排表，以提高做事效率，更好地享受劳动带
来的快乐与成就感。

第4课时总结交流和拓展与创新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七

1、能主动地和教师、同伴交谈。

2、能用较清楚、连贯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3、通过交谈，明白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养成好习惯。

1、两位小朋友行为的录像。

2、《瞧我有多能干》的图片若干张。



1、观察两位小朋友不同行为的录像或图片，引起幼儿谈话兴
趣，使幼儿明白自己的事要自己做。

提问：红红和冬冬他们俩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是怎么做的?你
愿意向谁学习?为什么?

2、围绕话题自由交谈。

讨论：哪些事情是自己的事呢?自己的事情应该由谁来做呢?
为什么?

3、引导幼儿拓展谈话范围。

(1)自己的是不会做怎么办?

(2)爸爸妈妈要帮你做怎么办?

(3)你可以做那些事?

4、时间练习：学习系鞋带、拉拉链。

幼儿将自己的鞋带解开、拉链拉开，如此练习数遍，教师个
别辅导，体验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快乐。

5、结合图片《瞧我有多能干》，让幼儿边看边讲，引导幼儿
养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好习惯。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八

1、知识目标：了解自立的表现和重要性；知道依赖的危害。

2、能力培养：培养学生分析、探究、合作、活动的能力。

3、情感和生活指导：培养学生的自立意识，增强学生生活、
学习的自立能力。



重难点

1)依赖的危害是教学难点。

2)自立能力培养是教学重点。

教具：

多媒体、ppt课件、活动物品等

教学法：

活动化教学、生活化教学、合作探究式教学

教学过程

一、

（播放背景音乐《男儿当自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
说：“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都不算是好汉。”师生
对话，引出课题：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设计说明：名人名言，
开门见山，直接导入，利于学生明确学习主题）

1、活动要求：

1）随机抽取3—5名学生参与活动

2）比赛项目：叠衣服、叠被子。

3)时间：3—5分钟。

4)评选办法：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质量最好者获胜

5)奖励：生活自立奖活动评价：谁做得最好？



2、（生活小记者）采访：xx同学，首先向你表示祝贺，祝你
在本次比赛中获得胜利。

采访：看到别人获得成功你有何感想？你打算怎么做？

教师小结：自立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设计说明：学生
的生活经验不仅是教学的出发点，也是一种宝贵的教学资源。
生活赛场，以竞赛的形式引导学生熟知的经验，利于激发学
生兴趣，也利于知识的提炼。）

3、合作探究：

1）、在现阶段，自立有何表现？

2）、自立对我们的健康成长有何意义？学生讨论，教师参与
讨论代表汇报，师生共同总结（设计说明：采访、小组合作
探究是两种生生交流、互助学习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

思考:

1)、日本的少年为什么有饭吃，而中国的孩子饿肚子？

2）、为赢取下一次较量的胜利，我们应该如何做？学生讨论

教师小结：告别依赖，走向自立（设计说明：1992年，中日
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这篇报道引起整个教育界的震惊，
在此引入，一是为了引导学生探讨依赖的危害，二是激发学
生自立自强的斗志。）

2、小明遇到了一个数学难题，而这时同桌恰恰做了出来，小
明应该……学生独立思考回答（设计说明：检测的形式多种
多样，“生活过关”重在考察学生自立意识）

五、成长日记学生结合提示完成成长日记生生交流（设计说



明：“成长日记”实为课堂总结，名称的改变倡导的是学以
致用和人文关怀。）

六、拓展作业——生活方案主题：今天我远行指导：根据远
行前、远行中所需准备，写好方案。

活动反思：

从那以后，我不再帮幼儿穿衣服，而是限制时间让他们自己
穿，并告诉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的，现在的孩子娇生
惯养，幼儿缺乏自理能力，依赖性很强。作为教师的我们应
该不失时机地找机会锻炼他们，让他们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这样才能让他们经受住挫折，也有益于今后的成长。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九

1、培养幼儿独立生活的意识，逐步改变他们依赖成人的心理
状态。

2、学会一些力所能及的自我服务技能，知道主动承担一些家
务劳动。

3、初步懂得自己长大了，遇事能够试着面对。

4、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5、懂得在别人有难的`时候要想办法去帮助他们。

1、儿童服装、雨具各若干件。

2、脸盆、肥皂、手绢等。

1、请幼儿介绍一下自己的衣服、鞋袜等都放在家里的什么地
方?每天穿什么衣服由谁来决定，谁来找。



2、调查一下每天都有谁听天气预报。

3、老师请小朋友讲讲，听天气预报对他们有什么意义。

4、玩游戏：请听天气预报

玩法：

幼儿分成若干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回答问题。

老师做预报员，向幼儿预报天气，让幼儿根据听到的天气预
报，选择衣服、雨具等，看哪组选得快而且正确，优胜组得
一枚奖章。

如：老师报阴有雨，幼儿就必须选择雨衣、雨伞;

最低气温15℃以下，幼儿要选择毛衣等;

最高气温25℃以上，幼儿可选裙子、短裤。

5、玩游戏：看谁的衣服最整齐

玩法：(幼儿分为人数相等的若干组进行比赛)

每组幼儿前面放两张桌子，其中一张桌上摆放与幼儿人数相
等的各种服装。游戏开始后，每队幼儿均从第一个人起跑到
桌前，任选一件服装叠好放到另一张桌上后跑回，拍打第二
个人的手，第二个人再去叠放衣服，以此类推。叠放整齐、
速度快的一组获胜。

6、教师示范如何洗手绢，要求幼儿回家练习洗手绢、袜子等，
并晾起来。

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找机会锻炼他们，让他们学
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样才能让他们经受住挫折，也有益



于今后的成长。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十

2、鼓励幼儿帮助“小熊”房间，说说前后有什么不同。

3、范唱歌曲，鼓励幼儿跟唱。

4、替换歌词演唱，引起幼儿仿编兴趣。

5、引导幼儿以替换歌词的方式再次演唱歌曲。

6、当“小熊”向“鸡妈妈”表示感谢时，“鸡妈妈”鼓励它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做一个讲卫生、爱劳动的好宝宝。

7、音乐游戏：碰一碰。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十一

由于小班的小朋友年龄特别小，在家做什么都是依赖父母，
为了增强小朋友的独立生活性，所以我设计了这堂教学活动。

1、通过观察图片，简单讲述图片内容，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

2、通过学习短句“自己穿衣服”、“自己刷牙”、“自己洗
脸”、“自己吃饭”等初步培养幼儿发散性思维。

3、通过讲述内容，激发幼儿热爱劳动的情感，懂得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的道理。培养幼儿的独立性、自信心。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点：如何培养幼儿独立性的良好习惯。

难点：如何培养幼儿独立性的自主能力。

1、知识经验准备：歌曲《小小手》，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幼
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2、环境准备：小(2)班

3、材料准备：图片《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及字卡

录象(幼儿自己生活中的关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

(一)复习歌曲《小小手》，引入课题。

1、边唱歌边做动作。

2、教师提出要求，再唱一遍。

3、可请个别幼儿进行歌表演，激发幼儿的兴趣。

(二)让幼儿根据问题仔细观察录象内容，并说一说，及时出
示字卡。

1、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说说录象中有谁，她在做什么(培养
幼儿的观察力)。

2、是谁?在干什么(穿衣服)?看，她好象在说什么，我们猜一猜
(我会自己穿衣服)(鼓励幼儿大胆想象，并勇敢地说出来)。

(三)启发幼儿用“我会自己……”的句子说说自己会做些什
么。

2、幼儿充分讲述，教师适当调节。



(四)结束活动

我们小朋友真能干，会自己做这么多的事情，还有许多小朋
友也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请小朋友找找自己的爸爸妈妈，
跟他们说说，能干的你，现在会自己做什么事情(请幼儿与家
长交流，使每个幼儿都能得到讲述的锻炼)。

活动准备充分，思路清晰，能较好地帮助幼儿用语言完整表
述。建议由大班哥哥姐姐来进行情境表演，然后教师用肢体
和部分语言进行提示这样能更好地帮助幼儿讲述。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十二

1.通过情景表演动作，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2.学习做自己能做的事，不懒惰，不依赖。

3.学习词语：小宝自己穿衣服，自己穿鞋。

4.初步培养幼儿有礼貌的行为。

5.幼儿可以用完整的普通话进行交流。

重点：学会正确穿衣服

难点：能分清鞋子的左右

地点：午睡室（小床，椅子，桌子）

人物：小宝（请大班小朋友扮演）

起床音乐

1、出示场景提问：这是什么地方？（午睡室）有什么？看谁
来了？（小宝），小不点在干什么？（解扣子）谁给小宝脱



衣服、脱鞋子？幼儿答：小宝。问：衣服脱下来怎么放？鞋
子脱下怎么放？这时放起床音乐。问：谁给小宝穿衣服，穿
裤子、穿鞋子？幼儿答：小宝自己穿。老师小结：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小宝真能干。

2、老师问小宝：你在幼儿园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家是不是
也是自己做呀？小宝答：我在家也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
朋友们你们也像我一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做个爱劳动的
好孩子。

3、由小宝带领小朋友边做动作边说：我自己穿衣、我自己穿
鞋、等。

4、全班小朋友练习穿鞋、脱鞋之后选几个能干的孩子进行表
演，老师给予帮助。

5、送小宝回班，（练习礼貌用语）

6、午睡：全班练习穿脱衣服和鞋子。

通过这节课，我班的幼儿85%的幼儿都会穿脱衣服和裤子及鞋
子，只有个别幼儿还是分不清鞋子的左右，总是穿错。我相
信在练习中他们总会分清的。

小百科：事情，一种对过程的`描述。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十三

1、知道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

2、体验自我服务带来的快乐。

3、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绘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拉链马甲一人一件。

1、听音乐做游戏，引入主题说说自己能做那些事情。

提问：你们自己都能做些什么事情?

小结：原来宝宝们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2、分享交流，哪些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做。

播放课件说说哪些事情小熊是自己做。

提问： 哪些事情小熊是自己做?

小结： 搭积木、收玩具、洗手、吃饭、刷牙、铺被子、脱裤
子。

3、体验表达，进一步升华：

游戏--穿衣小能手。

比赛规则：听到口哨声开始穿衣服，不能穿反，拉好拉链，
先完成者为胜。

如有小朋友不会穿，教师进行教授：抓领子，盖房子，小老
鼠，钻洞子，左钻钻，右钻钻，吱吱吱吱上房子。

结束活动： 小朋友们太棒了，自己的事情都会自己做。今天
又学了穿马甲的新本领，我们回班上把这个本领告诉没有学
过的小朋友吧。

从那以后，我不再帮幼儿穿衣服，而是限制时间让他们自己
穿，并告诉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的，现在的孩子娇生



惯养，幼儿缺乏自理能力，依赖性很强。作为教师的.我们应
该不失时机地找机会锻炼他们，让他们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这样才能让他们经受住挫折，也有益于今后的成长。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十四

1、知道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

2、体验自我服务带来的快乐。

3、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绘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拉链马甲一人一件。

1、听音乐做游戏，引入主题说说自己能做那些事情。

提问：你们自己都能做些什么事情?

小结：原来宝宝们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2、分享交流，哪些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做。

播放课件说说哪些事情小熊是自己做。

提问： 哪些事情小熊是自己做?

小结： 搭积木、收玩具、洗手、吃饭、刷牙、铺被子、脱裤
子。

3、体验表达，进一步升华：

游戏--穿衣小能手。



比赛规则：听到口哨声开始穿衣服，不能穿反，拉好拉链，
先完成者为胜。

如有小朋友不会穿，教师进行教授：抓领子，盖房子，小老
鼠，钻洞子，左钻钻，右钻钻，吱吱吱吱上房子。

结束活动： 小朋友们太棒了，自己的事情都会自己做。今天
又学了穿马甲的新本领，我们回班上把这个本领告诉没有学
过的小朋友吧。

从那以后，我不再帮幼儿穿衣服，而是限制时间让他们自己
穿，并告诉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的，现在的孩子娇生
惯养，幼儿缺乏自理能力，依赖性很强。作为教师的我们应
该不失时机地找机会锻炼他们，让他们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这样才能让他们经受住挫折，也有益于今后的成长。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十五

1.知道在家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会自己收拾玩具、会自己
穿脱衣等。

2.能理解情景表演的内容，大胆回答问题。

能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情景表演积木一盒手偶小兔

（一）出示兔宝宝。

（二）提出问题：兔宝宝不光在幼儿园乖，在家也是能干的
孩子。他怎么能干呢？请宝宝看一看。

（一）兔宝宝搭积木，搭得高兴。妈妈叫吃饭，兔宝宝"哎，
我收好积木就来"。



（二）看电视，看得高兴，妈妈叫睡觉，兔宝宝"好的，我明
天再看"。自己脱衣睡觉。

（一）兔宝宝是听话的孩子吗？

（二）他在家是怎样听妈妈话的？教师和幼儿共同扮演，重
点引导幼儿进行对话的学说。

（一）宝宝在家都听话吗？

（二）你玩过的玩具谁来收拾？晚上睡觉要不要妈妈陪？

（三）教师小结：能干的孩子在家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学会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收拾玩具，睡觉也不要大人陪。学
会自己穿脱衣服。

在家你还会做什么？

设计意图

以直观的表演吸引幼儿的兴趣

通过对话的学说强化宝宝的意识

与自身生活相结合，知道怎样做是正确的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十六

1、通过情景表演动作，知道自己的事要自己做。学习做自己
能做的事，不懒惰，不依赖。

2、学习词：自己;短句：小不点自己穿衣服，自己穿鞋。

地点：中班午睡室(小床、椅子、桌子、小屏风)



人物：小不点，(请大班小朋友扮演)

道具：录音机(放起床音乐)

1、出示场景提问：这是什么地方?(午睡室)有什么?看谁来
了?(小不点来了)，小不点在干什么?(解钮扣)，谁给小不点
解钮扣，脱衣服，脱鞋子?幼儿答小不点自己解钮扣，脱衣服，
脱鞋子。问：“衣服脱下怎样放?鞋子脱下怎么放?”起床时
提问：谁给小不点穿衣穿鞋?(小不点自己穿衣、穿鞋。)

老师小结：自己的事自己做，小不点真能干。

2、老师问小不点：你在幼儿园自己的事自己做，在家是不是
也是自己的事自己做呀?小不点回答：我在家也是自己的事自
己做。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象我一样，自己的'事自己做，做个
爱劳动的好孩子。

3、由小不点带领小朋友边做动作边说：“我自己穿
衣”，“我自己穿鞋”等。

4、全班小朋友练习解钮后，扣钮扣一边之后选几个能干的孩
子表演，小不点指示帮助。

5、送小不点哥哥回班，(练习运用礼貌用语)。

6、午睡：全班练习穿脱衣服和鞋子。

从那以后，我不再帮幼儿穿衣服，而是限制时间让他们自己
穿，并告诉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的，现在的孩子娇生
惯养，幼儿缺乏自理能力，依赖性很强。作为教师的我们应
该不失时机地找机会锻炼他们，让他们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这样才能让他们经受住挫折，也有益于今后的成长。



幼儿园教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篇十七

1．出示ppt1-4，让幼儿欣赏。

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个有趣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
吧！

2．说出小猪鲁鲁为什么什么事都不会做？

3．讨论：小猪鲁鲁应该怎么做？

4．出示图5，幼儿继续欣赏故事，说出小猪后来是怎么做的？

5．讨论：你们自己会做哪些事情？

6．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之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7．小结：原来自己的事情做了之后，心里很高兴，很开
心……。

二、跟袜子娃娃做游戏

1．认识袜子的“头”、“跟”、“口”。

师：老师觉得小朋友们表现都很好，所以老师请来了神秘的
客人和小朋友们做游戏，你们看这是谁啊？（袜子）

2．袜子的匹配。

幼儿把袜子按照头对头，跟对跟，口对口放。

3．叠袜子。

师：小朋友们你们会叠袜子么？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叠袜子吧



小结：你们都会叠袜子了，那以后自己的袜子还有爸爸妈妈
的袜子就教给你们啦，我们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4．晒袜子。

1.律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播放音乐，模拟做一些事情，结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