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自理能力培养教案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班自理能力培养教案反思篇一

1 学会独自分类和整齐摆放主要学习用品，为入小学做好自
理能力准备。

2 学会看课程表，尝试按课程表整理书包，养成自我服务的
意识。

3 通过整理书包萌发做小学生的愿望。

4 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 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1 幼儿带来自己的小书包，课前互相欣赏书包，了解书包的
功用。

2 小学生课本若干，课程表ppt课件。

3 各类文具：文具盒、卷笔刀、铅笔、橡皮擦、尺子。

4 其他用品：水壶、蜡笔、绳子、毽子、毛巾等。

5 拍摄小学生整理书包过程的录像。

一、提问导入课题



教师小结：学校有教学楼，里面有教室、图书室、微机室、
阶梯教室，学校里有老师和许多小学生，老师每天给小学生
上课。

2 师：小朋友们马上要上小学了，小学生每天上学必须带什
么?(在问答中帮助幼儿归类，如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

教师小结：书包里要放的东西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放书本和
文具。

二、学看课程表

师：小学生每天要带什么书?怎么才能知道?

1 播放课程表ppt课件。

2 引导幼儿讨论：

(1)这是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表，你能看懂吗?课程表上有什么?

(2)小学生一天有几节课?上午几节?下午几节?都有什么
课?(指导幼儿学看课程表)

(3)你能看懂课程表吗?还有什么问题?

教师小结：课程表可以告诉我们每天有几节课，上什么课。
有了课程表，我们就能按课程表来整理书包里的书。

三、学习按课程表整理书包

1 认识书包，了解书包的结构。

(1)师：书包是小学生的好朋友，我们小朋友也即将成为小学
生了，你们的爸爸妈妈已经为你们准备了一个书包，那你们
的书包是怎样的呢?请你拿出来向你的好朋友介绍一下。



(2)请1名-2名幼儿介绍自己的书包。认识书包的各个部分、
颜色、图案。

2 操作探索，幼儿第一次学习整理书包。

(1)师：书包有什么用?那你们会自己整理书包吗?我们来试一
试。(幼儿自由整理书包，老师巡回观察，注意幼儿整理书包
的不同方法。)

(2)请两位用不同方法整理书包的幼儿示范给大家看，要求边
整理边讲述并解释这样整理的理由。

(3)讨论：你觉得谁整理书包的方法好?为什么?

教师小结：整理书包时，大书放下面，作业本放大书上面：
各种文具有序整齐地放入文具盒中，文具盒放本子上面：晚
上整理书包要按第二天的课程表来进行。

3 幼儿第二次整理书包。

(1)播放小学生整理书包过程的录像。

(2)师：假如现在是星期日的晚上，请你们按课程表整理书包。
想想该按星期几的课程表来整理呢?请你们按照正确方法再次
整理书包。教师关注幼儿整理的过程！

教师小结：要学会看课程表，找出对应的课本和作业本，再
将它们归类好，按大小整理摆放整齐。

四、学习整理其他用品

1 (出示水壶、蜡笔、绳子、毽子、毛巾等)师：你觉得这些
物品该如何整理?为什么?

2 师：现在我们再来整理一次，看看谁会用刚才的好方法又



轻又快地整理。

教师小结：水壶和毽子这些用品可以放在书包两侧的小袋子
里，方便取放。

五、听《课间十分钟》音乐结束活动

如果让我重新讲这节课的话，我会请家长来参加这节课，配
合在家中养成幼儿每天自己整理书包的好习惯。

大班自理能力培养教案反思篇二

这一内容包含二个方面要求：一是会分辩裤子的里外前后，
二是穿着裤子的正确方法和顺序。幼儿已经学过穿秋天的单
裤和初冬的裤子，也有一些分辩裤子前后的经验。但是，由
于假期中，春节期间又增添了不少新款的较厚的冬季裤子，
因此，可能会在分辩“前后”方面发生困难。另外，幼儿在
穿着两条以上裤子时，还须顾及里面裤腿的平脚，这对一部
分幼儿来说也尚有问题。据此，在设计活动中，一要注意引
导幼儿运用过去的经验来分辨冬季裤子的前后面；二要提醒
幼儿在自下而上的拉裤腰的过程中，不要用力过猛，以免内
裤裤腿卷缩。三要用一则顺口溜来提示穿裤子的方法与步骤，
并增添愉快的练习气氛。

1、能分辩冬季裤子与前后面，学习自己穿裤子。

2、学会自己有序地、整齐地穿着裤子。

3、体会到自己穿裤子的乐趣。

1、重点：分清不同款式裤子的前后面，用正确的方法穿裤子。

2、难点：男孩的裤前拉链的使用（易将里面内裤卡在拉链
上），以及能整齐地穿上裤。



1、幼儿各自当天所穿的冬季外裤。

2、新奇角或活动区放置一些娃娃的各款裤子，供幼儿练习。

1、用开“聪明小火车”方式，引导幼儿依次描述自己裤子的
前片上有什么。

说明1：这样有助于幼儿在平行影响中获得更多的分辨裤子前
后片的方法：如看贴花、口袋、拉链、扣子等等。

说明2：幼儿讲完后，教师应稍稍加以归纳。

2、由1—2名幼儿示范穿裤子的方法与步骤；教师作适当的讲
解。

要点：

（1）裤子的前片要向上（或向前方），双手拦住裤腰，坐在
椅子上，逐一将腿伸入裤腿。穿上后站起将裤缝处拉正，并
将内衣塞入裤腰内。有带、后、链者系上。

（2）如有内裤，应塞入袜筒，以免向上卷缩。

3、幼儿边看教师念顺口溜（或自己念），边练习穿裤子：拉
着裤腰儿，穿进裤腿儿，伸出腿丫儿，自己穿裤儿，真是乖
孩儿。

说明1：幼儿穿裤子时，教师可重点指导使用门襟拉链有困难
的男孩。

说明2：教师也可利用顺口溜的最后两句，对穿好裤子的幼儿
作评价和鼓励。

4、活动的延伸：



幼儿在生活区为娃娃穿各种裤子。（或在家里自己尝试穿不
同款式的裤子）

活动建议

1、此活动可根据幼儿穿裤子的能力分小组进行。

2、此活动宜在幼儿午睡起床时进行。

在活动中，幼儿的生活能力得到了锻炼，进一步学会了穿裤
子。

大班自理能力培养教案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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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5、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时间：2013年9月30日上午9:10

地点：音乐室穿衣服、穿鞋子、叠被子比赛

全体幼儿

衣服：24件，被子：12张，桌子：12张

1．各班1名教师当评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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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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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自理能力培养教案反思篇四

1、教会幼儿自己上厕所，不尿湿裤子。

2、教育幼儿当厕所人多时，不争抢，学会谦让。

教师将本班厕所打扫干净，便于幼儿参观。

一、参观厕所。

1、教师带领幼儿参观本班活动室的厕所。让幼儿知道厕所是
大小便的地方。

2、认识男厕所和女厕所。

分清便池、便桶或便槽，知道男孩、女孩小便的方法是不一



样的。男孩站着小便，用便池;女孩坐在便桶上或蹲在便槽上
小便。

3、参观幼儿园公用厕所。

教师带领幼儿参观幼儿园的公用厕所，告诉幼儿在室外活动
时，可就近入厕。

二、大小便时要上厕所。

1、带幼儿回到活动室，教师提问，幼儿回答。玩游戏时想小
便怎么办?吃饭时想小便怎么办?集体活动时想小便怎么
办?(教育幼儿在集体活动前、饭前、睡觉前上厕所，有小便
时应及时上厕所小便，不要憋尿，尿湿裤子。)

2、谈谈讲讲。

小便时厕所里人多怎么办?小便急怎么办?(厕所人多时不争先，
不拥挤，依先后顺序小便。小便急时，可与其他幼儿协商，
让自己先用厕所。)

三、怎样上厕所

1、教男孩子上厕所。

(1)教师请男孩子谈谈;怎样上厕所才不会将小便弄到便池
外?(小便时，不要离便池太远，避免小便弄到便池外，不要
离便池太近，以免弄赃裤子。)

(2)教师还要告诉男孩子，穿有拉链的裤子小便时，要小心，
不要损伤皮肤。

2、教女孩子上厕所。

教师请女孩子谈谈，怎样上厕所才不会让小便弄湿裤子?(小



便时，要将裤子脱低一些，然后坐在便桶上;蹲在便槽上小便
时，要用手托住裤子。)

四、结束活动

请想上厕所的幼儿去小便。教师观察幼儿入厕情况，及时予
以评价。

大班自理能力培养教案反思篇五

一、支持鼓励孩子自理的要求:幼儿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
们对新奇的事往往都有探究的欲望。当他们有这种欲望时我
们应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同样在生活自理方面也是如
此，当孩子看到父母刷牙、洗脸时可能会说:“我也刷牙”，
这个时候请您支持孩子的欲望，不要担心孩子会弄湿衣服、
弄洒水。在家庭中，家长要抓住这些机会，及时给予引导。
如:当你的孩子争着要自己穿衣服、系鞋带或者要帮着洗衣服
时，他们可能会将衣服穿反了、穿倒了，将鞋带团成一个死
疙瘩，把衣服能湿了，高兴的玩起肥皂泡来。当孩子发生这
些表现时，你是怎样对待的呢？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些表现感
到生气，对孩子进行训斥甚至打骂他们呢？你可知道，你的
制止和指责，恰恰是扼杀了孩子的主动学习与探索精神。

二、要激发幼儿生活自理的兴趣:兴趣是成功的开始。只有对
某些事情产生了兴趣才能更加喜欢去做某些事情。我们可以
利用讲故事、唱儿歌、作游戏等形式，使孩子懂的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懂得利用自己的小手可以做许多的事情，从而激
发孩子生活自理的兴趣。幼儿自己穿衣服，你可亲切的对他
说一句:“宝宝长大了，自己的事情能自己做了，你真棒”。
同时，你要在一边指导着他怎样穿得对又快，幼儿不仅高兴
的去做，而且他在快乐之中掌握了正确的穿衣方法。

三、教给孩子生活自理的技能: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在不
断的探索-学习-学习-探索中学会一切的，因此要提高孩子的



生活自理能力，就应当教给孩子劳动的技能给以正确的引导，
让他观察妈妈是怎样洗手绢的，爸爸是怎样刷呀的，从中掌
握正确的方法。在你家周围的邻居中，或许有好多生活自理
能力强的孩子，你可以用这些孩子做榜样，让你的孩子像他
们那样，你可这样对孩子说:“宝贝，__他能自己洗袜子了，
每天自己穿衣服，叠被子，你也长大了，你做的一定会比__
更好的，你跟他比一比，也做给爸爸妈妈看看好吗？”幼儿
有了榜样，他一定会学着做起来。家长千万不能急于求成，
孩子一次做不好就不让他做了，家长要对孩子一点一滴的进
步给予鼓励，让孩子对做的事情有信心的去做好。

四、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能力逐步培养孩子的自我服务意
识:在大纲中要求教育孩子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尊重幼儿
身心发展的要求。教育不能超越孩子的能力范围。把孩子不
能完成的任务交给他们，孩子没有成功的喜悦容易产生自卑
感，从而失去信心。比如说洗衣服，如果开始就让孩子洗一
件上衣，孩子尝试之后感觉非常困难，会对洗衣服产生厌烦
和恐惧心理也许以后再也不愿洗衣服了。如果根据孩子的年
龄特点给孩子一块手帕，他也许会感觉很轻松的，再加上大
人的表扬，孩子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了孩子自我服
务的兴趣。你看见孩子拿着小笤帚在学着扫地，你可对他
说:“你看我宝贝，像个大人，能扫地了，扫得多好，扫完了
地也能给妈妈擦桌子是吗？”孩子就会点点头，当他扫完了
地后就会去擦桌子，做得也非常认真。

五、对孩子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要持之以恒:一种习惯的养成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我们天天做，时时做持之以恒。
我们不能今天让孩子去自理，明天觉着孩子太辛苦或者太麻
烦就一切代劳。幼儿良好的生活自理能力不是一天两天就可
以养成的，需要家长们坚持一贯性的要求，有的家长在培养
孩子良好的生活自理能力时，不能坚持一贯性的要求，今天
要求孩子做了，明天又去帮助孩子做，这样，对孩子的培养
是没有效果的，只有家长们坚持一贯性的要求孩子，孩子有
天天练习的机会，孩子才能掌握技能快，也就是养成习惯快。



六、家庭成员的一致性:爷爷奶奶亲孩子，真是比父母都要亲，
所以，在家庭里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妈妈要求孩子自己穿
衣服，孩子慢悠悠的笨手笨脚的穿，奶奶看见了，怕孩子受
凉感冒表示反对，爸爸怕孩子耽误自己上班时间，就亲自动
手替孩子穿起衣服来，就这样家中要求的不一致，很难达到
预期的效果，因此，家庭中在要求孩子做事情时，必须要求
一致的要求孩子，只有这样，孩子才会从小养成一个良好的
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七、家园密切配合，共同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 家长还
要关心孩子在幼儿园的发展情况，经常的与孩子的本班老师
取得联系，了解孩子的发展，了解幼儿园的要求，配合幼儿
园要求一致的对孩子进行教育。共同培养幼儿的自理能力，
孩子学会了自理，人生就成功了一半，就为以后进入这个竞
争激烈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能够坚强的面对生活，坚
强的自立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