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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自理能力既是幼儿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亦是幼儿立足社会的前提。为检验主题绘本对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发展的

影响，以一幼儿园小班95名幼儿为研究对象，采用单组前后测实验法及测量法，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干预活动。研究显示，主题

绘本活动干预后，幼儿在穿衣、盥洗、如厕、进餐及收拾整理等五个维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因此，在精选优质绘本、创

设支持性环境，深化务实家园合作的基础上，以多元化的活动组织形式与策略开展主题绘本活动，积极对促进幼儿生活自理能

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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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lf-care abilit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children’s healthy development，but also a prerequisite for chil⁃
dren to stand in society. In order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themed picture boo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elf-care ability，95
children in a kindergarten primary clas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and a two-month intervention activity was conducted us⁃
ing single-group pre-and-post test and measuremen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ive di⁃
mensions of children’s dressing，washing，toilet use，eating and tidying 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refore，on the basis of selecting
high- quality picture books，creating supportive environment and deepening pragmatic home cooperation，diversified organization
forms and strategies to carry out themed picture book activities are of great help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elf-car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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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3-6岁是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初步形成的关键

期，这一时期，幼儿接受能力强，行为可塑性大。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

要》）明确指出：“要培养幼儿具有基本的生活自

理能力。”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不仅是幼儿健康

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幼儿立足社会的前提［1］。

讲卫生是良好生活习惯的一个重要表现，保持良

好的个人卫生能有效预防各类疾病的困扰；良好

的睡眠习惯能有效消除疲劳，增强个体的新陈代

谢，促进身体发育；独立穿衣习惯的养成能不断

提高幼儿的自理能力，增强其自信心［2］。

通过调查发现，幼儿在生活自理能力发展方

面问题较多。以合肥市M园三个小班幼儿为例，

首先，就寝时独立穿脱衣服方面，只有14%的幼儿

会独立穿脱衣服，36%的幼儿会将裤子鞋子穿反，

至少有60%以上的幼儿不会拉拉链、扣扣子。其

次，进餐方面，部分幼儿因为不会吃饭或者需要

帮助，进餐的时间长、饭量少，且挑食现象也较为

严重。再次，盥洗如厕方面，部分家长反映幼儿

在家刷牙比较被动，不愿意刷牙；也有较多家长

表示自己孩子不会自己刷牙，需要在成人的帮助

下才能完成。最后，收拾整理方面，58%以上的幼

儿在家会将玩具撒一地，并且不能很好地进行归

整，甚至有的幼儿完全依赖于成人帮助收拾整

理，久而久之，幼儿对家长的依赖性增强①。因

此，促进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发展，实施与之相适

应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绘本是开展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载

体，有效的绘本教学能够充分激发幼儿的学习动

机并调动幼儿已有的认知图式去对绘本的图文

内容进行加工［3］。主题绘本活动即以特定主题为

线索，以绘本为载体，通过教学活动、游戏活动、

生活活动等途径，开展与主题有关的活动，以促

进幼儿全面和谐发展。生活自理类绘本以贴近

幼儿生活的故事情节、生动活泼的语言及简单易

懂的画面引起幼儿的情感共鸣，激发幼儿尝试去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因此，本研究采用实验

法和测量法，以生活自理类绘本为载体开展主题

绘本游戏化阅读教育活动，探究主题绘本阅读活

动对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发展的影响，并为幼儿园

以及家庭开展绘本阅读活动提出参考经验。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安徽省合肥市M

园三个小班共95名幼儿作为研究对象，三个小班

的幼儿人数分别为30人、34人、31人。95名幼儿

均为正常发展儿童，无身体残障和智力障碍。

（二）研究方法

采用实验干预法，具体的方法包括实验法和

测量法。

1.实验法

采用单组“前测-后测”实验设计，通过主题

绘本阅读活动对小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进行为

期两个月的干预。具体实践过程分为三步：（1）

在实验干预前，对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进行测

量，测量数据作为前测结果，（2）围绕主题绘本开

展五大领域教学活动、游戏活动、生活活动及环

境创设的绘本实验干预；（3）两个月的实验干预

结束后，对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再次测量，测量

数据作为后测结果。

2.测量法

为了解主题绘本活动对幼儿生活自理能力

发展的影响，在林桢、陈奕荣、林永乐等编制的

《幼儿生活自理能力问卷（家长版）》测量工具的

基础上［4］编制《小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问卷（家长

版）》，问卷由穿衣、盥洗、如厕、进餐和收拾整理

等五个因子构成，共25道题，量表采用三点计分

制的等级答案，“独立完成”为3分，“帮助下完成”

为2分，“不能完成”为1分，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962。

（三）研究过程

1.主题绘本活动干预设计缘由

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幼儿不是简

单地、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建构知识的

意义，这种建构不可能由他人代替，幼儿在阅读

绘本时，也在试着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理解故

事，同时把绘本阅读的经验迁移到生活中［5］。精

选与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发展相关的绘本，通过多

元、有效的绘本活动组织与实施，不仅能够增强

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和积极性，也能帮助幼儿在

多样化的活动中不断积累、迁移经验，实现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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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自理能力的有效发展。

2.绘本选择

根据研究需要，并考虑到实验对象的心智发

展状况与情感特点等因素，选择适合幼儿智力、

认知发展水平及故事内容兼具趣味性、知识性与

观赏性的绘本［6］，因此选择了适合小班幼儿阅读，

与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相关的10本绘本，具体绘本

选择情况见表1。
表1 生活自理能力实验干预绘本情况

生活自理
能力维度

穿衣

盥洗

如厕

进餐

收拾整理

绘本名称

《衣服山洞钻出来》《脱不下来了》

《出发，刷牙小火车》《根本不脏嘛》

《是谁嗯嗯在我的头上》《米米坐马桶》

《汉堡男孩》《弗朗西斯和面包果酱》

《我能自己做》《小威立做家务》

3.主题绘本活动实施模式

根据主题绘本活动干预设计缘由，设计绘本

游戏化阅读教育模式。在实验干预两个月期间，

以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发展为教育目标，以10本绘

本为教育内容，即围绕绘本及由绘本中的经验或

内容生成新的活动，组织开展五大领域教学活

动，此为基本活动；为体验、强化、迁移绘本中的

经验，开展了与绘本中的经验有关的区域活动、

环境创设及家园合作等活动，此为拓展活动。具

体实施途径与策略如下。

（1）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由教师对

幼儿施加教育影响的活动，是幼儿园课程实施的

基本途径之一，强调教师的作用和教学的效果。

基于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等因素，幼儿园教学活动

应体现游戏化或幼儿心理化。以绘本《我能自己

做》为例，除了开展语言活动外，通过提取绘本中

的图片、情节、经验等元素，生成贴近幼儿生活经

验的其它领域的活动，如美术活动“火锅”，便是

因绘本中有小男孩做了很多美味午饭的情节，教

师在引发幼儿讨论及结合节日氛围后开展的一

次中国美食手工活动；同时，在教学活动实施过

程中注重游戏、表演、探索、操作等多元方式（见

表2）。
表2 以绘本《我自己能做》为例开展的集体教学活动

绘本名称

《我能自己做》

活动目标

1. 知道和理解良好的
生活卫生习惯对于健
康的意义
2. 愿意做力所能及的
事情，体验自己做事情
的成功感
3. 获得良好的生活卫
生习惯和基本的生活
自理能力

活动名称

语言活动：
“我能自己做”

科学活动：
“认识身体”

健康活动：
“袋鼠跳”“趣味接力跑”

美术活动：
“火锅”

社会活动：
“相信自己有能力”

核心经验链接

能听懂故事；愿意并能口齿清楚地说出自己
能做和不会做的事情

对身体的结构和功能有探索的兴趣

喜欢参加体育活动，知道良好的运动习惯对
身体健康的意义

模仿绘本中的内容或情节进行涂涂画画、粘
粘贴贴并乐在其中

为帮助老师收拾碗筷、扫地等感到高兴与自
豪；有承担一些小任务的自觉意识

（2）区域活动

区域活动也称区角活动等，是以幼儿的需

要、兴趣为主要依据，考虑幼儿园教育目标、正在

进行的其他教育等因素，划分出的一些区域，在

其中投放一些适合的活动材料，让幼儿通过与活

动材料、同伴等的积极互动，获得个性化的学习

与发展［7］。根据主题绘本活动的开展，在活动区

投放了与活动内容相关的材料，生成了主题性区

域活动，以满足幼儿在主题绘本活动下进行生活

自理能力发展的个性化学习与探索。通过区域

活动，实现主题活动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延续，进

而帮助幼儿获得连续的、整体的经验（见表3）。
表3 以绘本《我自己能做》为例开展的区域活动指导

区域名称

美工区

投放的材料

盘子、黏土、工具、剪刀、皱纹纸等材料，
用于装饰的毛衣、袜子、棉衣等若干

指导重点

1.鼓励幼儿运用画、粘、贴、拼等方式去装饰自己的画，并愿意与
同伴交流
2.能将衣服沿边剪并进行晾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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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区

生活区

娃娃家

纸砖、泡沫积木；水管及瓶子等其它
辅助性材料

娃娃、衣服、衣架、碗、豆子、拧瓶盖等
材料

提供“过生日”“做客”等游戏内容需要
的操作材料，如生日蛋糕（可由美工区
提供）、盘子、厨房用品等等

幼儿根据活动生成了“我的大房子”，并进行了自主搭建，教师
注重关注幼儿的搭建技能以及问题解决

鼓励幼儿能帮助娃娃穿脱衣服，注重将衣服进行晾晒、拧瓶盖
等生活技能的锻炼

重点观察幼儿结合生活经验的游戏内容，对幼儿的行为表现和
角色人物进行评价与分享

（3）家园共育

家园共育是课程实施的有效途径，形式与内

容丰富多样。首先，制作生活自理能力行为核定

表。通过穿衣、如厕、进餐等5个维度设计生活自

理能力行为核定表，家长填写幼儿在家里所完成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此表不仅让家长明确了

该主题绘本活动背景下家园合作的具体任务，也

让幼儿在家活动有了任务意识，增强了幼儿“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动力。其次，亲子自制绘本

《我能自己做》。组织家长和幼儿学习绘本中小

男孩的做法，用纸笔、树叶、黏土等材料及画画、

拼贴等方法，记录自己生活中能做得到事情。强

调幼儿设计与制作为主、家长辅助的亲子合作方

式，整理成册后，幼儿将自己的绘本带入园并与

同伴分享自己能做哪些事。这样既为幼儿提供

了在集体面前敢说、愿意说、喜欢说的平台，提高

了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加深了同伴之间的

情感交流。最后，自理能力大比拼。以闯关的形

式开展自理能力大比拼活动，主要设计穿脱衣

服、穿鞋子、整理图书、用勺子将豆子装到另一个

碗中等四项比拼内容，邀请四名幼儿家长作为裁

判。每个幼儿比赛时都不甘示弱，用一双稚嫩的

小手去完成自理闯关小任务。

（4）环境创设

环境创设主要包括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

是“衣服、鞋子怎么穿”，墙面可以搜集幼儿穿衣

服和穿鞋子遇到的问题，通过图片认一认穿反鞋

和穿对的鞋有什么不一样，从而找到正确穿鞋的

方法；结合已开展过的绘本《衣服山洞钻出来》找

出正确穿衣的步骤图。第二个板块是“我会叠衣

服”，出示叠衣服的儿歌步骤图，张贴生活中叠衣

服叠得整齐的幼儿图片。第三个板块是“光盘请

亮灯”，将幼儿照片打印出来并在照片下方贴上

一个小灯，每天吃饭不挑食偏食、能安静就餐，且

能保持桌面干净整洁的幼儿可以亮灯，一周统计

一次，评选出光盘小达人。

4.统计与分析

使用spss22.0 for windows统计软件对实验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整体情况分析

为了解主题绘本活动干预前后的总体状况，

对小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及五个维度的得分进

行描述性统计，具体情况见表4。

表4 主题绘本活动干预结果及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

检验变量

穿衣

盥洗

如厕

进餐

收拾整理

n/人

95

95

95

95

95

前测

M

2.3474

2.2316

2.1158

2.2526

2.2526

SD

.59731

.69117

.71255

.63528

.68368

后测

M

2.7158

2.7263

2.5789

2.6632

2.7579

SD

.45343

.51451

.61157

.51799

.45466

由表 4 可知，小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五个

维度的后测评估得分均明显高于前测评估得

分。由此判断，本次开展的主题绘本活动有效

提高了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发展。

（二）干预前后测差异性检验

通过上述描述性统计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小

班幼儿经过干预后，生活自理能力各个维度得分

均有显著的提升。在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活动干

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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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对幼儿前后测发展水平进行t检验，检验结 果见表5。
表5 干预前后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比较（n=95）

前后测

穿衣

盥洗

如厕

进餐

收拾整理

前测-后测

前测-后测

前测-后测

前测-后测

前测-后测

成对差分

均值

-.36842

-.49474

-.46316

-.41053

-.50526

标准差

.68499

.50262

.61559

.55534

.50262

均值的标准误

.07028

.05157

.06316

.05698

.05157

差分的95%置信区间

下限

-.50796

-.59713

-.58856

-.52365

-.60765

上限

-.22888

-.39235

-.33776

-.29740

-.40287

t

-5.242

-9.594

-7.333

-7.205

-9.798

Sig.（双尾）

.000

.000

.000

.000

.000

从表5可以看出，小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在

干预前后存在显著差异，即后测均值得分显著高

于前测。就穿衣方面而言，前后测差异性显著

（P＜0.05）；就盥洗方面而言，前后测差异性显著

（P＜0.05）；就进餐方面而言，前后测差异性显著

（P＜0.05）；就如厕方面而言，前后测差异性显著

（P＜0.05）；就收拾整理方面而言，前后测差异性

显著（P＜0.05）。

四、讨论与分析

主题绘本活动能够有效促进小班幼儿生活

自理能力的发展。已有实验研究表明，运用生活

主题绘本能够提高小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8］，这

与本研究的结果在总体上一致。

主题绘本阅读活动能有效促进小班幼儿生

活自理能力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

活动内容的连续性、生活化。事实证明，幼儿的

学习和发展需要在一定时间段内连续地、反复地

刺激而习得［9］，一次的绘本教学结束后，教师通过

提取绘本的图片、情节、经验等因素生成其它领

域教育活动，并通过区域活动、家庭教育及环境

熏陶等途径延续活动内容，创设连续性的活动时

间、开放性的活动空间及多样化的活动材料的支

持性环境，让幼儿能够在具有引导性、参与性、支

架性的环境中学习，他们的经验会支持某些学习

倾向的产生、保持并增强［10］。同时，生活化的活

动内容也能调动幼儿的参与兴趣，如社会活动

《相信自己有能力》，教师通过“幼儿园里吃完午

饭后教师忙碌地收拾碗筷、扫地等”自制小短片，

引发幼儿讨论，让幼儿萌发产生承担一些力所能

及的小任务的自觉意识。二是活动形式的趣味

性、操作化。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儿童的智慧在

他的手指尖上”，凸显了教育活动中幼儿动手操

作的重要性。幼儿在绘本阅读过程中，会将生活

自理能力与故事情节相联系，与故事的内容共

鸣，教师通过创设与绘本中相同或相似的情境，

引导幼儿通过表演、比赛等趣味性的形式感受绘

本中人物的经历。如在《衣服山洞钻出来》中，教

师通过设计竞赛性游戏，让幼儿两两一组扮演故

事中的小拓和小老鼠，完成穿衣服，用时最短的

一组获胜，幼儿在游戏的氛围中，不仅产生了“替

代性经验”，更进一步体验了绘本内容的趣味性，

增强了练习的兴趣，因此在幼儿园午睡、家庭生

活中，主动动手练习的意愿与行为更加强烈和频

繁。

五、教育建议

（一）优质、适宜的绘本是活动开展的重要前提

《纲要》指出，幼儿园教育活动内容的选择应

“既贴近幼儿的生活来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

问题，又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绘本作

为促进幼儿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内容的选择应在

主题线索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及

兴趣需要，优质、经典的绘本才能生成、融合有意

义的多元活动，实现主题活动的教育价值［11］。关

于绘本资源建设方面，首先，教师可以在主题确定

后，发动家园广泛收集；其次，教师结合主题活动

目标、幼儿年龄特点与能力等因素，对已收集的绘

本进行甄别与筛选；最后，活动实施之后，教师对

每本绘本进行总结与评价，并建立主题活动下的

绘本资源库，以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与共享。

（二）支持性的环境是活动目标实现的重要

保障

支持性的环境应是一个由空间开放、时间宽

裕、材料丰富的物质环境和安全、接纳、平等、尊

重的心理环境构成的环境。开放的空间与宽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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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主要强调绘本教育内容并非只发生在集

体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给幼儿提供可以进行连

续学习的机会，如延伸到其它领域、区域活动、生

活活动、家庭教育等活动中。当然，要想让幼儿

能够持续数周保持对一个主题的兴趣，需要有丰

富的材料，因为材料是幼儿主动学习的载体，幼

儿通过材料了解世界，寻求问题答案，表达自己

的想法［12］。同时，良好的心理环境能让教师观

察、倾听到幼儿的想法，关注、认可幼儿的努力与

兴趣。只有这样的心理氛围才能实现绘本活动

的生成，即以幼儿在绘本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某

个兴趣点或问题探究点作为切入点，生成系列拓

展性探究，滋生幼儿多领域、多形式的探索与实

践，从而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

（三）多元、体验式的活动策略是提高幼儿参

与活动兴趣的催化剂

不同活动目标的实现需采用适宜的活动策

略。绘本活动开展过程中，除了采用看图式的视

觉线索策略和听觉上的口语理解策略帮助幼儿记

忆、理解故事内容外，更多地是结合了幼儿的年龄

特点，运用了具身认知策略。已有研究表明，实际

操作物体的具身认知策略对年龄越小的幼儿提高

其注意力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帮助更大，取得的

效果也相对较好［13］。具身认知主张认知离不开身

体的体验性，幼儿的身体只有参与到具体的情境

中，对认知有利的情感才会生成，相应的操作技能

才会得到提升。因此，主题绘本活动开展过程中，

教师在领域教学活动中通过游戏、表演、制作、比

赛等活动形式帮助幼儿理解、体验绘本故事的内

容与意义；同时，教师通过区域活动、生活活动、家

园合作等途径，为幼儿的具身体验“留白”，让幼儿

在多元的活动中自主建构。

（四）深层、务实的家园合作是促进幼儿发展

的有效助力

家庭是幼儿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深层、务

实的家园沟通与合作能产生强大的教育合力，从

而有效促进幼儿的发展。首先，教师应设计与主

题活动高度匹配的家园合作平台，如开展“生活

小达人”时，教师可以在家园联系栏里及时公布

生活自理能力主题目标、每周具体计划的落实、

家长需完成的任务清单等信息。其次，在主题绘

本活动实施过程中，根据活动的进程与需要，有

针对性地开展家园互动，如在活动开展之前，就

幼儿在家生活自理能力表现作出的大调查；从活

动开始到结束这一时间段，家长根据幼儿在家的

表现，填写的生活自理能力行为核定表；开展幼

儿生活自理能力大比拼时，邀请幼儿家长作为评

委等。最后，活动结束后开展总结会，借助家长

沙龙等形式及量化、质性的活动评价表鼓励家长

积极发表看法，如幼儿在主题绘本活动中的情

感、认知等方面的发展进行总体评价，孩子在家

庭中最显著的变化，孩子还有哪些问题及问题的

原因、解决办法，对整个主题活动过程及活动开

展情况的看法等，以此为下次主题活动积累经

验，从而帮助幼儿园更好地开展课程。

［注释］

① 论文中幼儿自理能力发展现状的数据来自于对合肥市

M园的三个小班一日生活观察与对家长的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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