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一日活动指引心得体会 幼儿
园一日活动保教结合心得体会(优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心得体会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
不断提升自己。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一日活动指引心得体会篇一

感谢南海区学前教育给予我们这个继续教育的平台，也感谢
许美琳老师给我们讲解《幼儿园一日生活安排及其随机教育》
这一课，让我对幼儿园的一日生活有了更深的体会。

生活环节是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幼儿一日生活的养成有助
于良好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的发展。由此可见，幼儿一日生
活环节种的点滴小时对于孩子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一
日生活中，是由许多环节组成的。入园、早餐、游戏、饮水、
如厕、早、中餐和午点、睡眠、起床、教育活动、体育活动、
离园等，这一个又一个活动环节组成孩子们丰富多彩的`一日
生活。许美琳老师在课堂说得非常清楚，每一个环节，小朋
友该做什么，老师就要做好什么的准备！为孩子做好一日生
活添上更丰富的活动。

每一个环节，老师和孩子都做好了，配合适当，孩子们的活
动效率提高了，幼儿园的素质也得到相应的提高，那孩子们
在幼儿园的生活就会让家长放心。那些安全的隐患也能大大
地避免了。例如：在户外游戏活动中，老师带孩子们到户外
活动，由于老师的懒惰，不愿意正确地组织活动，放羊式的
让孩子自由活动，那后果就会是怎样，大家都清楚得很，安
全问题就会发生了。所以我们要在一日生活当中，做好准备，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故发生！



幼儿园一日活动指引心得体会篇二

幼儿的一日常生活活动可以让他们掌握基本的生活经验和社
会规范，幼儿园一日生活活动是指幼儿园每日活动中的生活
环节和日常活动，包括进餐、睡眠、洗漱、来园、离园、自
由活动、散步等。对幼儿来说，一日生活是一项重要的活动，
而幼儿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有一定的知识技能，要执行成人
的要求和适应集体生活的规则。

本学期，我带的是中班的孩子，在经过小班一年的锻炼，常
规习惯培养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还是存在着个别幼儿不
遵守规则的现象。通过阅读《幼儿园一日生活环节的组织策
略》，让我对组织一日生活活动有了新的认识。幼儿园的八
个生活环节是入园、洗漱、进餐、饮水、如厕、自由活动、
午睡、离园。这八个环节是否组织好，直接关系到幼儿教师
教育教学能否顺利进行。身为教师的我在书中学到了要运用
多种方式来使幼儿养成习惯，中班孩子注意力持续时间不长，
所以在过渡环节上要动静结合。每次在组织户外活动之前，
对于老师的提示环节幼儿们总是不注意听讲，所以每一次都
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有时以安静的鸭妈妈的形式，迈着鸭
子步带着宝宝外出锻炼身体，孩子就会安静下来。有时候变
成蹦蹦跳跳的小兔子，孩子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展翅飞翔想要
展示跳跃技能。动静结合的形式给幼儿带来新鲜的感觉，对
幼儿的发展和幼儿活泼的天性都是很好的培养。

幼儿园的一日生活活动内容十分丰富。要让幼儿接触很多事
物，了解许多事物的名称、表现和用途，这有助于幼儿增长
知识，发展智力。引导幼儿不断地克服困难，在日常生活实
践中获得成功经验，使他们感到自己有能力。在组织一日活
动中，我尝试让幼儿成为活动的主体，能够积极主动地参加
活动，但是，孩子们在一天的活动中并不会自然发展。重视
幼儿在活动中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幼儿可以随心所欲。我
会积极参与到幼儿活动中，并对其进行适应指导。



从孩子早上入园的第一分钟开始，直到离园时的.最后一分钟，
期间所经历的所有活动都属于课程内容的设置范围，如果一
日流程的每一个环节的教育价值都能充分实现，那么，孩子
们的学习和发展的潜力，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在
读了《幼儿园一日生活环节的组织策略》这本书之后，我感
觉到以前组织活动过于单一，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这本书里的内容有效地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将运用书中的知
识去指导以后的一日生活活动，提高保教质量，帮助孩子们
养成良好的常规习惯。

幼儿园一日活动指引心得体会篇三

我园组织了一次关于《规范幼儿园一日活动指导意见》的学
习，学习期间大家在一起边学习边讨论，特别是教师如何在
一日活动中的各环节做到自然、有序、有趣、高效等方面讨
论的比较多，对优化幼儿园一日活动的的开展又有了更进一
步的认识，我对照自己在开展幼儿一日活动中的一些做法做
了以下反思：

平时我们都知道幼儿园各个活动是如何开展的，我们每个班
每个季度都有一张一日活动时间安排表贴在办公桌旁，表中
的活动时间就是严格按幼儿一日活动的原则和要求制定出来
的，我们也是针对每个环节开展的各项活动，但如何提高一
日活动的质量是我们一直所追求的，也就是如何优化幼儿一
日活动。

幼儿园的工作是琐碎的，幼儿园的工作也是复杂而具体的。
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包括：教育教学活动、区域活动、户外活
动还有生活常规活动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其中生活常规活动
又包括：用餐、就寝、如厕等很多小的细节和工作。这些活
动虽然微不足道，但都是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幼儿园
一日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因此认真做好
班级的生活常规管理活动让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显得
尤为重要。



幼儿从入园到离园各个活动及活动之间的过渡环节都蕴涵着
一定的教育契机和教育价值，也都都直接间接地影响孩子们
一天的情绪，如晨间接待时，我就面带微笑迎接每一个孩子，
主动对孩子热情问好，认真做好晨检；观察幼儿的表现情况，
安抚、疏导有不良情绪的幼儿，同时做好孩子药品、物品的
的交接与记录。主动与家长打招呼，遇到家长谈起关于孩子
在园表现我热情与他们交流，这样有些看到老师不主动问好
的幼儿现在也很有礼貌了，每天来到幼儿园都争着和我说在
家里的一些事情。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课前导入这一环节，
当我们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一堂课的过程中总是想方设法激
发孩子们的兴趣，努力把孩子们的情绪调整到最佳状态，如：
做律动、玩游戏等等。如果我们在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都做
到这一点，也按照课程的要求来实施，我相信我们的一日活
动会开展得更好一些。再就是组织幼儿如厕这一环节，我总
是在卫生间全面关注幼儿，因为厕所台阶很高各台阶边沿棱
角很锋利，我总认为这是一处安全隐患，所以在孩子们如厕
时我就在一旁加以提醒，让他们养成不把小便撒在外面、小
心上下台阶的好习惯。

幼儿园一日活动指引心得体会篇四

幼儿每天都会从各种必不可少的日常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掌握
很多最基本的生活经验，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发展德智体
美等方面的素质。

(一)使学前儿童尽快适应托幼机构里的生活，为今后的发展
打下基础

学前儿童从家庭进入托儿所。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所感受
到的变化是极大的。对他们来说，这些机构的一切都是陌生
的。他们正式进入集体生活后，由家庭的“中心成员”变成
了教育机构里众多小朋友中的普通一员。因此，需要培养起
他们具有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才能使其尽快地熟悉、适应
集体生活和学习的环境，产生归属感。



学前儿童身体各个器官的生理机能尚未发育成熟，各个组织
都比较柔嫩，身体素质还很薄弱;学前儿童时期又是生长发育
十分迅速、新陈代谢旺盛的时期。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知识
经验、独立生活和自我保护能力，因此，他们既需要教师的
悉心照顾，更需要保育员和教师反复指导下的帮助和训练，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良好的生活秩序。

帮助学前儿童掌握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并能在生活中加
以应用，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增强自信心，也为他
们今后的学习和生活最终走向自立奠定最基本的能力和态度
基础。

(二)使学前儿童愉快地度过每一天

新《纲要》指出：“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
和活动环境。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在快乐的童
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快乐的童年生
活”最现实的表现就是儿童每一天的具体生活，而学前儿童
在日常生活的表现也是判断、衡量他们学习和发展状况的重
要依据之一。因此，教师要把生活活动不仅看成是满足孩子
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等生理需要的过程，更要以此为机
会，使儿童的相关能力逐步得到提高的学习、练习的过程。
让学前儿童在集体生活中感到温暖、心情愉快、形成安全感、
信赖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学前儿童教育的重要目的就是让
他们愉快地度过在学前教育机构的每一天。

(三)日常生活是学习的重要途径

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教育的生活化，学前儿童教
育必须是保教并重的，必须寓教育于儿童的一日生活之中。
日常生活是学前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的重要途径。
新《纲要》指出，幼儿园教育活动内容的选择应“既贴近幼
儿的生活来选择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又有助于拓展幼儿的
经验和视野”，幼儿园教育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



儿的学习特点和认识规律，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
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
之中”。对学前儿童而言，大部分的学习是生活化的、游戏
化的教育活动，就是日常生活本身。因此，学前教育机构教
育应从儿童的一日现实生活中挖掘教育资源，把各种教育内
容与儿童一日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把教育活动同儿童一日现
实生活结合起来。儿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教育价
值，都应从儿童发展的现实出发，加以充分的组织和利用。

幼儿的一日生活本来是完整的，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节
律，和我们成人一样具有独特的生活品质。作为幼儿园教师，
应提高对日常活动中教育契机的敏感性，不失时机地在日常
活动中对幼儿进行教育，使幼儿在不断重复的日常活动中也
能获得发展。

幼儿园一日活动指引心得体会篇五

叶圣陶先生也说过：“好习惯的养成，一辈子受用;坏习惯的
养成，一辈子吃它的亏，想改也不容易。”可见良好习惯的
养成的重要性。幼儿心理发展的特征和品质是在与人们的交
往，以及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和形成的，环境对幼儿
规则意识和行为的形成，比其他年龄阶段有着更重要的作用。
古语云：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大量的.例子表明：学前期是
幼儿接受熏陶，形成良好品德和培养个性、习惯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他们容易接受外界各种刺激和教育影响。如我们
幼儿园小朋友每天入园洗手，我们通过游戏活动让幼儿知道
洗手的方法及洗手时的安全要求，同时在水池墙上贴有洗手
的顺序图。每次洗手时保育员老师会在盥洗室中提醒幼儿洗
手的方法和注意安全，并从旁保护幼儿。久而久之，幼儿就
形成了洗手时，不玩水，不拥挤的习惯。

通过常规教育可以帮助幼儿适应幼儿园环境、帮助幼儿学习
在集体中生活、维持班级活动的秩序，还可以激发良好的情
绪，促进幼儿对生活及社会知识技能的掌握，增强行为的目



的性、意识性，发展自律能力，学习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形
成。由于常规教育贯穿于幼儿的一日活动之中，渗透在幼儿
园教育的方方面面，因此幼儿园一日活动良好常规的建立，
不仅是幼儿园保教工作的需要，更是促进幼儿自身发展的需
要。

幼儿园一日常规教育是帮助幼儿从家庭生活顺利迈入集体生
活，学会与别人共同生活的重要途径，一日常规教育的出发
点和归宿应是发展幼儿内在的自由，以帮助幼儿形成积极主
动的纪律意识。幼儿园一日常规教育是幼儿园保教工作的重
点，幼儿行为习惯的养成与幼儿园常规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常规的触角遍及幼儿园教育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儿童在幼儿园的生活质量。

一个班的常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幼儿的成长和教师组织一
日活动的质量。如果常规没有建立好，幼儿无法形成良好的
习惯，教师也在组织各环节活动中要分散精力去维持秩序而
影响活动的质量，所以，常规培养是教育过程中不可忽视的
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