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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研究目的主要在了解並分析幼兒生活自理能力的表現狀況與困

境及老師如何規劃例行性活動增進幼兒的生活自理能力，研究者利用自編的

「幼兒生活自理評定量表」及「幼兒園老師訪談大綱」為研究工具，訪談教

師對於提升及引導幼兒生活自理能力的看法為何，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幼兒在生活自理評定量表「飲食」的面向中，得出的結果最精熟的為:用

餐後會收拾自己餐具及能自己拿水壺到茶桶裝水，待加強的為能在 30分

鐘內吃完一餐。 

二、「穿脫」面向中，最精熟的為可在協助下自己拉下褲子，待加強的為拉

上外套拉鍊。 

三、「清潔」面向中，統計結果顯示幼兒最精熟的能力為可伸出手準備洗手，

待改進的能力為洗手時雙手互搓及自己擦鼻涕。 

四、「如廁」面向中，幼兒最精熟的為能坐在馬桶上，待加強的為排便完，

能自己用濕紙巾擦拭。 

五、「睡眠」面向中，幼兒最精熟的是能自己入睡，待加強的是能自己摺棉

被。 

六、幼兒生活自理學習困境分為「幼兒理解能力不足」、「過度依賴」、「挫

折容忍力低」、「身心靈發展因素」。 

七、幼兒園教師以「學習區-生活自理區」、「設計有關生活自理能力的主題

課程」、「將生活自理能力規劃在日常生活當中」來規劃例行性活動以

增進幼兒的生活自理能力。 

硏究提供加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訓練、並適度的給予鼓勵及讚美，肯

定幼兒的能力，以激發幼兒的自信與成就感，降低挫折容忍力。 

 

關鍵詞:幼兒、生活自理能力、例行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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