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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即将升入小学的大班幼儿来说，从小事做起，养成任

务意识，能够培养他们的计划性、条理性、责任心，发展良

好的学习品质。因此，我班开展了“记录任务”活动，让幼

儿通过任务记录本将每天的小任务记录下来。然而，“记录

任务”活动开展了两周，我发现幼儿的任务意识依旧没有得

到提高，任务记录本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于是，我寻找改

进任务记录本和培养幼儿任务意识的方法，以提升大班幼儿

的任务意识，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品质。

一、把脉问诊，任务记录本的问题与对策

我通过开展以下活动，使幼儿认识到任务记录本中存在

的问题，并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更好地发挥任务记录

本的作用。

1. 自己看一看。

幼儿打开任务记录本，从日期开始，看一看能不能看懂

自己记录的内容。“2019 年 3 月……星期……”甜甜边看

自己的任务记录本边说：“要带汗巾、杯子，还有……看不

出来了。”（见图 1）甜甜接着说：“老师，我不知道我记

了些什么了，看不懂。”米米指着自己的任务记录本说：“我

能看懂，要带汗巾、练习早操、八点一刻到幼儿园。”米米

的任务记录比较清晰，日期与内容分开记录，

内容也画得比较形象，所以他能够知道自己

记录了什么。

2. 互相看一看。

我引导幼儿与同伴交换看一看任务记录

本，发现彼此在任务记录本上存在的问题。

双双看不懂语语记的是什么；北北看到妞妞

只写了“星期”两个字，后面没有写“几”；

宝宝发现依依记录的内容混在一起了，看不

出来要做几件事；等等。来自同伴的建议对

幼儿来说更具适切性，同时，帮助别人发现

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也为幼儿优化自己的任务记录提供了

思路。

3. 说一说问题。

我引导幼儿说一说任务记录本中存在的问题。萌萌说：

“我记录的时候把很多事情都记到一起了，所以看不清记录

的是什么了。”“还有呢？”我继续问道。北北说：“我记

录的日期不对，我也不会写‘星期’两个字。”熙熙说：“有

些记录的内容我不会画，不知道怎么记录。”……我和幼儿

一起对记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主要有记录内容难、

记录不清晰、日期记录有困难等。

4. 找出好办法。

找到任务记录本中存在的问题之后，我和幼儿一起想解

决问题的办法。我请豆豆介绍了经验，她说：“要把日期记

录好，然后在另外一行画要做什么，每件事要分开画就能看

清楚了。”对此，我进行了总结：（1）记录格式上，先记

录好日期、天气，再另起一行记录内容。（2）通过每天的

晨间谈话，了解当天的日期、天气并通过日历的方式呈现。（3）

记录开始之前，先说一说要做什么、带什么，整体了解自己

的任务。（4）记录过程中，尝试用简洁的方式去表达，如

果遇到不会表达的内容，可以向他人求助。（5）用数字“1、

2、3……”对内容进行逐条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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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做法，幼儿记录任务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在

接下来的记录活动中，他们尝试将日期和内容分行记录，并

能相对简洁地表达记录内容 ( 见图 2)。

二、家园合力，邀请家长参与任务记录

有的幼儿只知记录，忽略记录本的用途，回家后也不看

或不去完成任务，导致任务记录本形同虚设。因此，我邀请

家长参与任务中来，帮助孩子厘清当天的任务内容，并配合

完成。比如：缪缪在完成“每天早晨八点一刻之前到幼儿园”

的任务时，就遇到困难，因为她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爷爷

奶奶负责送她上幼儿园，但缪缪做事比较慢，每天到园都得

九点多钟。基于此，我联系缪缪的爸爸妈妈，请他们帮助缪

缪改掉迟到的习惯，完成按时入园的任务。缪缪的爸爸妈妈

制订了完成按时入园任务的奖励计划，在两周的努力下，缪

缪很快就做到了八点一刻之前入园。

三、阶段性反馈与激励

 我准备了任务完成记录公示栏，请幼儿每天将任务记录

本带到幼儿园，对照自己的记录任务查漏补缺，看看有没有

遗漏的任务，如需要带的物品有没有带，需要做的事情有没

有做等。如果自己的任务都完成了，就在姓名栏中找到自己

的名字，在旁边印上笑脸印章，反之则没有笑脸印章。有了

印章的鼓励，幼儿十分愿意参与“记录任务”活动。完成任

务的幼儿每天都十分自豪地在姓名栏中盖上小印章，并争相

数着小印章的数量，比一比谁多谁少。我也发现，有了笑脸

印章的加入，幼儿任务完成率更高了。在积累一段时间的笑

脸印章之后，我和幼儿一起评选出“任务之星”，并让“任

务之星”分享经验，共同进步。

四、小任务，大作用

为了更有效地培养大班幼儿的任务意识，我尝试了以下

几点做法：

1. 改进任务记录本。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在语言领域目标 3 中指出“5-6 岁幼儿愿意用图画和符号表

现事物或故事”，给出的教育建议之一是“鼓励孩子们将自

己感兴趣的事情或故事画下来并讲给别人听，让幼儿体会写

写画画的方式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我和幼儿一起

设计了任务记录本的样式和格式，改变了以往任务记录本杂

而乱的情况，鼓励他们通过写写画画的方式在任务记录本上

记录任务。这不仅能引导他们用图画和符号表现任务，而且

能锻炼他们的概括能力、前书写能力，提高他们完成任务的

效率。

家长可以对照孩子的任务记录本帮助孩子完成当天的任

务，这与小学时期的作业本有异曲同工之处，为幼小衔接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2. 家园合力事半功倍。

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

密切合作，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培养幼儿

任务意识的过程中，教师主要起发起和检查的作用，家长主

要起监督和辅助作用。幼儿将任务记录下来带回家，家长需

要监督和帮助他们逐条完成任务。例如，家长引导、配合孩子，

早起入园、带汗巾和水杯、练习早操，等等。家庭与幼儿园

只有形成合力，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积极鼓励作用大。

《指南》在社会领域的教育建议中提出：“对幼儿好的

行为表现多给予具体、有针对性的肯定和表扬，让他对自己

优点和长处有所认识并感到满足和自豪。”大班幼儿竞争意

识更加明显，喜欢互相比赛，因此我运用“笑脸印章小打卡”

形式的奖励机制，培养幼儿检查自己任务完成程度的意识。

在每天打卡之后幼儿可以数一数自己笑脸印章的个数，每周

根据幼儿笑脸印章的数量加以奖励。这种方式既肯定了幼儿

每天完成任务的过程，又引导他们互相竞争，使幼儿在你追

我赶的比赛中积极主动地去完成任务。

4. 多途径培养任务意识。

任务记录本仅仅是培养幼儿任务意识的一种途径，以点

到面，在一日活动中我还通过其他途径来培养幼儿的任务意

识。例如：在班级“值日生”活动中，通过图示法提醒幼儿

了解值日内容，学会方法，完成每天的值日任务。又如：在

区域活动中，通过游戏法引导幼儿听清和记住自己要完成的

任务，以“超市”游戏为例，幼儿给采购员打电话告知需要

采购的各种物品，扮演采购员的幼儿只有按需采购来各种物

品才算完成任务。再如：户外活动中，我设计了“送情报”

游戏，给幼儿准备多个情报袋，每个情报袋中都有一张标注

需要完成任务的情报卡，幼儿需逐一完成情报卡中规定的任

务。除此之外，我还引导幼儿了解消防员、解放军、医生等

各种职业的任务及其完成任务的过程，并通过角色扮演的方

式让幼儿感受不同职业所应具有的任务意识和社会责任，使

幼儿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勇于接受挑战、完成任务，做一

名负责任、有担当的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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