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凌高新幼儿园 刘青

提升小班幼儿自我服务能力的策略研究

幼儿期是个体自我服务能力培养的关
键时期。自我服务能力的养成，不仅有助
于幼儿大小肌肉群的协调发展，还有利于
培养幼儿的独立意识。小班幼儿首次离开
熟悉的家庭环境置身幼儿园集体环境中，
面临着无法独立进餐、如厕、盥洗、穿脱
衣物等，使其不能很快的适应幼儿园生
活。《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
通过幼儿园教育来指导幼儿学习和掌握生
活自理能力的基本方法。因此，提升幼儿
自我服务能力，养成良好的服务习惯对幼
儿身心发展至关重要。

更新观念 树立科学的教养观

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大多数家庭都
是围绕一个或两个孩子，从小对幼儿给予
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护，这就导致大多数

幼儿从小缺乏自理能力，步入幼儿园之后
易出现不适应的现状。而幼儿期正是幼儿
形成良好的自理习惯的重要时期，包办代
替无疑会限制幼儿自理能力的发展，不利
于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因此，家
长应更新教养观念，重视对幼儿自我服
务能力的培养，让幼儿干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从小养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的
良好习惯。

鼓励幼儿 增强幼儿自信心

3—4岁幼儿处于埃里克森人格八阶段
的“主动对内疚”的阶段，这一阶段幼儿
内心较为敏感，家长应该相信幼儿，鼓励
幼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增强幼儿自信
心。同时，也应尊重幼儿自我服务的意
愿，对幼儿做不到的事情给予耐心的指导

和引导。如幼儿对叠被子很感兴趣，会模
仿成人自主尝试叠被子，初次叠可能叠的
并不是很整齐，成人应鼓励和表扬幼儿的
独立意识，耐心指导幼儿叠被子的正确方
法，让幼儿体会到成功的成就感。

抓住教育契机 培养幼儿的自主性

幼儿园的一日活动能够帮助幼儿掌握
自我服务的技能，教师应合理把握幼儿心
理及年龄特征，采用幼儿易于接受的方
式，针对不同幼儿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让幼儿习得自我服务技能。如教师可利用
过渡环节组织观察讨论活动，将幼儿自主
叠被子、整理玩具、洗手等照片张贴于墙
面上，引导幼儿通过观察照片中的小朋友
在做什么，让幼儿为自己主动的自我服务
感到骄傲。

家园协作 保持教育一致

幼儿自我服务能力的提升并非一朝一
夕就会见效，而是需要家园长期协作。通
常会出现一种现象，许多幼儿在教师的监
督下经过一段时间养成了良好的自我服务
习惯，往往在周末或者放假之后又恢复了
原样。这就需要家庭与幼儿园积极沟通、
相互配合，携手培养幼儿自我服务能力。
如幼儿在幼儿园学习了洗手歌，家长在回
家后应及时鼓励幼儿练习，强化幼儿服务
技能的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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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春”宣传月活
动已于 3 月 7 日正式启动，

活动时间从2024年3月持续
至4月。

据悉，今年“科技之春”宣
传月活动按照对象化、接地气、暖民

心、重心下移、服务基层的原则，动员
组织社会各界力量开展“农民科学素质提

升行动”、“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产业
工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老年人科学素质提升

行动”、“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行动”
和“媒体科普宣传提升行动”六大提升行动，通
过“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机
关”等形式开展科普惠民助民服务活动，倡导绿
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科学普及与科技创
新协同发展，同时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
公众享受科普搭建便捷的科普服务平台。

记者 谷幸 张耀东 3
月 8 日，以“加强盐碱地改
造 提 升 、 筑 牢 粮 食 安 全
‘耕’基”为主题的盐碱地

改良与综合利用——新型
肥料与土壤调理剂推介
会在农高会C馆举行。

会上，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有关专家作了
题为 《全球及我国盐

碱 地 分 布 和 治 理 技 术 分 析 及 展
望》《盐碱地改土、控盐及作物高
效生产》 的主旨报告。中陕高标
准农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陕西
扬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
相关负责人围绕盐碱地相关新型
肥料与土壤调理剂技术成果进行
分享交流，为推动盐碱地生产功
能恢复、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提升
献计、献策。

盐碱地改良与综合利用——
新型肥料与土壤调理剂推介会在杨凌举行

杨凌“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启动

记者 吴凡 3月7日，第三十一届
杨凌农高会春季分会暨第十六届西部
（杨凌）农资苗木交易会开幕当天，由

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和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共同主办的“西农模式”助力产
业振兴论坛召开。政府、企业、高
校等100余嘉宾齐聚杨凌，探讨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新机制、新模
式、新做法，推动加快形成农业
新质生产力。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副校长房玉林出席并致辞。

本次论坛以“农业科技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为主题，
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农
村 发 展 研 究 院 常 务 副 院
长、科技推广处处长王亚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榆林玉米试验示
范站首席专家薛吉全，合阳县委常委、副
县长谢恒福等人，现场分别围绕 《以试验
示范站为平台 校地协同农技推广模式探索
与实践》《“四良协同”服务玉米产业发展
——榆林玉米试验示范站工作汇报》 等主
题，结合各自实践探索的主要做法、取得的
经验，探讨现阶段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形
态、新业态、新模式，并就如何深化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进行热烈交流。

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将依托杨凌科技创新平台，双方携手推进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突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阻
梗，打通农业科技转移转化“最后一公
里”，提升科技推广“西农模式”服务能力
与水平，助力推动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

“西农模式”助力产业振兴论坛在杨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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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说
为传统农业向高质量农业迈进指明了方向。3
月7日，在第三十一届杨凌农高会春季分会暨
第十六届西部（杨凌）农资苗木交易会期间
举办的“西农模式”助力产业振兴大会上，
来自政府、企业、高校专家学者，围绕“农
业科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主题，共同探讨
农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新机制、新模
式、新做法，推动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

大会期间，与会专家结合各自实践探
索的主要做法、取得经验等方面，探讨了
现阶段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产学研用深度
融合的新机制、新模式、新做法，并就如
何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加快形成
农业新质生产力进行了交流。

专家们认为，农业大学是农业领域的
创新策源地，是农业人才、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等领域的资源富集地，也是农业新质生产
力的“蓄水池”、“加油站”。新阶段，涉农
高校要更好的发挥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
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重要作用，在科技创新
上持续发力，在成果转化上主动作为，加强

校地企协同
创新，推进产
学研用深度融
合，突破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梗
阻，打通农业科
技转化“最后一
公里”，提升产业
科技服务水平与能
力，推动加快形成农
业新质生产力。

2005 年，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在国内率先
实施了“政府推动下，以
大学为依托，以基层农技
力量为骨干，以试验示范
站为平台的多元协同农技推
广模式”探索实践 （简称

“西农模式”）。该校先后与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河南、内蒙古、西藏等18
个省区200余个市县政府、科技
机构、农业企业等，在产业核心
区生产一线协同建立了30个试验
示范站、12个产业研究院、50个示
范基地、200多个（示范园），涉及
粮食、畜牧、果业、蔬菜以及特色产
业30多个，成为区域农业产业发展的
科技“创新源”与“辐射源”。

杨凌示范区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勇担国家使
命，聚力改革创新，坚持与区内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等农业科
研教学单位融合发展、协同创新，积极推
动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探索形成了大学、
科特派、产业链企业、农业科技培训、展会、
媒体等6种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模式。

截至目前，杨凌示范区已累计在全国
18个省 （区） 布局建成农业科技示范推广
基地350个，构建了农业科技进村入户的快
捷通道，辐射示范上亿群众发展畜禽、
果业、食用菌、茶叶、中药材等特色
产业，形成了科技助力精准脱贫的
良好机制，年示范推广面积超过
1亿亩，累计推广效益达2370
亿元，“杨凌农科”区域品
牌价值达818.58亿元。
建立了完整的职业
农民培训体系，
开展农业科技
培 训 超 过
58 万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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