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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邮情杯”家政宝典

家政里手“秀”技能，家政“邮”情暖万家！由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妇女联合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主办的湘融湘
爱 · 三湘邮情杯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吸引了全行业的积极参与。大赛不仅是家政人才的“竞技场”，也是家政服务的“展示窗”。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正式公布此次大赛技术文件。此次大赛共设育婴员、保育师、养老护理员、家电清洗服务员、家政培训员、家政职业经理人七大竞赛项目，今日女报
/ 凤网将分期推出家政宝典，在为参赛选手提供备赛思路的同时，也同广大家庭一同跟着大赛学技能、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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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幼宝典小贴士

育婴员重技艺更重有爱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雯倩 史超   

育婴篇

“本次育婴员赛项考核有两大亮

点，一是更看重育婴员对婴幼儿的人

文关怀、沟通表达能力与教育能力，

二是非常注重创新。”湘融湘爱·三

湘邮情杯家政服务技能大赛组委会、

湖南中医药大学张银华教授介绍，

本次家政服务大赛育婴员赛项将从

生活照料、保健与护理、教育实施

三个模块中各抽取一个项目，采用

现场实际操作的方式进行考核，主

要考察参赛选手实际操作的熟练性、

规范性、创新性及参赛选手的人际

沟通、实际应用、应急处置等能力

和技巧。

“裁判的评分会参照技术文件中

的操作流程进行，选手们在练习和

准备时要特别注意操作中的否定项，

若发生否定项相关情形，选手该模

块成绩将可能判为零分。”张银华举

例说，比如为新生儿做抚触，若选手

操作过程粗暴，新生儿出现哭闹，

而育婴员还不及时停止操作；或在

进行呛奶处理时，操作过程中不能

保证婴儿的安全，有未拉上床栏、

将婴儿独自放置于危险环境等情形，

“这些软性的判断会非常影响判分”。

对本次参赛，张银华建议选手

以技术文件中的操作流程为基础，

根据设置的情境，将自己的工作经

验融比赛进行创新，“背诵式呈现型

选手是很难取得优异成绩的”。

此外，她还提出四点建议：1. 除

了对操作技能进行细致、精益求精

的练习外，还应做好相关理论知识

的学习，增加知识储备；2. 注重语

言表达能力的培养，语言表达要符

合婴幼儿的特点；3. 在操作中要对

接真实情景，把模型宝宝当做一个

真正的宝宝来对待；4. 特别在教育

实施模块，教育过程体现出了育婴

员应有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保育员”变“保育师”，透露了什么信号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史超   图、视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曼倩

“自从 2021年保育员更

名为保育师，是对保育员这

一职业的一次大升级。”湘

融湘爱·三湘邮情杯家政

服务技能大赛组委会专家、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前教

育系主任万湘桂介绍，针

对这些变化，此次竞赛内

容也会相应进行调整，包

括环境创设、生活照料、

安全健康与管理、早期学习支持四

大模块。

那么，保育师这一“新”职业有

哪些新变化？

万湘桂介绍，首先职业等级发

生了改变，保育师增加了技师（二级）

和高级技师（一级）两个职业技能等

级。“技师以及高级技师属于托幼行

业的高端人才，以技师为例，可培

训托幼师资，而高级技师则可从事

托幼事业的课题研究工作，可以说

是专家型人才。”

其次，保育师需要掌握的知识

发生改变。如标准新增了婴幼儿喂

养相关的知识要求，并明确了保育

师需要具备一定的婴幼儿急救常识，

因此，在此次竞赛中特别设置了安

全健康管理考核模块。另外，关于

环境知识要求方面，保育师要更注

重婴幼儿生活、成长的环境创设能

力。

第三是工作内容发生改变。一日

生活皆课程，保育师不再像以前单

纯只承担照护这一职责，而是对幼

儿保教一体。

万湘桂以技术文件中提到的“幼

儿不小心撒饭后的清洁”这一考题

为例进一步解释，“题目虽然看似简

单，但实际上考核的不仅仅是技术

层面，还要看保育师是否照顾到孩

子的情绪以及是否及时了解孩子撒

饭的原因，并对孩子的行为习惯进行

正确引导”。

另外，记者注意到，绘本阅读

是保育员竞赛单元出现频率最高的

一道题。万湘桂认为，通过绘本阅

读这一赛题更能看出保育师眼里是

否有孩子，以及是否真的懂得如何做

好早期教育。

保育篇

“爬行对于宝宝成长

的好处多多。”在此次家

政大赛育婴员竞赛项目

中，就设置了指导婴儿

玩四肢着地的爬行游戏。

湖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

母婴专业委员会主任彭永

谊表示，爬行属于全身

运动，可以促进宝宝感

统发育，锻炼宝宝的肌肉，

促进韧带灵活和骨骼发

育，“而且爬行有助于刺

激大脑语言中枢，多爬

的宝宝更聪明。”

怎样让宝宝多爬且

爱爬？几个小技巧，赶紧

跟专家学起来！

1.准备爬行。宝宝5至6个月大时可以多练习趴，“趴”

可以锻炼宝宝的颈背部、胸肌以及手臂的支撑力量，为

爬行做准备。

2. 模拟爬行。帮助宝宝找到爬行的感觉，操作时，

左手右脚向前，然后右手左脚向前。

3.帮助宝宝爬行。在宝宝想要爬行时，可以先学会

腹部爬行。大人可将双手虎口放在宝宝的双脚后，注意

不是推动宝宝，而是让宝宝的小脚有着力点，蹬着大人

的手向前爬。

4.四肢爬行。当宝宝学会腹部爬行后，大人可用宝

宝的浴巾托起宝宝的腹部，引导宝宝用四肢爬行，这也

是爬行的正确姿势。

5.锻炼爬行。当宝宝完全会爬了，可在宝宝前方放

一个宝宝感兴趣的玩具，吸引宝宝通过爬行拿到玩具。

特别提醒：每个孩子的爬行时间并非完全一致，晚了

一两个月笔，相反，如果操之过急或强行提前，很容易

造成宝宝肌肉的损伤，甚至还有骨折的风险。此外，为宝

宝设置一个安全的爬行环境，注意地面不要有尖锐

物，插座孔、门缝等也很重要。

“经常带孩子读绘本可以帮助

孩子开发智力，激发想象力，提

高孩子语言和情感表达能力，同

时从小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

惯，并且还能增进亲子关系。”

小青苗托育品牌联合创始人、湖

南湘军职业学校高级讲师熊姣介

绍，绘本阅读最佳开始年龄在  1

岁到 1.5 岁，而1 岁以前可通过

带孩子认识自然界的人、事、物，

形成阅读的感性基础。

面对众多家庭不知道如何带

低幼宝宝读绘本的情况，熊姣表

示，带宝宝读绘本要避开念绘本

的误区，同时，宝宝不同年龄有

不同的方法和技巧。从挑选绘本

类型到绘本阅读技巧，她分别给

出建议。

1. 1.5至 2岁的宝宝，可以选择与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生活习惯类绘本。拿到绘本后，首先

需要清晰地介绍封面主题、人物。可以用导入式

问题引起孩子“阅”的兴趣，先单个形象观察，

再组合成句；先单画面讲解，再承上启下连接。

同时，阅读的过程中要注意语音标准，语速

要慢，语言简单，词句简短，在观察画面的基

础上使用词汇，促进表达；用赋予角色特点的

语言形象表达能有效激起孩子兴趣，还可结合

生活中孩子自己的生活经历提问引起孩子阅读共

鸣。 

2. 2岁至3 岁的宝宝，要以孩子兴趣为前提，

可着重选择情感表达、情绪管理类绘本。

情绪类绘本通常描绘都很夸张、细致，带

孩子阅读时要结合图画细节，表达描绘出具体的

情绪命名，可以帮助孩子识别情绪，也可以在亲

子交流中一起去正视情绪，引导学习正确的宣泄

方法，培养情绪管理能力。

此外，此时期的孩子一般都喜欢重复阅读，

经常会有选择同一本书反复要求讲，这是孩子语

言运用模仿的最佳时期，所以，家长在绘本阅

读时要做到绘声绘色，用语保持一致，以达到

让孩子全盘模仿出来为佳。

■托幼宝典小贴士

扫一扫，看精彩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