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手抄报 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优秀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手抄报篇一

(一)认知目标

1.通过观察图片，简单讲述图片内容，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

2.通过学习短句“自己穿衣服”、“自己刷牙”、“自己洗
脸”、“自己吃饭”等，初步培养幼儿发散性思维。

(二)情感与人格目标

1.通过讲述内容，激发幼儿热爱劳动的情感，懂得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的道理。培养幼儿的独立性、自信心。

2.通过穿衣比赛，初步培养幼儿的竞争意识。

二、活动准备

(一)知识经验准备 在日常生活中，幼儿能做的事，鼓励幼儿
自己做。

(二)环境准备 把活动室布置成娃娃家。



(三)材料准备 实物投影机、图片、(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带扣
的衣服三件。

三、活动过程

(一)复习儿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引入课题。

1.边读儿歌边做动作。

2.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说出图中有谁，她在做什么。(培养幼
儿的观察力)

师：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个新朋友，她叫旺旺，她可能干
了。看，她来了。

(二)让幼儿根据问题仔细观察图片的内容，并说一说。

1.出示图片一：“旺旺在干什么呢?”(穿衣服)“看，她好像
在说些什么，我们猜一猜。”(我会自己穿衣服)(鼓励幼儿大
胆想像、并勇敢地说出来)

2.出示图片二、三：“旺旺可讲卫生了，你看，她在干什
么?”(自己刷牙、自己洗脸)

(三)启发幼儿用“我会自己……”的句子说说自己会做些什
么。

1.“旺旺小朋友这么能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你们会自己
做什么呀?”(我会自己洗手，我会自己上幼儿园等，培养幼
儿的发散性思维)

2.游戏“穿衣扣纽扣比赛”。

“原来小班的小朋友也这么能干。好，现在我们来比赛穿衣
扣纽扣，看谁穿得又快又好。



四、各领域渗透

健康：通过理解图片内容，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形成初步的生活自理能力。

艺术：通过儿歌表演《小小手》，鼓励幼儿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

五、生活中渗透 在日常生活中，力所能及的事，鼓励幼儿自
己做。

六、环境中渗透 在活动区放置布娃娃、衣服、鞋子等，在分
区活动时，进行游戏“帮布娃娃穿衣比赛”。

七、家庭中渗透 请家长配合，幼儿在家时，鼓励幼儿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在家中设红花表，由家长给予表扬。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手抄报篇二

上午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先听老师讲个故事：“小狮子的不同命运”。 有几只刚出生
不久的小狮子，被猎人带回家中精心喂养。小狮子慢慢长大，
无忧无虑，有吃有喝。当然，猎人给它们设计的笼子也温暖
舒适。没有想到，一只小狮子从笼子里跑了出去。后来，猎
人外出再也没有回来，笼子里的小狮子活活被饿死了。那只
当年跑出去的小狮子，独自在野外。饿了，自己找食吃；渴
了，自己找水喝；有了伤，会用舌头舔伤口；遇到敌人，知
道怎样保护自己。它顺利地活下来了。

这几只狮子的命运为什么不同？你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什么样
的启示？ 同学们，逃出笼子后的那只小狮子所以能顺利得活
下来，是因为长期的野外生活使它知道怎样寻找食物和保护
自己。而笼子里的小狮子所以活活被饿死了，是因为它们长
期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成长，没有得到起码的生存能力的锻



炼，缺乏寻找食物和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个故事说明：不能
自立，永远不能成为大自然的一员。动物是这样，我们人类
更是如此。

如果自己的事自己不会做，又不学，总依赖别人，一旦离开
别人就没法生活。不仅自己要吃苦头，别人也不喜欢你。所
以，事情会做的，要不等、不用、不靠别人的帮忙，自己做；
不会做的要学着做。老师相信你们一定会成为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的好孩子。谢谢大家！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手抄报篇三

寒假又快到了，寒假要干什么呢？让我好好计划一下吧！

当“宅生活”期间过去了，表弟大概也要来了吧！我们一般
在家看看电视，在外面玩玩，有时候也玩电脑，但是平常是
他玩。

离开学还有七天左右的时候，我们全家就要去旅行了，去北
京、去天津，去很多地方，每次旅行快结束时，我就会在白
天好好的睡上一觉，满足我的旅行时光。回到家，检查一下
寒假的作业，然后再过一、两天，就要去上学了。

寒假是短暂的，也是美好的。这就是我计划的寒假生活，一
个快乐的寒假生活。

我做主作文（一）：《我的周末我做主》

又到了周五下午放学时，同学们都像出了笼的小鸟，向家里
飞奔着。你看这些被“解放”了的同学们，有的同学嘴里哼
着歌；有的同学三五成群的聊着这个周末怎么玩；有的同学
飞快的跑回家，准备玩电脑、看电视；还有的同学就是那些
低着头、苦着脸，回家等待着残酷命运到来的苦命孩子了！



妈妈一听便知道我不乐意。便开始了她的长篇辩论：“学舞
蹈多么好呀！你看看你胖成啥样了？也得渐减肥了！你看看
你们班谁谁谁……”“好，好，好！我很高兴去学！”我皮
笑肉不笑地给了老妈一个大大的笑脸，便上了妈妈的车，去
向舞蹈学习班去了。

你看看我周六这一天忙得：学琴、学英语、学唱歌。现在又
加上一个舞蹈班……哎！

一天下来，我已经累得全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回家的路上，
我滔滔不绝地向老妈说着今天的新闻：“英语课上一个同学
下课没去wc，上课要去，老师不让，差点尿裤子啦！”“舞
蹈老师对我特别关照，同学们也愿意和我玩。”……妈妈听
了以后，笑着对我说：“其实，上这些特长课很有趣的，只
要你把它们想成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就……”“嗯嗯！”我
开心地说。

以后，每周五放学回家，都是高高兴兴的！因为――我已经
喜欢上了去特长班了，所以――我的周末我做主！

我做主作文大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手抄报篇四

认知：

2.懂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爱劳动的表现，是光荣的。

情感：

愿意做个爱劳动的好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行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会做的自己做，不会做的逐步学着做。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本课是根据课程标准“勤劳节俭”德目中的有关要求设置的。
属热爱劳动、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的教育。对小学生进行这方
面的教育针对性很强，非常必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文
化素质的提高，人们对家庭教育的认识也提高了，但随之而
来的新问题是如何摆在“智力培养”和“劳动教育”的关系。
现在不少家长把教育的重心倾向于知识教育和智力培养，凡
需要孩子动手、出力、操心的事，舍不得让孩子去做，父母
全部承包，天长日久，导致孩子依赖性很强，缺乏起码的生
活自理能力，缺少主动性，就连自己应该做的事，也不愿意
做。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孩子们的要求越来越高，
生活自理能力不强，就很难适应社会的要求，因此，教育学
生热爱劳动，培养生活自理能力，便成为不可缺少的教育内
容。

热爱劳动的教育是分层次的，对低年级学生，首先应该教育
他们学会自我服务性的劳动，逐步做到生活基本自理。本课
着重教育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会做的学着做，克服依
赖思想。

教法建议：

1.建议教师课前做一些调查，了解学生自我服务性劳动的情
况，包括学生的实际表现、家长的态度、家长对学生的有关
评价以及学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等，以便教学有的放矢。

2.教学中，应遵循鼓励性原则，对做得好的学生要及时给予
表扬，让他们谈谈自己的想法，鼓励他们坚持去做。对能够
认识到不足并有决心改正的学生要及时鼓励，增强每个学生



的信心。

3.教师应注意联系学生实际。可根据教材内容，引导学生结
合自己的实际谈感受，如自己的事自己会做怎么好，不会做
有什么影响等；可针对本班学生主要问题增补一些辨析练习；
可为学生树立身边的榜样，如把做得好的同学的录像演示给
大家看，听家长表扬孩子的录音，给榜样戴大红花等；还可
开展相关的活动，如组织穿衣、叠被、系鞋带、洗手帕等比
赛，培养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目标 

认知：

2.懂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爱劳动的表现，是光荣的。

情感：

愿意做个爱劳动的好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行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会做的自己做，不会做的逐步学着做。

教学重点：教育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会做的事情学着
做，克服依赖思想。

教学难点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重要性。

教育过程：

一、说一说（“说一说”中的内容）。



提问：同学们，早晨起床后，穿衣、叠被是你自己做的吗？

师：有这么多同学都自己穿衣、叠被，我们给这些同学鼓鼓
掌。

二、学一学：（使学生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的道
理。）

师：现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出示春生头像），
他的名字叫春生，今年也上一年级，请你们听听他的故事。

出图1（背景：春生家中。春生的动作图，随讲故事贴上。）

师：这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四周静悄悄的，春生在被窝里
甜甜地睡着。过了一会儿，他家的大公鸡叫了起来，春生被
惊醒了。他揉揉眼睛，坐了起来（出示坐起的春生），撩开
窗帘（演示撩窗帘），啊！窗外，一轮红日已经从东方升起，
大公鸡正昂头叫着，原来起床的时间到了。

板书：不等   帮忙    自己   穿（衣服图）

看！他穿得又快又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小结：

穿衣服是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春生每天起床后都自己穿
衣，已经养成习惯了。

过渡导语 ：

还有许多事情也是自己的事，应该由自己来做，比如系鞋带。
下面就来看看春生的鞋带开了，他是怎么做的。

出图2（活动图）



师：这天，春生正在上体育课，踢着踢着球，他发现鞋带开
了。

1.提问：他用别人帮忙了吗？

板书：不用   帮忙   自己   系（鞋带图）

过渡导语 ：

由于春生年龄小，还有许多自己的事不会做，该怎么办呢？

出图3 （活动图）

1.提问：

图上的春生在做什么？他靠妈妈帮忙了吗？

板书：不靠  帮忙 自己   洗（袜子图）

妈妈就在旁边，春生为什么不靠妈妈帮他洗呢？

2.小结：

春生不会洗衣服，他先学洗手绢、袜子，逐渐就学会洗衣服
了。

3.提问：

妈妈和太阳公公为什么笑了？

师：他们也在夸春生呢！春生不仅受到了妈妈和太阳公公的
称赞，连同学也在夸他呢！

出图4



1.同桌互相说说：

你知道老师和同学在夸春生什么吗？

2.小结：

他们都在夸春生是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爱劳动的好孩子。

3.请同学代表为图4中的春生戴上一朵“爱劳动”的小红花。

师：让我们都来向春生学习吧！

老师领读课文。

三、看一看（“看一看”中的内容）（使学生进一步知道还
有哪些事也是自己的事。）

1.想想：

图中小朋友做的事，你会做吗？

2.请同学在自己会做的事情的图旁用红色水彩笔画一面小红
旗，不会做的事情先空着，以后做到了再画。

四、听一听：（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看书（“听一听”中“小花猫”的故事图）

听录音（课文）

1.小组交流：

小花猫为什么哭了？猫妈妈问他时，他会怎么说？妈妈会说
些什么？



听完这个故事，你懂得了什么道理？

2.小结：

如果自己的事自己不会做，又不学，总依赖别人 ，一旦离开
别人就没法生活。不仅自己要吃苦头，别人也不喜欢你。自
己的事一定要自己做，不会就学，从小培养自己独立生活的
能力，从小培养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好习惯。

过渡导语 ：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几位小朋友做得怎样。

五、说一说（“说一说”中的内容）

1.小组交流：

图上小朋友谁做得对？谁做得不对？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2.小结：

图1、3中的小朋友不让奶奶给自己梳头、盛饭，做到了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图2、4中的小朋友让爷爷替自己拿书包，让
爸爸为自己削铅笔，没有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六、比一比（“比一比”中的内容）

进行具体的行为指导。

1.请几位同学到前边比赛。

（1）整理书包。

（2）系鞋带。



2.请比赛中表现好的同学说说自己平时是怎么做的。

3.小结：

由于这位同学平时做到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所以在今天的
比赛中他们表现很好。让我们都来向他们学习，做一个自己
事情自己做的好孩子。

七、总结：

2.总结：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可以使自己生活方便，少给人添麻烦，
从小培养生活自理的能力，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自己的事
情会做的，要不等、不用、不靠别人的帮忙，自己做；不会
的事情要学着做。老师相信你们一定会成为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的好孩子。

板书设计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手抄报篇五

今天第4堂课是乒乓球课。看着同学们都拿着球拍准备上课，
我一摸书包，傻眼了。昨晚是妈妈帮我装的书包，妈妈肯定
忘装球拍了。我又在书包里仔细搜查了一遍，还是不见球拍
的影子。哎，只能空手去了。呵呵，原来还有一个同学跟
我“同病相怜”啊，王旭坤也没带球拍。老师安排我俩捡球，
无数个乒乓球噼哩啪啦如雨点般地落下来，我俩猫着腰快速
地捡着，一堂课下来，我已经汗流浃背了。心想：回爱一定
找妈妈算帐，不给我装球拍，害我捡一堂课球。

中午一进门，我就大声喊：“妈妈，都怪你，为什么不给我
带球拍？我捡一堂课球，累死我了。”妈妈说：“好宝贝，
对不起，是妈妈忘了。不过，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今



天开始，妈妈不再帮你收拾书包了，你自己收拾，就不会再
忘带了。”我向妈妈做了个鬼脸就去吃饭了。

一天晚上，小红在家里的卫生间里洗脚。她把脏沫子顺手放
在了鞋子上，小红一边唱着歌，一边洗脚，别挺有多高兴了！

小红的奶奶走了过来，奶奶身体年迈，额头上布满了皱纹，
却满头白发。奶奶弯下腰，拿起放在鞋子上的脏袜子，她对
小红说：“小红，这双袜子我来帮你洗吧！”小红听了，连
忙摇手，说：“不了！不了！我来洗吧！”奶奶说：“那好
吧。”于是，奶奶坐在了沙发上。

小红洗完脚，把水给倒了，换好了一盆清水。首先，把袜子
浸泡在水中，直到湿透了为止。接着，湿透了以后再把肥皂
均匀地涂在袜子上，不停地搓洗着。然后，搓出了泡泡以后，
再把袜子放到水里冲，直到冲干净为止。

洗完之后，小红把袜子挂在了绳子上，奶奶走过来对小红说：
“小红也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她们望着那干干净净的
袜子，高兴地笑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手抄报篇六

一大早，我看见日历上居然写着“星期八”！咦，星期八！
星期八上什么课呀？没有课！星期八培训什么呢？也没有！
这么说来，这个多出来的星期八完全由我做主啦！

我立马返回床，毫不犹豫地做起了周公大梦。

我梦见自己偷偷种了三粒苹果种子。老师说南方的气候不适
合苹果生长，我不信，你看，种子已经发芽了！这一根嫩芽，
弯曲着，小脑袋想抬起来，又有点儿害羞地低着，一定是
个“女孩子”。另一根胖一些的，应该是个“男孩子”吧。
还有一粒没发芽的种子，也躺在太阳下，暖暖地晒着。



“来，我带你们开开眼界！”我站起来，捧着我心爱的“娃
娃们”往外走。

“新房子真舒服，这里可热闹多了！”

“哎呦，哎呦，我，我要撑出来了，我要撑出来了！”

我坐在草地上，听着他们的一言一语，快乐地享受着这种甜
蜜。

啊，再见啦，星期八！再见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手抄报篇七

认知：

1.知道。

2.懂得是爱劳动的表现，是光荣的。

情感：

愿意做个爱劳动的好孩子，。

行为：

，会做的自己做，不会做的逐步学着做。

建议

教材分析：

本课是根据课程标准“勤劳节俭”德目中的有关要求设置的。
属热爱劳动、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的。对生进行这方面的针对
性很强，非常必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



人们对家庭的认识也提高了，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是如何摆在
“智力培养”和“劳动”的关系。现在不少家长把的重心倾
向于知识和智力培养，凡需要孩子动手、出力、操心的事，
舍不得让孩子去做，父母全部承包，天长日久，导致孩子依
赖性很强，缺乏起码的生活自理能力，缺少主动性，就连自
己应该做的事，也不愿意做。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
对孩子们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活自理能力不强，就很难适应
社会的要求，因此，学生热爱劳动，培养生活自理能力，便
成为不可缺少的内容。

热爱劳动的是分层次的，对低年级学生，首先应该他们学会
自我服务性的劳动，逐步做到生活基本自理。本课着重学生，
不会做的学着做，克服依赖思想。

教法建议：

1.建议课前做一些调查，了解学生自我服务性劳动的情况，
包括学生的实际表现、家长的态度、家长对学生的有关评价
以及学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等，以便有的放矢。

2.中，应遵循鼓励性原则，对做得好的学生要及时给予表扬，
让他们谈谈自己的想法，鼓励他们坚持去做。对能够认识到
不足并有决心改正的学生要及时鼓励，增强每个学生的信心。

3.应注意联系学生实际。可根据教材内容，引导学生结合自
己的实际谈感受，如自己的事自己会做怎么好，不会做有什
么影响等；可针对本班学生主要问题增补一些辨析练习；可
为学生树立身边的榜样，如把做得好的同学的录像演示给大
家看，听家长表扬孩子的录音，给榜样戴大红花等；还可开
展相关的活动，如组织穿衣、叠被、系鞋带、洗手帕等比赛，
培养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设计示例



第九课

目标

认知：

1.知道。

2.懂得是爱劳动的表现，是光荣的。

情感：

愿意做个爱劳动的好孩子，。

行为：

，会做的自己做，不会做的逐步学着做。

重点：学生，不会做的事情学着做，克服依赖思想。

难点：的重要性。

过程：

一、说一说（“说一说”中的内容）。

提问：同学们，早晨起床后，穿衣、叠被是你自己做的吗？

师：有这么多同学都自己穿衣、叠被，我们给这些同学鼓鼓
掌。

二、学一学：（使学生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的道
理。）

师：现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出示春生头像），



他的名字叫春生，今年也上一年级，请你们听听他的故事。

出图1（背景：春生家中。春生的动作图，随讲故事贴上。）

师：这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四周静悄悄的，春生在被窝里
甜甜地睡着。过了一会儿，他家的大公鸡叫了起来，春生被
惊醒了。他揉揉眼睛，坐了起来（出示坐起的春生），撩开
窗帘（演示撩窗帘），啊！窗外，一轮红日已经从东方升起，
大公鸡正昂头叫着，原来起床的时间到了。

：不等   帮忙    自己   穿（衣服图）

看！他穿得又快又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小结：

穿衣服是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春生每天起床后都自己穿
衣，已经养成习惯了。

过渡导语 ：

还有许多事情也是自己的事，应该由自己来做，比如系鞋带。
下面就来看看春生的鞋带开了，他是怎么做的。

出图2（活动图）

师：这天，春生正在上体育课，踢着踢着球，他发现鞋带开
了。

1.提问：他用别人帮忙了吗？

：不用   帮忙   自己   系（鞋带图）

过渡导语 ：



由于春生年龄小，还有许多自己的事不会做，该怎么办呢？

出图3 （活动图）

1.提问：

图上的春生在做什么？他靠妈妈帮忙了吗？

：不靠  帮忙 自己   洗（袜子图）

妈妈就在旁边，春生为什么不靠妈妈帮他洗呢？

2.小结：

春生不会洗衣服，他先学洗手绢、袜子，逐渐就学会洗衣服
了。

3.提问：

妈妈和太阳公公为什么笑了？

师：他们也在夸春生呢！春生不仅受到了妈妈和太阳公公的
称赞，连同学也在夸他呢！

出图4

1.同桌互相说说：

你知道老师和同学在夸春生什么吗？

2.小结：

他们都在夸春生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

课题：



3.请同学代表为图4中的春生戴上一朵“爱劳动”的小红花。

师：让我们都来向春生学习吧！

老师领读课文。

三、看一看（“看一看”中的内容）（使学生进一步知道还
有哪些事也是自己的事。）

1.想想：

图中小朋友做的事，你会做吗？

2.请同学在自己会做的事情的图旁用红色水彩笔画一面小红
旗，不会做的事情先空着，以后做到了再画。

四、听一听：（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看书（“听一听”中“小花猫”的故事图）

听录音（课文）

1.小组交流：

小花猫为什么哭了？猫妈妈问他时，他会怎么说？妈妈会说
些什么？

听完这个故事，你懂得了什么道理？

2.小结：

如果自己的事自己不会做，又不学，总依赖别人 ，一旦离开
别人就没法生活。不仅自己要吃苦头，别人也不喜欢你。自
己的事一定要自己做，不会就学，从小培养自己独立生活的
能力，从小培养的好习惯。



过渡导语 ：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几位小朋友做得怎样。

五、说一说（“说一说”中的内容）

1.小组交流：

图上小朋友谁做得对？谁做得不对？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2.小结：

图1、3中的小朋友不让奶奶给自己梳头、盛饭，做到了。图2、
4中的小朋友让爷爷替自己拿书包，让爸爸为自己削铅笔，没
有做到。

六、比一比（“比一比”中的内容）

进行具体的行为指导。

1.请几位同学到前边比赛。

（1）整理书包。

（2）系鞋带。

2.请比赛中表现好的同学说说自己平时是怎么做的。

3.小结：

由于这位同学平时做到了，所以在今天的比赛中他们表现很
好。让我们都来向他们学习，做一个自己事情自己做的好孩
子。

七、总结：



2.总结：

，可以使自己生活方便，少给人添麻烦，从小培养生活自理
的能力，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自己的事情会做的，要不等、
不用、不靠别人的帮忙，自己做；不会的事情要学着做。老
师相信你们一定会成为的好孩子。

设计：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手抄报篇八

从今天开始，我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要把自己能做的事
情，自己做。

妈妈命令我，让我干掉衣服大军了。我先把衣服和裤子放进
水池里，打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出来，像喷泉一样。肥皂
抹一抹，让它与衣物来个亲密拥抱。肥皂真是人类的好帮手，
消除肮脏，去除灰尘。刷子出场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从里到外，我用心刷。可惜我的右臂，真酸啊，像提了几百
斤的重物。

泡沫太多了，全都是，一个接一个，像一个个调皮的小孩子，
直往我的衣服，我的手臂，我的眼睛里钻。我气得直跳，尽
打扰我洗衣服。还好，清水是利器，用水一抹，泡沫就没了。
两个小时后，衣服终于洗好了。

我把衣服拧干，提到了阳台，穿上衣架，挂在了晾衣杆上。
金黄的阳光透过缝隙照进来，温暖极了。看着这，我的疲倦
也在不知不觉地跑得无影无踪。

洗完也罢，我还扫了地，煮了饭，虽然不太好，但总算完成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