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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学计划精选

篇1：幼儿园教学计划精选

         暑假已经渐渐离去，新的一个学期将要到来，小朋友们进入了新的班级，新

的环境，迎来了新的老师;同时我们也将在已掌握的各方面中进展一个提升，现将下学期工作方案

如下：

         一、教育教学方面

         新学期，我将和我的老伙伴童老师还有我们活泼得意，美丽大方的曾老师一

起带着新的班级中一班。我们班的大局部幼儿经过小班一年的学习，已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对人有礼貌;语言表达才能、与人交往的才能、生活自理才能以及动手操作才能都有较大的开展。

本学期，我们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都将结合本班幼儿的开展程度，从五大领域培养幼儿掌握适应

将来的人类生活所必备的知识，成为一个有信心、有智能、有修养、有责任感并具高尚情感的人

。

         二，保育工作方面：

         在对幼儿的保育工作上，我们力求从每件小事做起，耐心细致周到，如：要

求幼儿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当幼儿做不到时，老师耐心地引导幼儿做，跟着手把手的教幼儿如

何自理，鼓励幼儿你能行，增强了幼儿自我效劳的信心。

         三、平安工作方面:

         1、做好晨午检的检查情况，确保每位幼儿的卫生良好。

         2、对活动室、、桌椅、毛巾、小茶杯通过84消毒液、消毒柜等进展消毒。

         3、按时开窗通风，饭前便后要排队洗手，养成幼儿良好习惯。

         4、坚持在玩时，眼不离孩子，时刻注意孩子。

         5、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把平安工作放在第一位，并不能因为任何原因此

放松警觉。

         四、家长工作方面：

         1、积极获得家长配合。

         2、加强家园联络，随时向家长反映幼儿在园情况，并理解幼儿在家庭中的详

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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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开展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吸引家长积极参与，并能出谋划策。

         4、通过开家长会，让家长间能互相交流商讨育儿经历。

         在新的一学期里，我们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就让我们一起共同加油吧!

篇2：幼儿园教学计划精选

         1.教学目标：明确幼儿园学生在本学期或学年内需要达到的学习目标和教育

目标，包括各方面的认知、情感、社交和生活等方面。

         2.教学内容：按照幼儿园的教育要求，将教学内容分为语言、数学、科学、

艺术和体育等不同的层次，详细列出每个层次需要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具体知识点。

         3.教学方法：列出常用的幼儿园教学方法，详细介绍针对各种教学内容的具

体实施方法和策略，如益智游戏、探究性实验、绘画创意、音乐舞蹈、游戏活动等。

         4.教学资源：列出幼儿园教学所需的教具、教材、书籍、影像、音频等资源

，包括本地资源和外部资源。

         5.评估方法：列出评估幼儿学习成果的方法和标准，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

教学内容和不同教学阶段进行评估，为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改善教学质量提供指导。

         需要注意的是，幼儿园的教学计划是灵活的，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据幼儿的成

长情况和教育背景进行调整，并及时改进和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要。

篇3：幼儿园教学计划精选

         一、班级状况分析

         班级状况：

         我班现有37名幼。由于我班大部份幼儿从未上过幼儿园，所以活动时常规较

差，动手力量有所欠缺，自理力量较弱，需要老师特殊关爱和照看。还有个别幼儿平安意识较差

，要特殊引导和关注。

         在健康领域中，我班幼儿的生活自理力量偏低，自我爱护意识不是很强，我

班带药服用的现象比较严峻，一方面可能是因孩子们自身的身体素养较差，另一方面是由于平常

老师组织户外体育运动还不够多，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语言领域中，我们幼儿是进展得比较好的，平常我们班孩子特殊爱听故事

，还有个别幼儿已有许多的识字。但也有个别幼儿，由于年龄的差异，语言的理解力量有些落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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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领域中，我班的大部分都能理解并能遵守与自己相关的行为规章，愿

意与人交往，能大胆、自信的.在集风光前表演，开心地融入集体生活。

         在数学领域中，幼儿的探究欲望比较强，奇怪???又好问，动手力量也很好，

但对四周环境中的数、量、形、时间、空间等概念的理解不是很好，消失两级分化的现象，本学

期必需在这方面重点加以辅导。

         在艺术领域方面，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孩子们尝试运用了各种绘画工具作

画，幼儿对于绘画的趣味性越来越深厚了。别外我们班大多数幼儿音乐节奏感强、特别喜爱参与

表演，本学期将重点加强训练。

         家长状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老师已经得到家长们的认可和信任。在日常通过

多种途径与家长沟通，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平台，家长们也主动和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园状况，

听取老师的已见和看法，也让老师了解了孩子在家状况。

         通过日常观看我们也了解到个别家长平常忙于工作或训练意识不强对孩子的

日常训练存在观念上的误区。总的来说，我们班的家长总体水平较高，对于老师的工作比较理解

和支持，呈现出较好的进展趋势。

         二、本学期进展目标

         1、健康领域目标：

         ①学习用适当的方式表达心情，学会调整自已的心情。

         ②学习整理床铺，管理自已的物品。

         ③知道必要的卫生保健学问，熟悉身体的主要器官及基本功能，学习对自已

和身体进行适当的爱护。爱吃各种食物，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留意生活环境卫生。

         ④了解必要的平安常识，对生疏人和危急事物有警觉。

         2、社会领域目标：

         ①关爱并敬重父母、长辈、老师，接触与自已生活有关的社会工作人员，了

解他们的职业与自已的关系，敬重他们的劳动。

         ②学习敬重别人的意见、需要、感受，共享群体合作中产生的欢快和成果。

         ③学习简洁评价自已及别人的行为，初步辨别是非，对自已能做的事表现出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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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了解家乡闻名的设施、景观，宠爱参加民间活动，萌发爱家乡的情感。

         3、语言领域目标：

         ①学习观赏文学作，愿意表达自已的感受，能口齿清晰地朗诵儿歌和学习复

述故事。

         ②学习有挨次的看图书，愿意与同伴沟通图书的内容。

         ③喜爱看电视、听广播、学习收集新闻。

         4、科学领域目标：

         ①对四周的事物、现象感爱好，有奇怪心和求知欲。

         ②能从生活和嬉戏中学习简洁的数、形、时空等概念。学习使用比较、分类

、排序、测量等方法。

         ③关怀四周环境，爱惜动植物，萌发初步的环保意识。

         5、艺术领域目标：

         音乐：学习用自然的声音较有表情的唱歌，能完整地唱几首歌；喜爱仿照创

编歌曲和动作；喜爱随着音乐的节奏和心情仿照动作、跳舞的做嬉戏；喜爱用打击乐器的身体动

作来表达音乐节奏。

         绘画：连续用各种线条和简洁外形表现物体的主要特征。尝试使用各种绘画

方式作画。

         制作：鼓舞利用自然物或废旧材料，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想象大胆表现。

         三、卫生保健工作

         1、保育员的配班工作：有意识的提高自己对幼儿的观看、指导力量，在每天

上午有针对性的对一个区域进行指导、观看、记录工作。

         2、连续在平常活动中对幼儿的生活自理力量进行培育。

         3、保育老师利用中午时间，依据主题制作玩教具，同时对幼儿的日常生活进

行观看记录。

         4、保育老师坚持做好日常清洁工作、消毒工作，预防传染病的发生。

         5、加强幼儿平安训练和老师的责任心，避开发生任何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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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家长工作

         在家长工作方面，我们始终本着敬重、公平、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

、支持和主动参加，提高家园合作的质量。本学期我们将连续优化家园沟通的形式，通过电访、

面对面沟通、交互平台、家长开放日、亲子活动等多种渠道，提高家园互动，增进家园情感。利

用早晚接送孩子的时间，与家长沟通，互换育儿信息。

         将教学主题内容准时告知家长，让家长能在最快的时间里了解孩子的训练，

以便家长协作我们的训练工作。最终我们将连续邀请家长参与开放日活动，使家长以直观的方式

了解幼儿园的训练方法，了解老师工作状况，增进与老师的情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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