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教学计划计划第一学期 幼儿小班数
学教学计划教学工作计划(通用5篇)

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般的流逝，我们又将迎来新的喜悦、新
的收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计划吧。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计
划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班教学计划计划第一学期篇一

本班共有38人，新入园6人，其中男22生人，女16生人。有9
人是教师及干部家孩子，以受过家长教育熏陶，特别聪明。
有3名家庭特殊的孩子，比较内向，不善言谈及与人交往。
有5人特别好动，性格倔强。

本学期的教学内容有：比较长短，比较最长和最短。比较粗
细，比较最粗和最细，按规定排序，数数，6、7、8、9、10
的认识，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的形状特征，里和外，空间
位置，整体与部分，逻辑推理，共24个学习认识内容。三、
教学目的要求：

(一)目的：

1.激发幼儿对事物中存在的数、量、形、时间、空间及其逻
辑关系的兴趣，指导幼儿体验生活中包含的各种数量关系，
感知数学的重要性。

2.发展有关数、量、形、空间和时间的基本概念，鼓励幼儿
初步使用分类排序、推理、计算、估算与预测等初步方法探
究事物的主要特征。

3.培养幼儿的推理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鼓励幼儿运用数学
思考、分析问题情境，选择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技巧，解释和



证实自己的答案，培养幼儿思维的灵活性、敏捷性和创造性。

4.培养数学的阅读与交流能力，指导幼儿用自己最能理解的
某一语言形式，如实物、图片、符号、文字等阐述实际生活
中的各种数学现象和数学关系，并与同伴、教师、家长交流。

5.鼓励幼儿动手动脑，积极探究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实际
生活和游戏中的简单问题，感知数学的实用性。

(二)要求：

1、是幼儿认识长方形，粗细，比较出最长和最短，最粗和最
细，按规律排序。

2、使幼儿在认识物体的同时练习数数，认识6、7、8、9、10，
并能用数字表示相同数的物体。

3、认识圆形、正方形、长方形，并能正确区别各图形，掌握
它们的特征。

4、了解方位，掌握里外、空间位置。

5、区分整体与部分，初步培养逻辑推理与思维能力。

小班教学计划计划第一学期篇二

通过前一阶段室内写生课的学习，训练了学生细心观察身边
事物的能力，发现生活中的美，并运用油画棒和水粉等形式
来表现。然而，也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如缺乏生活体验和
生活记忆，细心观察事物的能力不够等，基于这点考虑，本
阶段的儿童创作画，展示几个命题，几组资料，经过构思取
舍、加工、变化，形成一幅漂亮的儿童创作画。

1. 有意识的培养学生主动地体验生活、参与生活、记忆生活。



2.掌握一定的搭配色彩的技巧（补色对比），细腻的涂色方
法。

3.培养孩子耐心、细心的良好做事习惯。

课时及画幅：（每一个命题需要2课时，即两周，4开纸张画
幅）

教学准备：以“市场”为题材的参考资料、铅笔、橡皮、记
号笔（大、小）、水粉颜料、调色板、水桶、清水。

市场，每个孩子都会从路过的繁华街区看到，人行道上摆满
了出售各种手工艺品、观赏小动物、饮料、日用小百货、蔬
菜等商品的小摊，有些卖玩具的还在人行道上边叫卖边表演，
有些甚至专门设套拿假货坑骗群众，惹得行人纷纷驻足围观，
这些现象的组合便形成了一个偌大的自由交易场所，原本还
算宽阔的人行道变得杂乱、拥挤不堪。

主要教学内容：市场的'特点是人多、物多（按类别摆置），
在处理构图上应注意人物和物品的遮挡关系，以更好地表现
画面层次感；每一个人物的神态、动作、服饰都各不相同，
在绘画时，粗笔和细笔相互交错，穿插对比，使得画面主次
分明；至于色彩方面，主要把握画面内容和背景有明显的色
调区分。

教学准备：以“舞狮或舞龙”为题材的参考资料、铅笔、橡
皮、记号笔（大、小）、水粉颜料、调色板、水桶、清水。

" 社火 " 亦称 " 射虎 " ，是我国西北地区古老的民间艺术
形式。是指在祭祀或节日里迎神赛会上的各种杂戏、杂耍的
表演。火具有红火、热闹之意。

社火产生的年代相当久远，它是随着古老的祭祀活动而逐渐
形成的。远古时的人类正处于幼稚时期，生产力极其低下，



原始先民们对人类的生死及自然界里的许多现象如对日月变
幻、灾荒等既不能抗拒，也不可能理解，只能幻想借助于超
自然的力量来主宰它，于是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神。当社会生
产由渔猎转入农耕，土地便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于是
渴望风调雨顺、农作丰收或驱鬼逐疫的祈祷性祭祀活动便产
生了。《礼记 ！祭法》中载： "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 " 这里面还有一个神话故
事呢！相传水神共工的儿子勾龙是社神。共工长得人脸蛇身，
满头红发，性格暴烈好战。一次他和祝融（传说火神）作战，
一怒之下头触不周山，竟把撑天的柱子碰断，顿时天崩地裂，
洪水泛滥，多亏女娲炼了五彩石及时把天补好。勾龙见父亲
闯下大祸，心理非常难过，于是把九州大裂缝一一填平。黄
帝见状，便封他为 " 后土 " ，让他丈量并掌管土地，从此
勾龙便成为人们祭祀的社神。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古史
辩 第一册首序》中是这样记述社的： " 社是土地之神，从
天子到庶民立有不等的社。 "…… 乡村祭神的结会，迎神送
宗的庙会，朝顶进香的香会，都是社会的变相。

社火的种类，包括地社火，背社火，抬社火，车社火，马社
火，高芯社火，高跷社火，血社火，山社火，舞狮或舞龙，
唱社火，丑社火等等。

主要教学内容：在“舞狮或舞龙”的参考资料基础上，讲述
一些关于中国传统“社火”的历史，以及孩子生活中能看到
或已经看到的“社火”活动。一方面了解传统文化；另一方
面观察生活中的细节；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从“龙或狮”
的“舞”姿中观察发现细微的遮挡和穿插关系，画面
的“活”气通过大的龙狮身体线条和稍小的人物对比表现。

教学准备：以“我在马路边”为题材的参考资料、铅笔、橡
皮、记号笔（大、小）、水粉颜料、调色板、水桶、清水。

儿时，有这样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叔叔拿着钱，

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

歌曲中展现了大马路上发生的一个场景，而这种美德及小中
见大的行为在当今社会中已经不多见了。因此，此命题旨在
唤起孩子们曾经拾金不昧的美德，以及观察和筛选生活中的
细节场景，从而打开他们内心对生活片断的记忆之门。

主要教学内容：分析和引导孩子观察“热闹的大马路”，分
别从马路上“动态”和“静态”的人、物来分析、举例、讲
解，如马路旁的建筑、路灯、绿化植物等，马路上的人物、
交通工具等等，重在突出“热闹”。学习中贯穿简单的“透
视”知识，使画面更具空间感。在色彩技巧方面，熟练调色
突出主体物，并清晰的知道对比色在画面中的应用（位置和
面积）。

小班教学计划计划第一学期篇三

自觉守纪，学会听讲

1、早晨进校在班干部管理下认真读书。

中午进校在班干部管理下写作业或看书。

在课堂上能尽力做到认真听讲，积极思考。

2、每天进行两操的`表现的评比，发红花。对表现不好的及
时教育，并及时跟家长沟通，互相配合。



3、建立。班干部负责制度，班长、两操监督员、劳动委员向
班主任负责，其他小干部向他们负责。

4、每周班会进行班级的各项评比，总结本周各项表现。

做好值日，保持卫生

1、每天下午趣味辅导班结束后，以小组为单位成立值日组，
建立值日评分制度，期末以他们为主进行班级劳动之星的评
比。

2、每天鼓励课间主动劳动的同学，三次以上红花奖励。

3、每天由卫生小组检查班级个人卫生，进行记录。

热心参与，锻炼自己，培养能力

1、各项活动由老师、相关班干部负责组织，积极参与。

2、每次活动后，奖励积极分子。

小班教学计划计划第一学期篇四

小班幼儿由于刚上幼儿园，因年龄和月份大小的差异以及家
长教育方法的不同，幼儿的日常行为习惯也有一定的差异。
小班幼儿由于祖辈带的较多，比父母更宠爱，因此养成了很
多不良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基本上都是以我为中心，集
体意识不强，所以要使幼儿适应幼儿园生活和作息常规等需
一段时间的教育和培养过程。小班幼儿因年龄小，在家什么
事都由大人一手包办，多数幼儿不肯自己吃饭，要大人喂等
这些不良习惯，都有待于改善。

（一）初步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让幼儿愿意上幼儿园，
父母离开时不哭闹，能与老师、小朋友一起玩。



（二）为幼儿创造良好的游戏活动环境，提供丰富的游戏，
吸引幼儿，使幼儿乐意来园，主动参加各类游戏活动。

（三）指导幼儿学会简单的`礼貌用语，通过师生共同游戏让
幼儿喜欢上老师和同伴，通过集体活动让幼儿认识自己，认
识同伴，认识幼儿园。

（四）在老师帮助下，学习用自己的毛巾擦手，在指定的地
方大小便，通过平时的生活让幼儿熟悉自己的毛巾，学会用
自己的毛巾擦手、擦脸。

（五）在老师的帮助下，正确使用小勺，学会自己进餐。

（一）认识基本的颜色。

（二）能够根据事物的特征进行归类，并能对物体进行按规
律排序。

（三）学会简单的比较（如比较长短、多少、区别一和许
多）。

（四）学习“5”以内数的点数。

（五）利用图形宝宝让幼儿初步认识基本图形（如圆形、正
方形），学习区分上下，里外的空间方位。

（一）用文学美引领，让幼儿爱阅读。

（二）在趣味性的阅读过程中，让幼儿学会阅读。

（三）利用丰富的说话材料，让幼儿“能说会道”，大胆创
编。

（四）把文学作品变成童话剧，创设“善表演”的情境。



（五）利用配套资料让幼儿练习“听、说”的能力。

（一）让幼儿学会简单歌曲。

（二）因幼儿年龄偏小，舞蹈上学习一些简单动作。

（三）让幼儿学习画简单的线条。

（一）适时的多与家长联系，让幼儿在园以及在家情况及时
得到沟通。

（二）进行家访工作，多听取家长意见，争取为幼儿创造一
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三）及时向家长汇报幼儿在园各方面情况，促进家园共育。

小班教学计划计划第一学期篇五

本班共有29名幼儿参加创造性游戏。其中12名幼儿在我园托
班时，有过角色游戏的经验，他们对角色游戏的玩法有了粗
浅的了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本学期开展创造性游戏时，
将从以下方面进行指导。

1、熟悉并了解娃娃家及其他角色游戏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并
初步学习模仿成人的活动开展。初步学习扮演简单的人物角
色。

2、根据自己的游戏意愿，发展相应的游戏情节。

3、在游戏中知道玩具大家玩，不争抢玩具。

4、学习独立的操作“娃娃家”的游戏材料，游戏结束后能将
材料放回原处。



1、认识桌面建构材料——小型积木，根据它们的外形特征给
他们起名字。

2、掌握最基本的建构(铺平、垒高和架空)技能，并在此基础
上搭建一些简单的建筑物。

3、通过实物图片的提供，学习进行迁移搭建，独立操作建构
材料，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

4、爱护建构材料，会轻拿轻放。

1、初步学习扮演简单的人物角色。

2、初步了解一些简单的建筑，并初步掌握它们的建构特征。

3、初步掌握游戏材料的使用常规。

4、体验与同伴共同游戏带来的快乐。

1、初步了解掌握一些成人的劳动，并初步学习模仿成人的劳
动。

2、初步学习架空、铺平、衔接、围合、垒高、对称的技能。

3、不独占玩具，初步学习看标记摆放游戏材料，爱护游戏物
品。

4、有初步的交往意识及交往行为。

1、初步了解和掌握游戏角色间的关系，学习扮演角色。

2、继续学习用架空、铺平、垒高等技能进行搭建。

3、在游戏中能主动做到不争抢游戏材料，学习与同伴共同使
用游戏材料。



4、学习向同伴介绍自己的游戏过程。

第四阶段(十二月份、一月份)：

1、继续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玩出相应的游戏内容。

2、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能使用礼貌用语与人交谈。

3、继续学习与同伴友好地游戏。

4、继续学习独立的操作玩具，用后能看标记摆放游戏物品。

娃娃家：

提供游戏的用的餐具五套、布娃娃、小床、幼儿与家长教师
共同制作的家用电器、每家幼儿设计绘画的全家照。

超市、医院、电话亭、理发店、手工坊(九月份)、浴场(十月
份)、彩色世界(十一月份)、快乐故事屋(十二月份)、面点屋、
美食街(一月份)：

游戏场景的设置，提供简单用具。

主题展示区、动手区(串珠、手印画)、角色(故事表演活动、
心情区)、益智区(给小动物喂食、拼图、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