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班语文 学前班语文教学计划(通用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学前班语文篇一

我和孩子们一起又迎来了新的学期。这是幼儿们在学前班的
最后一个学期，也是入小学前最关键的一学期。

本学期本班幼儿30名，男生15名，女生15名。经过上学期的
学习，幼儿总的来看，在学习习惯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

本学期我但任学前班的语文教学工作，我力求上好每堂课，
在课前认真研究教材，准确把握重难点，在教学中严格遵循
幼儿的认知规律、年龄特点，结合幼儿的生活经验，有目的、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并不断归纳总结，提高教学水平。
下面将主要的学科做简单的教学计划：

学会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能读准音，认清形，正确书写，
会读它们的四声。学习声母与复韵母组成的音节，能准确拼
读音节，正确书写音节。

写字方面，熟练掌握基本的汉字笔画名称及书写，加强认识
汉字的深度，要求能在田字格中按照笔顺规则正确地书写。
课堂中，规范的板书，熟练掌握每一个生字的每一笔画所在
田字格的位置。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让幼儿掌握正确的读
写姿势和爱惜学习用品。

二、三月：搞好班级卫生，迎接幼儿回校；做好新生的情绪



稳定工作，开展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庆“三八”主题活动，
开展“我是妈妈的好帮手”活动。

四月、五月：开展“劳动最光荣”主题活动，了解成人劳动，
珍惜别人劳动成果，激发幼儿劳动兴趣；准备六一活动。

六月：开展“我要上小学了”主题活动；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再见了，幼儿园；做好各方面的总结工作。

总之，本学期我把幼儿入学准备工作做为本学期的工作重点
的同时，不断加强幼儿阅读、书写的训练，以及幼儿良好行
为品德的训练。将学前的准备工作和各学科教学有机结合起
来，为幼儿进入小学打好基础。

学前班语文篇二

一、教学对象：

学前班的小学生。

二、教学目标：

在愉快的游戏中发展幼儿的各种综合能力，培养幼儿动作灵
活性和协调性，提高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表现力和模仿力。

三、教学难点：

学前班的孩子不懂的如何有效保护自己，因此在游戏追逐中，
容易受伤，而且她们没有明确的“游戏规则”，极有可
能“犯规”。

四、教学内容：

（一）扮演角色，活动身体



1、”你们看我是谁“，（老鹰）”对，我是老鹰，现在x意
做母鸡的小朋友站到这边来。

2、教师引导：“老鹰要来抓母鸡的宝宝，鸡妈妈就要努力地
保护自己的宝宝。”

（二）教师演示，讲解规则

1、教师扮演母鸡，让幼儿按顺序排列在教师身后，抓住前者
的衣角。

2、一个幼儿扮演老鹰，教师展开双臂做保护状，引导老鹰扮
演者初步掌握捉小鸡的方式。

3、母鸡无法保护小鸡的时候，可以带领身后的小鸡集体蹲下，
这时老鹰就不能再捉小鸡。

4、被捉住的小鸡不能在参加游戏，站在一边观看，直至所有
小鸡被捉住游戏结束。

（三）提供材料，自由练习。

1、教师引导：“做老鹰的小朋友要想一想怎样才能又快又安
全的抓到小鸡，而小鸡宝宝们要想一想怎样才能不被老鹰抓
住，比一比到底是老鹰的本领大还是小鸡的本领大。”

2、划定活动场地，让幼儿自由练习，教师观察各种不同发展
水平幼儿的活动。

（四）角色转换，多次感受

游戏结束后，将老鹰，母鸡，小鸡的角色转换，体验不同角
色带来的乐趣。



（五）结束活动，放松身体。

“今天，我们的小朋友都做得很棒，我真为你们高兴。”

学前班语文篇三

一、指导思想

学前班数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教师通过组织幼儿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来扩展、整理其在生活中获得的有关数学方面的经
验，掌握粗浅的数学知识，培养幼儿对数学的兴趣和初步的
运用数学知识认识事物的能力，为入小学学习打好必要的基
础。

二、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由于环境、教育条件和遗传因素的影响，幼儿在身心发展上
存在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幼儿逐渐表现出兴趣、能力等
方面的不同，这就形成了儿童的个性差异。因此根据幼儿的
年龄和个性差异，所以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要因材施教的发
展幼儿的能力，带领幼儿认真开展数学活动，使每个孩子都
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进步。

三、教材分析

通过数学活动培养幼儿的认识能力，通过提供充分的条件，
为幼儿设计多种活动，引导幼儿运用各种感官，观察和了解
数与数的相互联系，从而让幼儿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达
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前班数学教育的主要有分类，排序和
对应等数学基础知识，10以内数的意义，学习4以内的加减、
有关的几何形体和事物的时间、空间关系的粗浅知识，以及
简单的测量活动等。

四、教学目的要求



1.在教学过程中幼儿在老师的引导下，能结合生活中的实际
经验，区分和理解一些事物的相互关系，通过自己的操作并
理解、分析和概括出数的意义及数字的相互联系，并能准确
的进行加减运算。

2.在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多种能力，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
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五，教学的重难点

1.能理解数字的意义并能准确计算。

2.能对周围的事物有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

3.能在老师的引导下，能提出简单的数学问题，为今后的学
习打基础。

六、教学措施

儿童的学习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活动，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
要来对周围环境中的`事物进行观察、操作，同时展开联想、
想象，比较、分析等内在的思维活动。所以在数学教学活动
中，把数学知识与幼儿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并通过游
戏的方法培养和保护幼儿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并创造和提供
一定的条件帮助幼儿合理地运用其掌握的数学知识，将其转
化为认识事物的能力。

七、教学安排

1.物体的分类《学习分类》《区别上下、远近》

2.《区别前后，左右》《认识1和许多》《分组游戏》

3.《比较大小、长短、高矮》《比较轻重、厚薄、粗细》



4.《学习排序》《认识2和3》

5.《认识长方形、正方形》《认识4和5》

6.《认识梯形、三角形》《认识圆形和椭圆形》

7.《填图形》《图形变换》《认识6》

8.《认识7和8》《复习8以内的数》

9.〈认识9和10〉，认识1~10的数序，

10.学习1~50的数数。认识0

11.学习1~10的倒数，数字的用处

12.学习2的组成及加，减法

13.学习编应用题2的加减

14.学习3的组成，及加法，口编应用题

15.学习3的减法和口头减法

16.学习4的组成及加减。

17.学习4的应用题。

18.复习分类、图形等知识

19.复习2、3、4的加法及口编应用题

20.总复习



学前班语文篇四

一、指导思想

学前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教师通过组织幼儿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来扩展、整理其在生活中获得的有关健康、语言、社会、
科学、艺术五个范畴方面的经验，掌握粗浅的知识，培养幼
儿对学习的兴趣和初步运用领域知识认识事物的能力，为入
小学学习打好必要的基础。

二、总的要求及分析

幼儿教育领域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个范畴，
内容是全面的、启蒙性的，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从不同
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
展。幼儿园教育活动应注重综合性，生活性和趣味性，幼儿
一日生活中的各项活动都对幼儿发展有重要的价值，应有机
的整合各项活动，努力提高各项活动的整体成效，可称得实
施要注意各类活动的有机联系，发挥这些活动的互补作用，
做到在生活中学习、在游戏中学习，也就是让孩子们在玩中
学学中玩，快乐的渡过每一天，使一日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
教育整体。

三、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由于环境、教育条件和遗传因素的影响，幼儿在身心发展上
存在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幼儿逐渐表现出兴趣、能力等
方面的`不同，这就形成了儿童的个性差异。因此根据幼儿的
年龄和个性差异，，所以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要因材施教的
发展幼儿的能力，带领幼儿认真开展数学活动，使每个孩子
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进步。

四、教材分析



通过各领域活动培养幼儿的认识能力，通过提供充分的条件，
为幼儿设计多种活动，引导幼儿运用各种感官，观察和了解
五大领域的相互联系，从而让幼儿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达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前班教学教育的主要有分类，排序
和对应等基础知识，10以内数的意义，学习4以内的加减、有
关的几何形体和事物的时间、空间关系的粗浅知识，以及简
单的测量活动等。

学前班语文篇五

一、 基本情况分析：

通过上学期语言课程的学习，基本情况分析是：培养和发展
幼儿的语言能力，为幼儿提供在集体面前讲述的机会，进一
步提高幼儿“想说、敢说”勇气。同时，注意引导其他幼儿
认真倾听，不随便打断别人的讲述。

二、教学目的：

1、在拼音教学方面：学会复韵母，前、后鼻韵母，会读、会
正确书写。 2、引导学生“乐意与人交谈，讲话要有礼貌。
会用礼貌用语。 3、注意倾听对方讲话。 4、能理解日常用
语的意思。 5、能清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事情。 6、喜欢听
故事、看图书。 7、能听懂和会说普通话。8、对学生的语言
能力进行综合性开发。

三、教材分析

1、学前班语言教材主要是有仿编、续编和扩编的趣味故事、
诗歌和图画，要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丰富的想象，
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大胆而清楚表达自己的预期目标，可以
使幼儿的想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很好的发展。

2、幼儿进入学习倾听、理解和使用规范性语音表达时期。学



习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在讲述活动中，让幼儿学生怎样地在
集体面前大胆而清楚地叙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在阅读活动
中，让幼儿尝试感受书面语言。

3、通过活动延伸和活动建议来丰富幼儿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
往，让幼儿有更多机会真实而丰富的语言情境与各种各样的
人交往，以操练和扩展自己的语言经验。

四、学生情况分析：

幼儿时期是个性开始萌发的时期，也是形成对人、对己、对
事正确的认知、情感、态度、行为的重要时期，良好的语言
教育，不仅能帮助幼儿作好入学前活动准备，而且能使幼儿
终身受益。

五、具体措施：

幼儿的学习活动经常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因而也多是零
散的，在学习的方法上，儿童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将
儿童的学习活动转达化为有意识的过程，并不断地丰富儿童
学习的方法，才能提高儿童学习的效果，有效地促进学生的
身心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