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小衔接数学学期计划总结(优质5篇)
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新的机遇和挑战，
是时候开始写计划了。那关于计划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
计划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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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小衔接数学学期计划总结篇一

一、班级基本情况分析：

本班幼儿共54人，其中男生26人，女生28人，52名幼儿是原
来中班的，其中雷艳鸿和阙林杰小朋友是从外地转回来的。
经过上学期的努力，幼儿对语言的理解能力有了进一步的增
强，语汇较丰富，连贯性语言得到较好的发展，能运用语言
大胆地与同伴交往。大部分幼儿乐意在集体中发言，喜欢谈
论并以动作加以创造性地表演。

二、语言教学目标：

1、能互动、有礼貌与人交谈，能集中注意力倾听别人讲话，
理解讲话的内容。

2、喜爱看书、对文字认读有兴趣，能围绕一定的话题谈话，
会用轮流的方式交谈。喜欢欣赏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能有
感情地朗读和讲述并乐意创编。

3、能领会儿童文学作品的情感和简单的寓意，初步感受儿童
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和结构特点。

4、在集体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自觉运用普通话与人交往。

5、会生动地朗诵诗歌和讲述故事。



6、能用完整、连贯的语言大胆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望和要求。

7、初步会仿编、续编、创编故事和儿歌。

8、在集体面前讲话态度自然、大方、语速适中，能根据场合
的需要调节自己讲话的音量，语言准确。

9、爱看图书、图片、具有初步的阅读能力。

幼小衔接数学学期计划总结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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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里的故事取材于社
会现实生活，一叙述时事件为主，反应幼儿熟悉或需要了解
的生活内容，想幼儿讲述提供丰富多样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
言的样本。

二、教材目标：

1、引导幼儿乐意与人交流，说话有礼貌。

2、引导幼儿在谈话和游戏活动中注意倾听对方讲话，能理解
日常用语。

3、培养幼儿能清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事;喜欢听故事、看图
书的习惯。

4、培养幼儿能听懂和会说普通话的能力

本学期通过日常生活、游戏等基本的语言发展活动来组织幼



儿与他人进行语言交流和沟通，培养幼儿想说、敢说、喜欢
说的意识和初步的自我表达能力。能够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
和表述个人及周围的一切。激励幼儿的语言游戏兴趣，帮助
幼儿在不同语境中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提高幼儿对语言结构
的敏感性。

1、快乐阅读通过对童话、诗歌、童谣等文学作品的阅读来丰
富幼儿的想象力，为幼儿插上想象的翅膀，培养幼儿对生活、
对文字的敏锐感受力。同时，向幼儿展示成熟的语言，提高
幼儿对语言多样性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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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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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小衔接数学学期计划总结篇三

为进一步营造全社会高度关心、重视和理解学前教育的浓厚
氛围，形成有利于幼儿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根据教育
局关于开展20__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要求并结
合我园实际，特制定本活动方案。

一、宣传活动目的

今年的宣传月聚焦学前教育十年砥砺奋进之路，系统回顾宣
传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的重大成果、辉煌成就，以及推进



幼儿园科学保教的新实践、新经验，全面展现新时代学前教
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新面貌。

二、宣传活动主题

我们与学前教育改革这十年

三、活动时间

20__年5月20日至6月20日

四、宣传月领导小组

为进一步加强对学前教育宣传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学前教
育宣传月活动领导小组如下：

组长：___

副组长：___

组员：___、___

五、具体措施

1、动员阶段：宣传发动、细化分工。

开展宣传月启动仪式。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传达”县学前
教育宣传月活动方案”，了解本次”宣传月的”活动重点、
活动主题、活动时间及活动内容，要求全体教师引起高度重
视。

公布“板王幼儿园宣传月活动方案”，把各项工作细化分工，
落实到个人，确保每项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

2、实施阶段：有序开展、落实。



教师围绕“科学保教促幼儿健康成长”主题，书写自己的感
悟。

教师和家长谈谈教育观念的转变。

进行六一节日活动，家长充分参与到幼儿园节日活动中来，
家园合作共促幼儿健康成长。

3、总结阶段：彰显成效、及时报送。

微信编辑小组搜集、整理资料，将学前教育主题宣传月系列
活动编辑成微信放至幼儿园公众号。各活动负责人整理资料，
形成活动总结按时上报。

幼小衔接数学学期计划总结篇四

一、情况分析：

通过课堂中的学习，幼儿已初步了解了10以内加，减法的运
算，对于10以内连加和连减，加减混合运算、20以内不进位
加法和不退位减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的摸索发现中
发展了空间思维能力。所以在课堂的教学过程当中力求新、
奇，恰当地融合知识和趣味。

二、学期目标：

1、复习10以内数的加减法。

2、教幼儿10以内连加和连减，加减混合运算

3、通过反复练习计算进一步掌握20以内的加法以及减法的计
算方法。

4、教幼儿学习相同数相加，为以后学习乘法做准备。



5、引导幼儿学习按物体的多少来目测数群以使幼儿快速又准
确的看出物体的数量。

6、教幼儿学习等量代换，平均分配了解“平均”的含义，为
以后学习除法打了基础。

7、教幼儿认识50以内的数，学会比较数的大小。

8、引导幼儿学习100以内的整10加法、减法。

9、帮助幼儿认识个位、十位、百位。

10、认识圆锥体、椭圆体。

11、认识时钟，巩固对整点、半、一刻钟和45分钟的认识。

三、具体措施

1、根据数学计划开展数学活动。

2、为幼儿提供多种操作，探索的机会，鼓励幼儿积极操作，
探索。

3、结合实际生活中的物品帮助幼儿学习，理解数学知识。

4、结合游戏活动，操作，巩固数学知识。

5、结合操作卡片，帮助幼儿学习上，理解数学知识。

6、家长配合教师，共同帮助幼儿学习，理解数学知识。

幼小衔接数学学期计划总结篇五

一、指导思想：



幼儿园大班升入小学、小学六年级升入初中是教育过渡的关
键时期，具有承上起下的作用。衔接过渡的成功与否对义务
教育质量影响很大，但又是被不少学校所忽视的一个薄弱环
节。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幼小学段的衔接教育进行
研究探索，提高认识，摸清情况，掌握规律，是学生进入新
的学习阶段后尽快适应不同阶段教育、高标准实施九年制义
务教育、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的现实要求。

二、工作目标

1.重视衔接工作，建立形成一套相应的制度，并将此项工作
作为学校的常规工作，列入每学期的工作计划。

2.每学期都能开展相应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活动。

3.通过活动，使各学段教师了解其它学段学生的行为习、心
理特点和学校的教育目标、要求、方法、风格等，从而使处
于衔接年级的教师能有意识地使自己的教育教学和管理风格
接近相邻学段、主动适应学生特点，为学生尽快适应新学段
的学习生活打好基础。

4.通过活动，使学生能顺利过渡，从生活、活动、学习、心
理等方面较好地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减少小学一年级和初中
一年级的学困生和后进生的比例。

5.以课题形式开展研究，积累材料，丰富理论，形成报告、
论文等研究成果。

三、具体的幼小衔接工作计划如下：

（一）期初召开家长会，向家长宣传和教育幼小衔接工作的
重要性，使家长们能够主动配合幼儿园，并能积极的参与到
此项工作中来。



（二）利用家园共育栏目，向家长们宣传和沟通本班在幼小
衔接方面所开展的每一项工作，并向家长们提出一些相应的
要求，如要求家长配合幼儿园在家督促自己的孩子能在指定
的时间内完成某项具体的任务，这样做的目的，一可以培养
幼儿做事的效率性，为入小学的学习提供在时间上的保证；
二可以培养幼儿责任性，使幼儿进入小学的学习能够坚持有
始有终，以防出现在学习上的虎头蛇尾。

（三）加强教师之间的沟通和相互间的联系。这种沟通和联
系，除了要加强本园大班老师之间的，同是还要加强与小学
一年级老师之间的以及与家长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联系。这样
做的目的旨在能够及时的探讨在具体操作上所遇到的一些困
惑和问题，尤其是对教学大纲内容上的衔接进行探讨和研究。

（四）改变以往的一些习惯做法，带幼儿多次去小学观摩，
从单一的观摩小学的教学活动，可以涵盖到观摩小学的各种
活动、环境布置、校舍面貌等，从而进一步的激发幼儿向往
对小学的学习生活，更进一步的培养幼儿入小学的兴趣。

（五）建立家长活动小组。让家长自行或幼儿园帮助，与已
进入一年级学习的本园毕业生联系，并结成相应的对子，加
强家长们之间的互相交流和沟通，从而让大班的家长们能够
初步了解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在入小学前的各种准备工
作，除了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身体和心理方面的各种准备，
并能够让这些家长有针对性的为自己的孩子进行各种有目的
性的训练和培养。

（六）请已上一年级的本园毕业生来园，向大班幼儿讲述小
学生的各种生活，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感觉，为大班的孩子
上一课，因为同年龄孩子之间的沟通是非常之必要的。

（七）组织大班幼儿进行小学生生活自理能力的表演赛，并
注意对大班幼儿在书写，阅读等方面的良好习惯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