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目标 幼儿园五大领
域教学计划(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目标篇一

一：幼儿园健康领域

幼儿园健康领域教育目标：

在20xx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
幼儿园健康领域教育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身体健康，在集体生活中情绪安定、愉快;

2.生活、卫生习惯良好，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3.知道必要的安全保健常识，学习保护自己;

4.喜欢参加体育活动，动作协调、灵活。

幼儿园健康领域教育内容与要求：

(一)健康生活部分

1.情绪与适应

(1)遵守幼儿园生活常规和秩序，情绪愉快、稳定，能有规律
地生活。



(2)能识别自己、他人的情绪变化，能主动表达并调控自己的
情绪。

2.生活卫生习惯

(1)不挑食，不偏食，懂得基本的进餐礼仪。

(2)保持服装整洁，逐步学会根据气温的变化以及自己的冷热
感觉主动增减衣服。

3.安全与自护

(1)初步了解骨骼、眼睛等器官和组织的保健常识和方法。

(2)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学会安全地使用易于操作的劳动工具
和用具。

(3)了解自己身体内部的主要器官及保护器官的基本方法。懂
得预防龋齿和换牙的卫生常识(牙齿和消化系统)。

(二)体育部分

1.基本动作与游戏

(1)积极参加身体锻炼，有自主、合作、坚强、勇敢的意识，
遵守纪律。

(2)能自如地绕过障碍、变换方向走和跑，快跑和接力跑，走
跑交替。

(3)能熟练地纵跳触物，双脚改变方向跳。

(4)学习肩上挥臂投准，互相抛接高球。

(5)能熟练地进行各种钻、爬活动，学习前滚翻、侧滚翻等。



2.体操与队列

(1)有队形、队列等团队意识，会左右分队走。

(2)会听口令做相应的动作，做操动作到位有力。

3.器械活动

(1)能动作较灵活地跳绳。

(2)能利用多种运动器械(轮胎、布袋、纸箱等)和辅助材料创
造性地进行体育活动。

二： 幼儿园语言领域

幼儿园语言领域教育目标

在20xx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
幼儿园语言领域教育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乐于与人交谈，讲话礼貌;

2.注意倾听对方讲话，能理解日常用语;

3.能清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事;

4.喜欢听故事、看图书;

5.能听懂和会说普通话。

幼儿园语言领域大班教育内容与要求

在教育过程中，我们常常将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分为谈话活
动、讲述活动、听说游戏、文学活动、早期阅读五种类型，
不同的活动类型具有不同的语言教育内容与要求。



(一)谈话活动

1.能主动、积极、专注地倾听别人谈话，迅速掌握别人谈话
的主要内容，并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

2.能主动地用普通话与同伴交流，态度自然、大方。

3.能围绕话题谈话，会用轮流的方式交谈，并能用恰当的语
言表达自己的情感，与同伴分享感受。

4.逐步学会用修补的方法延续谈话，进一步提高语言交往水
平。

(二)讲述活动

1.通过观察，理解图片、情景中蕴涵的主要人物关系和思想
感情倾向。

2.能有重点地讲述实物、图片和情景，突出讲述的中心内容。

3.在集体面前讲话态度自然、大方，能根据场合的需要调节
讲话的音量和语速。

4.讲话时语言表达流畅，不停顿，用词用句较为准确。

(三)听说游戏

1.在游戏中学习正确运用反义词、量词和连词等，并能说完
整的合成句。

2.养成积极倾听的习惯，迅速把握和理解游戏中较复杂的多
重指令。

3.不断提高幼儿倾听的精确程度，准确掌握和传递有细微差
别的信息。



4.在游戏中按照规则迅速调动个人已有语言经验编码，并进
行迅速的语言表达。

(四)文学活动

1.乐意欣赏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在文学活动中
积累文学语言，并尝试在适当场合运用。

2.在理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或画面情景的基础上，学
习理解作品的主题或感受作品的情感脉络。

3.初步感知文学作品语言和结构的艺术表现特点，开始接触
文学作品的艺术语言构成方式。

4.依据文学作品提供的想象线索，联系个人已有经验扩展想
象，并创造性地进行表述。

(五)早期阅读

1.能与同伴合作制作图画书，进一步了解图画书的构成。

2.知道图画书与文字的对应关系，开始有兴趣阅读图画书中
简单的文字。

3.积极学认常见的汉字，进一步了解汉字构成的规律，提高
观察、模拟的能力，并注意在生活中运用已获得的书面语言。

4.掌握基本的书写姿势，在有趣的图形练习中作好写字的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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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目标篇二

幼儿园教育分五大领域：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



幼儿园阶段五大领域需达到的目标：

1、身体健康，在集体活动中情绪安定、愉快。——喜欢集体。

2、生活、卫生习惯良好，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生活
自理，卫生习惯。

3、指导必要的安全保健常识，学习保护自己。——安全保健
常识。

4、喜欢参加体育活动，动作协调灵活。——喜欢体育，动作
协调。

（3—6岁孩子各年龄段语言上的特点）

1、乐意与人交谈，讲话时自然、礼貌。——喜欢交谈，讲话
礼貌。

2、有良好的倾听习惯和相应的语言理解能力。——能倾听，
能理解。

3、敢于当众讲话，能清楚地进行自我表达。——当众讲话，
表达自我。

4、系统听故事、看图书，理解其中的内容，并有初步的前阅
读和前书写能力。——听故事。

5、学习和运用普通话。

1、能主动参与各项活动，有自信心。——主动参与活动，自
信。

2、乐意与人交往，学习互助、合作和分享，有同情心。——
乐于与人交往，合作分享。



3、理解并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知道并
遵守日常规则。

4、能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不怕困难，有初步的责任
感。——自己的事自己做。

5、爱父母长辈、老师和同伴，爱集体、爱家乡、爱祖
国。——热爱周围的人。

6、初步了解社会常识。——了解社会常识

1、对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好
奇心、求知欲。

2、能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用各种感官
探究问题。

3、能用适当方法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果。——会表达、
交流

4、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体验到数学的重
要和有趣。——生活游戏？

1、能够感受并喜爱生活、环境和艺术中的美。——感受和喜欢
“美”。

2、积极参加艺术活动，在活动中获得愉快、丰富的情绪体验。
——参加并喜欢艺术活动。

3、能够大胆地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和创造，富有
个性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体验。

4、具有艺术活动的良好习惯。——养成艺术习惯。



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目标篇三

当我们说起男女小朋友社会活动中有什么好处呢？每个小朋
友在社会中起这重要角色，好多小朋友在与陌生人接触是不
知道是否是好人，是否与自己友善，我想用一下几种活动的
方式让我们小朋友了解对方的友善，在遇到困难时如何保护
自己。

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目标篇四

1、从外貌、特长或兴趣等方面认识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知
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认知)

2、能够运用言语、画图、动作等多种方式积极自信的表现自
己。(技能)

3、敢于大胆的在集体面前表现自己，建立自豪感。(情感)

重点：幼儿能够通过观察对比，从外貌、特长或兴趣等方面
认识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难点：能够运用言语、画图、动作等多种方式积极自信的表
现自己，建立自信感。

1、镜子人手一面。

2、课件：高低、胖瘦、皮肤、五官不同的人;双胞胎等。

一、谈话导入，感受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重点环节，通过讨论、观看ppt帮助幼儿找出自己独特之处。
)

1、“你叫什么名字?”



2、“除了名字和别人不一样以外，还有那些和别人的`不
同?”

3、出示课件，引导幼儿观察感知每个人长的都不一样，都有
自己的特点。

4、小结：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与
众不同的地方。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个人都是最独特的，
最好的。

二、游戏：“猜一猜、说一说”

(难点环节，通过多种游戏方式帮助幼儿全面了解自己，从而
认可自己建立自信)

1、游戏“照镜子”看一看，说一说自己什么地方最特别。

2、听一听“声音”游戏，判断幼儿说话的声音一样吗?

3、幼儿自信、大方的介绍自己的特长、兴趣，激发自豪感。

4、小结：世界上长千上万，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来自不
同的家庭，也许你某一点不如别人，但是你一定有很多特别
的地方，所以每个人都是最棒的。

三、随音乐幼儿用一句话介绍自己最棒的地方。

(喜欢节是为完成情感目标，通过幼儿的自我肯定来完成，教
师及同伴的肯定非常重要，在每个小朋友说完自己优点后大
家要一起鼓掌肯定。)

1、教师引导：“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叶子，就如同没有一
摸一样的人一样，小朋友你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2、幼儿介绍积极最特别的地方。



四、幼儿随音乐《我真的很不错》带领幼儿夸夸自己。

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目标篇五

科学—数学

比较长短

小班

1.知道物体有长有短

2.学习比较长短的方法，并能比较物体的长短

3.体验学习数学活动的快乐

学习比较长短的'方法，并能比较物体的长短

手工制作的长短不一的两条裤子，两根金箍棒，两条丝带

一.导入

教师以故事导入，引起幼儿兴趣(教师：今天，长颈鹿妈妈带
着它的宝贝小长颈鹿要去超市买东西，他们看见了很多有趣
的东西，那宝贝们想不想知道他们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啊?)

二.知道物体有长有短，学会比较长短

(一)利用故事中出现的长短不一的裤子、金箍棒、丝带等物
体，让幼儿知道物体有长有短

(三)通过观察、谈话等方法，让幼儿学会比较长短

(四)教师总结



知道物体是有长短的，比较长短时，要使物体的一端对齐

三.活动延伸

教师带幼儿到户外发现还有什么长短不一的物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