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诵读会致辞 经典诵读活动发言
稿(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诵读会致辞篇一

诵读经典是一种科学、经济的文化传承方式，也是文化创新
的重要方式，中小学生诵读经典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重视、
倡导和推动。各教育主管部门纷纷在中小学生中开展了经典
诵读活动。在全国教育界，小学开展诵读研究和实践的多，
中学则相对较少。20xx年，为了弥补这一空缺，学校领导首先
做出开展经典诵读、并以经典诵读带动和谐校园建设这一文
化立校的重大构想，并召集语文组全体教师进行调研和商讨。
会后，决定有步骤、分阶段开展这一活动，先在七年级学生
中开展诵读活动，再逐步推广到全校八、九年级。

其次，学校领导为我们实施经典诵读活动提供了活动开展的
时间和空间。我校广播室是开展以诵读为校本特色课程的主
阵地，每周一下午班会课为经典诵读活动的专属时间。为了
进一步体现校本特色，学校领导还组织部分骨干教师选编了
两册校本教材，一本是《论语(节选)》，一本是《先秦典
籍(节选)》。可以说，经典诵读特色课程已成为一道独特的
校园文化景观。

再次，校级领导率先垂范，自主学习中华经典著作，并能借
助教研会、教职工大会把自己的学习成果、学习感受与大家
分享，这无形中就给广大教职工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经典
的典型和传承文化的楷模。不仅如此，四中领导班子还让传
统文化发挥“吸铁石”的作用，将四中教职工的智慧和干劲



拧成一股绳，不仅奠定了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也有力地推
动了文化立校、特色育人活动的开展。

诵读会致辞篇二

新课程要求阅读必须是为提升学生精神生活的活动，为养成
学生终身读书习惯，培养阅读兴趣和终身持续发展奠基。经
典诵读克服了传统阅读的价值功利化，内容狭窄化，效果表
面化的倾向，远离学科考试内容，以提升文化素质、增强学
习能力为主要目的，为语文教改提供启示，具有借鉴价值。

在诵读经典活动的开展中，不仅激发了学生对经典古文的兴
趣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丰富了学生的的古文知识，提高了
学生的读写水平和人文修养，初步培养了学生积累古文、欣
赏古文的能力，培养了学生诵读古文的习惯，体味了古文的
韵律美和涵蕴美，进而积淀了他们的文化功底。也让我们根
据学生的特点，探索了一条古文课堂教学的新路子。即，采
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指导学生诵读，使学生学会运用多种阅
读方法，初步具有阅读、理解、鉴赏经典古文能力。

“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谐是国学的主旋律。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开展经典诵读，引领文化传承，其最终目的是让
学生诵读经典，感受前贤智慧和情怀，从而找到自己的精神
家园，让学生达到一种“个人与自我、个人与自然、个人与
社会”的和谐。因此，我们在借助经典诵读活动来促进和谐
教育时，不仅要激发学生在班级内部、校园里面和谐相处、
积极上进，培养他们“童蒙养正、涵养大气”的意识，还通
过各种活动引导学生将和谐带入家庭、走向社会，更多地实
践一种无情境、无功利的和谐教育，并为这些学生将来能成
为和谐社会的守护者和传承者打好最坚实的基础。

当然，通过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达到引领文化传承，促进和
谐教育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还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xx四中始终坚持文化立



校、特色育人的办学特色，坚持以经典启发学生的心智、以
文化促进校园的和谐，努力把四中建设成为一所学习经典著
作、传承民族文化、促进和谐教育的特色学校。

诵读会致辞篇三

新经典诵读校本课程的开发

常熟市兴福中心小学陆雪芳

我来自常熟虞山脚下的一所环境优美的学校：兴福中心小学。
我们的学校位于虞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是一所国营林场职工
子弟学校。

“十一五”期间，常熟市少工委组织全市十四所学校开展
的“诵读活动与儿童人文素养培养”的课题研究结题
后，2009年，市少工委又提出新一轮“经典诵读”科研----
“诵读新经典，做中华好少年”，深化经典诵读，继续丰富
少年儿童的人文素养和宏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教育。在这个背
景下，我校“新经典诵读的校本化研究”课题也于去年底新
鲜出炉。

我们开展校本化研究，意在找到更鲜活的，生活化的，适合
我校学生的“新经典诵读”内容，方法，途径。把新经典诵
读融入学生生活，提高虞山文化后人的人文素养。

今天在这里我向大家汇报的是我们怎样进行校本化新经典诵
读内容的开发。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我们把我校的新经典诵读的内容定为：
“基础诵读”和“特色诵读”两大块。



基础诵读的内容是：(1)以《读读写写》诗文版杂志刊登的内
容为月度必读内容。以《日有所诵》一书的内容为进度化每
日诵读内容，尤以其中的儿童诗、国内外经典美文为主要日
诵内容。此外，我们把《三字经》、《百家姓》、《弟-子
规》、《中华成语千句文》、《古今贤文》、《小学生必背
古诗七十首》，《论语》等经典片段定为按年段、自选性诵
读内容。在诵读诗文为主的前提下，我们把孩子们喜欢的经
典绘本〈爱心树〉、〈猜猜我有多爱你〉，世界经典童话，
和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如冰心、叶圣陶的系列童话美文，
包括红色经典〈革命烈士诗训中的名家名篇。都作为我们的
一般诵读内容。在推进过程中，结合各年级推荐的必读书目，
必背诗文，有计划地逐步拓展以上各系列的诵读内容。

这里，我重点向大家汇报我们在弘扬虞山文化背景下的特色
内容选读的做法。

常熟是一个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所谓“十里青山半入城”。
虞山因风景秀丽、风姿绰约而自古被人称为“虞美人”。

虞山文化是吴地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
们家乡常熟的区域文化，引导少年儿童了解虞山文化，目的
在于培养成他们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培养他们热爱家乡
和祖国丰富的精神文化的意识。让他们从小做一个有文化底
子的未来小公民。

我们兴福中心小学地处虞山福地，这优美的自然风光，深厚
的人文底蕴为学校的“经典诵读”提供了丰富的、得天独厚
的教育资源。

虞山文化源远流长，拥有虞山诗派、画派、印派、琴派等虞
山古文化七派，这些文化先贤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虞山文化
经典。因此，我们立足学生年龄特点和学生生活，引导学生
诵读身边的、适合他们的文化经典。



通过大量检索和浏览虞山经典书籍，我们把特色内容就定位
在诵读虞山“经典故事传说”、“经典名联古诗”、“经典
民谚童谣”三大方面。

颂读虞山名人故事。虞山文化的历史星空真可谓群星璨灿，
引导孩子诵读经典的名人故事传说，有利于他们明理激情，
培养他们爱国、励志、勤奋、进娶谦让、感恩等美德与情操。
我们挑寻虞山十八景”中有迹可寻的相关古迹，带领孩子游
景点，读故事。学生对仲雍的名字不再陌生，知道了他又名
虞仲，知道了仲雍和太伯让位的故事，他死后就葬在如今的
虞山。读了他的故事，为先祖仲雍的谦让精神所感动。读了
言子的故事，在综合实践活动中，我们带领学生踏上言子墓
道，学生亲近了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弟-子，“孔门
十哲”之一的“言偃”。寻古觅踪，学生们了解了“草圣”
张旭，“元画四家”之首的黄公望。我们还以队活动的形式，
让学生讲读饶有趣味的虞山传说。同学们知道了常熟“叫花
鸡”的来历，传说是貌似叫花子一样的吕洞宾发明土制的，
知道了“剑门奇石”传说是吴王试剑的地方，知道了“唐伯
虎”因为虞山一日变化千姿百态而望而却步的趣事。

常熟名联古诗，更是虞山文化之宝，随处可见。历代诗人如
王维、白居易、曾朴、文征明都在虞山留下名句。(万
朔)“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范仲淹的诗
句“平湖数百里，隐然一山起。”钱谦益《春流观瀑》中
的“拂水悬流万壑连，空山一夜响飞泉”。我们带领学生来到
“兴福寺”诗碑亭，拜读唐常建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
深”。翁同禾翁家花园的门联“礼门义路，仁里德邻。”翁
同禾纪念馆联“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
兴福寺空心潭联：“山破月来补，潭空心自明。”三峰清凉
寺堂联“袖有三珠树，胸无半点尘。”这些名联字字珠玑，
句句精彩。通过这些名联古诗的诵读，我们努力指导学生在
诵读中，感受这些文字所呈现的美妙情景和意境，所蕴含的
为人处世的道得礼仪，所能感悟的世间万象哲理。让他们汲
取这些虞山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所在，给学生以文学、心灵、



精神审美的体验享受。

虞山更有富有生活情趣的民谚童谣。学生们学民谣，家里的
父母老人和乡间的能工百匠都成了老师，许多民谚给孩子们
带来各个角度的生活启示。如：林业谚语“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树绿山青，人寿年丰。”“人穷出力，山穷出石。
“人护林木，林木养人。”“人要文化，山要绿化。”农谚有
“清明种玉米，小满种山芋。”“蟹立冬，影无踪。”气象
谚语有“乌云接日头，雨落半夜头。”“有雨山带帽，无雨
云拦腰”。用今天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来看，这些民谚都体
现了鲜明的关爱自然、珍爱生命、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
道德，体现了把握自然规律、适时劳作的科学道理和勤劳致
富、因地制宜等朴素的生存法则。至于童谣，学生课余闲时，
玩着唱，对着唱，“小人要唱小山歌，蚌壳里摇船出西湖，
麻雀踏塌兴福寺，蚂蚁上山捉老虎。”“啥个花开节节高?啥
个花开来像双刀?芝麻开花节节高，扁豆开花像双刀。啥个鸟
做窝节节高?啥个鸟做窝半山腰?啥个鸟做窝门头浪?啥个鸟做
窝着地跑?白头翁做窝节节高，喜鹊做窝半山腰，燕子做窝门
头浪，野鸡做窝着地跑。”民谚童谣用方言诵读，又好听又
好玩，又有丰富的知识性，孩子们读这些饶有情趣的经典童
谣，了解了一些已经淡出今日生活的生态情景、民俗风情，
感受家乡民俗和节庆的无穷乐趣，体验常熟原生态的乡野自
然百趣，品尝童谣的无穷魅力。唱出了诵读乐趣，增添了生
活情趣，逐渐培育孩子们感恩自然、报效家国的少年志趣。

在上述的特色内容诵读中，我们还尝试将诵读与实践体验相
结合，引导孩子争做虞山“小博士”，了解虞山，学做虞
山“小导游”，推介虞山。如今我们的学生介绍起虞山的风
土人情，人文经典，因为有了以上三大系列的经典文化垫底，
他们俨然是一名像模像样的“小博士”、“小导游”。他们
人人努力争做“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虞山文化小传人。

我们怀着对虞山文化的敬仰之情，做了以上的实践探索，旨
在引领兴福的孩子们行走在一条独特的新经典诵读之路上。



我们的思考也许粗浅，我们的实践也许稚嫩，但我们推广新
经典的步伐无比坚定。

诵读会致辞篇四

赛场上，群星闪耀下，是激烈的角逐，是不断的思索，是智
慧和内心的比拼;赛场下，千家万户中，是求索的目光，是对
知识的满足，是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是社会正能量的发掘
若单纯是一场比赛，分数打出来也就是结束了，但作为对民
族文化的拯救，它的意义就不止于此了。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在发展与放弃之见，
在索取与奉之间，存在着的是太多太多的矛盾。大一点说，
古人的智慧在今天仍可作为治国之道和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
法则;小一点说，人们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礼仪，可
以正确把握与外界的人际交往尺度，合理的处理好人与人的
关系。

国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都不被重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给中国人造成了太大的伤害，很多人
把这归咎于传统文化太过于保守，不能适应时代潮流。但这
些人的目光同样太狭隘了，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根本
就不缺少改革创新精神。有些事情我们必须深刻思考，从百
家争鸣到八股取士，这到底是怎样一条畸形的道路呢?腐化的
封建统治者对传统文化根本就没有做到最起码的尊重，而只
是将其作为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最终致使人们对民族文化
信心不足。

今天我们很幸运，可以在古人无穷智慧中任意选择自己想要
的，但有时不幸的，虽知可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在接
近被遗忘的东西中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确实很困难。面对的
是一片熟悉而又未知的海洋，我们需要的就是做个好水手。



现在的人们越来越不拘小节，或是说把“礼”给遗忘了，这
是多么可怕的事!从自己眼中的礼仪之邦，到亚洲闻名的礼仪
之邦，再到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经历了几千年的历程;但转
而成为宇宙闻名的.不讲理之类，仅仅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几十年里，我们失去了多少，想把失去的找回有多么困难就
可想而知了。所以掌握和熟悉礼仪，就可以做到触类旁通，
待人接物接物恰到好处。我们应首先“知礼”，然后做到知
行合一，学以致用，将“礼”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国学小名士》中的一个环节，考验的便是选手们平常的礼
仪。生活中有太多不易被关注却能充分考验人利益的
事。“不以善小而不为”，一块垃圾，一次红灯，捡与不捡，
等与不等，一瞬间的决定，充分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

学习国学最重要的还是不能太过于形式化，将国学中的抽象
的道理真正理解，并不是用来向人表现的，其真正意义在于
让人在生活中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及“应
该怎么做”，也就是让人有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对自己
的行为有评判的标准。熟知国学的人总是谦逊的，但现在越
来越多的孩子却变得骄傲自负，这与目前的社会不无关系，
越来越多的人从小就认为家庭好比什么都强，在家境比自己
差的人面前有种优越感。面对这种现状，更需要国学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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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会致辞篇五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我们最
诚挚的朋友。

在儿子读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读书。读《幼儿儿歌
集》、读《睡前故事会》、读《三字经》等等。这些儿歌短
小精炼，读起来琅琅上口，孩子也容易记住。同时也他让明
白了一些道理，享受到读书的快乐。现在儿子上一年级了读
书就更为重要了。为了能积累和丰富词汇，让孩子掌握更多
的知识，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我们每天在睡觉前抽出20分
钟作为阅读时间。我和儿子要么靠在床上，要么坐在沙发上
依偎在一起读书，这样就营造了一个有亲情的读书氛围，也
能拉近家长和孩子的距离。在和儿子一起读书的过程中，我
们一起讨论故事的情节，分析人物的性格，探索故事所隐含
的道理。

我发现孩子对故事的理解往往和大人很不一样，他有自己的
见解。这时候我就做个耐心的听众，听取他的意见，纠正他
的不足，称赞他“独到”的见解。儿子现在很喜欢读书，他
觉得和我们家长是平等的，觉得自己有自抒己见能力。现在
儿子和我谈起读书的体会来头头是道一副小大人样。通过亲
子共读，孩子不但认识了很多的字，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知
识面，增加了他的自信心，同时也能更好的配合老师的课堂
教学。

对于家长而言，通过和孩子一起读书，不仅自己学到了知识，
也给孩子创造了一个读书学习的'好环境和好氛围，更重要的
是亲子共读筑起了一道家长和孩子沟通的桥梁，让我们和孩
子都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