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诗文朗诵活动总结(优秀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
的总结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参
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诗文朗诵活动总结篇一

(潘)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

(合)晚上好!

(潘)踏着蒹葭的节拍，

我们从诗经中徐徐走来。

(江)一路经历了唐诗宋词和元曲，

我们徜徉在诗的国度。

(潘)此时此刻，让我们与诗歌相会,来到湖南科技大学这诗歌
的家园。

(江)在我们的家园里，有四时美景，有百花芬芳,有沉醉的夜
晚，有优美的星星

(潘)有浓郁如酒的情感，有广阔如天空的星星，有缤纷飞扬
的思绪，有激情万丈的歌唱

(江)在这样一个秋夜里，让这些诗篇温暖我们，让我们重温
这美丽的诗篇



(潘)让我们在诗的家园里沉醉，让我们意气风发，将未来放
飞!

(江)下面我宣布，湖南科技大学20xx年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比
赛决赛现在开始。

(潘)首先请允许我们荣幸的为大家介绍今晚比赛的评委老师，
他们是

(后台介绍第二三个节目)

(潘)从春江的潮涨潮落到长江水黄河浪得咆哮声再到五星红
旗得猎猎作响，中华民族跨越了千百年得漫长岁月。

(江)这是一个民族从昌盛到危难有走向复兴的艰难过程。下
面就让我们来看第二组得三位选手是如何再诠释这一伟大过
程的。

(潘)这三位选手分别是 ， 下面有请

(潘)只是因为我们几千年来我们是用一种声音说话，挥洒的
是同一腔热血。因为我们一直骄傲，我是龙的传人。

(江)下面要上场的三位选手分别是

首先有请

(江)下面，进入的是集体赛的比赛，首先让我们一同来认识
一下前三组参赛队伍，分别是

第一组选手，来自 篇目

(江)士卒美女诗人纠结成历史华章蔓延开来，而今日之英雄
独我中华少年



(潘)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参加集体赛的另外三组选手，
他们分别是

有请

(潘)诗歌是明眸中的亮点，

诗歌是心灵天空的繁星

(江)诗歌是跳动的音符，

诗歌是理想世界的阳光。

(潘)今天，正值金秋9月，就让我们正是诗意年龄的大学生

挥洒青春激情，放飞人生理想，

(江)衷心希望我们这次诗文诵读赛

能够给各位带来丝丝凉风，送来款款深情

(潘)让我们在欣赏美、品味美的同时给大家留下美好的金秋
回忆。

(江)湖南科技大学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比赛到此结束，我们明
年——

合：再见!

诗文朗诵活动总结篇二

开场白：

(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女)：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下午好!

(男)： 欢迎来到纪念12.9诗文朗诵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郭
嘉琪

(女)：我是主持人王贝贝

男：请全体起立，唱国歌。

男：请坐下。

(男)：当时间的车轮碾到今天的时候，当挂历上显示12月9日
的时候，我们相信，身为青年学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忘
记这一天------1935年12月9日。

(女)：是啊!12月9日，一个普通却是非常不平凡的日子。

(男)：我们不会忘记这一天，79年前的这一天;我们更不会忘
记，那些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高呼着口号、散发着传单的
青年学生，不惜抛头颅，撒热血的青年学生们。

(女)：是他们，在国家存亡的关头，振臂高呼，促使了反动
派的妥协。

(男)：是他们，在民族生死的毫发间，热血横洒，促使了民
族的觉醒。

(女)：是他们，可敬可爱的青年学生，以他们的实际行动，
展示了青年的热血豪情，以他们大无畏的勇气，诠释了青年
的含义。

(男)：历史不会忘记，中华人民不会忘记，我们全体学子们
不会忘记：我们的先辈为了和平，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



今天的幸福生活。

(女)：献身岂只危难时，报国尽在言行中。青年朋友们，让
我们将自已的命运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高扬爱国主义
旋律，以天下为已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以一腔热
血，报效国家。

(男)：今天就让我们用诗歌缅怀先烈，用精神鼓励自我吧。

(合)：银星学校高中部20xx年纪念12.9诗文朗诵汇演现在现
在开始。

(女)：宣布比赛顺序

a：纪念“一二九”运动歌咏比赛

(合)：正式开始 (以下内容或者采用主持同学准备的串词)

b：首先上场的是101班代表队，他们朗诵的题目是《历史 不
会忘记》

a：朗诵者是：……

b：感谢选手带给我们的精彩的朗诵。是的，历史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那些为祖国，为人民流血牺牲的青年，不会忘记历
史的每一道伤痕，不会忘记1935年12月9日。

a：接下来上场的是……

102班：是的苦难孕育的中华儿女 ，战争教育的炎黄子孙 ，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 ，奔走呼告 ， 把我们的青春
敬献给祖国 ，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母亲。让我们一热烈的掌
声感谢选手的朗诵。



b：101班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101班最后得分

朗诵完毕

b：让我们再次感谢声乐班同学的深情演唱。

a：好啦，经过评委老师的裁定，下面我来宣布这次比赛的最
终结果：

结 束 语

(男)：同学们，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12月9日虽然只是历史
的一页插图，但请我们的同学不要忘记，79年前的今天，是
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日的幸福、美好、和安宁!

(女)：历史的要紧处只有那么一小步，先烈们一路艰难，前
仆后继的抗争才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繁荣、昌盛和富强!

(男)：当今的世界并不和平，战争的硝烟依旧弥漫着苍穹!日
本贼子，狼子野心，钓鱼岛上觊觎我中华疆土。昔日的伤口
还未愈合，今日新疮怎能容忍。

(女)让我们把12.9铭记在心，为中国的腾飞而读书;为中国的
强大而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男)：让我们用歌声唱响时代前进的号角，勿忘历史的今天，
继承和发扬爱国的光荣传统.

(合)：让我们用精神、用团结、用行动来共创银星学校美好
的明天。

(男)：银星学校纪念12.9歌咏比赛

合：到此结束，



诗文朗诵活动总结篇三

作者：周邦彦

风消焰蜡，

露浥烘炉，

花市光相射。

桂华流瓦，

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

衣裳淡雅，

看楚女纤腰一把。

箫鼓喧，

人影参差，

满路飘香麝。

因念都城放夜，

望千门如昼，

嬉笑游冶。

钿车罗帕，

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

年光是也，



惟只见、旧情衰谢。

清漏移，

飞盖归来，

从舞休歌罢。

诗文朗诵活动总结篇四

结合小学语文教学实际，我们认为古诗词可以看作是传统文
化的代表，是我们的文化母体，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舍弃
了她，就舍弃了我们的根。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孩子不知清
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却熟谙西方的情人节、
愚人节、圣诞节；不懂孔融让梨的谦让、卧冰求鲤的孝道、
悬梁刺股的勤奋，却有时会表现得那么自我呢？我们认为最
主要的就是他们从小缺乏中国最传统的美德教育。我们应当
趁儿童心灵最纯净，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让他们接触最具道
德价值，文化价值的古诗词，而渐渐开启其智慧，培养其品
德。于是我们确定了这样一个课题――古诗词教学与弘扬传
统文化有机融合的实践与研究。

我们看现在的古诗词教学，如此大容量的古诗词诵读，大部
分也只是重点关注了诗词的简单背诵，忽略了古诗的美文美
味，美意美诵，也可以说浪费了其背后许多丰富的传统文化，
于是我一直努力寻找一个合适的题目能够简单明了地概括、
传达我们的思考及所做的点滴工作。

一、具体操作：

我们的课题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同时展开。

首先，师资培训。我们收集了百首经典古诗词，让每一位教
师从古诗的内容、年代、作者等方面进行赏析、分类，这样



做，既是让教师对古诗词做一次系统地梳理，又便于今后教
学中的灵活使用。

其次，为了让学生走近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
们组织学生查找、搜集、整理传统文化的相关资料，并相应
举行了传统文化小报设计比赛、板报展示活动等。

第三，小学古诗词教学是个难点，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许
多教师基本上是一个路子教学：老师讲解，学生识记，最后
背诵。这种教法显然激不起学生的兴趣，是事倍功半的。因
此，我们又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来提高课题研究的质量。
在三、四、六年级中分别开设一堂古诗词研讨课。教学研究
重点分别列为：三年级探讨古诗词教学如何与中国民间、神
话故事的融合，并引导学生去挖掘隐藏在古诗背后的丰富的
传统文化内涵，如传统节日。四年级开设了一堂具体情境中
如何运用古诗词的活动课，做到学以致用，培养一种大语文
观，增强古诗的亲和力，让学生更大程度的喜欢古诗、对古
诗产生兴趣；六年级又从古诗词分类的角度去教学一组有
关“送别”话题的诗词，既让学生了解这一类诗的特点，又
引导学生从宏观上看古诗，培养他们的古诗知识建构能力。
搞这些课例，目的在于同类课型的教学方法推而广之，并努
力找到更合适的方法。这些课例作为探寻古诗词教学有效模
式的第一手资料。

最后，我们在古诗词教学中还兼行了较多的实践活动，力求
以诵读为主，欣赏为辅；活动为主，传授为辅，力求更好地
弘扬传统文化。

二、校园活动

1、每周至少安排一次晨间诵读相关古诗词；校本课古诗词赏
析。

2、日积月累。在黑板一角开辟“古诗乐园”，由学生写好一



首古诗词或一组古诗词名句，每节语文课前三分钟进行诵读
热身，每隔2―3天更新内容。做到日有所诵，课前一诵。

3、利用“六一”游戏节，进行古诗游园活动。摆设一株古诗
常青树，让学生在游戏中亲近古诗，享受古诗。幻灯出示照
片！

4、结合所学的某一类古诗词，进行小报设计比赛。例如，在
学生学了“思乡”组诗后，让学生搜集、整理有关古诗词并
熟读成诵，继而较充分地了解这一类古诗词的特点。并举行
一次“思乡、送别”为主题的小报设计比赛，让学生感受人
间美好的情感――乡情、友情。幻灯片出示照片。

5、创设“古诗词背背馆”。各班挑选出五位选手，组队参加
年级比赛，由语文教师及古诗组长组成评委。比赛题型有必
背题、接龙题、抢背题、表演题等。幻灯片出示照片。

6、古诗词知识比赛。内容涉及诗词发展演变中的常识、诗人
介绍、代表作品、风格流派、艺术手段等。

7、古诗词名句填空比赛。让学生把百首古诗词中的名句先分
类，再师生统一标准，按景物内容分：诗中春；诗中夏；诗
中秋；诗中冬；诗中山；诗中水；诗中日；诗中月；诗中风；
诗中花；诗中雨；诗中树；诗中别。按思想内容分：爱国篇；
心情篇；思念篇；送别篇；边塞篇等等。再让学生背诵，最
后进行口答、笔试两轮比赛，目的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经典古
诗词，为我所用。

8、诗人模仿秀。学生自由组合，选择一位诗人，分头查找资
料，通过这位诗人的诗词作品，重大事件来演绎其人生，要
求抓住诗人的外形气质、风格特色、思想流派等，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

9、在传统佳节来临之际，举行古诗词书画作品比赛及优秀作



品展。

10、在课堂教学中，仿写、改写和创作古诗。这一活动我们
认为值得商榷。

文明儒雅的校风正在形成。走进我们的校园，文化氛围日渐
浓厚。

目之所及，到处是经典古诗文；耳之所闻，名曲萦绕，配乐
古诗朗诵。在古诗文的濡染下，儒雅的气质在师生的身上正
逐渐有所体现，班风班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五（1）班提出：
与书为友，书中成长，读出味，读出书香。五（3）班提
出：“腹有诗书气自华”！五（5）班提出：与经典同行，与
圣贤为友。六（2）班提出：诵中华经典，做龙的传人。等等
不一而足，无不体现师生对儒雅的追求，对人文的崇尚。课
堂上，活动中，校园外，经常会注意到一些同学在特定情境
触发下，经典诗句脱口而出。古诗文的浸润，使滨小师生更
儒雅，更文明，更有书卷气。当然，古诗文只是其中一味良
药，真正的大补药还是我们学校倡导的构建书香校园的大型
活动。

在我们的课堂研究中，我们成功地探索到了三种古诗教学的
基本模式。首先是一般的阅读教学法，通过大量的资源引进，
帮助学生感悟古诗的意境。如教学《乞巧》。其次是以赏析
一组同类的诗为基准，先赏析一首，然后带出几首。如教学
《送别组诗》，让学生从中体验到古人在“送别”的形式上
有着丰富的内涵。有“目”相送：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
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有“歌”相送：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赠汪伦》；
有“酒”相送：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
元二使安西》；有“暖语”相送――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
谁人不识君――《别董大》。最后是古诗在具体的语言环境
中运用，很多平时看起来不相干的古诗在这一堂课中却紧密
地联在一起，在短短的35分钟却串联了30多首古诗，其学习



容量让人出乎意料，其古诗复习方式让人耳目一新。

在古诗词教学的同时，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刚才展示的各种
活动，使学生亲身感受中华古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从而
更深地激发了学生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热情，更重要的还是
慢慢地开启了学生的智慧，培养了学生的品德，提高了他们
的语文素养，使课题研究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并将研究
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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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朗诵活动总结篇五

冯：尊敬的老师们。

黎：亲爱的同学们。

合:下午好！

冯：麦浪翻滚，花果飘香。

黎：金秋季节，我们欢聚一堂。



冯：我们用最美的诗篇，最动听的声音。

黎：歌唱祖国，歌唱美好的新生活。

合：我们纵情吟诵，庆祝祖国妈妈的生日。

黎：下面请黎老师宣布朗诵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