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年级课外活动计划(模板5篇)
光阴的迅速，一眨眼就过去了，成绩已属于过去，新一轮的
工作即将来临，写好计划才不会让我们努力的时候迷失方向
哦。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提高
工作效率，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序和有意义。以下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九年级课外活动计划篇一

在一二年级的基础上，学生有了自主阅读的意识，但学生的
阅读理解往往停留在阅读的表层上。

1.让学生获得自主阅读的快乐。

2.在阅读速度、理解能力方面的要求，略。

3.掌握一般读书方法，读书一般先看封面书名，再看内容提
要、目录、扉页，然后逐页阅读，边看边想，不懂之处做上
符号。阅读全书后再理清条理，思考不懂的问题，掌握中心，
最后写出读书笔记。读报也要有阅读顺序，即先要通看所有
版面，略知全部内容后，再抓住重点细看，掌握文章内容。

4.阅读习惯在原有基础上应有所加强，一为眼到、心到、手
到；二为不懂就问，善于思考；三为要与“说话” 、“作
文”紧密结合；四为持之以恒。

根据课文内容进行拓展，展开主题性阅读；此外，鼓励学生
选择自己喜欢的“小人书”阅读，并在班级内“漂流起来”。
教师可以推荐一些经典书目，如《一百条裙子》、《绿野仙
踪》《爱丽丝漫游奇遇记》《弗罗雷丝去弗罗里达《苹果树
下的外婆》等。

（1）晨读：短新闻发布会、五分钟读报、优秀诗文诵读。



（2）课前：“书海拾贝” 、“谈天说地三分钟” 、“成语
沙龙” 、“一分钟演讲” 。

（3）晚上：记自己喜欢的新闻；搜集、剪贴自己喜欢的信息
资料，阅读自己喜欢的图书。

（4）双休：小组共读、个人自读、亲子共读，每天总阅读时
间不少于2小时，并做阅读笔记。

1.阅读大王：根据学生的阅读情况评选，并授予称号.

2.读书日记：把所读的书在日记上有所纪录，有计划安排，
每学期检查一次.

3.手抄报：办有关方面的读书内容，一个月一次。

九年级课外活动计划篇二

为了贯彻实施好学校的教学工作计划，开展好我班的课外活
动，致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本期我班的课外活动能够
有条不紊地开展达到预期的目的，特制定本期的课外活动计
划，内容主要含以下几个方面：

本期我班共有学生52人，其中，男生20人，女生32人，多数
学生喜爱活动，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并且有一定的动
手能力。

1、培养学生爱护花草树木的意识，自觉维护环境，爱护自己
生活的空间。

2、学会尊老爱幼，关心他人，献出自己的爱心，知道今天的
幸福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3、了解新时代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学会从网络上收集各种



有用的信息资料。

4、学会灵活运用从课本中所学到的知识，活学活用，理论联
系实际。

6、练习说话、写话，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说话和写话能力。

7.进行充分的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培养吃苦耐劳、团
结合作精神。

认真制定计划，安排学校的部署，认真组织每一次课外活动，
及时进行总结，在活动中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动
员学生人人参加，人人有进步，并作好每次活动的记录。

“安全与环保”常识性知识常识教育以及读书周及知识竞赛

学雷锋实践活动

学雷锋实践活动体验（写话训练）

室外活动（跳绳、立定跳远）

猜谜语比赛

铅笔字书法比赛

九年级课外活动计划篇三

为全面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的精神，开拓学生视野，从根本上
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特制定以下计划：

一、指导思想：

课外阅读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学生语文素养
的提高乃至整体素质的发展密切相关。《新课程标准修改稿》



语文学科明确提出：第三学段(5-6年级)背诵优美诗文60篇，
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00万字。让课外书给孩子们打开一扇扇
窗，开启一道道门，让孩子们遨游在书的海洋里。通过读书
丰富孩子们的知识，开阔他们的视野，让孩子们在读书中体
会到书的无穷魅力。

二、阅读目及背诵篇目：

(一)阅读书目：

1、必读：《窗边的小豆豆》、《童年》《窦桂梅教阅读》

2、选读：《时代广场的蟋蟀》《长袜子皮皮》《淘气包埃米
尔》《小绿人》《银顶针的夏天》《绿山墙的安妮》《城南
旧事》《海底两万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上下五千年》
《爱的教育》《中华美德故事》郑渊洁、杨红樱、沈石溪的
系列作品冰心、曹文轩、老舍、等一些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

(二)背诵篇目

1、小学生必背古诗80首

2、《经典国学诵读》

3、校本课程《陈毅的诗词》

三、具体措施

(一)激发读书兴趣。让学生搜集有关读书的名言召开“我爱
读书”主题队会，充分使孩子体会到读书的诸多好处，调动
读书的积极性，对读书产生浓厚的兴趣。

(二)创建读书角。由师生一起到学校的图书馆为全班学生选
书，借阅时既要满足孩子的兴趣教师又可以相机做一些选书
指导，还可以由孩子们把自己的书带到班级供大家借阅。



(三)进行读书指导。通过阅读课或语文实践课对学生进行读
书的指导。重点强化“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方法：

1、圈点勾画。即用相关的符号在书上记录下自己阅读时的见
解、感受。或爱、或憎、或疑、或思。

2、做批注。即在文章旁边写出自己的见解和感受。可以品评
遣词造句的精妙，写出自己的理解、体会和感想，可以谈一
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或由此引发的联想。

3、写读书笔记。可做摘抄、写体会。

4、运用语言积累，启发学生学会创造。经过一段时间的读、
摘、记，学生定会通过读书而有所思有所悟，鼓励学生大胆
创造，点燃学生心中的创造欲望，使学生的创造潜能得以发
挥出来。

(四)注重交流和评比。办有关读书方面的小报，一月一次。
每周进行展览评比，进行读书心得的.交流。

(五)推荐好书活动。老师每周和孩子们一起把自己读过的认
为比较好的书推荐给全班同学，在推荐时可以说说认为好的
原因和自己的阅读感受。

(六)保证阅读时间。每周星期三下午托管课为阅读课。在学
生阅读前，语文教师做必要的指导，指导学生读书方法，鼓
励学生做读书笔记，自己解决在阅读中遇到的问题。平时回
家自由读。除了开设快乐阅读40分阅读课以外，每天中午饭
后可以阅读至少半小时，另外，还可以把读书当成家庭作业
中的一项。

(八)家校结合督促。既然是课外阅读，学生大部分阅读时间
都在课外或家里，利用双休日带孩子去单位科技读书馆读书，
并与老师经常联系交流孩子读书情况。老师鼓励学生到学校



图书馆借书读。保证孩子多读书，读好书，注意培养孩子的
阅读兴趣。要想提高阅读效率，首先要跟家长沟通。通过家
长会，让家长明确课外阅读的重要性，了解课外阅读的意义，
倡导家长在家庭里创设读书氛围，支持孩子多买书、读书，
并尽量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孩子读书后，与孩子交流相关内
容，培养孩子的理解、表达能力，增强孩子的读书欲望。鼓
励家长与孩子共读一本书，共同探讨书本中的一个话题，让
家庭生活因为有了“亲子共读”而洋溢温馨，培养孩子的阅
读兴趣。

九年级课外活动计划篇四

为全面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的精神，开拓学生视野，从根本上
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特制定以下计划：

一、指导思想：

课外阅读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学生语文素养
的提高乃至整体素质的发展密切相关。《新课程标准修改稿》
语文学科明确提出：第三学段（5-6年级）背诵优美诗文60篇，
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00万字。让课外书给孩子们打开一扇扇
窗，开启一道道门，让孩子们遨游在书的海洋里。通过读书
丰富孩子们的知识，开阔他们的视野，让孩子们在读书中体
会到书的无穷魅力。

二、阅读目及背诵篇目：

（一）阅读书目：

1、必读：《窗边的小豆豆》、《童年》《窦桂梅教阅读》

2、选读：《时代广场的蟋蟀》《长袜子皮皮》《淘气包埃米
尔》《小绿人》《银顶针的夏天》《绿山墙的安妮》《城南
旧事》《海底两万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上下五千年》



《爱的教育》《中华美德故事》郑渊洁、杨红樱、沈石溪的
系列作品冰心、曹文轩、老舍、等一些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

（二）背诵篇目

1、小学生必背古诗80首

2、《经典国学诵读》

3、校本课程《陈毅的诗词》

四、具体措施

（一）激发读书兴趣。让学生搜集有关读书的名言召开“我
爱读书”主题队会，充分使孩子体会到读书的诸多好处，调
动读书的积极性，对读书产生浓厚的兴趣。

（二）创建读书角。由师生一起到学校的图书馆为全班学生
选书，借阅时既要满足孩子的兴趣教师又可以相机做一些选
书指导，还可以由孩子们把自己的书带到班级供大家借阅。

（三）进行读书指导。通过阅读课或语文实践课对学生进行
读书的指导。重点强化“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方法：

1、圈点勾画。即用相关的符号在书上记录下自己阅读时的见
解、感受。或爱、或憎、或疑、或思。

2、做批注。即在文章旁边写出自己的见解和感受。可以品评
遣词造句的精妙，写出自己的理解、体会和感想，可以谈一
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或由此引发的联想。

3、写读书笔记。可做摘抄、写体会。

4、运用语言积累，启发学生学会创造。经过一段时间的读、
摘、记，学生定会通过读书而有所思有所悟，鼓励学生大胆



创造，点燃学生心中的创造欲望，使学生的'创造潜能得以发
挥出来。

（四）注重交流和评比。办有关读书方面的小报，一月一次。
每周进行展览评比，进行读书心得的交流。

（五）推荐好书活动。老师每周和孩子们一起把自己读过的
认为比较好的书推荐给全班同学，在推荐时可以说说认为好
的原因和自己的阅读感受。

（六）保证阅读时间。每周星期三下午托管课为阅读课。在
学生阅读前，语文教师做必要的指导，指导学生读书方法，
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自己解决在阅读中遇到的问题。平时
回家自由读。除了开设快乐阅读40分阅读课以外，每天中午
饭后可以阅读至少半小时，另外，还可以把读书当成家庭作
业中的一项。

（八）家校结合督促。既然是课外阅读，学生大部分阅读时
间都在课外或家里，利用双休日带孩子去单位科技读书馆读
书，并与老师经常联系交流孩子读书情况。老师鼓励学生到
学校图书馆借书读。保证孩子多读书，读好书，注意培养孩
子的阅读兴趣。要想提高阅读效率，首先要跟家长沟通。通
过家长会，让家长明确课外阅读的重要性，了解课外阅读的
意义，倡导家长在家庭里创设读书氛围，支持孩子多买书、
读书，并尽量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孩子读书后，与孩子交流
相关内容，培养孩子的理解、表达能力，增强孩子的读书欲
望。鼓励家长与孩子共读一本书，共同探讨书本中的一个话
题，让家庭生活因为有了“亲子共读”而洋溢温馨，培养孩
子的阅读兴趣。

五、评估办法：

1、填写阅读记录。每天在学校坚持有一定的时间让学生阅览，
回家规定有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并做好读书笔记，写出简短



的读书体会，请家长配合，在回家记录本上反馈，老师定期
检查。每周选出一些摘录认真同学的读书笔记本向大家进行
展览，加以肯定和表扬。

2、注重交流反馈。

（1）课堂教学时，老师根据课文的内容进行拓展，让学生围
绕课文的内容收集材料，在课上进行交流、反馈。

（2）每月最后一周的阅读课进行学生摘抄及读后体会交流。

（3）通过开故事会、优美文章诵读等形式交流读书心得，引
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
力。“读书笔记伴成长”优秀读书笔记评选活动。

3、以评促读。每月评选班级“读书之星”，进行表彰奖励。

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师生的底蕴，让师生在读书的过
程中不断充实，不断对生活、学习产生新的追求目标，从而
从容当书生，潇洒走人生。这是我们的最终追求。

4、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阅读效果。

如：指名读一个自己喜欢的故事；把自己最拿手的故事讲给
别人听；你在哪个故事里学会了做什么；懂得了一个什么道
理等等。形式多样、气氛活跃的检查活动让学生趣味盎然，
从而较好地把学生完成作业的意愿，维护自己威信的自尊心
等行为动机迁移到课外阅读上来。学生由于感到阅读有成效，
意识到课外阅读在他们的学习中的推动作用，是他们自身的
需要而不是教师的强求责难。从而逐渐增强求知欲，并使阅
读技能得到发展。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主动扩大阅读
面，拓宽视野，丰富知识，捉高知识，提高自身的语文能力。

5、制作一份阅读评价表，请家长合作把学生一周来的阅读情



况进行周评，于星期一早上交给老师进行批阅，并把每一位
学生一周阅读情况展示在“千里之行，始于读书”的班级评
价表中，以供互相学习。

九年级课外活动计划篇五

教学目的：

1、学生汇报在“冰心阅读月”活动中的阅读情况，启发引导
学生在课外利用多种途径收集、整理学习资料，促使学生更
广泛地感受、了解冰心其人的特点，尤其是冰心作品的风格。

2、通过交流、展示、朗读、品味冰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巩
固和丰富学生的积累，指导学生感悟、欣赏冰心作品鲜活的
神韵，激发学生进一步阅读以冰心为代表的优秀儿童文学的
兴趣。

教学内容：

交流在“冰心阅读月”活动中阅读的作品，并通过诵读、研
讨等形式来感悟、品味冰心其人其文。

教学准备：

1、课前开展“冰心阅读月”课外阅读实践活动。

2、课件（内含冰心头像、冰心名句集锦等）。

3、学生自制有关冰心作品的书签、书法作品、美术作品等。

教学过程：

学生进入情境。



老师利用课件和语言创设情境。用班德瑞的优美音乐作背景，
及教师深情的诗化语言，营造出学习氛围，将学生引进冰心
作品爱的意境使师生很快受到感染。

1、简要介绍所了解的冰心。

2、读了多少篇冰心的作品？记住了哪些？是从哪儿读到的？

了解两个问题：

（1）简要介绍你所了解的冰心。（引导学生了解冰心作品中
体现的童心、母爱、对大自然之爱的主题。）

（2）你读了多少篇冰心的＇作品？记住了哪些？是从哪儿读
到的？

这两个问题的设计，意在了解学生课外阅读的质和量，问题
（1）通过汇报交流对冰心其人其作品的认识和了解，给学生
勾画出冰心其人其作品的大致轮廓，弥补个人课外阅读的片
面性；问题（2）则重在了解学生收集资料的途径和整理、阅
读资料的方法，增进交流，引导学生“取长补短”，启发学
生学习运用更多、更好的收集、整理资料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