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古诗文活动总结(实用5篇)
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总结才标志工作阶段性完
成或者彻底的终止。通过总结对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
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以指导今后工作和
实践活动。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
总结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
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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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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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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的冬季里，总是在盼望春天。

盼望她的草长莺飞

盼望她的碧波涟漪，

盼望她的.春色满园

可春天，到底在哪里呢？

《惠崇春江晚景》——苏轼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看那，小鸭子入水了，岸上桃花点点枝头，春意盎然。）

《钱塘湖春行》——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小燕子回家了，呢喃着搭着新窝，鸟鸣山涧，春回大地。）

《春晓》——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路知多少？

（明媚的春光，竟无法留住这些美丽的花瓣呀！）

《忆江南》——白居易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春天还是一幅水彩画，瞧，多美的江南啊。）

女：春天孕育着生命与希望

男：春天给我们信心和力量



齐：我们少年儿童就是祖国最美的春天。齐唱：《春天在哪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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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主题：

诵经典诗文，做博学少年。

二、活动目标：

2．借经典诗文诵读的平台，使学生更新知识，发展智力，开
阔视野，为终生学习发展奠基。

三、参赛对象：

1—6年级学生

四、比赛内容：

各年级本学期必背古诗文篇目

五、活动程序：

1．检测：11月21日至11月22日，各班自主进行古诗文诵读检
测，依据诵读成绩评定相应的星级。

2．竞赛：11月25日至11月29日，具体时间另定，每班按学号
抽取3名学生到会议室参加竞赛。

六、奖项设置：

1．个人：各年级均设特等奖1名，一等奖2名，二等奖若干名，
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



2．班级：依据参赛选手的'综合得分，设特等奖1名，一等
奖2名，二等奖若干名，由学校颁发奖状。

七、评选方法：

1．评委团人员由校长室、教科室和教研组长联合组成。

2．比赛采取当场抽签的方法确定诵读的诗词篇目。

3．班级成绩按各选手得分总和的平均分计算，个人成绩按个
人所取得的平均分计算。

八、评分标准：

1、吐字清晰，普通话标准，背诵正确、流利。（30分）

2、台风好、动作适当。（10分）

3、正确把握诗词节奏，朗诵富有韵味和表现力。（30分）

4、感情真挚，表达自然，能正确把握诗的意境，声情并茂。
（20分）

5、形式新颖，有创意。（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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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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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的：

1、给学生以展示自己的舞台，培养学生语文活动的组织、安
排和参与的能力，锻炼他们的`口语交际能力。

2、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祖国丰富多彩的诗歌文化，培养他们
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灿烂文化的感情。

3、激发学生朗诵古典诗歌的兴趣，积累语言素材，提高语言
修养。

活动时间：1课时。

课前准备：

1、结合六、七单元古诗的学习，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练习
正确、有感情、抑扬顿挫地朗诵这些作品。

2、收集课外古诗文作品，确定一些补充篇目，练习声情并茂
地诵读，做好赛前的积累准备。

3、把全班同学分成四组，比赛结果按组评定，培养学生的团
队精神。

4、各组选出1位，共四位同学与教师共同组成评委。另选两
名主持人，共同讨论确定评分标准。



5、在黑板上写出古诗文朗读背诵比赛大字及彩色花边图案等，
以营造气氛。

活动过程：

1、主持人开场演说，并宣布比赛规则和评分标准。

2、四个小组按次序每组各齐声朗诵指定的一篇古文和一首诗
歌，评委亮分并给予点评。

3、由组长到主持人处抽签得到朗诵篇目若干篇，各小组准
备10分钟后开始第二轮比赛。

4、主持人主持第二轮比赛，评委亮出分并给予点评。

5、主持人宣布最后得分结果。教师对整修比赛过程做总结，
点明意义，多多表扬，提出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