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国学经典诵读计划表(大全8
篇)

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想要
达到的结果，并为之制定相应的计划。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时间、资源和任
务。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计划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小学国学经典诵读计划表篇一

1、培养学生的读书兴趣，提升语文能力。在指认式诵读中扩
大学生识字量，感受到祖国语言的博大精深。丰富各科知识，
激发阅读兴趣，逐步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2、提高学生的诵读、识记能力。充分利用记忆力的黄金时期，
让孩子多读多背传统经典美文，并逐步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
习惯，使学生终生受益。

3、了解民族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源远流长的国学
经典，是文化艺苑中经久不衰的瑰宝。通过诵读活动帮助学
生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熏陶。

4、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教给
学生做人的道理，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让学生在诵读中陶
冶其性情，开启其智慧；让经典诵读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营
养之源。

成立学校国学经典诵读活动领导小组，主要负责领导组织国
学经典诵读活动的实施。

组长：孙永臻

副组长：杨军泽



成员：赵彩虹孙玉玲曹晓娟冯徐红等语文教师

《国学诵读》、现行教材课文，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
古诗文、经典神话故事和寓言故事等。

1、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在时间安排上以校本课程课时为主，每
周一课时，与地方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相结合。由各语
文教师教师具体负责。

2、每天利用早读课进行10分种的国学经典诵读。采用教师带
读、学生齐读、优生领读、学生自由诵背等多种形式，可表
演，可吟诵，可配经典音乐读，学生自主选择。学生坚持天
天吟诵，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恰当的背诵量目标。

3、语文课前两分钟诵读或背诵古诗词；

4、每月的黑板报和橱窗要有一定的国学教育的内容；

5、每天中午午间时间播放国学经典的cd朗读碟或者是国学经
典音乐。

6、学校和班级文化建设要努力体现国学教育特色。

7、充分发挥语文、音乐、美术、品德，以及其他学科的课堂
渗透作用。

8、创新诵读形式，不断开展诵读比赛。开展“经典诵读会”、
“诵读擂台赛”、“情景剧表演”等。将经典诵读活动科学
的融入广播操、游戏、节目表演、书法、绘画等学生喜闻乐
见的活动之中。善于发现和总结，把一些好的、快乐的学习
方法推广应用。如：表演背诵法、熟读成诵法、吟唱结合法
等等。

1、开展听评课活动和专题教研，及时发现、传播好的经验和



方法。

2、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的国学素养和指
导学生诵读的能力。

学校将不定期对各班国学经典诵读活动进行检查、监督和指
导。对在经典诵读活动中形成特色和成效显著的学校和个人
进行表彰，以此推动整个活动向更高层次迈进。

小学国学经典诵读计划表篇二

1、展示学生在国学诵读方面的成果，提高学生的成就感，折
射学校在国学经典诵读的发展。

2、通过展示活动，激发学生爱国学的兴趣。

3、在活动中陶冶心智。

以诵读花的诗篇为主，体现学校特色——花文化。

（一）诗篇接龙（以班级为单位，全校参与、展示）

说明：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盛开的鲜花为主线，各班背诵相
应的花的诗篇。（用串词相连，以花的诗篇的教材为蓝本）

（二）猜花名，并背诵相关的花的古诗

1、用语言描述花的特征，请同学猜出花的名称。

2、猜出后再背诵花的诗篇。

说明：主要为了增加学生的互动性。

（三）组别诗（或千古名句）（挑选部分学生）



1、数字诗、送别诗、写景诗……

（四）演绎经典——马说

1、活动的串词

2、挑选主持人

3、各班练习（阅读课为主）

小学国学经典诵读计划表篇三

本学期学习《幼学琼林》。《幼学琼林》内容涉及天文地理、
人事政治、婚姻家庭、草木虫鱼等，既是一部生活小百科全
书，也是一部儿童启蒙教材。

经典诵读教学的重点之一是经常让学生轻松并有韵律感的吟诵
《幼学琼林》先求熟读，并初步背诵所学内容；经典诵读教
学的重点之二是在教学中，有许多品德教育渗透其中（尊敬
长辈、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等），注重教育学生学以致用，
要用实际行动体现国学的学习内容，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
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经典诵读教学的难点是学生正确理解所学内容；这些蒙学经
典都是古文，古文与白话文相比，会有更多的生僻字和多音
字，学生不容易理解，因此学生初步理解学习内容就成为教
学难点，如果这些难点得到突破，将会不断增强学生的文化
素养。

1、教学形式多样化。时而教师讲解、时而学生讲故事、时而
读书、讲歇后语比赛等。

2、注重游戏教学。教学中要善于激发学生兴趣，我将运用游戏
“对句、接龙、小老师”等。



3、注重面向全体和个别差异。集体、小组、个人展示等交错
进行，使每一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提高。

本学期将举行《幼学琼林》朗诵比赛，将以班为单位，给学
生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国学的兴趣。

为了能让传统文化精华古为今用、重焕生机，我还要进行不
断的学习，逐步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将中华文化最好
的经典教给孩子，逐步提升孩子的文化品位，给民族的未来
播撒希望的种子。

小学国学经典诵读计划表篇四

1、展示学生在国学诵读方面的成果，提高学生的成就感，折
射学校在国学经典诵读的`发展。

2、通过展示活动，激发学生爱国学的兴趣。

3、在活动中陶冶心智。

以诵读花的诗篇为主，体现学校特色——花文化。

（一）诗篇接龙（以班级为单位，全校参与、展示）

说明：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盛开的鲜花为主线，各班背诵相
应的花的诗篇。（用串词相连，以花的诗篇的教材为蓝本）

（二）猜花名，并背诵相关的花的古诗

1、用语言描述花的特征，请同学猜出花的名称。

2、猜出后再背诵花的诗篇。

说明：主要为了增加学生的互动性。



（三）组别诗（或千古名句）（挑选部分学生）

1、数字诗、送别诗、写景诗……

（四）演绎经典——马说

1、活动的串词

2、挑选主持人

3、各班练习（阅读课为主）

小学国学经典诵读计划表篇五

1、总体目标

通过学校和家庭组织小学生诵读、熟背诗文经典，让他们在
一生记忆力最好的.时候，以便捷的方式，获得主流文化的基
本熏陶和修养，促进小学生健康和谐发展。

2、具体目标

（1）培养小学生的注意力和记忆力。

（2）帮助小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知书达礼，心地向善，
修养提高，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3）提升学生语文水平，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

（4）引导父母子女一起诵读，增进亲子感情，提升家庭文化
品位，构建和谐家庭。

《孟子》等。同时，精选中外现、当代诗文。分低、中、高
三个阶段完成。



四、方法

（1）“人人是老师，处处是教室”。只要有热情，能读拼音，
就能成为一个诵读老师。

（2）“小朋友，跟我念”——诵读的六字真言。课堂上引读
一遍，再一遍，然后鼓励全班齐读；分组读、个别读、接龙
读、默读??，想方法多听多读。并非完全不要理解，了解内
容大概即可。只要自然地熟读，而后从中获得背诵的乐趣和
成就感。

小学国学经典诵读计划表篇六

一、指导思想：

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优秀文化熏陶，提高学生的
文化素养和道德素质，促进学生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兴趣小组成员：二年级学生

三、活动时间安排：每个周三第三节

四、活动地点：六(2)教室

五、国学经典诵读的内容：《三字经》节选、古诗

六、教学原则和方法

1、原则

模糊性原则：不求甚解，只求熟读成诵。

差异性原则：承认学生个体间记忆思维等的差异性。

自主性原则：允许学生在规定阶段完成规定内容外，诵读更



多的经典，并给予相应的评价。

鼓励性原则：以鼓励为主，引导学生热爱经典为根本。

2、方法

（1）"人人是老师，处处是教室"。只要有热情，能读拼音，
就能成为一个诵读老师。

（2）"小朋友，跟我念"--诵读的六字真言。引读一遍，再一
遍，然后鼓励全班齐读；分组读、个别读、接龙读……，想
方法多听多读。并非完全不要理解，了解内容大概即可。只
要自然地熟读，而后从中获得背诵的乐趣和成就感。

二年级课外古诗文诵读

三字经（部分）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2、古诗

凉州词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出塞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从军行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鹿柴王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竹里馆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送元二使安西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小学国学经典诵读计划表篇七

教学目标：

1、通过诵读、背诵中华经典《古诗词》，初步理解诗词大意，
感受祖国语言的魅力，拓展学生的知识层面，汲取知识营养，
打下扎实的文字功底，提高学习能力，为终生发展奠定基础。

2、通过诵读，使学生阅读经典，亲近书籍，享受阅读的乐趣，
美化学生心灵，开发学生心智，在诵读中提升境界。

3、通过诵读，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培育民族自豪感，提高
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使学生道德、文化、智能等方
面的素质得到全面提升。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
使命感。

教学重点：采用自读、导读等方法诵读古诗词。

教学难点：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教学进度

第1——10周《石灰吟》《墨梅》《乡村四月》



第11——14周《书湖阴先生壁》《晚春》《大林寺桃花》

第15周《菊花》《赋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第16周《逢入京使》《赠花卿》《村晚》

第17——18周《竹枝词》《咏月》《冬夜读书示子律》

第19周《观书有感》《回乡偶书》《秋夕》

第20周期末复习展示

小学国学经典诵读计划表篇八

鲅鱼圈区盐场小学

胡 金 彦

2012年3月

国学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博大精深，蕴涵着丰
富的人文精神。在小学生中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有利于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自豪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
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有利于加强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形
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进行
国学经典诵读，特制定计划如下：

一、指导思想：

通过开展国学经典诵读工程，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
学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传承中华文明，发扬中华文
明，提高文化底蕴。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学生的文化素
养和道德素质，促进学生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具体措施

1、诵读经典的时间：每周的经典诵读课、每节课前一两分钟、
每天放学的路队上、每天中午快上课时间十分钟以及每周五
的早读时间。

2、具体做法：

是学生阅读古诗文的活动成果，有古诗书法展、有读后感，
还有手抄报等等。

（2）课前放学一吟，熟读成诵。为减轻学生背诵负担，倡导
见缝插针，积少成多的诵读方法，号召学生充分利用每天课
前一两分钟时间，开展“课前一吟”活动，做到读而常吟之，
“学而时习之”。选姜英秀为班级诵读长，黑板每天更新一
个内容，诵读长带领大家课前诵读，直到上课铃响；每天中
午放学的路队，让孩子们背着古诗出校园。无论是课前还是
课后吟诵古诗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纪律上，可以减少学
生的吵闹。回家后还有家长带领孩子进行亲子诵读.。

(3)除了学校安排的阅读课以外，每周固定安排周五的早读为
课外阅读交流时间，学生就最近读的《国学经典》中的语段
进行交流。

（4）、每月固定时间，组织学生汇报本月的阅读情况，并评
选出本月的“阅读之星”，实施奖励措施。每月一次讲故事
比赛，内容为《百篇故事启迪》中所述故事。

（5）、每天的晨会都给学生留一定的时间，读背《增广贤文》
《声律启蒙》中的句段，以及古诗。老师做适当讲解，学生
做好读书笔记。

（6）利用班会开展《增广贤文》和《声律启蒙》古诗词诵读
比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7）班主任负责经典诵读活动的协调和成果检测工作。

（8）引导父母子女一起诵读，增进亲子感情，提升家庭文化
品味。

（10）、利用家长会向家长介绍诵读的目的、意义以及目前
取得的初步成效，请家长配合督促指导，同时也请家长们在
日常生活中言传身教，当好孩子的榜样。

（11）争取达到人人能背诵，班内一半以上的人吟诵如流。
总之，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寻找机会让学生多接触，多读多
背，不增加负担，使国学经典诵背和阅读课外书籍活动成为
学生课外生活的一件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