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诗文朗诵活动方案策划(精
选5篇)

方案在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
是在组织管理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方案对于我们
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方案。以下是我给大家
收集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学诗文朗诵活动方案策划篇一

为了全面贯彻素质教育理念，加大校园文化建设的力度，营
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和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根据班级学
生的特点，我特制定计划如下：

1．通过各项活动，拓展学生的朗读水平，激发学生阅读诗歌
的兴趣；培养朗读新秀。拓宽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的课余生
活，在文学实践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培养学生留心观
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

2．把朗读、文学欣赏、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审美修养，定期
开展活动，提高学生的朗读理论水平和对作品的欣赏能力。

3．健全组织，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好
各项活动。

4、深化素质教育，通过朗读诗社开展的表演、交流研讨等活
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让学生体验合作与成功的喜悦。

1、任课老师宣布诗歌朗读会的意义、活动设想及注意事项；

2、每位同学认真收集自己喜欢的诗歌，并要谈谈自己喜欢这
首诗歌的原因。



3、组织学生将收集到的诗歌相互交流，并互相朗诵，作好准
备；

4、选出对诗歌有一定欣赏能力、有一定文学基础的同学担任
评委，并宣布优秀诗歌评选的标准；(也可请相关老师担任评
委)

5、在班级中举行诗歌朗读会，组织学生评委选出优秀诗歌朗
读者名单；

6、请老师或学生给获奖的同学颁奖；

7、将学生选出的部分优秀诗歌贴于班级布告供其他学生欣赏；

8、请获奖同学以座谈会的形式畅谈自己的对作品欣赏的感受。

1、按时参加，遵守纪律，不迟到、不早退，有事请假。

2、每次活动要求学生能掌握本节课内容。

3、学生掌握朗读的技巧后，定期开展朗读比赛，让社员互相
学习，提高自己的朗诵能力。

每周四下午课外活动

第一次：组建诗歌朗读社团。阅读引导 教你怎么去读书。

第二次：朗诵技巧及训练。

第三次：结合学校参经典阅活动契机，引领社员广泛阅读经
典书籍。

第四次：讲座：什么是朗读？朗诵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怎
样选择朗诵材料？



第五次：怎样把握作品内容。

第六次：朗读的基本表达手段（停顿）

第七次：朗读的语速。

第八次：朗读的句调。

第九次：作品的引导。

第十次：根据朗读内容选配乐。

第十一次：总结收获，评选表彰优秀社员。

小学诗文朗诵活动方案策划篇二

为了进一步丰富校园生活，推动学校文化发展，特开展迎国
庆经典诗文朗诵比赛活动。

：经典浸润童年 读书丰盈人生

预定：20xx年9月28日（周五）下午

明德楼前

1、每个班级出至少一个节目：一首诗歌（必选），以班级为
单位参赛，要求全体学生参与。

2、教师以年级组为单位，年级组长主要负责，每个年级组一
首诗歌，要求全体教师参与。

3、比赛要求：

（1）诗歌内容要积极向上，可选经典诗文书中内容或歌颂祖
国的诗文。



（2）参赛班级可准 备背景音乐，并及时上报给负责音响
的xx老师。

（3）每位参赛者表情自然、大方，着装要统一、整洁、美观。

（4）各班可根据内容自行设计动作和准备道具。

4、比赛顺序：学生与教师节目穿插进行，学生组按一至六年
级进行，教师组按六至一年级进行。

5、评分办法：学校成立评委小组，由一至三年级数学老师担
任评委。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为最后得
分。

6、奖励标准：学生组奖励年级组第一名，教师组取第一名奖
励。

7、节目主持：**

1、剧务：**

2、照相：**

3、音响设备：**

小学诗文朗诵活动方案策划篇三

朗诵中华经典，修建书香校园。

为了通过组织学生经典朗诵比赛的方式，宏扬祖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让他们在朗诵进程中取得古诗文经典的基本熏陶和
修养，接受中国传统美德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进步学生
浏览古诗文经典的爱好，增强广大学生文化和道德素质。



1、集体赛

时间：20xx年6月16日下午2：40——4：10

地点：各班教室

2、个人赛

时间：20xx年6月17日下午2：40——5：10

地点：二部多功能教室

分为集体赛和个人赛(具体细则见附页)。

1、集体赛以自选、抽背(参赛班级先自选自己最拿手的背诵，
然后再进行随机抽取内容的背诵)为主要情势，同时鼓励穿插
舞蹈、吟唱、字画等艺术表演情势，以进一步提升诗文朗诵
的艺术表现力、感染力。

2、个人赛为“朗诵小状元”评比赛，以参赛选手抽题作答的
情势进行。

1、各年级按参赛班级数的50%评集体一、二、三等奖数名，
颁发奖状。

2、各年级按参赛人数的50%评出“出朗诵小状元”若干名，
颁发奖状。

3、各年级获集体奖的班级语文教师，将取得指导教师嘉奖，
颁发奖状。

(1)奖状预备、统计：朱斌丁明娟

(2)报导：黄婧



(3)集队：各班语文教师

1、各班语文教师高度重视，组织学生扎实展开读书活动，保
证学生读书时间，积极参加本次比赛活动，扩大学生知识积
累，进步学生浏览爱好和能力，提升文化氛围，修建书香校
园。

2、各班语文教师要认真选材，努力创新情势，悉心指导，丰
富内容，确保比赛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各班将自选背诵篇目及竞选“朗诵小状元”选手名单于比
赛前一天上报给朱斌老师。

小学诗文朗诵活动方案策划篇四

作者：周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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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诗文朗诵活动方案策划篇五

中华经典诗文内容广泛，语言精辟，思想深邃，是我国传统
文化的瑰宝。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比赛活动对于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师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师生
人文素养和用语用字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做好“中
华经典诵读”比赛活动，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抓住学生的最佳记忆期，通过学校和家庭组织学生诵读
诗文经典，培养学生博览群书的良好习惯，在校内形成热爱
读书的良好风气，营造勤奋读书、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的校
园文化。



(二)增加学生的阅读量，使学生在阅读中开阔视野，提高兴
趣，增长知识，培养能力，逐步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三)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养，促进学生更新知识，
活跃思维，提高综合实践能力。

(一)保护学生的诵读兴趣，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设
良好的诵读氛围和环境，提倡通过经常的、轻松的诵读，自
然成诵。不定诵读指标，以保护学生的诵读兴趣。

(二)广泛宣传经典诵读的目的意义，不给家长增加经济负担，
取得社会、家长的支持。

(三)各学校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经典诵读活动，抓好过
程管理。

(四)各学校要结合课外阅读活动，结合评选诵读小能手活动
和诵读经典竞赛等，使“中华经典诵读”活动不断深化。

(五)各学校要充分利用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多种形势，
发挥多种功能，让孩子在活动中诵读。

(六)各学校要定期更换篇目，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

主要诵读内容为《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优秀古诗文篇目、
《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大学》、《中庸》、
《孟子》、《朱子家训》和精选的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等。

小学一年级：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20首和《弟
子规》。

小学二年级：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20首和《三
字经》。

小学三年级：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30首和《千



字文》。

小学四年级：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30首和《朱
子家训》。

小学五年级：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及精选的
《大学》、《中庸》、《论语》部分篇章。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及精选的
《孟子》、《论语》部分篇章等。

初中阶段：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论语》、
《古文观止》及诸子百家等篇章。

(一)编写校本教材。学校要发挥地方和学校的资源优势与办
学积极性，鼓励教师本着“扬弃”的原则编写适合学生阅读
的古诗文诵读教材。

(二)纳入课程计划。利用校本课程的课时，每周1—2节课的
时间和晨读进行诵读、赏析、评点。

(三)教学师资。语文教师要自觉担当重任，充分利用语文和
校本课时引导学生诵读;音乐教师可利用音乐课对学生进行经
典诵唱;体育教师可利用体育游戏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诵读活动
的指导等。

(四)诵读方式。学校除利用校本课程时间外，还通过晨读、
课间操、活动课、演讲比赛、征文比赛、学习沙龙、专题经
典讲座、评比诵读等形式开展诵读活动。

(一)参赛对象

羊头镇中小学校教师和中小学学生

(二)比赛程序



1.初赛

初赛由各学校自行组织进行。各学校要在全校师生中广泛开展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在此基础上组织进行初赛，确定决
赛参加对象(见各校师生名额分配表)，并于11月30日前把决
赛报名表上交到中心学校办公室黎立林处。

2.决赛

(三)比赛规则

1.抽签决定出场顺序。

2.诵读作品自选，但必须是中华经典诵读篇目。

3.参赛选手必须脱稿朗诵。诵读时可加音乐伴奏，伴奏音源
由选手自备。

4.每位参赛选手比赛时间限制在8分钟以内。(超时将酌情扣
分)

5.评分标准：

比赛采取100分制，其中：

a.作品内容(15分)：选材内容符合比赛要求，具有一定的教
育意义;

d.临场表现(30分)：衣着得体，体态语适当，表演到位，台
风大方，感情充沛，感染力强，现场效果好。

比赛奖项设置分教师组和学生组。

教师组：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若干名



学生组：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若干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