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经典诵读活动计划安排表(通用5篇)
计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个人生活还
是工作领域。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计划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带来的计划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经典诵读活动计划安排表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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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诵读活动计划安排表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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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1、总体目标

通过学校组织的小学生诵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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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诵读内容

主要诵读内容以新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篇目、
《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论语》、《孟子》



等。同时，精选中外现、当代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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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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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经典诵读活动的实施

1、此活动由经典诵读辅导教师实施。

2、每周的活动要有一定的教育的内容，同时播放国学经典
的cd朗读碟或者是国学经典音乐.

3、充分发挥语文、音乐、美术、品德、社会课，以及其他学
科的课堂渗透作用。

4、创新诵读形式，不断开展诵读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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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时间安排

1、每周四两节课后进行经典诵读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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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坚持每周吟诵，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恰当的背诵量目标。

2、校内向校外延伸，激励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诵读活动。



3、在时间上灵活安排，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寻找机会让学生
多接触经典诗文，多读多背从而多用，不增加负担，使古诗
文诵背活动成为学生课外生活的一件乐事。

经典诵读活动计划安排表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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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诵读活动计划安排表篇四

经典著作是我国民族文化教育精神的一个庞大载体，是我们
民族生存的根基，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纽带。正是通过文化
经典，民族精神才得以传播和不断发展，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意义深远，基于此种认识，我校把“中学生诵读中华文化经
典”活动作为民族精神教育规划中的重要板块之一。

通过诵读、熟背经典，以达到文化熏陶、智能锻炼与人格培
养的目的。了解优秀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从而产生民族
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思。

1.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学生从小热爱祖国传统文化，
了解祖国优秀文化，提升人文素养。

2.让学生诵读经典、理解经典，以经典诗文，陶冶学生高雅
情趣，开阔胸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培
养开朗豁达的性情、自信自强的人格、和善诚信的品质。

3.在诵读熟背中增大识字量、扩大阅读量、增加诗文诵读量,
培养学生读书兴趣，掌握诵读技巧，培养阅读习惯和能力，
使学生在诵读中增强语感，感受文言精华，提高学生的语文
水平和审美能力，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4.在学校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通过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营
造和谐的、人文的、丰富的校园文化。

《弟子规》《三字经》。

1 .开设经典诵读课、活动课。每周一节，由语文老师担任教



师。通过开展晨读、早读、语文课前三分钟、课外活动等时
间让学生积极参与经典诵读活动，确保经典诗文诵读活动在
时间、数量、质量的保证。

2.语文阅读课。

1)阅读课利用几分钟作为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时间，各班每周
以经典诵读课为载体，做好诵读工作。

2)校本、地方等活动课。

3)开展国学经典诵读实践活动。

经典诵读活动计划安排表篇五

自学校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以来，已经取得良好的教育效
果和社会影响，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会坚定不移地抓好
实验工作。使中华经典诵读成为学校的一大特色。

通过学校和家庭组织小学生诵读《弟子规》、《三字经》、
《古诗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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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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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向善，修养提高。

（3）提升学生语文水平，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

（4）培养小学生读书兴趣，增加历史、地理、天文、数学、
常识、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素养。

（5）引导父母子女一起诵读，增进亲子感情，提升家庭文化
品位。



采取学生集体背与单独背、小老师教读与老师讲故事相结合
创造性地开展小型而灵活多样的诵读活动，不断激发学生的
诵读兴趣。如：采用比赛的形式，看看五分钟的时间内谁背
的多；比比看谁最先背下一条；规定任务，谁先背下谁就可
以先出去玩（这一方法最好用，能更好地激励孩子背诵的热
情，只是咱们场地有限，让先背下来的孩子在走廊上玩，他
们的声音又太响了，影响其他孩子背诵）

着重面向家长进行相关的宣传，赢得家长的理解和更多支持，
多向家长征询意见和建议，形成校内校外的合力，促进诵读
活动卓有成效地开展下去。

通过古诗诵读活动我们大有收获，也充满信心。我们会继续
坚持，并不断摸索出更新更好的方法，为学生的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这学期，我们将继续努力，让师生沐浴在五千年
中华传统文化的阳光中，在唐风宋雨的滋润下，健康幸福地
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