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经典诵读教学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问题来了，
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经典诵读教学教案篇一

?三字经》中讲了许多历史故事和做人的道理，是一部家喻户
晓的启蒙读物，我校二年级的校本教材就是学习《三字经》
的内容。这节课我所教学的内容便是从“人之初”到“老何
为”这一段，为创设出国学课堂的韵味，还要有机渗透我校
生本课堂的理念，。

首先，我播放了新编三字经儿歌，动听的歌声顿时吸引了同
学们的注意力，很好地创设了轻松愉悦的教学氛围，激发起
同学们学习的兴趣。歌中吟唱的三字经内容正是我所要教学
的这部分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帮助同学们朗读和记忆的
效果。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在了解文段含义的基础上来记忆学习内
容，我找到了一些跟本节课学习内容有关的小故事，借助这
些故事帮助学生理解其含义及做人的.道理。这些内容中讲了
两个历史故事，分别是《孟母三迁》和《窦燕山教五子》。
如在教学“昔孟母，择邻处……”时，我播放了《孟母三迁》
的视频，里面讲了孟母为了给孟子选择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三
次搬家的故事，学生看得津津有味。通过小主持人请同学们
说说看完故事后的感受，可以看出同学们从故事中理解了故
事的大意，也学会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低年级孩子对熟读成诵的要求比较容易达成，但对句子意思
的理解就有一定困难了。针对这一点，我先让小组交流讨论，



借助工具书理解每句话的意思；然后小主持人指名汇报，同
学们互相点评；由于低年级同学对古文的理解能力有限，很
多同学说得并不到位，这也是我课前预见到的，所以我播放
课件，让同学们通过视频图像和解说进一步加强对句子意思
的理解。

为了使低年级同学了解我国古典文化的一些现状，促使其产
生该有的历史责任感，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制作成ppt，把这
些渗透到同学们的心里，明白我们不能放弃传统文化的道理。

在教学中，我对学生的朗读训练还不够，国学知识应强化朗
读训练，使学生从读中感受到诗句美、韵律美，从而达到熟
读成诵的目的。

经典诵读教学教案篇二

1、记忆力得到提高。原来很多孩子背诵语文课本都觉得困难，
但是经过半学期的经典背诵，他们背诵语文书的速度明显提
高，也觉得白话文的背诵非常简单。

2、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孔子说“温故而知新”，我们依
照这个原则背诵经典，长期的实践，让学生把这种意识渗透
到平时学习中，学任何东西都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另
外就是反复记忆方法。学习上没有捷径可走，该记忆的东西
就是要牢固记忆，大部分学生树立了这个观点。

3、找到了自信。当他们与亲戚、朋友的孩子相处时，背诵一
些经典名著，他们就会有一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提高了他
们的自信，而且使他们更加有兴趣接着背诵下去。尤其是当
家长对孩子的记忆力表示惊叹时，他们也增加了信心。

经典诵读教学教案篇三

1、做计划。如果没有了目标，也就没有了动力。计划里面包



含着灿烂的前景和美好的未来。而这种前景和未来对一个人
的鼓舞力量是难以估量的。为了确保经典诵读的实施，我告
诉孩子，要把背诵经典当作吃饭、睡觉一样，每天一定要做，
养成习惯。同位互相检查，一齐背诵，最后默写一遍。如此
反复，保证每个孩子能背一篇，清一篇。

2、争取家长配合。要求孩子把在学校背诵的篇目回家背给家
长听，让家长签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巩固所背诵
的内容。第二天，小组长负责检查。

3、播放动画。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经典的内涵。我上网查
找了学生喜闻乐见的动画版的经典，让学生认识到我们所背
诵的经典魅力无穷。

经典诵读教学教案篇四

知识是最简单的事，心灵的塑造是最难的！把品德教育化为
学生心灵内在的需要，经典可以做到这一点。13岁之前是一
个人吸收知识最快的阶段，越小的时候越是全盘吸收，海绵
式吸收。经典虽然深奥难懂，但我们不必要求学生目前都能
理解，只要记到脑子里，长大了自然就理解了。我们所要做
的，就是引导、帮助他们积累。在小学阶段，让学生背诵经
典，6年如果能坚持下来，相信一定会硕果累累。也许在短时
期内不能立刻见效，但我相信对孩子的一生，将会有深远的
意义。假如我们只有一桶水，但我们要指引给孩子一条河。
和孩子们一起诵读经典，一同成长，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情。

经典诵读教学教案篇五

认识到儿童经典诵读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源于一场
演讲。台中师范大学王财贵教授的《儿童经典诵读理念讲座》
深深震撼了我。

经典以精确化、简洁化、优美化的语言千年不朽，自然有它



的魅力。王教授说，经典是唤醒人性的着作，经典可以涵养
性情、增长智慧、提升眼界、增进道德勇气。古今中外的大
家都是伴随着经典成长的，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大作家鲁迅，
还有今天我们熟悉的于丹和翟鸿森教授。复兴中国文化，不
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更因为我们的文化非常有意义。作为
中国人，尤其是作为一名老师，我对我们经典文化知之甚少，
感觉汗颜啊！

从根救起我们的下一代，经典教育非常必要。知识是最简单
的事，心灵的塑造是最难的！把品德教育化为学生心灵内在
的需要，经典可以做到这一点。13岁之前是一个人吸收知识
最快的阶段，越小的时候越是全盘吸收，海绵式吸收。经典
虽然深奥难懂，但我们不必要求学生目前都能理解，只要记
到脑子里，长大了自然就理解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引导、
帮助他们积累。在小学阶段，让学生背诵经典，6年如果能坚
持下来，相信一定会硕果累累。也许在短时期内不能立刻见
效，但我相信对孩子的一生，将会有深远的意义。假如我们
只有一桶水，但我们要指引给孩子一条河。和孩子们一起诵
读经典，一同成长，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情。

思想转变，行动才能改变。我们学校对经典诵读非常重视，
创造机会让我们学习、交流、提高，在对学生实施经典诵读
的过程中，我们有收获的喜悦，也有困惑的地方。

1、做计划。如果没有了目标，也就没有了动力。计划里面包
含着灿烂的前景和美好的未来。而这种前景和未来对一个人
的鼓舞力量是难以估量的。为了确保经典诵读的实施，我激
动地告诉孩子们，其实《老子》的背诵只是开始，我们以后
要在三年的时间背诵更多经典，《论语》、《孙子兵法》
《四书》《五经》……没有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但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我告诉孩子，要把背诵经典当作吃饭、睡觉
一样，每天一定要做，养成习惯。

2、保证时间。每个大阅读时间领着学生背诵。教师先范读一



遍，或跟着光盘读，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读准确。然后一句句
背诵，再串起来背诵，接着指名会背的孩子先背，同位互相
检查，一齐背诵，最后默写一遍。如此反复，保证每个孩子
能背一篇，清一篇。

3、争取家长配合。要求孩子把在学校背诵的篇目回家背给家
长听，让家长签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巩固所背诵
的内容。第二天，小组长负责检查，如果没签字的同学，要
警告，然后背给组长听，不会背的，组长负责看着背诵，直
到会了为止。

4、播放《老子》动画。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经典的内涵。
我上网查找了学生喜闻乐见的动画版的《老子》，让学生了
解老子的生平，主要思想以及对后人的影响。让学生认识到
我们所背诵的经典魅力无穷。

5、定期评比。十章一评比，最先背熟10章的学生一人发一
个“背书之星”。“背书之星”是一种自制的纸质卡片，画
上花边，写上背书之星四个字。虽然并不华美，但一样代表
了荣誉。还要在评比栏上加面红旗。背诵得比老师要求还要
多的孩子，发笔记本奖励。尤其是学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只选背诵熟练的孩子参加，也激励他们去努力背诵。

6、师生共背，故事引导，以激发兴趣。每次背诵，我都是跟
着学生一起背。有时候让班长主持，我作为一名学生在下面
参与。要是班长找我背诵的时候，我故意装得不熟练的样子，
然后多背几遍，直到会了为止。以此告诉孩子们：最笨的办
法就是最好的办法，多读几遍就牢固了。我还给他们讲《康
熙王朝》中康熙皇帝小时候刻苦读书的事情，康熙小时候每
天5点就起来读书，每篇文章要读120遍，滚瓜烂熟为止。引
导孩子以名人为榜样，牢固记忆。

7、引导学生写读后感。有些易懂的章节或句子，我引导孩子
联系生活实际谈感受，然后引导他们用“引---议---联---



结”的形式写读后感。这样的训练提高了学生的感受力和表
达力。经典背诵不只是背诵而已，它辐射到很多地方，它对
学生其他功课的学习也有促进作用。

1、记忆力得到提高。原来很多孩子背诵语文课本都觉得困难，
但是经过半学期的经典背诵，他们背诵语文书的速度明显提
高，也觉得白话文的背诵非常简单。

2、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孔子说“温故而知新”，我们依
照这个原则背诵《老子》，长期的实践，让学生把这种意识
渗透到平时学习中，学任何东西都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
另外就是反复记忆方法。学习上没有捷径可走，该记忆的东
西就是要牢固记忆，大部分学生树立了这个观点。

3、找到了自信。别的学校没有进行国学经典诵读，我们走在
前列，当他们与亲戚、朋友的孩子相处时，他们就会有一种
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提高了他们的自信，而且使他们更加有
兴趣接着背诵下去。尤其是当家长对孩子的记忆力表示惊叹
时，他们也增加了信心。

根据其他老师的经验，通过上网查询其他地方的做法，我想
以后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充分利用黑板的一角。轮流值日，每天找一名同学把一章
经典抄写在黑板的一角，让学生抬眼就可以看到，课间就可
以背诵，确保一天一章背诵。

2、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优势。以小组为单位评比，超额背诵
的小组全员奖励，重重奖励组长，发挥小干部的带头作用，
让他们成为老师的得力助手。如果小组有一个同学拖拉，整
个小组没有荣誉，以此保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3、评选优秀家长。激励家长参与，对关心孩子经典诵读，与
孩子共同背诵的家长，提出表扬，发“书香家庭”的奖状，



激励一些起带头作用的孩子更加努力。

4、课前两分钟背诵。每个课前，让学生背诵一段经典静心，
然后正式上课，养成习惯，让学生时刻不忘经典，营造氛围。

5、班级经常开展活动。利用班会时间或语文实践活动课的时
间，组织学生排练经典诵读的活动，可以以男女生比赛、小
组比赛的形式，激发孩子的兴趣。

6、级部各班级之间可以进行交流活动。找一些背诵好的孩子
谈谈做法，或者班级之间举行比赛活动，让学生的背诵活动
新鲜一些，有趣一些。

“雅言传诵文明，经典浸润人生”，这是无数有识之士的见
解与共识，我们起步算是晚的。但是，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努
力去做好，只要有决心、有信心就能使这项活动不断改进，
趋于成熟。“路漫漫其修远兮”，祝愿我们的'经典诵读之路
越走越宽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