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迎元旦经典诵读活动计划 经典诵读
活动计划(精选5篇)

做任何工作都应改有个计划，以明确目的，避免盲目性，使
工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
的计划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迎元旦经典诵读活动计划篇一

为了落实校园文化建设全面提高学生的诵读水平，增强学生
的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创造能力，我们将以“营造大家共
同读书”为思想主线。本学期，我们经典诵读社团将继续加
强社团成员的自主化管理，争取在扎实做好经典诵读社团的
基础工作的同时，能有意识做好对外宣传，使之成为我校社
团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校诵读教学研究一个闪
光点，成为同学们的文学素养提高的一个舞台。

1、拓宽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在文学实践活动中
全面提高创新思维与语文素养，培养学生留心观察主动探究、
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

2、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提高学生交流、表达能力和文学鉴
赏能力以及经典诵读能力，进一步发挥学生特长，培育文学
新苗。

3、深化素质教育，通过经典诵读社团开展的参观采访、交流
研讨、编辑校刊等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让学生体
验合作与成功的喜悦。

组长：牟德勤副组长：曾小兰

三到六年级部分学生



1、在教导处的指导下，选择教材，确定每个年级的诵读内容。
本着从易到难，从少到多，循序渐进的原则，分年级进行国
学经典的诵读。

2、“经典诵读”将会一直贯穿于我校平时的教学中，采取分
阶段、分主题的办法逐步落实。

1、布置经典诵读材料，各班级按照各个年级段的要求进行诵
读。

2、各个班级制定经典诵读计划、布经典诵读角。

十月份

1、开展一次手抄报展示活动。诗配画、画题诗，各班以经典
诵读为主题，组织学生进行手抄报制作，学校组织一次手抄
报展示活动，制作优秀的将公布在学校橱窗中。

2、以班级为单位组织一次经典诵读比赛活动，各个班级根据
自己班级的特点，设计竞赛的项目，对优秀学生颁发“经典
诵读小能手”的喜报。

十一月份

1、开展经典诵读竞赛活动，以各班级为单位，并颁发经典诵
读证书。

2、积极准备经典诵读比赛活动。

十二、元月份

1、组织经典诵读团体竞赛。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经典诵

2、诵读展示，优胜班级颁发证书。



3、学期课题研究的阶段小结，各项经典诵读资料整理归档。

迎元旦经典诵读活动计划篇二

经典诗文是久经历史考验的具有普遍心性修养意义的人文典
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让学生从小诵读经典诗文是提高其
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根据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少年时
期的儿童处于既有能力记忆也善于记忆的最佳时期，这时，
如果让他们熟读一些人文经典，将具有一生的修养意义，也
恰恰符合他们以记忆为主、理解为辅的天然学习方式。

1、古诗文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将古诗文诵读作为校本课程，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学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
情，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底蕴。

2、从抓学生的经典诵读开始，以背诵古诗文为主，为孩子的
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让孩子接受经典教育、接受人类智慧的
启迪，目的在于默默地变化他们的气质，陶冶他们的精神生
命的深度，为将来他们投入社会生活打下人格基础。

3、熟读背诵人文经典与体悟人文经典的精神世界，这是人类
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永恒课题，经典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
启迪人类智慧的久经历史考验的教科书，通过背诵经典，让
学生开阔视野、丰富知识、陶冶情操，从而使人文精神在他
们的身上得到体现。

4、经典诵读能激发学生的读书欲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
养自觉读书的习惯。

5、通过古诗文诵读，陶冶师生情操，提高学校文化底蕴。

按照教学要求制定计划，分别从《读读写写》、《中华经典
诗文》中每天利用早晨时间对学生进行引导。旨在让学生在
了解大体意思的基础上，每天诵读记忆一篇，加大积累量。



1、教师指导：利用每天的兴趣课引导背诵。

2、学生自读：学生在集中学习的基础上，每周搜集一至两篇
古诗文，建立学习记录本。

1、自主选题。学生可以古诗文诵读手册上的诗歌排列顺序，
在自己已有的资料上选择自己喜爱的诗文自由背。

2、自主结伴。诵读过程中，学生可以自主结成伙伴，与自己
喜欢的同学在一起朗读、背诵、讨论、交流。

3、自主探索。有疑问时，学生可以通过与同学交流，或是查
找资料解决疑难，养成独立解决问题的好习惯。

4、自主交流。鼓励学生相互交流诵读经验，互相答疑，互帮
互助，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第一、二周：古诗文朗诵作品欣赏，初步了解朗诵类型。

第二、四周：优秀朗诵作品欣赏，了解朗诵的基本要素。

第五、六周：练习朗诵，掌握朗读技巧。

第七、八周：练习朗诵，掌握朗读技巧。

第九、十周：练习朗诵，掌握朗读技巧。

第十一、十二周：练习朗诵，掌握朗读技巧。

第十三、十四周：朗诵比赛。

第十五、十六周：自选作品，朗诵。

第十七、十八周：准备作品，迎接抽测。



迎元旦经典诵读活动计划篇三

(1）培养同学的读书兴趣，提升了语文能力。在吟诵表演中
让学生更加感受到祖国语言的博大精深。学生从中感受到历
史、地理、天文、常识、艺术知识的丰富，激发学习、读书
的兴趣，逐步使学生能出口成章、引经据典，提升学生的语
文能力。

（2）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中华国学
经典即是中华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最有价值的典范性著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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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地默默地变化其气质。

（3）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教育教
给学生做人的道理，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在学生心灵中不
断地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渐渐地陶冶其性情，开启其智慧，
让经典诵读为孩子的一生提供营养。

利用下午课前十分钟、课间的时间，组织学生诵读。回家后，
鼓励学生和家长诵读10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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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加强课内外阅读的横向联系。通
过课内阅读指点方法，培养兴趣，激发热情，引导、鼓励学
生在课外涉猎更宽阔的阅读领域。学生课外阅读的积极性调
动起来后，就适时介绍一些与课内阅读相适应的品位高、对
学生有益的书刊，引导学生欣赏作品的语言、把握艺术的构
思、辨析人性的美丑善恶，学会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价，将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全面提高鉴赏能力。

（3）、利用黑板报、手抄报等多形式，展示经典佳句，营造
诵读的氛围，使学生走进经典，耳濡目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陶冶情操。（4）、争取达到人人能背诵,班内一半以上的人



吟诵如流。

根据学生需要、结合学校活动开展适时适度评价

（1）、恰当的定位。

国学经典诵读教育活动是对新课程的补充和完善。要利用好
课余时间开展活，或个人读，或小组读，或全班读，形式多
样；可表演，可吟诵，可配经典音乐读。

（2）、宽容的评价。

我们的评价原则是：只鼓励、不批评。注重激发同学诵读的
兴趣，采取激励措施，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如竞赛、知识
问答、表演等，充分发挥学生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学生
从中发现乐趣、得到赞许、获得激励。

（3）、开展学习型家庭建设

迎元旦经典诵读活动计划篇四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学校以“书香润心田，
经典育圣贤”为主题建设书香校园，努力实践“以读书长知
识，以读书增智慧，以读书促养成，以读书树理想，以读书
塑人格”这一理念，打造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继续开展
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形成“人人爱读书，读书来育人”的
校园读书氛围，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优秀文化熏
陶，提高学生的文化和道德素质，使校园更富人文底蕴，充
满智慧和生机。

1.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提升语文能力。在诵读经典中让学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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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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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诵读经典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优良的道德思想，逐
渐完善自己的人格，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

3．提高学生的诵读、识记能力。充分利用记忆力的黄金时期，
让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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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级经典诵读实验内容详见《庐柏孩子学古诗》，三四
年级实验内容见校本课程《庐柏孩子读家训》，五六年级实
验内容详见《庐柏孩子品美文》。三到六年级学生根据个人
兴趣在“中华经典诵读篇目表”中有选择地进行诵读。

学校是“江苏省第二批中华经典诵读基地”，“苏州市书香
校园”“昆山市阅读示范基地”，要继续把中华经典诵读作
为特色，全员参与，处处有痕。在校园古诗文化氛围的营造
上，班级文化、校园文化环境的布置上进一步彰显特色，滋
润诗情。本学期主要工作如下：

1．继续抓好“晨诵、课吟、午读、暮醒”经典诵读：

（1）根据《昆山市庐柏实验小学每日经典诵读具体要求》继
续落实“晨诵、课吟、午读、暮醒”，低年级诵读《庐柏孩
子学古诗》，中年级诵读《庐柏孩子读家训》，高年级阅诵
《庐柏孩子品美文》，六年级重点诵读《课标》上75首古诗。
诵读《治家格言》《弟子规》和《三字经》内容培养良好的
学习行为习惯。教师积极参与，组织多种形式的诵读活动，
激发学生的诵读兴趣。

（2）每周一中午12：00-12:20观看诵读《国学》教材软件上
内容，每周四中午12：00-12:20师生共读。平时的中午时间
鼓励学生适当活动，在班级内安静地自主阅读。



（3）倡导建设“书香家庭”，开展亲子阅读，提倡学生自备
读书摘录本（如“采蜜本”、“书海拾贝”等）每日适当摘
录好词佳句，写写读书感受。教师择时检查，择优展示。

2．班级“诵读角”建设：

（1）各班布置好“诵读角”，各班级根据“诵读角”布置具
体要求，出示诵读篇目和学生姓名。

（2）高年级另需布置古诗配画、硬笔书写古诗等展示学生诵
读成果，促进诵读活动深入持久。

3．举行“诵读节”活动：

各年级举行各项小型诵读比赛，评选“诵读明星”和“诵读
家庭”，展出诵读心得体会等。

4．策划一个诵读节目，定时间和人员进行训练，以参加各级
各类比赛和展示活动。

5．落实各年段经典诵读兴趣活动和课堂教学的正常开展。

6．继续做好诵读考段和诵读评价活动，建立诵读档案，整
理“中华经典诵读特色资料”，其中诵读考段见“诵读考段
具体要求”。

昆山市庐柏实验小学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迎元旦经典诵读活动计划篇五

本学期，在开展“传承华罗庚精神，促进学生良好习惯养
成”课题研究中，通过开展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活动，使学



生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候，以最便捷的方式获得古诗文经典的
基本修养，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传承中华文明，发扬
中华文明，培养读书习惯，提高文化底蕴，培养道德情操。

诵读中华美诗文，学做谦谦好少年。

直面经典诗文，提高文化底蕴。传承中华文明，培养道德情
操。

传承中华文明，发扬中华文明。

此项活动使用《中华古诗文读本》、《弟子规》、《三字
经》、《论语》等有关书目。

1、活动面向全体学生，质量第一，效果第一，不盲目追求数
量。

2、以激发学生兴趣，多鼓励、多表扬为原则，让学生愉快地、
自主地参加这项活动，并在活动中感到生活更加充实、有意
义，体验成功的喜悦。

3、保证平均每天20分钟的诵读时间。

4、对于较难理解篇目，班主任应做适当注释，帮助学生理解
再背诵。

5、各班板报专门开辟“古诗文园地”，报道本班活动情况，
发表诵读体会，通报诵读成果等。

6、各班每学期安排不少于2次的以古诗文诵读为主要内容的
主题班队会，形式力求新颖，为学生提供相互沟通、交流、
创造的'展示的机会。

7、政教处、教导处对各班诵读情况进行检查，形式不定。



8、本学期期末举办一次全校性古诗文诵读展示。

9、红领巾广播开辟诵读专栏。

10、召开家长会，介绍诵读活动，请家长协助搞好此项活动。

1、开始应从培养学生兴趣出发，不要急于求成。

2、可号召学生制作随身携带的古诗文诵读卡，背面可设计配
图或注释。

3、教师率先垂范，先行背诵。

4、教师指导有感情诵读。

5、可将古诗文上墙、上板报，便于全体学生随时背诵。

8、班内开展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