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实施方案(汇总5篇)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写方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
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实施方案篇一

为推进“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在全市中小学校常态化开展，
运用“中华经典诵读”载体有效熏陶和引领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现就开展20xx年全市
中小学校“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实施方案：

一、举办集中诵读活动

1. 举办千万儿童“中华文化经典”集中诵读活动。结合学雷
锋主题活动、“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分别在春节、学雷
锋活动、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节日纪念日举办
“读中华经典，做有德的人”千万儿童“中华文化经典”集
中诵读活动，有效覆盖全市中小学校。

2.举办“经典文化进家庭展演”等活动。开展“小手牵大
手”活动，不断扩大诵读活动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带动全社
会形成诵读经典、学习经典的氛围。

3.新闻媒体积极参与“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全市各级广播、
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在少儿频道开辟“中华文化经典诵
读”专栏、专题节目，介绍名篇名作，刊发赏析文章，追踪
报道诵读活动动态，宣传开展此项活动的重要意义、取得的
成效，调动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积极性。
同时，在街头巷尾、公共场所,广泛设置宣传标语和公益广告，



推动经典诵读活动深入开展。

二、强化学校主阵地作用

1.编写校本教材。学校根据学生年龄层次和认知程度，组织
教师编写适合少年儿童记忆背诵、便于理解接受的校本教材。
积极挖掘本地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组织编写《中华经典校本
课》、《学雷锋道德经》、《中华经典我们的`节日》等校本
教材。

2.营造诵读氛围。在阅报栏、黑板报、墙报登载古典文摘选
萃，教室走廊、橱窗张贴通俗易懂古诗文及名言警句，配上
生动形象的插图。利用课前、课间、课后播放诵读碟片、配
乐朗诵，引导学生在游戏和文体活动中诵读经典，营造书香
满园的浓厚氛围。学校要精选《弟子规》、《三字经》、
《论语》内容制成践行主题活动情况表，让学生在诵读中养
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

3.坚持分层施教。对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学生，有选择地背诵
《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坚
持以读为主，不求甚解，注重培养语感和整体感知能力。对
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中学生，要求背诵《论语》、《大学》、
《道德经》、《离骚》等，引导他们在诵读基础上理解经典
内涵，边读边思考，规范自己言行。

4.丰富诵读方式。运用读、讲、赛、吟等方式激发学生诵读
兴趣，增强诵读效果。

“读”即采取自读、对读、分角色读、接龙读等方式，每天
坚持诵读经典10分钟。各学校可采取晨读时间老师导读、课
间伙伴共读、放学路上集体诵读、晚上亲子共读等方式，使
学生每天都有新收获。

“讲”即利用班级故事会、学校故事会等时机，让学生讲经



典故事，并进行评点，加深对文化经典的理解，提高表达能
力。

“赛”即定期举办班级、年级或全校性、全市性诵读比赛，
评选“诵读经典小状元”或“背诵大王”，激发学生诵读积
极性。

“吟”即一些学校积极引导学生用吟诵、吟唱的方式诵读经
典，激发学生兴趣。

5.学、玩“一体”。把古典诗词编写成易学易唱的儿歌、童
谣，引导学生传唱。与舞蹈、韵律操等形象直观、生动有趣
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编排一系列节奏感强、简单易行舞蹈作
品，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学习经典、践行经典。利用重大活
动、节日、纪念日等时间节点，开设经典舞台，让学生通过
朗诵、演讲、歌舞、快板、小品、相声、情景剧、诗配画等
多种形式进行展示，在轻松快乐中感受经典。

6.贯通“古”、“今”。把经典诵读与学习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美德少年”相结合，引导中小学生在诵读中深
刻理解经典段落的道德含义，将历史和现实融会贯通，进一
步增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育未成年人健康向
上的道德情操。

三、社会各界积极支持配合

1.用经典诵读阐释“我们的节日”。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
开展“过清明、读经典、缅忠魂、承先志”主题队会，“过
端午、读《离骚》、思屈原”经典诵读活动，“过中秋，思
团圆”诗歌朗诵会，重阳节评选“十大孝子”活动，“过大
年、谢父母”感恩教育活动等系列主题教育，将经典诵读活
动与弘扬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引导未成年人践行孝道，关爱
他人，奉献社会。



2.在“全民阅读”中渗透经典诵读。积极推动经典诵读活动
进家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村镇。各学校采
取“小手拉大手，儿童带家长”等方式，带动广大学生家长
积极参与经典诵读活动。引导家庭设计“亲子共读”记录表、
制定“亲子共读”计划，形成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经典的习
惯。假日期间，教育部门要组织幼儿园、小学到社区和村镇
举行“经典文化进家庭展演”等展演活动。

3.用中华经典规范未成年人言行。市文明办编印《石狮市公
民思想道德教育小丛书》、《国学经典道德箴言》赠送给全
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和校外活动基地，引导未成年人从小读
圣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

四、工作要求

1.建立组织领导机构。各中小学校为中华经典诵读实施主体，
要成立中华经典诵读活动领导小组，校长为中华经典诵读第
一责任人，将中华经典诵读纳入学校课堂教育体系，每周安
排一节诵读课。

2.制定计划强化培训。市委文明办和市教育局要制定年度培
训计划，由教育行政部门每年开展一次“中华经典诵读”教
师轮训；聘请教育专家、学者成立讲师团，定期进行“中华
经典诵读”知识辅导，开展中华经典教学研究。

3.强化督导落实责任。市委文明办和市教育局要将中华经典
诵读纳入中小学德育专项督导、文明学校考评和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季度测评之中，由市教育局和市文明办分别进行
考核。每年组织表彰一批全市“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先进学
校和个人进行表彰。

4.加大投入有力推进。市财政局要将“中华经典诵读”活动
资金列入财政年度预算；同时，增加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专项经费，用于支持中小学校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确保“中



华经典诵读”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实效，进一步提升全市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和文明素质。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实施方案篇二

通过组织学生经典诵读比赛的方式，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让学生在诵读过程中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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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阅读古
诗文经典的兴趣，增强广大学生文化和道德素质。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努力营造诵读中华经典古诗文的浓厚氛围，积极
推动经典诵读活动进课堂、进校园、进家庭。

20xx年11月18日（第11周星期一）

各班教室

3—5年级全体学生

1、以班为单位参赛，要求全班学生参加，着装统一，整齐大
方。

2、比赛内容由各班自行从《国学经典读本》、《弟子规》、
《三字经》、唐诗宋词等书中去挑选，要求制作多媒体课件，
尽量配乐。比赛形式由各班自行安排。

1、邀请学校领导及相关老师组成评委会，根据各班的诵读形
式、表演特点及诵读整体效果等方面进行现场打分。

2、根据比赛情况和现场评分，分年级设奖。

三年级：一等奖：3个 二等奖：3个

四年级：一等奖：2个 二等奖：3个



五年级：一等奖：2个 二等奖：2个

比赛采取100分制，其中：

a、作品内容（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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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委：黄 勇 桂建明 周群意 杨辉宇 朱丽华 邓英姿

胡新兰 罗 彪 肖丽华 陈 敏 何恒嘉 周碧华

统分：李致富

摄影：袁 娟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实施方案篇三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共有精神家园"的伟大战略部
署，积极响应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文明办主办的"中华
诵·经典诵读行动",落实好省、市、区中华诵读工作，进一
步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局干部职工的人文素养，
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增强民族凝聚力，深入推动全民读书和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积极为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建设营造和谐、
进步、文明的良好氛围，根据区文明办对活动的要求，我局
决定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特制定《岚山区统计局开展中
华经典诵读活动实施方案》。

一、活动宗旨

（一）传承中华文化。通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学习、



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作品，使人们从阅读经典中感受中华
文化的源远流长，汲取民族精神的丰富营养，不断增强对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二）弘扬人文精神。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在诵读中
提升个人修养，丰富内涵、开阔眼界、净化心灵、启迪智慧，
培养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崇高志向、自强人格、诚信品质，
让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引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促进社会
的和谐发展。

二、诵读内容

以《道德经》、《周易》、《大学》、《孟子》、《尚书》
《中庸》、《论语》、《弟子规》、《千字文》、《三字经》
等中华经典篇目为主要内容，能够熟记全篇。()局各科室要
根据局办公室安排，认真参加活动。

三、具体安排

由局办公室安排，每周利用政治理论学习时间，集中开展诵
读活动一次，同时不定期开展中华经典诵读会、诵读擂台、
书画作品展等活动，通过自我诵读、集体诵读、讲座论坛等
多种学习方式，充分调动全局广大干部职工参加活动的积极
性，在年底以科室为单位开展评比，邀请区文明办、机关工
委、团区委、妇联、工会等领导组织进行现场观摩指导，进
行点评，对在活动中评选出的先进科室和优秀个人进行表彰
奖励，配合区文明办将活动推向更高层次。

四、责任领导

为落实好此项活动，活动领导小组由局领导班子组成，局办
公室负责活动的具体组织安排工作。

20xx年2月3日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实施方案篇四

一、指导思想

经典著作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瑰宝，是我们民族生存的根
基，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纽带。通过经典文化的传承，我们
的民族精神才得以传承和不断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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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古典
诗文（唐诗、宋词、元曲等）、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以及反映
本地区改革开放新成就的优秀作品都在我们的诵读之列。这
些作品既是我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的蓝本，也是我校开展民
族精神教育活动的主要载体。

二、活动目标

通过诵读、熟背经典、美文、唐宋诗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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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让优秀的中华文
化和民族精神在学生的心灵中不断地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陶冶其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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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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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活动原则

1、参与性原则：大众参与，熟读成诵。

2、差异性原则：承认学生个体间记忆思维等的差异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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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鼓励性原则：以鼓励为主，引导学生热爱经典为根本。

四、诵读内容

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
读本》（中学篇）及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中规定的必读诗
文为主要内容，以及旨在提高中学生人文素养和弘扬民族精
神的有关励志、爱国、惜时、亲情、好学等方面的诗文和中
外现、当代美文。如：

五、诵读活动基本时间安排

保证学生不少于20分钟的诵读时间。

1、早读：

利用课前十分钟诵读经典。

2、语文课前3分钟。

语文老师负责，为减轻学生背诵古诗的负担，教师要见缝插
针，各班要充分利用每天语文课前3分钟时间，开展“课前一
吟”活动，做到读而常吟之，“学而时习之”， 吟唱或强化



记忆。

3、课后

（1）每周一节的语文阅读课

（2）每周二第四节课外活动学校安排的读书时间。

（3）班主任或任课老师负责，开展丰富活动，体验“诵读”
乐趣，开展 “诵读比赛”、“诗文书画比赛”比赛、“古诗
文诵读先进班”评比等活动。

六、活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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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课间、课外活动等时间让学
生积极参与经典诵读活动。利用自习课、辅导课、活动课、
班会课、等时间，开发经典诗文兴趣课、体验课等特色课程，
确保经典诗文诵读活动在时间、数量、质量的保证。

合的一条途径。研究课：诗配画。其他学科，如政治、历史
等亦可探索与诗文诵读的相关整合。

4 、开展国学经典诵读实践活动。组织开展诵读比赛、知识
竞赛、写经典、悟经典、演经典等活动和比赛，有针对性地
组织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使学生做到知行合一，终生受益。
诵读为主，讲解为辅；品位诗文，畅谈体会；分清层次，因
材施教；师生互动，交流情感。学校活动与班级活动相结合；
个人学习与集体辅导相结合；诵读与展示相结合；评比与激
励相结合；总结与提高相结合。

七、活动要求

1、提高认识，明确活动重要意义。中华经典诗文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民族文
化精髓。通过深入开展“中华诵?经典诵读”活动，能够使广
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熟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
对祖国语言文字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增强民族自信
心和自豪感，进一步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建设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这是在新形势下开展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有效途
径，是对广大青少年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具体措施。各班级
要结合工作实际，多层次、多形式的开展经典诵读，把经典
诵读与感恩教育、礼仪规范教育和才艺展示等活动结合起来，
增强活动教育效果。

2、精心组织，注重活动实际效果。开展“中华诵?经典诵
读”活动，要与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和其他
节庆相结合，挖掘与诠释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弘扬健康向
上的节庆文化，彰显中华语言与文化魅力。开展“中华诵?经
典诵读”活动，要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为基本原则，从
古代、现代、当代名家名篇中精选作品，注重广大群众和青
少年耳熟能详，引导人们感悟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深刻内涵。
要把“中华诵?经典诵读”活动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作为推动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需
求，选编经典诵读读本，纳入校本课程管理，与学校的教育
教学有机融合。要重视和加强语文教师诵读知识和能力的培
训，在教师的正确指导下，组织好广大学生开展诵读活动，
增强活动效果。

3、创新形式，力求活动丰富多彩。以班级为点，以年级为线，
以学校为面；以个人为根，以集体学习为干，以校园活动为
叶；以开创风气为主，以文化熏陶为本，以文化教育为重。
开展“中华诵?经典诵读”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各年级
要在活动中注重艺术创新，用普通话和现代舞台艺术手段表
现经典内容，通过诵读活动学习知识，陶冶情操，激励人生，
演绎时代精神。

4. 学校将制定经典诵读的考核评价机制。将此纳入对学生的



个体思想品德评价和综合素质评价，对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
评比，鼓励创造性地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学校将对此项活动
进行总结，对做得好的指导教师、班级和学生进行表彰。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实施方案篇五

通过组织学生经典诵读比赛的`方式，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让学生在诵读过程中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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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阅读古
诗文经典的兴趣，增强广大学生文化和道德素质。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努力营造诵读中华经典古诗文的浓厚氛围，积极
推动经典诵读活动进课堂、进校园、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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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教室

3—5年级全体学生

1、以班为单位参赛，要求全班学生参加，着装统一，整齐大
方。

2、比赛内容由各班自行从《国学经典读本》、《弟子规》、
《三字经》、唐诗宋词等书中去挑选，要求制作多媒体课件，
尽量配乐。比赛形式由各班自行安排。

1、邀请学校领导及相关老师组成评委会，根据各班的诵读形
式、表演特点及诵读整体效果等方面进行现场打分。

2、根据比赛情况和现场评分，分年级设奖。

三年级：一等奖：3个二等奖：3个

四年级：一等奖：2个二等奖：3个



五年级：一等奖：2个二等奖：2个

比赛采取100分制，其中：

a、作品内容（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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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委：黄勇桂建明周群意杨辉宇朱丽华邓英姿

胡新兰罗彪肖丽华陈敏何恒嘉周碧华

统分：李致富

摄影：袁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