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活动
方案(精选5篇)

为确保事情或工作顺利开展，常常要根据具体情况预先制定
方案，方案是综合考量事情或问题相关的因素后所制定的书
面计划。方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方
案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活动方案篇一

20xx年“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教育活动包括“小小
百家讲坛”“墨香书法展示”“寻访红色足迹”“小小传承
人”“我的家风故事”“英雄在我心中”六项活动。

1.“小小百家讲坛”。组织中小学生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民族文化、历史典故、神话寓言等经典
读物，开展诵读和主题演讲，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
解和认同。

2.“墨香书法展示”。积极推动书法教育健康和深入发展，
激发培育广大中小学生学习和欣赏书法的热情，不断提高审
美能力和人文素养，努力增强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感。

3.“寻访红色足迹”。要通过综合实践活动、研学实践教育、
冬夏令营等活动，组织中小学生到革命历史遗址、革命历史
博物馆、革命先辈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场所参观学习，引导
学生了解、学习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加深对革命
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感悟，传承红色基因。

4.“小小传承人”。组织中小学生在了解历史文化知识的基
础上，充分结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发掘家乡的优秀
传统文化，学习体验并动手制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产品，



争做非遗的小传承者。通过传承实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中华传统美德内化于心，变成个人的自觉行动。

5.“我的家风故事”。鼓励中小学生收集自己家族中的优良
家风故事，通过征文、演讲、主题班会、微视频等形式进行
展示，大力弘扬勤俭、节约、孝顺、坚韧等中华民族传统家
庭美德，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和良好的品质，教育引导学生
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培养学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
小家的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6.“英雄在我心中”。通过宣传英雄模范人物事迹，组织学
生观看爱国主义影片，阅读英雄革命家书，走访革命后代，
举行歌咏比赛和文艺演出等，引导学生铭记英雄，崇尚英雄，
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传承和弘扬无私无畏、精
忠报国的英雄精神。

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活动方案篇二

课堂教学是育人的主渠道。为了保证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深入
持久地开展下去，我们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开设了国学经
典课。各年级每周一节，一、二年级《弟子规》、三、四年级
《三字经》，五、六年级《论语》，教师通过甄别，选择优
秀篇目作为经典诵读内容的补充。学校还利用大课间进行经
典——古诗的吟诵，随时都在营造学习中华传统的氛围。每
到校本课师生们均捧着各自喜欢的经文静静地读，轻轻地吟，
朗朗地诵，与古人对话，与圣贤交流，整个校园书香盎然，
国蕴飘香;二是合理利用各种阵地进行经典渗透。在平时的学
习活动中，我们把诵读活动引入课堂，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
学习，探究挖掘教材中涉及到经典的知识点，结合上下文内
容，分析经典内涵，从而达到理解的目的，并且收录在册，
经常回味适时运用。例如在班会中讲解《孔子拜师》的故事
时，问学生：听了这个故事，你认为孔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学
生们结合阅读过的经典材料，纷纷发言，有的说，我觉得孔



子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已经非常有名了，还向七岁的项
橐学习，《三字经》里说“昔仲尼，师项橐”就证明了这一
点;另一个学生马上接着说，孔子还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
《论语》的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在这样
的课堂里，学生引经据典，不仅证明他们理解了经文的内容，
而且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学会运用美德经文进行价值判断了。

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活动方案篇三

加强养成教育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坚持
学以致用的原则，把国学经典诵读活动与养成教育融合在一
起，从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抓起，让学生从小学会文明
处世，礼貌待人，诚实守信，遵规守纪等。各班级在布置班
级特色文化墙的活动中，均发动学生研读《弟子规》、《三
字经》、《论语》等经文，精选其中符合现代要求的内容，
编入班级管理发展目标中，进一步细化了规范标准，使学生
深刻感受了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的统一与和谐。

此外，学生家长的思想也发生了积极变化。一年前国学经典
诵读活动刚开始时，不少家长还心有疑问，“学这些古懂有
什么用”;还有的是不痛不痒，漠不关心。经过一年的实践，
家长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特别是学校开展了“经典进家
庭”的活动后，家长的意识强烈多了，调查反馈支持率达找
总结之九十九。现在，家长与孩子一起比赛背诵，一起与老
师关注孩子的日常生活习惯及品性的养成，发现问题能及时
与老师沟通，共商策略，齐心协力教育孩子，效果显著。

目前，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大都能流利背诵《三字经》、《百
家姓》等篇目，三四年级的学生都能背诵《三字经》、古诗
词等篇目，五六年级的学生对《论语》更是流利背诵。少成
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如今，在青锋小学的校园里，一个个
少年君子，文质彬彬，礼仪有加，就像初升的太阳喷薄而出，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承载着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希望，
正在积蓄着力量，准备有朝一日登上世界舞台。近年来，由



于我校诵经活动开展得扎实有效，各级领导先后到校进行实
地指导、观摩，武汉电视台、湖北经八面来风等媒体先后多
次对我校诵经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
晌。××××年在“晶视佳”杯湖北省最有魅力校园评选活
动中，我校位列第六名，荣获了“十大最具魅力校园”称号。
全校师生与家长感到欣慰与自豪!

“腹有诗书气自华”，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找到了民族的根，
获得了民族的源动力，也赋予了学校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
新内涵。我们相信，在民族传统美德的感召下，青少年一代
一定会茁壮成长。

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活动方案篇四

为了激发学生的诵读兴趣、养成自己诵读的习惯，我坚持做
到五个结合：一是教师与学生同步学习相结合，无论是读、
讲、倾听等活动，教师都身先士卒，起到带动、引领、激发、
潜移默化等诸多隐性推动作用，极大的感染了学生学习的热
情，自我表现的欲望。二是珍惜中午经典诵读一刻钟和轮流
展示相结合，每每那个时刻，小老师吴锡泽便严肃而又认真
地带领大家温习本周重点的片段内容，朗读声声、形式多样!
而后就开始逐个展示自己诵读的魅力，有的字正腔圆，有的
摇头晃脑、有的闭眼陶醉其中，有的甚至能说上一两句解读，
以警示自己或约束自己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劲头足以品味
出经典所带给学生的巨大的熏陶魔力!在诵读中学生的记忆力
超常发挥，相信“经典文化血液”能铸就孩子们的“童子
功”，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播下希望的种子。三是经
典诵读与经典评定册相结合，规定学生确定每周应行动的方
向，积极的开展自我评价、他人评价、老师和家长评价的方
式，促进他们从心智、言行、道德品质等方面的进步，以期
实现学校德育目标和班级管理目标，达到以人为本，育人为
本的最终目的。四是经典诵读与故事、名言相结合，课堂上
生生互动、师生互动，放学后家长和孩子互动，皆来源于故
事情节的感染、感悟出真谛——名言，从中学会为人处事、



学会自尊自爱、学会勤劳善良、学会大智大勇、学会积极进
取等内化人本质的精髓，长此以往必将造就学生们终生品性!
五是经典诵读与-想象作文教学相结合，让学生将诵经的感受、
体会和变化写出来，既丰富了-想象作文内容，又升华了经典
中蕴含的“神韵”，最终达到学习经典的要旨。

不仅如此，学校每学期的经典展示精彩至极，学生们都跃跃
欲试，每到这个时候，我都进行班级选拔，既让学生们感到
老师对他们的重视，又激励人人参与，参与者人人都能获
得“小小主人翁”的称号，无条件的上班级展台。优秀者将
推荐到学校展示比赛，石紫琪、方恒脱颖而出，连续在学校
展示了数次，同学们都为他们感到自豪!特别是班级与班级之
间经典拉拉接力赛，更是极大的鞭策了孩子们，他们学习经
典的热情更高了!

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活动方案篇五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对于我们民族心理、
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漫长的儒学主导期里，我们看到的
是仁、礼、义等道德准则被高度推崇，那时的孩子在很小的
时候就从背诵《三字经》开始接触知识的。而今天呢，很多
的幼儿在刚会咿呀儿语的时候就开始学abc了，《四书》、
《五经》等等古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后人的珍宝，是我们民
族文化的精华、国粹，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有义务要把他
们传承下去，更要让其中的营养供给青少年儿童的心灵，所
以我们应该在儿童时期就对中华子孙进行传统道德教育，重
新树立起我们文明古国的美好形象。

在我校《在经典诵读中培养小学生的人文素养》的课题中，
不仅把经典纳入了校本课程，更是把他和校园文化、校园雅
行、班级管理融合在一起，轰轰烈烈在我校、在铁机村、在
洪山区、在市儒学会、在电视台、在省级科研杂志宣起了儒
学高潮。我们中年级以《三字经》为主，在学校活动与班级



活动相结合;诵读与展示相结合;评比与激励相结合;总结与提
高相结合的原则中，积极热忱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经典学习
活动。

一、经典诵读活动异彩纷呈

为了激发学生的诵读兴趣、养成自己诵读的习惯，我坚持做
到五个结合：一是教师与学生同步学习相结合，无论是读、
讲、倾听等活动，教师都身先士卒，起到带动、引领、激发、
潜移默化等诸多隐性推动作用，极大的感染了学生学习的热
情，自我表现的欲望。二是珍惜中午经典诵读一刻钟和轮流
展示相结合，每每那个时刻，小老师吴锡泽便严肃而又认真
地带领大家温习本周重点的片段内容，朗读声声、形式多样!
而后就开始逐个展示自己诵读的魅力，有的字正腔圆，有的
摇头晃脑、有的闭眼陶醉其中，有的甚至能说上一两句解读，
以警示自己或约束自己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劲头足以品味
出经典所带给学生的巨大的熏陶魔力!在诵读中学生的记忆力
超常发挥，相信“经典文化血液”能铸就孩子们的“童子
功”，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播下希望的种子。三是经
典诵读与经典评定册相结合，规定学生确定每周应行动的方
向，积极的开展自我评价、他人评价、老师和家长评价的方
式，促进他们从心智、言行、道德品质等方面的进步，以期
实现学校德育目标和班级管理目标，达到以人为本，育人为
本的最终目的。四是经典诵读与故事、名言相结合，课堂上
生生互动、师生互动，放学后家长和孩子互动，皆来源于故
事情节的感染、感悟出真谛——名言，从中学会为人处事、
学会自尊自爱、学会勤劳善良、学会大智大勇、学会积极进
取等内化人本质的精髓，长此以往必将造就学生们终生品性!
五是经典诵读与-想象作文教学相结合，让学生将诵经的感受、
体会和变化写出来，既丰富了-想象作文内容，又升华了经典
中蕴含的“神韵”，最终达到学习经典的要旨。

不仅如此，学校每学期的经典展示精彩至极，学生们都跃跃
欲试，每到这个时候，我都进行班级选拔，既让学生们感到



老师对他们的重视，又激励人人参与，参与者人人都能获
得“小小主人翁”的称号，无条件的上班级展台。优秀者将
推荐到学校展示比赛，石紫琪、方恒脱颖而出，连续在学校
展示了数次，同学们都为他们感到自豪!特别是班级与班级之
间经典拉拉接力赛，更是极大的鞭策了孩子们，他们学习经
典的热情更高了!

二、经典诵读融入教学活动

课堂教学是育人的主渠道。为了保证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深入
持久地开展下去，我们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开设了国学经
典课。各年级每周一节，一、二年级《弟子规》、三、四年级
《三字经》，五、六年级《论语》，教师通过甄别，选择优
秀篇目作为经典诵读内容的补充。学校还利用大课间进行经
典——古诗的吟诵，随时都在营造学习中华传统的氛围。每
到校本课师生们均捧着各自喜欢的经文静静地读，轻轻地吟，
朗朗地诵，与古人对话，与圣贤交流，整个校园书香盎然，
国蕴飘香;二是合理利用各种阵地进行经典渗透。在平时的学
习活动中，我们把诵读活动引入课堂，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
学习，探究挖掘教材中涉及到经典的知识点，结合上下文内
容，分析经典内涵，从而达到理解的目的，并且收录在册，
经常回味适时运用。例如在班会中讲解《孔子拜师》的故事
时，问学生：听了这个故事，你认为孔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学
生们结合阅读过的经典材料，纷纷发言，有的说，我觉得孔
子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已经非常有名了，还向七岁的项
橐学习，《三字经》里说“昔仲尼，师项橐”就证明了这一
点;另一个学生马上接着说，孔子还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
《论语》的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在这样
的课堂里，学生引经据典，不仅证明他们理解了经文的内容，
而且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学会运用美德经文进行价值判断了。

三、经典诵读融入养成教育

加强养成教育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坚持



学以致用的原则，把国学经典诵读活动与养成教育融合在一
起，从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抓起，让学生从小学会文明
处世，礼貌待人，诚实守信，遵规守纪等。各班级在布置班
级特色文化墙的活动中，均发动学生研读《弟子规》、《三
字经》、《论语》等经文，精选其中符合现代要求的内容，
编入班级管理发展目标中，进一步细化了规范标准，使学生
深刻感受了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的统一与和谐。

此外，学生家长的思想也发生了积极变化。一年前国学经典
诵读活动刚开始时，不少家长还心有疑问，“学这些古懂有
什么用”;还有的'是不痛不痒，漠不关心。经过一年的实践，
家长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特别是学校开展了“经典进家
庭”的活动后，家长的意识强烈多了，调查反馈支持率达百
分之九十九。现在，家长与孩子一起比赛背诵，一起与老师
关注孩子的日常生活习惯及品性的养成，发现问题能及时与
老师沟通，共商策略，齐心协力教育孩子，效果显著。

目前，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大都能流利背诵《三字经》、《百
家姓》等篇目，三四年级的学生都能背诵《三字经》、古诗
词等篇目，五六年级的学生对《论语》更是流利背诵。少成
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如今，在青锋小学的校园里，一个个
少年君子，文质彬彬，礼仪有加，就像初升的太阳喷薄而出，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承载着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希望，
正在积蓄着力量，准备有朝一日登上世界舞台。近年来，由
于我校诵经活动开展得扎实有效，各级领导先后到校进行实
地指导、观摩，武汉电视台、湖北经八面来风等媒体先后多
次对我校诵经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
晌。××××年在“晶视佳”杯湖北省最有魅力校园评选活
动中，我校位列第六名，荣获了“十大最具魅力校园”称号。
全校师生与家长感到欣慰与自豪!

“腹有诗书气自华”，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找到了民族的根，
获得了民族的源动力，也赋予了学校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
新内涵。我们相信，在民族传统美德的感召下，青少年一代



一定会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