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课外读物进校自查报告(优秀5
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
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
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小学课外读物进校自查报告篇一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
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
力和向心力。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意识
形态工作这么重要，为了加强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确保中小
学所使用的教材内容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全面落实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校组织语文教师史金玉、数学教师史
梦娟、美术教师安美锦、道德与法治教师马慧慧，在校长陈
便利的带领下，一块对教材进行了全面审核。

首先我们排查了一、二年级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三门小
学课本，排查结果如下：所排查的课本政治立场、价值导向、
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均符合教育要求。

接下来我们有排查了海燕社语文学习与巩固（附写字）、数
学学习与巩固，经过排查，没有发现违背意识形态的地方，
也没有发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地方。

以后，我校将对各种教材及课外读物严格把关，凡是不利于
青少年成长的书籍，不进校园；凡是有违国家意识形态的书
籍，不进校园；凡是和党的方针政策有悖的书籍，不进校园。



小学课外读物进校自查报告篇二

时光荏苒，一学期即将失去。回顾本期，匆忙中我校课外阅
读课题组活动从不敢懈怠。这项工作使得学生受益终身。本
期除了督促教师读书学习以外，学校主要开展了一下活动，
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1）经典诵读比赛。9月份，学校开展了一次经典诵读比赛，
以班级为单位，评选出7个一等奖，12个二等奖，让经典读物
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扎根，传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2）古诗文背诵比赛。12月份，举行了一次古诗文背诵比赛，
以推选及抽取学号相结合的形式，将古诗文背诵积累落实到
每位学生。

（3）讲故事、演讲比赛。11月份，讲故事比赛与演讲比赛穿
插进行，让学生将所读书籍中最想与同学分享的故事讲给大
家听，让好书在更多伙伴间流传。让学生将书本给予的启迪
通过演讲的形式去感染同伴，激发学生更高的读书热情。

（4）阅读手抄报展览。阅读手抄报，内容丰富多彩，孩子们
在其中写下阅读感受、推荐好书、介绍自己喜欢的主人公、
绘画书中的插图。

（5）读书卡展览。孩子们用自己亲手制作的卡片，摘录精彩
段落，写下最深感触，每个孩子手中厚厚的一叠卡片，记录
下阅读的痕迹。

（6）读书心得评比。本学期开学，学校开展了一次读书心得
评比活动，交流同学们假期的课外阅读情况，这也是一次了
解新书、开发书源的机会。

（7）好书推荐会。各班利用班队会召开好书推荐会，将本班
学生的阅读方向引向优秀儿童读物、经典儿童读物，让书籍



净化孩子的心灵。

（8）作家见面会。11月份著名儿童作家秦文君来校与学生座
谈，本次作家见面会又一次掀起了阅读的浪潮，让学生了解
更多精彩的儿童文学作品，为他们的阅读指引方向。这些活
动的开展，让学生能够及时与老师、家长、同学分享阅读的
感受，师生、生生、亲子之间有了共同的话题，加强了彼此
之间的沟通交流。在各类竞赛活动中展示自己的阅读成果，
品尝阅读带来的成就感，对学生阅读习惯的养成，起到了积
极地促进作用。

1、保障书源：学校投入专项经费，为校图书馆更新藏书，定
期向学生开放；班级配备书柜，师生共同捐书，形成借阅制
度。

2、开设阅读课程：阅读课进课表，每班每周一节阅读课，教
师就不同类型的书籍进行阅读方法的指导；每班每半月安排
半天时间，由教师组织学生在校阅览室阅读各类书籍、报刊。

3、书香校园环境育人。校园每一面墙、每一道廊檐都为孩子
们开启一本经典的书，涉及科学、艺术、古诗文、建筑、人
物、古训等方方面面，引领学生去相关的书籍中寻根求源，
把阅读引向深入。

4、班级读书会：

（1）书友小队共读一本书。实验班成立书友小队，5人一队，
选出小队长，利用下午到校至上课前的20分钟时间，组织队
员共读一本书。读完以后，交流感受，写读书心得，贴在班
级宣传栏。

（2）亲子共读。要求家长每月与孩子共读一本好书，共同做
读书笔记，写心得感受。每个学生家里都设立了小书架，逐
年增加家庭藏书。开学初，教师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发给学



生一张书目，推荐一些适合他们阅读的好书。期末评选“书
香家庭”，促进家庭阅读活动的积极开展。

（3）师生共读。教师通过阅读指导课向学生推荐好书，学生
也可向老师推荐好书，教师阅读学生推荐的书籍，与学生一
同评书，更能激发学生读书兴趣。

（4）实验班每个星期的班会课都有固定的10分钟时间是“新
书快报”的环节，学生用简短的语句把自己最近喜欢读的课
外书内容介绍给全班同学，因为同龄人的读书兴趣相似，有
时候，推荐人眉飞色舞的讲述勾起了学生的浓浓兴趣，常常
出现许多同学共读一本书的情况，然后把他们写的读后感贴
在班级的读书园地里，引发更大范围的讨论。

课外阅读在学校、家庭、社会蔚然成风，孩子们以读书为荣，
以读书为乐，一日不读书，就感觉似乎缺少了什么。读书渐
渐成为和吃饭睡觉一样重要而习惯的事情，成为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成为一种高尚的心灵需求。三、注重培养学生
自主阅读的好习惯：

1、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相结合。

有人打过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课内阅读是“圈养”，课外自
主阅读就是“放养”。放养不是放任自流，我们的教师就如
同牧羊人，把羊儿带到水草肥美的地方，还要看着他们吃饱
吃好。在帮助学生选择课外读物时，我们的教师发现，既要
选择经典的名著，又要选择重要的时文，还要兼顾学生的年
龄特点，选择学生喜爱读的书籍。一味的要求学生读经典、
读名著，而学生却很不情愿。他们的兴趣更多在于那些与他
们生活联系紧密的作品上，读这样的书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体验生活的快乐，实际地消除他们的烦恼，教会他们处事方
法。于是，在学校开展的一次次作家见面会上，一批优秀的
儿童作家带着他们的作品走进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了一批又
一批优秀儿童读物。我们的教师，将这些作品的阅读，与语



文教学实践相结合，如教学《生命的壮歌》一课，同学们认
识了令人仰慕的动物小说家沈石溪，阅读了他的一整套作品。
孩子们被深深吸引，从沈石溪的作品中他们了解到许多关于
动物的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心灵受到了震撼。阅读推荐课
上，老师推荐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笑猫日记》
系列，更是犹如香气扑鼻的心灵鸡汤，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田
带来慰藉。还有学习完《装满昆虫的衣袋》一课，孩子们不
仅对法布尔充满敬意，更对他的《昆虫记》充满了好奇，喜
爱动物是小学生共有的特性，他们很快就迷上了《昆虫记》，
在昆虫世界里获取知识和乐趣。品尝到课外阅读的乐趣，你
不让他读都难，几天不读课外书，他就会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读书成了一种需求，自然也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

2、“定时定量”进行课外阅读。

自制能力差、爱玩好动是小学生的天性。读书是一种肢体相
对静止而思维活跃的脑力活动,天生自抑能力强、爱动脑读书
的学生毕竟是少数,故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个体差异
性,采用“鼓励+布置”的方法,引导学生多读书。我们的教师
鼓励并布置学生每天自我阅读不少于20-30分钟，阅读内容以
新课标推荐的`小学生必读的优秀儿童图书为主，在完成每天
规定的保底阅读任务后，可以自主选择阅读内容只要是健康
的`，积极向上的，报刊、杂志、电子书也可以作为信息补充。
每周亲子共读不少于3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教师每日读书
不低于30分钟，并做读书摘抄；教师导读、引读，在情感上
成为学生坚持阅读的强有力支持。久而久之,无论是师生还是
家长，品尝到了阅读的甘甜，习惯成自然，读书渐渐成为和
吃饭睡觉一样重要而习惯的事情，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成为一种高尚的心灵需要。

成绩和收获成为过去，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开展课
外阅读活动，让一届又一届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小学课外读物进校自查报告篇三

我校将近两个月的“悦读和谐”读书节活动时间，让全体师
生感受最深的，还是引用普希金说过的“人的影响短暂而微
弱，书的影响则广泛而深远”概括最恰当。

我校x年读书节活动，为了更好地为营造了浓厚的校园书香氛
围，我们倡导树立“终身阅读”观念，努力增加学生的课外
阅读量，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打造
学生的人生底色，全面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我们积极开展
师生共读、亲子共读、活动促读书等一系列丰富多彩而卓有
成效读书活动，通过促进个人的阅读习惯的养成。可以肯定
的是，活动对上述方面的素质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学
生的小手牵着老师和家长的大手一同幸福在共读时光里;通过
师生和家长共读活动，使我校读书活动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上
了一个新台阶。

活动至6月7日闭幕式止，我们共组织师生参加校级大型活动3
次，年级组、班级活动33次，市级活动6次，区级活动1次。
师生参与率为100%，共有358人次在校、区、市三级的活动中
获奖(年级、班级活动奖项不算在内)。现将我校x年主题
为“悦读和谐”读书节活动情况作如下总结。

为了确保读书活动的顺利开展，唐从彦校长亲自挂帅，成立
了读书活动领导小组，委托语文科组设计读书节计划，全体
教师共同参与。对于读书活动的开展，学校制订了关于读书
活动的相关制度、方案、倡议书等措施。由语文科组牵头，
教务处、德育处、年级组主抓落实，班主任负责具体督导工
作。由于各部门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使得校级、年级、班
级三个层面的活动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展落实，全校形成
了齐抓共管，人人参与，共创书香校园的良好氛围。

读书节活动4月13日通过计划并启动前期准备工作，4月19日
启动仪式后分校级、年级、班级三个层面开展活动。活动重



在让师生享受全员参与的读书和展示读书成果的乐趣，让读
书成为一种时尚。

(一)全校性活动

职责处：语文科组、质量室、德育处

1)、教师“读书论坛”——4月22日首场大型读书活动。青年
教师选择并认真阅读1—2本教育教学论著书籍，全员参与学
校教师“读书论坛”，评选教师“阅读之星”彰显教师的读
书行动，为学生做出表率。

2)、大型学生读书展示——“美文朗诵、讲故事”比赛。4
月23日世界阅读日当天下午开展。每班级均派出实力相当的
选手，参赛者可选讲童话故事或者美文朗诵，优胜者还将代
表学校参加市赛。学生们在阅读中受到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
的熏陶，提高了审美情趣，提升了人生境界。

特等奖由一(5)班、二(6)班、二(2)班、四(1)班、四(3)班、五
(2)班、六(2)班的参赛队伍获得，其他班级分获一、二等奖。

3)、家庭“亲子阅读”——倡议家长和孩子共读一本书，交
流读书体会，合作做a3纸“读书手抄报”参评。并建议家庭
提供亲子阅读相关照片、dv，获奖家庭还将受邀参加学校组织的
“亲子阅读”交流会。

上交作品327份，组委会评出一(2)吴文喆同学等120户家庭获
奖。

(二)年级活动

责任人：级组长

各年级自选活动主题、活动时间，上报“读书节”筹委会，



做好录像、拍照、宣传报道工作。各年级根据自己的实际，
举行一分钟演讲、故事会、美文朗诵、经典诵读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并组织孩子们进行兴趣书籍的阅读。

(三)班级活动

责任人：班主任

1)、书香班级”评比。各班布置班级图书角，充实图书(按学
生数×3本的基本要求)，取一个充满书香、含蕴深刻的名字
装饰在图书角旁。选好图书管理员、健全班级图书管理制度
张贴于图书角旁。4月26日检查。

优秀班级：一1、一5、二1、二5、三2、四1、四3、五3、五4、
六1、六2、六3班。

2)、与开发区图书馆联系，班级利用下午时间，到图书馆看
书或者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班级活动时间上报，做好录像、
拍照、宣传报道工作;评选3名班级阅读之星上报学校表彰。

随着区级、市级读书月活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我们也派出相
应的师生代表参与大赛角逐，展示读书成果。其中我们组队
参加了中山市图书馆4月中旬组织教师组美文朗诵比赛、学生
组美文朗诵比赛、学生组讲故事比赛、学生“我喜欢的一本
书”征文赛和开发区宣传办举行的师生“读后感”征文比赛。

师生在活动中表现出色，捷报频传。其中周锦文、崔洋、梁
冬冬、王树志三位老师从差不多两百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夺
得全市仅16个中的四个决赛名额，并获得一个一等奖，三个
二等奖的好成绩。二年级的苏滢同学也从90多名预赛选手中
突破重围，进入仅有的20个决赛名额，获得小学组二等奖的
好成绩。

丰富的活动中，师生收获甚丰。大家在书海中遨游，与好书



相伴，沉淀知识的底蕴，为自己的未来奠基。师生在读书中
成长成才，收获至少有以下几点：

1)、品读好书，与书为友，益智明理，从经典名著中汲取精
华，从圣贤哲理中感悟真理。阅读经典，震颤生命的琴弦，
丰满了人生的羽翼!

2)、捐献好书，创建书香班级。学生能积极向班上捐献自己
珍藏的好书，建立好书交换阅读的制度养成好的阅读习惯。
建立班级图书角，定期举行读书报告会，交流读书心得，营
造书香班级，书香校园。

3)、与家人共读，享受和谐的。与家人共读一本好书，加强
与家人的沟通，领悟读书的真谛，享受读书的乐趣。

小学课外读物进校自查报告篇四

为规范校园课外读物，净化师生阅读环境，营造积极健康的
校园文化氛围，充分发挥课外读物的育人功能，南昌市二十
八中青云学校（集团）认真按照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教材读
物排查整改工作的通知》要求，于8月5日-8月7日再次开展校
园课外读物专项排查工作。

学校领导班子对此次排查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教材教辅课
外读物排查工作领导小组和专班，形成排查工作方案，将此
次专项行动分两次进行。为保证审查工作的顺利完成，审查
前由图书管理员对专项组成员进行培训，明确审查标准。

8月5日，教务处副主任李君带领中小学教务干事、图书管理
员及其他教师，对师生使用的教材、教辅、读物进行逐类排
查。排查过程中，教务处督促指导，要求做到数量清楚、责
任到位、不留死角，保证专项行动有效实施。

8月7日，学校组织人员进行二次复查。复查内容仍以《中小



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12条负面清单为依据，对课
外读物进行逐本排查。这次兵分两路，教务处组织学科组老
师认真审查、整理图书馆课外读物，德育处组织班主任对班
级书架课外读物进行逐一排查。工作结束后，班主任带领学
生打扫教室卫生，清扫书架灰尘。

班主任组织学生认真排查、整理班级书架课外读物

学科组老师认真排查、整理图书馆课外读物

此次专项排查工作中，我校共审查了11万余本图书（含校本
教材），发现问题读物105本，已按要求进行登记并清理下架。

课外读物专项排查工作为师生打造健康阅读的一方净土，推
动了书香校园的.建设。青云学校将继续加强对课外读物的规
范化管理，坚决抵制抵制不良书籍流入校园，为学生的身心
健康营造绿色温馨的文化环境！

小学课外读物进校自查报告篇五

为从小培养孩子们的读书兴趣，丰富孩子们课余生活，拓宽
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我班举行了读书综
合实践活动。现将本次活动情况作如下总结：

我班要求每位学生首先把家里的好书带到学校来，让他们去
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并交流书中的精髓，让孩子们在同一片蓝
天下呼吸书中清新的空气，激发他们课外阅读的热情，培养
他们课外阅读的能力。加强小学生课外阅读，必须保证学生
有自由阅读的时间。启动“每日读书不少于一小时”工程，
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首先在早自习听故事不少于十分钟。

2、其次教师与学生同读10分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师



自己对阅读有着浓厚的兴趣，向师性和可塑性促使学生对阅
读产生强烈兴趣。

3、减少写的作业量，为学生节约时间进行阅读。

4、父母监督孩子读书半小时以上。

目前学生家中有书的不多，父母为提高孩子的作文水平，买
的多半是作文方面的书。首先，正确引导学生进行图书消费，
号召学生节约零钱买书看。建议家长为孩子添置图书，要把
买习题册的钱花在课外读物上(提倡一学期最少给孩子买两本
书)。推荐书目：《小学生必背古诗词》、《三字经》、《安
徒生童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爱的教育》、《打动
学生情感的168个故事》等。

首先，建立了读书兴趣小组。组织一部分平时在课外阅读中
表现较突出，取得效果较好的学生，建立读书兴趣小组，通
过兴趣小组的活动进一步提高了阅读水平和动用知识的能力，
再让这部分学生带动其他同学，使班级的整体阅读水平有所
提高。

其次，有检查才会落实，有测评才会有促进。如果放任自流，
肯定不会有什么效果。为有效地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我采
取了定期测评的方法。采用的方法
有“讲”、“展”、“赛”的测评方式。“讲”即讲述，采
用读书汇报会、故事会、阅读心得交流会等形式；“展”即
展评，就是展评优秀的读书笔记、剪贴册、手抄报
等；“赛”即竞赛，可采用成语接龙、古诗擂台、美文诵读
等形式。“讲”、“展”、“赛”的测评方式，既能有效地
检查阅读情况，巩固阅读成果，又能激发阅读兴趣，调动阅
读积极性，推动课外阅读步步深入。

课外阅读主要是是学生的一种自觉行为。但也要求我们老师
相应地施加一些力量。



1、要求学生有计划地进行课外阅读。要求每位学生给自己制
定一个阅读计划，主要规定自己每天的阅读时间，阅读内容，
这个计划一定要循序渐进，根据自己的能力不断提高要求。

2、要求学生阅读的内容要与自己所学相结合。

3、对学生提出课外阅读的方法和要求。一般来说，阅读可分为
“泛读”和“精读”，我们不要求学生每一篇文章都“精
读”，但要选择一些重点的、自己喜欢的文章来逐字逐句地
读。边读边理解文章的主要意思。在学生阅读时，一定要学
生认真揣摩。要求学生每人都准备一本“好词好句珍藏本”，
首先，提倡学生抄写或摘录，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积累灵感
的过程；其次，让学生努力写读书笔记，鼓励学生写心得、
谈感受。这样，学生们的阅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许多大作家一谈起之所以“成名立家”，无不同声答道，那
是得益于孩提时期多看了几本书。曾经有人向鲁迅先生请教
过写作经验，他也这样说，哪有什么经验，无非是多看了几
本书罢了。名人名家朴素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了我们一个启
示：仅靠课本上数量有限的几篇文章，怎能满足好奇心和求
知欲高涨的孩子们？岂能培养出视野开阔、知识丰富、富有
想象力、创造力的跨世纪人才？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答
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指导孩子们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为孩
子们导航，让孩子们在浩瀚的书海中遨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