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阅读课教学工作计划(通用5篇)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们又将迎来新的
喜悦、新的收获，一起对今后的学习做个计划吧。那关于计
划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计划又该怎么写呢？这里给大家
分享一些最新的计划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阅读课教学工作计划篇一

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在阅读中不仅要“读进去”，还要
“吐出来”，更要“说开去”。采用多种方式引导学生获得
多种信息，获得独特体验，在交流中张扬学生的阅读潜能、
语言表达力。

1、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意识和能力。在阅读时间、形式、速
度、方法、内容诸方面都能有较大的突破。

2、培养学生的智力水平。在语言得到丰富积累的同时，培养
语感，发展思维，提高思维水平，提高各学科的学习水平。

3、“作文”和“阅读”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彼此成为深化
优化课改实验的最佳支撑和组合。

1、提倡朗读，每分钟不少于50至60字。

2、阅读浅近的文学语言类读物，如童话、儿歌、寓言、故事。

3、要阅读一些数学读物；自然、社会科学类读物。如：《十
万个为什么》，也可以选读一些适合学生的“有声读物”。

1、提倡课内阅读为辅，课外阅读为主的方式。

2、组织阅读小组，小组内阅读层次互补。每个小组里要选定
组长，负责领导监督管理本小组的阅读进程。



阅读课教学工作计划篇二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校课程改革的进程，全面落实语文课程标
准关于课外阅读的要求，构建小学生课外阅读科学体系，真
正让小学生少做题，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
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拓展学生语文学习的天地，提高学生的
语文素养，增加学生的语文积累。新课标也提倡让学生在小
学阶段通过大量的阅读，积累丰富的语文知识。让心灵沐浴
书香，做一个有有修养的人，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为孩
子的一生着想，为孩子的生命奠基！因此，我们开展的这个
活动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阅读自读课本，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

（2） 阅读浅显科技文章，儿童报刊，人物传记，历史名著；

（3） 会做摘录笔记，阅读总量不少于20万字。

（4） 阅读总量不少于50万字。

潜心阅读经典美文，领略中外名著，吟咏古今诗文，在大量
的阅读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兴趣。严格控制
作业量，保证学生每天至少有半小时自由阅读时间。教师不
断地探索课外阅读指导的思路，逐步形成阅读的基本课型，
如：

阅读指导课：这种课型主要是教给小学生阅读的方法。引导
学生合理使用工具书，学会搜索信息、处理信息；指导学生
边读边思考，提高理解能力、评价能力、想象能力等，指导
学生写读书笔记和读后感等。

读物推荐课：小学生年龄小，阅历浅，选择读物是往往带有
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我们要上好读物推荐课，可以通过
讲解主要的内容、朗诵精彩的片段、讲故事等各种形式向学



生推荐读物，也可以同学之间、小组之间互相介绍自己喜爱
的书籍。

阅读欣赏课：这种课型主要是引导学生欣赏阅读材料，可以
通过配乐朗诵、角色表演等各种方式，促使学生在理解的基
础上对文章进行鉴赏，受到美的熏陶和感染，积累语言材料，
提高审美能力。

读书汇报课：这种课型主要在学生课前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汇
报自己在课外阅读中的感受与收获。主要形式有：

（1）读后叙述：组织学生复述自己读过书的内容。

（2）开展辩论赛：对读物中所提到的相关论点开展辩论，促
进阅读效果的提高。

（3）交流评论：交流自己阅读的方法，对书中的人物及写法
进行评点。

（4）表演展示：让学生把看过的内容，自编成小品、课本剧
的形式，在汇报课上进行表演。

2、清理内容陈旧、情趣庸俗的充数书，学生可自带自己最喜
欢 的一本书到学校，放到本班级图书角，供阅读课使用。

3、倡导师生共读，实现师生共进。

形成与书为伴、与书为友的良好读书风尚，使师生与人类崇
高精神对话交流，从书籍中得到心灵的慰籍，从书籍中寻找
生活的榜样，从书籍中荡涤自己的心灵，从书籍中享受教与
学的乐趣，从书籍中发现理想的栖息地。以读书来丰富学生
的文化底蕴，以读书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师生的人文
素养和综合素质。



阅读课教学工作计划篇三

一年级学生刚进入小学学习，虽然已经学过拼音，但识字能
力有限，但识字还很少，还不能够自己阅读课外读物，需要
指导及陪伴。在本学期，教师和家长要多为他们读故事，激
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下学期继续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培养
他们爱读书的良好习惯。

二、总体目标：

加大阅读量，开拓阅读面，激发阅读激情，降低理解度，提
高阅读质量，懂得选择合适的书籍。

三、具体目标 ：

2、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采用多种方式引导学生获得多
种信息，获得独特体验，在交流中张扬学生的阅读潜能、语
言表达力。

3、培养学生的智力水平。在语言得到丰富积累的同时，培养
语感，发展思维，提高各学科的学习水平。

4、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认识论和世界观。

5、把“阅读教学”作为提高教师教学素质的重要手段。教师
借助阅读手段使自己成为学生学习的最好伙伴，最佳启迪者
和组织者。

四、具体措施：

对一年级的孩子来说，目前是课外阅读的第一阶段。主要任
务是宣传动员，初步进行课外阅读，激发一年级孩子的阅读
兴趣，教给阅读的初步方法。



2、借助家长的力量，让家长在家也能尽量给孩子讲故事，让
孩子逐渐喜欢上阅读；

下学期：

1、在上学期的基础上，继续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2、开展小交流会，让学生说说阅读感受；

3、开展小故事会，评比“故事大王”；

4、开始写配图日记；

5、期末进行小结，评比读书之星；

五、阅读进度安排：

上学期：《西游记》（拼音版）

《故事大王》（拼音版）

《寓言故事》（拼音版）

下学期：《谜语故事》（拼音版）

《格林童话》（拼音版）

《安徒生童话》（拼音版）

阅读课教学工作计划篇四

1、学生汇报在“冰心阅读月”活动中的阅读情况，启发引导
学生在课外利用多种途径收集、整理学习资料，促使学生更
广泛地感受、了解冰心其人的特点，尤其是冰心作品的风格。



2、通过交流、展示、朗读、品味冰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巩
固和丰富学生的积累，指导学生感悟、欣赏冰心作品鲜活的
神韵，激发学生进一步阅读以冰心为代表的优秀儿童文学的
兴趣。

交流在“冰心阅读月”活动中阅读的作品，并通过诵读、研
讨等形式来感悟、品味冰心其人其文。

1、课前开展“冰心阅读月”课外阅读实践活动。

2、课件(内含冰心头像、冰心名句集锦等)。

3、学生自制有关冰心作品的书签、书法作品、美术作品等。

一、创设情境，导入主题。

学生进入情境。

老师利用课件和语言创设情境。用班德瑞的优美音乐作背景，
及教师深情的诗化语言，营造出学习氛围，将学生引进冰心
作品爱的意境使师生很快受到感染。

二、汇报展示所了解的冰心其人及作品。

1、简要介绍所了解的冰心。

2、读了多少篇冰心的作品?记住了哪些?是从哪儿读到的?

了解两个问题：

(1)简要介绍你所了解的冰心。(引导学生了解冰心作品中体
现的童心、母爱、对大自然之爱的主题。)

(2)你读了多少篇冰心的作品?记住了哪些?是从哪儿读到的?



这两个问题的设计，意在了解学生课外阅读的质和量，通过
汇报交流对冰心其人其作品的认识和了解，给学生勾画出冰
心其人其作品的大致轮廓，弥补个人课外阅读的片面性;则重
在了解学生收集资料的途径和整理、阅读资料的方法，增进
交流，引导学生“取长补短”，启发学生学习运用更多、更
好的收集、整理资料的方法。

阅读课教学工作计划篇五

1、培养学生对儿童文学的阅读兴趣，开阔学生儿童文学的阅
读视野。

2、逐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促进学生的课外自主阅读，引
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完成必读书的阅读任务，并引导学生逐步
养成自主阅读习惯，完成由绘本阅读到纯文字阅读的过渡。
养成“每天读一点”的良好的阅读习惯。

1、绘本阅读与纯文字阅读相结合。

2、教师大声读与孩子自主读相结合。

3、师生共读一本书，开展阅读交流。

必读：

《小猪唏哩呼噜》《笨笨猪》《没头脑和不高兴》

《安徒生童话》《爱心树》

推荐读：

《小布头奇遇记》《小猪唏哩呼噜和他的兄弟》



《公主的月亮》《没头脑和不高兴》

《调皮的日子》《晚安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