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经典诵读课教学计划(汇总8篇)
通过制定教学计划，教师可以更好地组织教学活动，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以下是一些大学生关于如何平衡
学习和生活、规划个人成长的经验分享，希望能对大家有所
帮助。

经典诵读课教学计划篇一

经典渗透生活，书香伴随我成长。一个学期以来，我们社会
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在
实验的过程中，我也觉得学生在阅读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指导，
活动的形式可以多样化。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在未来更加努
力。

一是丰富了学校的文化内涵。

朗读丰富了学校德育的内涵，促进了学生思想道德协商和德
育的发展。

(1)通过实践，初步探索出一条符合我校实际情况的中国传统
经典阅读之路，营造了我校的文化氛围。

(2)建立中国经典阅读教材体系和学生评价体系，探索教师导
读方法，培养一批导读骨干。

(3)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优秀思想与学校教育管理的实际情
况相结合，创新学习管理，办好人们更满意的学校。

二是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高

(1)在诵读实践中，感受中华经典的魅力，提高记忆力，积累
语言，促进语文素养的提高。



(2)陶冶情操，发展个性，提高道德修养水平，使学生具有更
佳的学习、生活状态，促进各门功课的学。

(3)锻炼了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学生通过自编自演节目、办手
抄报，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协调能力，艺术鉴赏力等等都
得到了极好的锤炼。

三是提高了教师的文化底蕴

(1)通过活动，理解中华传统经典对学生做人、做事、学习等
方面的重大影响意义，陶冶自己的情操，树立更好的学习、
生活的态度，积极投身于教育、教学之中去。

(2)掌握小学生经典诵读的方法，初步能创造性地展开活动，
提高诵读效果。

经典诵读课教学计划篇二

以科学发展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以新课程理念为行动指南，
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根本目的，立足现实，着眼未来，遵
循规律开发和利用好校本课程，引领广大学生阅读经典、阅
读思想、阅读文化、阅读精神，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为学
生的幸福人生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

二、教材分析

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经典诵读》是根据新课程
标准，结合本校实际，自行开发的校本课程，其内容包括
《弟子规》、《百家姓》全文，《千字文》、《中华成语千
句文》精选和《笠翁对韵》、《古诗词名句诵读》。三年级
所学内容为《弟子规》、《百家姓》全文。

《弟子规》是学童们的生活规范，它是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



教诲编成的。是中华文化精髓，倡导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要做
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其次一切言行中，要谨慎，要
讲信用；和大众交往时要平等仁和，要时常亲近有仁德的人，
向他学习 。以上这些事是学习的根本，非做不可。如果做了
还有余遐，更应努力的学习礼、乐、射、御、书、术等六艺，
各种经典，以及其他有益的学问。

《百家姓》是一本关于中文姓氏的书，成书于北宋初。将常
见的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像一首四言诗，便与诵读和
记忆，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

以上内容适合三年级孩子认知规律和阅读发展，不仅能弘扬
传统文化，还能教育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

三、具体做法

1、向学生以及家长积极宣传阅读的重要性，为学生的阅读提
供良好的读书环境。

2、利用每周一节课的时间，通过诵读、理解、观看视频或表
演等形式，认真组织学生学习校本课程规定的内容《弟子
规》、《百家姓》。

3、养成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读书方法，
引导学生理解中国文化精髓。

4、家校结合，让学生每周将诵读内容背诵给父母听，与家长
交流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按《弟子规》倡导的去做，将诵
读与德育教育紧密结合。

四、具体内容安排

__________



经典诵读课教学计划篇三

《千字文》问世1400多年来的流传表明，它既是一部优秀的
童蒙读物，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了
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喜爱。《千字文》在中国古代的童蒙读物
中，是一篇承上启下的作品。它那优美的文笔，华丽的辞藻，
是其他任何一部童蒙读物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正因为如此，
我把《千字文》诵读与赏析定位一年级学生课程超市的课程。

1、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博大，了解国古代的优秀诗文。

2、培养学生对经典诗文的诵读兴趣，让学生爱上阅读。

3、在读古文、背古诗的过程中，宏扬中国传统文化，培养爱
国情感。

4、丰富学生的文学储备，加强其文学功底，促进学生成为一
代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新世纪人才。

5、通过读古文、背古诗，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帮助学生修身养性，净化心灵，陶冶情操。

6、认识常用汉字，使80％的学生能够独立阅读低幼读物。

7、开发儿童的记忆潜能，发展学生的语言、思维、想象及表
达能力，为儿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第一次：诵读“天地玄黄——律吕调阳”（课本、多媒体）

第二次：诵读“云腾致雨——菜重芥姜”（课本、多媒体）

第三次：诵读“海咸河淡——有虞陶唐”（课本、多媒体）

第四次：诵读“吊民伐罪——率宾归王”（课本、多媒体）



第五次：诵读“鸣凤在竹——岂敢毁伤”（课本、多媒体）

第六次：诵读“女慕贞洁——器欲难量”（课本、多媒体）

第七次：诵读“墨悲丝染——寸阴是竞”（课本、多媒体）

第八次：诵读“资父事君——如松之盛”（课本、多媒体）

第九次：诵读“川流不息——籍甚无竟”（课本、多媒体）

第十次：诵读“学优登仕——犹子比儿”（课本、多媒体）

第十一次：诵读“孔怀兄弟——颠沛匪亏”（课本、多媒体）

第十二次：诵读“性静情逸——好爵自縻”（课本、多媒体）

第十三次：诵读“都邑华夏——画彩仙灵”（课本、多媒体）

第十四次：诵读“丙舍傍启——弁转疑星”（课本、多媒体）

经典诵读课教学计划篇四

新的学期又来临了，诵读教学也面临着挑战，为了使学生喜
欢上国学，也为了能更好地有序地开展教学，特制定本年级
教学计划如下：

本学期学习《幼学琼林》。《幼学琼林》内容涉及天文地理、
人事政治、婚姻家庭、草木虫鱼等，既是一部生活小百科全
书，也是一部儿童启蒙教材。

诵读教学的重点之一是经常让学生轻松并有韵律感的吟诵
《幼学琼林》先求熟读，并初步背诵所学内容；诵读教学的
重点之二是在教学中，有许多品德教育渗透其中（尊敬长辈、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等），注重教育学生学以致用，要用实



际行动体现国学的学习内容，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

诵读教学的难点是学生正确理解所学内容；这些蒙学都是古
文，古文与白话文相比，会有更多的生僻字和多音字，学生
不容易理解，因此学生初步理解学习内容就成为教学难点，
如果这些难点得到突破，将会不断增强学生的文化素养。

1、教学形式多样化。时而教师讲解、时而学生讲故事、时而
读书、讲歇后语比赛等。

2、注重游戏教学。教学中要善于激发学生兴趣，我将运用游戏
“对句、接龙、小老师”等。

3、注重面向全体和个别差异。集体、小组、个人展示等交错
进行，使每一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提高。

本学期将举行《幼学琼林》朗诵比赛，将以班为单位，给学
生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国学的兴趣。

为了能让传统文化精华古为今用、重焕生机，我还要进行不
断的学习，逐步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将中华文化最好
的教给孩子，逐步提升孩子的文化品位，给民族的未来播撒
希望的种子。

经典诵读课教学计划篇五

书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那么阅读便是一种享受，是一快乐！
它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力量，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为
了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优秀文化熏陶，提高学生
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质，促进学生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促
进学生朗读经典诗文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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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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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和谐的、人文的、丰富的
校园文化氛围。

3、让学生诵读经典、理解经典，以经典诗文，陶冶学生的情
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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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诵读熟背中增大识字量、扩大阅读量、增加诗文诵读量，
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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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高师生对开设《经典诵读》校本课程意义的认识。要充
分利用书籍、报刊、电视、网络、会议等途径、方式，学习
有关知识，情感体验，激发对中华经典的认同感、亲近感。

2、采用多种形式激发学生的诵读兴趣与热情。

3、定期在班内开展诵读大赛活动，并予以奖励，让学生体验
到收获的快乐。

周次课题要求：

1、观沧海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趣，品味诗文，畅谈
体会。

2、子夜四时歌x春歌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趣，品味
诗文，畅谈体会。

3、除夜行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趣，品味诗文，畅谈
体会。



4、题乌江亭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趣，品味诗文，畅
谈体会。

5、黄鹤楼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趣，品味诗文，畅谈
体会。

6、行军行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趣，品味诗文，畅谈
体会。

7、踏莎行x郴州旅社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趣，品味
诗文，畅谈体会。

8、青玉案x元夕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趣，品味诗文，
畅谈体会。

9、截竿入城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趣，品味诗文，畅
谈体会。

10、兼爱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趣，品味诗文，畅谈
体会。

11、生活的颜色感情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趣，感受
诗文。

12、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感情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
趣，感受诗文。

13、太阳的话感情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趣，感受诗
文。

14、在自由和力量中飞翔感情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
趣，感受诗文。

15、秋颂感情诵读为主，讲解为辅，激发兴趣，感受诗文。



一、中外寓言与通话

《海的女儿》选自《安徒生童话》

《自私的巨人》选自《王尔德童话》

《稻草人》选自《叶圣陶童话》

二、中外散文

《济南的冬天》老舍

《白色的山茶花》席慕容

《紫藤萝瀑布》宗璞

三、中外小说

《草房子》曹文轩

《女儿的故事》梅子涵

《阿诚的龟》刘厚明

《童年》高尔基

《乞丐》屠格涅夫

经典诵读课教学计划篇六

一、指导思想

本学期经典诵读以古诗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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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文化底蕴，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激发学生学习语文、运用语言的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诵读
习惯；提高学生的言语感知与领悟能力；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培养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培养学生的道
德情感。

二、实施目标：

1、通过经典诵读工作的实施，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祖国优秀文
化的兴趣，促使学生从小热爱祖国传统文化，多读多背以加
强语感，积累语言，陶冶情操，丰富想象。

2、建立经典诵读、古诗词吟诵教学模式，寻找更适合学生学
习经典作品、古诗词的途径，并带动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
成和自学能力的培养。

3、通过对大量经典作品、古诗词的吟诵和记忆，锻炼并提高
学生的记忆力，激活并发展学生的思维力。

三、古诗诵读内容及安排

1、古诗诵读内容：《小学生必背古诗80首》

二年级： 1----13首 四、具体要求：

1、学校从整体出发，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及接受水平，进行
分段诵读。

2、各班在学校分段阅读的基础上，可根据本班情况进行延伸
阅读，尽量满足学生的需求。

3、每周早读时间为古诗诵读时间，教师不得私自把此时间改
为它用。

4、采用家长与学校相结合的办法，家长督促学生每天在家利



用5分钟的时间诵读一首古诗。

5、班级采取不同的形式开展活动，激发学生古诗诵读的兴趣。

五、具体实施办法

1、每日课前、午间诵读形成常规，每班选一名普通话好的学
生做带读的小老师。

2、每天早读时间为古诗诵读时间，进行经典吟诵、演讲，分
组背、个别背、接龙背、默背……等诗文学习游戏活动。

3、每学期举行一次诵读擂台赛，评选年级 “诵读能手”，
以此激发学生们的诵读热情。

4、请家长配合督促指导，同时也请家长们在日常生活中言传
身教，当好孩子的榜样。

5、用卷面的形式考察学生背诵情况。

6．在每周的写字课时间，将当周所吟诵的古诗词，通过书写
加强记忆。

7. 每天回家复习10分钟，和家长一起读，营造浓厚的家庭诵
读氛围。

8．在诵读时间上，各班灵活安排，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寻找
机会让学生多接触古诗文，

六、评价方法

1、教师每天利用一分钟时间检查一至两名学生，在评价表上
做好检查记录。

2、学校开展古诗诵读竞赛活动，每班选出5名同学参加校级



展示。

3、根据学生需要、结合学校活动开展适时适度评价。 七、
进度计划

经典诵读课教学计划篇七

根据学生年龄特点，以学校指导计划为基础，通过开展经典
诵读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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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广读博览，
日积月累地增长语言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和人
文素养；使学生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发扬中华传统美
德，潜移默化地形成优良的道德思想，并逐渐完善自己的人
格，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培养学生健康成人。

1、总体目标：通过组织小学生诵读、熟背诗文经典，让他们
在一生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获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修养。

2、具体目标：熟练而有韵味地读准、读好更多量的古诗词及
经典篇章。兴趣浓郁。能正确地分析、掌握和阐述诗词意思。
知道了解更多诗人。诗词诵读量为60首。培养学生的诵读能
力、分析能力、理解能力、表演能力、运用能力。

诵读《语文课程标准》中附录的小学阶段必须诵读的诗词外，
还有部分经典诗词及重点推荐书目。

1、利用课前准备、早读每周一节经典诵读课组织学生诵读，
学生全员参与。鼓励学生和家长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寻找机
会让学生多接触优秀诗文，多读多背从而多用，不增加负担，
使优秀诗文诵背和阅读课外书籍活动成为课外生活的一件乐
事。

2、利用黑板报、手抄报等多种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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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放学安排乘车，边背诵古诗名句边安全走出校园。

采用形成性评价和跟踪性评价的方式。依照“读经教育”的
特性，评价之鼓励性质大于测试性质。

采取“每周评价”、“每月评价”、“每学期评价、”弹性
评价“方式。

1、每周评价：评价的时间是星期一早上。老师用一分钟，亲
自考一个学生，会背了即算通过。该生即指定为一周的诵读
班长。每天由值周班长领诵。让他利用下课时间去检测组长，
组长再去检测组内同学。

2、每月评价：每月最后一周利用诵读课时间开展诵读展示。

3、弹性评价：根据学生需要、结合学校活动开展适时适度评
价。

总之，经典古诗文诵读活动是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
的有效载体，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我们
将按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以满腔的激情开展此项活动。

经典诵读课教学计划篇八

本学期学习《幼学琼林》。《幼学琼林》内容涉及天文地理、
人事政治、婚姻家庭、草木虫鱼等，既是一部生活小百科全
书，也是一部儿童启蒙教材。

经典诵读教学的重点之一是经常让学生轻松并有韵律感的吟诵
《幼学琼林》先求熟读，并初步背诵所学内容；经典诵读教
学的重点之二是在教学中，有许多品德教育渗透其中（尊敬
长辈、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等），注重教育学生学以致用，



要用实际行动体现国学的学习内容，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
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经典诵读教学的难点是学生正确理解所学内容；这些蒙学经
典都是古文，古文与白话文相比，会有更多的生僻字和多音
字，学生不容易理解，因此学生初步理解学习内容就成为教
学难点，如果这些难点得到突破，将会不断增强学生的文化
素养。

1、教学形式多样化。时而教师讲解、时而学生讲故事、时而
读书、讲歇后语比赛等。

2、注重游戏教学。教学中要善于激发学生兴趣，我将运用游戏
“对句、接龙、小老师”等。

3、注重面向全体和个别差异。集体、小组、个人展示等交错
进行，使每一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提高。

本学期将举行《幼学琼林》朗诵比赛，将以班为单位，给学
生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国学的兴趣。

为了能让传统文化精华古为今用、重焕生机，我还要进行不
断的学习，逐步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将中华文化最好
的经典教给孩子，逐步提升孩子的文化品位，给民族的未来
播撒希望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