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华经典朗诵方案 中华经典诵读活
动方案(优秀5篇)

方案是指为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步骤和措施。
那么方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
案策划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中华经典朗诵方案篇一

实施方案

庐江县城东小学

“经典诵读”特色教育实施方案

指导思想：

坚持以“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的办学理念，以“读至善
至美书，做自信自强人”的育人目标，努力引领百花学子快
乐地“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通过让学生阅读国学经
典，背诵优秀诗词、名篇警句，使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诵读
交流中，开启智慧，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提高语言能力。

二、组织机构：组

长：丁晓鸣

副组长：李红广

李永东

江成成员：各班班主任及语文教师三、实施对象：一到六年
级全体学生四、诵读内容



《课程标准》规定必背古诗词篇目50篇、《论语》、《诗
经》、《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等优秀经国学经典。以上内容，结合我校实际选编，分年级
要求选诵。

五、具体措施

1、在教导处的指导下，选择教材，确定每个年级的诵读内容。
本着从易到难，从少到多，循序渐进的原则，分年级进行国
学经典的诵读。2、每周二早读为经典诵读时间。在诵读经典
伊始，语文教师利用一节阅读课，引领学生诵读，教给学生
基本的诵读和阅读的方法，并培养班级的“诵读小老师”。

3、班级开辟“每周一诗”专栏。将本周所诵读的内容板书于
黑板的一角。让学生时时处处沐浴其中，得到熏陶、感染、
浸润。语文老师按照统一的诵读进度和篇目，充分利用预备
铃后上课铃前5分钟，开展“每日一吟”活动，从而形成诵读
常规。做到学生全员参与，学校督查，不走过场，做好组织
管理工作，逐步形成良好诵读习惯。

3、语文教师引导学生在默读、轻声读、分组读、齐读，轮读，
示范读、听读等多种形式中水到渠成地熟读成诵。

4、学生建立一本经典诵读集锦的小册子，抄写自己喜欢的古
诗文，随时进行诵读，便于记忆。

5、发动家长在孩子完成作业后，或者临睡前进行经典诵读，
鼓励父母与自己的孩子一起诵读，多读多背从而多用，不增
加负担，使“国学经典”“优秀诗文背诵”和“阅读课外书
籍”活动成为课外生活的一件乐事，并增进亲子间的感情。

6、充实“图书角”：各班在原有的图书基础上，可对班级图
书进行充实。充实的图书主要为其他经典书目、唐诗、宋词、
名家名作等，给本班学生提供更多的国学经典的阅读资源。



7、教导处、少先队对“经典诵读”进行全程引领和督促管理
评价。可将“经典诵读”情况纳入班级评比，（检查时看是
否全身心认真诵读，是否沉醉其中）。学生在“经典诵读”
方面表现好可为班级酌情加分，未组织或完成情况不好适当
扣分。

六、具体安排

第一阶段：宣传发动、确定篇目阶段。根据《课程标准》的
规定由教导处推荐、搜集整理部分经典中华古诗文，作为学
校诵读的校本教程。

第二阶段：诵读经典、训练强化阶段。以班级为单位，广泛
开展诵读活动，开展竞赛活动，保证每位学生都能学习更多
的经典古诗文。

第三阶段：活动展示、检验成效阶段。学期结束阶段，学校
分年级组织举办校内“古诗文诵读”竞赛活动，来检测诵读
效果，激发诵诗热情。

庐江县城东小学

中华经典朗诵方案篇二

为使三墩中学每一名学生的终身发展积淀厚重的国学底蕴，
让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以促进学生终身发展，积极营造“诵读国学
经典，积淀文化底蕴”的书香校园。特制定活动实施方案如
下。

1、传承中华文化

2、陶冶性情品德



3、提升语文素养

4、推进素质教育

活动以“诵经典品书香塑人格”为主题，旨在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展示我校广大学生诵读成果，激发爱国热情，增
强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

三、经典诵读活动内容1、国学经典2、经典古诗词

3、经典童谣、儿歌

成果总结阶段

1、各备课组长汇总各组诵读主题及参加人数。

2、各备课组长汇总各组视频、图片资料

（1）朗诵内容符合本次活动要求，突出主题，健康向上，思
想性强

（2）语音标准，吐字清晰，表达自然流畅

（3）感情真挚饱满，语调处理到位，节奏把握得当

（4）能正确把握文章内涵，富有韵味和表现力

表演

（15分）

（1）衣着得体，与朗诵内容相协调

（2）精神饱满，姿态得体大方



（3）手势、表情等态势语言表达合理，能正确反映文章的内
涵

（4）表演与朗诵融为一体

创新

（15分）

（1）朗诵形式富有创意，表演者使用的诠释方式给人耳目一
新的感觉

（2）配以适当伴舞或配乐，或以其他富有特色的形式朗诵

（3）背景协调，氛围营造、道具使用有创意

参赛队伍

得分

本次比赛评比结果

特等奖：（2名）

一等奖：（6名）

中华经典朗诵方案篇三

一、课题提出背景：

以实施新的《课程标准》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契机，诵
读中华文化经典是近年学校开展课外读书活动的又一大亮点。
学校开展诵读中华文化经典是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的指
导下，在与国家课程的培养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展开的，是根
据本地的课程资源状况，发挥本校办学优势和特色以及学校



实际情况开展的。

开展“中华经典诗文的诵读”活动，正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
要途径。可以在学生的心灵中不断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可
逐渐培养孩子的仁义敦厚和高尚的人格品德、开启学生的创
新思维，从而奠定学生一生中具有高远的智慧和优秀的人格
与秉性的基础，让我们的下一代更文雅，更具文化气质，都
能生活在真正优质的教育环境里。

从整个学校来说，“诵读中国文化经典”活动，是国学写字
教学的延伸，内容是按学生的实际及古诗文的特色编制的，
即背诵地方课程《国学启蒙》外，又从《三字经》、《古诗
诵读》、《弟子规》、《论语》等中选编的。中国的古典诗
词博大精深，有很多传世佳作，它们内涵深刻，意存高远，
也包含很多哲理，背诵古典诗文，有利于弘扬祖国的优秀的
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进一步强化素质教育，
使全校师生文明素养得到显著提高。

二、指导思想

中华古诗文兼跨德育、智育、美育三大范畴，凝结了前人对
于人生、社会和大自然的观察和理解，闪烁着中华民族智慧
的光芒。让儿童在记忆力最好、心灵最清澈的时候，直面经
典，吸取中华文化的精华，使其受益终生。用经典武装孩子
们的头脑，成为使他们走向成功的捷径。

三、“经典诵读”教学的设定目标：

1.传承文化。通过诵读活动的开展，使学生感受到民族文化
源远流长，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从经典工作中去汲取民族精
神源头活水，修复文化传承的断层缺乏，让少年儿童接受实
实在在的“中国人”教育。

2.陶冶情操。与圣贤为友，与经典同行，美心善文，佳言懿



行。熟读成诵，潜移默化，养育开朗豁达的性情、自信自强
的人格、和善诚信的品质。

3.提高素养。在诵读熟背中增大识字量，扩大阅读量，增加
诗文诵量。学生在诵读中增强语感，感受文言精华，奠定语
文基础，在记忆的黄金时代，增强经典储备，从而扎下语文
水平厚实功底。

4.开发潜能。反复诵读，提高学生的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
能力，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促进学习态度的端正，求知热
情的激发。

5.推进素质教育。读经典、培心灵，汲取营养，开发心智，
使学生道德、文化、智能等方面的素质得到全面提升。

四、经典诵读的基本方法

1、每日一读。我校的一至六年级学生，每天利用眼保健操时
间8分钟，进行经典诵读。或学习新的篇章，或温习旧的内容，
由学生自主，教师指导。

2、每周一课。各年级每周安排一节课的时间，以班级为单位，
进行集体诵读。各班都应下载经典诵读的音频或视频资料，
帮助学生正音断句，务求读音正确、流利，直达到熟读成诵
的水平。

3、师生、亲子同读。要求老师、家长与学生同步诵读相同的
内容。一是为学生做出表率，同读同悟，教学相长；二是为
学生解疑释惑，扶助学生的学习，进一步增进师生关系、亲
子关系。

案。

5、与其他活动相结合。经典诵读要与竞赛、演讲、辩论、抄



录、歌咏、绘画、手抄报等学习形式结合起来，增加诵读的
趣味性，切忌一成不变，枯燥乏味，把诵读变成了“苦读”。

中华经典朗诵方案篇四

根据县教体局【20xx】420号文件精神，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的战略任务，以经典诵读活动为平台和载体，充分发挥“雅
言传承文明”的积极作用，丰富和活跃校园文化，让“经典
浸润人生”，陶冶师生情操，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培养高尚
人格，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目的在于促进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规范汉字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和相互促进，
引导学生认知传统、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培养
学生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

团结在党的旗帜下，激情颂扬中华经典。

第一阶段：20xx年9月24日—10月10日，学校下发活动安排，
学校文艺队组织各年级音乐教师、各班主任学习活动方案，
积极筹备活动工作。

第二阶段：20xx年10月11日—10月30日，学校文艺队、各年级
音

乐教师、各班主任组织学生积极进行诵读活动，并发掘高质
量诵读节目。

第三阶段：20xx年11月1日—11月30日，学校选拔、排练各年
级优秀诵读节目，准备录制上报节目光盘（一式二份）。

第四阶段：20xx年12月1日—12月10日，学校录制上报节目光
盘给教体局，参加陕西省首届大中小学“中华颂〃经典诵
读”比赛评选。



本次活动以一至六年级各班为单位参加活动。节目以年级组
为单位组织排练。（注：节目表演时间3—7分钟）

报送节目诵读内容以教育部、国家语委和中央文明办联合推
荐的《中华颂.经典诵读活动读本》为主，同时，班级可以挖
掘和充分利用当地的红色经典资源、优秀社会文化资源、学
校资源等自选篇目以及古今中华经典诗文（如《弟子规》、
《三字经》、《增广贤文》、《古诗》、《童谣》、《大学
中庸》等）和各地富有人文特色的名人名作、近现代优秀作
品、陕西省革命历史、英雄人物、表现陕西民俗风貌的作品
积极开展诵读活动。

本次活动所选节目得奖后，学校根据情况对文艺队成员、年
级组成员予以奖励。

本次活动读本由学校安排总务处和县新华书店联系，按时、
积极、规范做好读本的征订、分发工作。

中华经典朗诵方案篇五

1、《国殇》（屈原）

2、《谏太宗十思疏》（唐·魏征）

3、《阿房宫赋》（唐·杜牧）

4、《木兰诗》（北朝民族）

5、《岳阳楼记》（宋·范仲淹）

6、《满江红》（宋·岳飞）

7、《正气歌》（宋·文天祥）



8、《少年中国说》（三、四稿）（清·梁启超）

9、《前出师表》（诸葛亮）

10、《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