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经典诵读少年宫总结 小学经典
诵读活动总结(通用5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写总结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
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
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学经典诵读少年宫总结篇一

“经典诵读”活动作为学校校本课程，一直是x小学重点开展
的工作。学校在“经典诵读”校本课程开发和研究、“经典
诵读”课题研究和学校读书节等活动中加强了对“经典诵
读”活动的开展。现将活动开展情况作如下小结：

将“经典诵读”开展校本化研究，学校开发了“经典诵读”
校本课程。在课程开发中，在每一位语文老师的努力下，我
们开展了以下校本课程实践活动：

2、我们开展了诗词诵读过级活动。我们开发研制了六级各三
十首的古诗过级篇目。每个年级过一级，学生过级后颁发过
级证书。

3、开发制定《xx小学师生“读好书，写好字”活动学生读书
书目》。在读书书目中，规定了各年级经典诵读书目，各年
级必读书目共30本，各年级选读书目共70本和各年级的亲子
共读书目。

将“经典诵读”以课题的形式加以研究和开展。“十一五”
课题研究期间，我校主持研究了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
《中小学实效性阅读与写作教学策略研究》子课题《校本阅
读教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通过课题研究，促进了学校校



本课程《弟子规》的开发与研究，促进了学校经典诵读活动
的开展。

学校自20xx年以来开展读书节活动。20xx年，学校开展了
《静闻书香，师生共同成长》首届读书节活动；20xx年，学校
开展了《让阅读点亮人生》第二届读书节活动；20xx年，学校
开展了《一路书香，幸福成长》第三届读书节活动；20xx年，
学校开展了《让阅读成为习惯，让书香飘逸校园》第四届读
书节活动。在每届的读书节活动中，开展了经典诵读、图书
漂流、读书交流、小小书法家评选、古诗积累大赛、写作比
赛等活动，促进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

小学经典诵读少年宫总结篇二

传统经典是文化的精粹，是人类文明的积淀，历经岁月河流
的淘洗依旧光彩夺目，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语文课程标准》
也指出：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
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
诵读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让学生在诵读过程中获得古
诗文经典的道德熏陶和修养，接受中国传统美德潜移默化的
影响和教育，提高学生的文化和道德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
和自豪感。

鉴于上述的认识，小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直面经典，诵读
经典，感受经典，对丰富民灵、培育人文精神、弘扬积极的
人生理念、提升人的品位有着重要的意义。诵读的意义在于
诵读的过程，而不在于诵读的结果。

我们班就在学校倡导的特色语文活动中，开展了阅读儒家经
典书籍《论语》的课外阅读活动，现将活动开展经验总结如
下：

1、营造氛围。



我们充分利用教室的空间和角落，用诗文、诗画的名言佳句
装点教育墙壁。教育环境体现班级特色，重在展示学生阅读
论语的活动成果，包括论语读后感、手抄报等等。

2、形式多样，激发兴趣。

经典诵读对于学生来说，是单调枯燥乏味的。教师只有变换
各种指导学生熟读，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那
朗朗上口的“论语”才能吸引学生。学生读得有滋有味，劲
头十足。常用的方法有：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一小组领读，
其他小组跟读，“小老师”指黑板，学生全体齐读。也可以
师生对读，生生对读。实践证明，“多样诵读”可以大大激
发诵读兴趣，学生们在读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形态美、意
态美、节奏美和韵律美，从而亲近并热爱母语，景仰祖国悠
久文化，受到情的感染，美的熏陶。

3、晨韵对歌。

每天早晨，孩子们一来到学校，就让他们手不释卷，接受儒
家经典著作《论语》的熏染，汲取民族文化的营养，让孩子
们深切感受“最是书香能致远常吟清词愈馨香”的无穷乐趣。
教师在检查中给予适当的指导，提高学生诵读的有效性。

4、持之以恒，贵在坚持。

将《论语》诵读贯穿于学习生活中，开展课前一吟，熟读成
诵的活动。每天请一名学生在黑板上抄写一条《论语》，书
读百遍，其意自现，大家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了论语。同时，
为减轻学生背诵论语的负担，采取见缝插针，积少成多的诵
读方法，要充分利用每天语文课前一两分钟时间，开展“课
前一吟”活动，做到读而常吟之，“学而时习之”。提倡每
个孩子在课间以论语背诵比赛为游戏，提倡每个孩子睡觉前
背诵一条论语等等。



5、成立读书小组。要求由学生自由组队，力求兴趣相近，取
长互补，并选出组长。以小组为单位学习背诵，组长起带头
作用，通过小组讨论制定学习计划，共同实施，互相监督，
共同进步。

6、组织论语诵读会，每月评选诵读小明星。

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每月从已经背诵的论语中精选20条，让
各小组选出代表参加比赛，(配乐朗诵，浅吟低唱，编演小
品)在举行论语诵读的过程中，根据学生的表现情况，每月评
选出诵读小明星，让他们向全班学生介绍诵读的内容、方法
以及心得体会，使其他学生借鉴他们的优点，为论语诵读活
动的持续开展注入动力。

7、将论语诵读列入期末口语测试达标内容之一，让孩子有更
多的机会展示学习成果，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

8、开展假期经典诵读活动

学校每逢假期都会为孩子们组织主题鲜明的读书活动。上学
期的寒假主题就以本次特色语文行动研究相结合，以各年组
子课题内容为指导，制定了相应的诵读学习计划。我们年组
的主题为“研读经典怡情养性，吟诵诗文悟道修心”。我们
提出了读书倡议，给孩子们拟定了论语学习内容，还引导学
生制定适用于自身的学习计划，并将自我读经评价机制融入
其中，使孩子读经更具有针对性、实用性。

9、家庭亲子背诵活动

孩子和家长一起背诵，做好家长沟通工作，取得家长们的认
同与支持，使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结合。实际最后的结
果也证明这一步环节的重要性。活动过程中，家长和老师都
须保持高度的信心和热忱。有些家长不但有热诚，而且真的
和小孩一起读、背，互相考试比赛，虽然很多时候都是大人



输，但大人也因此而温经受益，而且一家兴致高昂，是最好
的亲子活动。

小学经典诵读少年宫总结篇三

今年我们学校开展诵读活动，让孩子们在读经诵典中养德行，
提高文学素养是我们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的初衷。活动实施这
三周来，我带着孩子们一起读《大学》、《诗经》、《三字
经》、古诗，经典诵读让书香满校园，让我和孩子们一起进
步。

对于这段时间的工作，我作了如下总结：

一、每天都安排诵读的时间，利用早读、课中前十分钟、中
午学生到校时进行经典诵读。

二、采用多种方式进行诵读，有轻读，领读，引读，接龙读，
师生配读，男女生对读。多样的诵读大大激发了学生的诵读
兴趣。

三、采取课内检查与课后读书打卡的方式督促学生复习本周
所诵读的文章。同时，及时给予学生鼓励与肯定。

经过这段时间的诵读，学生的进步非常大，大部分学生能诵读
《大学》的部分内容，能背出几篇《诗经》中的文章，对吟
诵也有了一定初步的认识。但是怎么整合好整本教材，把诵
读经典和文本教学结合好是目前最困绕我的问题，希望在今
后不断学习、实践与总结，更好地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小学经典诵读少年宫总结篇四

“诵读中华经典 ，传承传统美德”，xx学校通过开展经典诗文
诵读活动，全体师生都深刻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教师在经典诵读中，变得更加的善解人意，心灵更加阳



光，工作更有精神;学生在经典诵读中，变得更加的规矩、可
爱、有礼有节，这将为孩子们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必将
提高我校的经典诵读水平。可以说经典诵读在我校已形成规
模，初见成效。

一、加强领导，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我们把经典诵读作为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抓手，
作为提高学生道德情操、文明习惯的重要工程。在201x年开
展经典诵读活动的基础上，学校制定了《xx学校2017-201x年
经典诵读活动方案》。在方案中，目标明确，对于各年级经
典诵读的内容，我们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作了相应的规定。

在经典诵读的实施策略上，我们侧重以经典诗文，陶冶学生
高雅情趣，开阔胸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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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提倡探究但不求甚解，只求朗朗上口，熟读成诵、耳熟能
详。

承认个体差异，不求程度整齐划一。教师在操作中只有鼓励，
没有责备。引导学生学习要从易到难、从少到多、循序渐进、
积少成多。

二、科学安排，营造氛围。

结合我校德育特色，突出以“经典诗文诵读”的校园文化建
设和布置，突出传统文化气息，注重校园文化建设。

(一)利用宣传栏、走廊、墙壁等空间和角落，或用印制的精
美诗文图画，或用学生亲笔书画的名言佳句，或用孩子们充
满灵性的“诗配画”加以装饰。

(二)利用班级黑板报，刊出一些经典诗文，并提供历史背景
材料和诗词析义，供学生阅读、赏析、评比、积累。



(三)布置专门的学生阅览室，为开展有效的阅读提供场所。

三、活动展示：

1.大型集体诵读：以年级为单位整体展示，有条件辅以队形
变换、伴奏、伴舞等艺术表现形式。

2.小型集体诵读展演：以班级为单位整体展示，有条件辅以
队形变换、伴奏、伴舞等艺术表现形式。

3.小型诵读展演：以情景剧表演、经典朗诵会、亲子诵读活
动、朗诵擂台赛等形式，展示教师、家长、学生在参与诵读
经典上获得的喜悦与成绩。

4.各班都要有自己的精选篇目并评选出学生诵读内容手抄精
品佳作。

5、读书笔记展示：主要以学生习作为载体，展示读书心得，
彰显人文教育。

通过各种形式诵读活动的开展，引导学生从传统的优秀经典
诗文中寻求滋养，在文化底蕴积淀的过程中突出创新人格与
现代精神的塑造。虽说经典诵读在我校已形成规模，初见成
效。但我校还会长此以往，与时俱进。

小学经典诵读少年宫总结篇五

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国人不断从厚重的中华传
统文化中汲取精神食粮，从中感悟到中华民族团结奋进、和
谐友善、包容宽厚、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感悟到仁爱
孝悌、诚信报恩、精忠爱国，勤俭朴实，互助友爱的传统美
德。近年来，我校积极响应 “经典诵读”活动的号召，在全
校范围内深入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活动，积极构建
学习型校园，使得“唱读讲传”活动在全校师生中逐步掀起



高潮并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特色。

学期初，霍校长就和老师们确立了将弘扬传统文化作为学校
使命来抓，这样成就了石桥小学经典诵读系列活动，使我校
办学内涵得到不断充实。自20xx年以来，我校开展的诵读活
动一直延续到今天，先后组织师生一起学习了以《弟子规》
和古诗文为代表的经典。在诵读的基础，我们开展了体会和
践行经典篇章的精髓系列活动，如诵读《弟子规》后我们开
展了学生德行教育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说“孝”事、
唱“孝”歌、做“孝”行等等。

为了能将石桥小学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传承下去，我们把诵
读经典、弘扬传统文化列入到学校整体规划发展目标中，在
未来若干年，我们将继续通过倡导经典诵读，践行经典精神
要义，来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校之所以有浓厚的诵读经典氛围，一方面来源于经典篇章
的魅力，另一方面得益于校领导对诵读经典的重视。他们不
但自己诵读经典，积极参加传统文化相关学习活动，更在自
己家里推广经典诵读活动，带领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一起诵读
《弟子规》《增广贤文》《唐宋诗词》等经典篇章。正是有
了领导的带头参与，学校诵读经典的氛围也更趋浓厚。

为了提高师生诵读经典的效果，我们先后选送多位骨干老师
参加国家级、省级的经典诵读培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