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课外读物进校园自检自查报告(优
秀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报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
样的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课外读物进校园自检自查报告篇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五项管理”工作要求，落实落细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并优化学生读物管理，探索科学有
效的读物管理方法，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根据教育部出台《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的要
求，既要治理以往课外读物进校园过程中产生的乱相，又要
鼓励优质读物进校园，营造学校良好的阅读氛围，达到良法
善治的目标。现就进一步加强xx小学教育集团读物管理做具
体方案如下：

组长：xx

副组长：xx

成员：xx

1、学校图书馆全天向学生开放，学校鼓励学生们到图书馆办
理借书证，随时为学生提供借阅服务。班级设立图书角，学
生自由借阅。

2、学校设专门的阅览室，3-6年级开设校本阅读课，进入班
级课表，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



3、学校开展阅读活动，读书分享活动，制作好书推荐卡，读
书手抄报活动，努力营造书香校园氛围。

4、学校严格执行省市关于教材教辅的征订的要求，绝不滥定、
私定各种资料。

5、学校阅览室开放延伸到课后服务，为爱好读书的学生提供
良好的读书环境。

1、为孩子选择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可读性强和启智增慧的
读物。培养孩子的家国情怀；激发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
创造力，增长知识见识；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增
强综合素质。

2、营造良好的家庭读书环境，有专门的阅读空间，陪伴孩子
一同读书。与孩子一同分享。

3、鼓励孩子到学校借阅书籍，减少家庭购买书籍的开支。

一年级主题：阅读世界，走过夏天

只要打开书，就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犹如一场场奇妙的
旅行，带给我们丰富的体验。来吧，让我们阅读世界，认识
世界，了解世界。

推荐书目：《阳光、空气、花和水》、《天边最亮的星》、
《迷路的小孩》、《一个像海的地方》。

二年级主题：记忆的印迹

我们还小，但我们已经开始刻下记忆的印迹。有时候，这个
印迹是一件事；有时候，这个印迹是一幅画；有时候，这个
印迹是一件事物；有时候，这个印迹还是一封信，等等。但，
我们总会遗忘一些，也总是想不起来一些。从现在开始，我



们试着去刻下这些印迹。如何刻下呢？我们一起来吧！

推荐书目：《红军不怕远征难》、《树》、《大熊的信箱》、
《噢！中草药》、《七色花》。

三年级主题：出发，我们去寻宝藏

炎炎暑假，寻宝好时光！探寻强国之路，点燃理想和热情，
凝成红色精神之宝；与人与大地为友，让爱和笑容，滋生心
灵成长之宝；穿越历史长河，让国宝娓娓讲述中华传承的秘
藏……来吧，一起出发，一起寻宝去！

推荐书目：《马兰的孩子》、《中国古代音乐故事》、《爷
爷的秘密剧院》、《天鹿》、《傻狗温迪克》、《长袜子皮
皮》。

四年级主题：爱与陪伴

陪伴是最深沉的爱。无论是父母、兄弟、朋友，若曾陪你走
过一段弯路，看过一次花开，淋过一场风雨，赏过一道彩虹，
那么，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走进故事，看我们身边
的人怎样用长情的陪伴书写爱的传奇，你收获的将不仅仅是
理解，还有深深的温暖和感动！

推荐书目：《兄弟俩》、《讲给孩子的百年梦想：书画家的
故事》、《爸爸星》、《我家没有英雄》、《两个小洛特》、
《天蓝色的彼岸》。

五年级主题：特别特别的你

可能个性独立，可能身份特殊，可能行为特异，可能反应迟
钝，甚至可能是人工智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怎样特
别的行为举止，你都是你，是不一样的烟火。这个假期，我
们走进每一个“你”的故事，在“你”的故事里，找



到“我”的意义。

推荐书目：《远山灯火》、《男旦》、《偷颜色的贼》、
《零》、《穿条纹衣服的男孩》、《我是白痴》、《特别的
女生萨哈拉》。

六年级主题：少年的星辰大海

虽未远行，也胸有丘壑；不必饮露，却遍闻花香；耽于做梦，
更能走向远方……亲爱的少年，我相信，无论你有何种经历
与磨难，流浪的地球、圆圆的月亮、扬州的八怪、京剧的故
事……这书中的日月山河呀，依然能成就你人生路上的星辰
大海。来吧！让我们一起“乘风”，追逐这如梦的风景！

推荐书目：《寂静处的声音》、《萨姆的八个愿望》、《扬
州八怪有多怪》、《京剧的故事》、《圆圆的肥皂泡》、
《红屋顶》。

课外读物进校园自检自查报告篇二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和省市关于“中小学生作业管理、
睡眠管理、手机管理、读物管理、体质管理”（以下简
称“五项管理”）等通知精神，进一步规范学校办学行为，
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培养学生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五项管理”
工作部署，结合省市有关文件精神，把“五项管理”作为为
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
律，推进育人方式改革，全面发展素质教育，规范学校办学
行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持续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营造阅读氛围。学校要大力倡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优化校园阅读环境，推动书香校园建设。注重开展形
式多样的阅读活动，提髙学生阅读兴趣，培养良好阅读习惯。
发挥家长在学生课外阅读中的积极作用，营造家校协同育人
的良好氛围。建立阅读激励机制。

2、科学推荐读物。学校是进校园课外读物推荐责任主体，负
责组织本校课外读物的遴选、审核工作。进校园课外读物原
则上每学年推荐一次，学校要严格按照教育部《中小学生课
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的要求推荐或选用课外读物。进校
园课外读物推荐目录要向学生家长公开，坚持自愿购买原则，
禁止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课外读物，学校不得组织统一
购买或要求学生在指定书店购买。

《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有关规定执行。学校要明确校
园书店经营管理要求，校园书店要建立进校园读物的审核机
制，严格落实相关原则、标准和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中小学校要成立“五项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一校一策，推进中小学
生“五项管理”工作落实落地。

（二）加强家校合作。各学校结合实际健全家校联系制度，
充分发挥家长学校、家长委员会的家校沟通纽带作用，通过
家长学校大讲堂、家长会、告家长书、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
径，向家长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五项管理”制度得到家
长以及社会各界普遍认同并广泛支持，引领家长树立正确的
成才观、教育观和作业观，引导家长尽到监护责任，不给孩
子布置额外家庭作业，督促孩子按时休息，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监督孩子不阅读有害读物，不看不健康的影视片，不玩
有害游戏，形成家校共育合力。

（三）加强宣传引导。开展“五项管理”工作，牵动面广，
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期盼性强。各校要加强对上级政策要求、



创新举措和工作成果的宣传和推广。要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
实际，通过开学第一课、国旗下讲话、班（团队）会、心理
辅导等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引导，帮助学生科学理性对待“五
项管理”内容，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和自律自控品质，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

（四）加强督导检查。“五项管理”工作将作为学校规范办
学行为督导检查和责任督学日常监管重要内容。各校要广泛
听取意见建议，设立并公开办学行为举报电话，及时解
决“五项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定期开展自查工作，对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纠偏，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县教体局督导
室将对学校“五项管理”工作定期开展督导，确保“五项管
理”工作取得实效。

课外读物进校园自检自查报告篇三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切实做好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的管理工作，确
保学生课外读物质量，促进学生爱读书、读好书，根据教育
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的通知
（教材〔20xx〕2号），（以下简称《办法》）精神和各级要
求，结合宁洱县中小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加强学生读物排查清理，确保学生养成良好阅读习惯。通过
严格管理使学生课外读物符合《办法》要求；开展校园读书
活动，让读书成为师生的生活习惯，建设书香校园；营造爱
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

成立宁洱县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县
教育体育局局长任组长，其他局领导任副组长，局相关股室
负责人和各学校校（园）长为成员。

（一）加强监管，做好课外读物进校园工作指导管理监督。
领导小组及县教育科学研究和培训中心认真履行责任加强监



管，认真审核课外读物，由青少年活动中心全面指导校园对
课外读物的甄选、甄别等，杜绝不良课外读物进校园。

（二）广泛宣传，提高校园推荐图书质量管理。根据《中小
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认真对照并宣传不得推荐
或选用为中小学生课外读物的12条负面清单，要求各学校制
定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并制定相关的实施方
案，不断提高校园推荐图书质量管理。

（三）对照要求，严把课外读物质量。学校是进校园课外读
物推荐责任主体，负责组织本校课外读物的遴选、审核工作。
推荐原则、程序按教育部印发的《关于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
校园管理办法的通知》执行。进校园课外读物推荐目录要向
学生家长公开，坚持自愿购买原则，禁止强制或变相强制学
生购买课外读物，学校不得组织统一购买。

（四）加强排查，禁止在校园内销售课外读物行为发生。各
学校要成立领导机构，排查、清理不良图书，按照《办法》
要求，认真排查馆藏书籍，发现不符合要求的书籍要封存管
理，不准借阅。实时检查学生带入学校的课外读物，发现不
符合要求的读物，教育学生禁读并及时告知家长。同时要求
家长对家藏不符合要求的图书应剔除，禁止学生阅读。

（五）严格监控，杜绝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课外读物。
重视对学生电子产品的管理，严防不良信息、文章、读物毒
害学生。各学校要加强对学生使用手机的指导和管理，督促
家长管控好学生使用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的观看内容，教育
学生不浏览不健康网页和不良信息、不阅读不健康书籍、不
观看不健康视频，坚持绿色上网。

（六）上下联动，建立督查机制。县教育体育局要对学校定
期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配合学校加强对学生携带进入校园
读物的管理，发现问题读物应及时予以有效处置，消除不良
影响。学校要建立进校园课外读物推荐报备制度，畅通社会



和群众对学校的监督渠道。

（一）加强组织保障，推进学生课外读物管理常态化。各学
校要成立校长任组长，教学副校长任副组长，教科（教务）
主任、语文学科组长和各班主任为成员的学生课外读物管理
小组，负责学校学生课外读物管理工作，使本校学生课外读
物的推荐、征订、阅读等工作良性发展。

（二）强化宣传教育，促使教师、学生、家长对学生课外读
物管理工作人人皆知。充分利用家长会、家长群、家访等方
式，形成工作合力，保证工作效果。

（三）严格管理，失职问责。各学校要增强责任心，严守纪
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凡因工作不力致使学生课外读物出现
问题者，对当事人严肃问责。

课外读物进校园自检自查报告篇四

根据八师教育局关于课外读物进入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有关
精神、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新版语文教材对课外阅读的有关要
求及汲取目前课外阅读相关事件经验教训，结合我校中学生
课外阅读的实际情况，特做课外读物“进校园”审查机制：

坚持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优质教育活动”为主题，
突出校园课外阅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鼓励学生积极扩展
课外阅读、真正提高语文素养为目的，增强全校师生安全意
识，健全学校各项制度，确保学校工作顺利进行；正确处理
好学校教学发展和安全稳定的关系，齐心协力，营造安全、
文明、和谐的教育教学环境。

建立学校、教务处、年级组、班主任和语文学科教师联合管
理机制，完善管理制度，落实责任，强化措施，加强校园课
外读物选取的监管，确保学生课外阅读绿色、人文、科学、
有效，以达到学生兴趣阅读、快乐阅读，培养学生的阅读习



惯，促进校园课外阅读的健康发展，以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人文情怀和爱国情怀，促进阅读对语文教学的助推作用，秩
序井然，有力推进我校的教育教学活动。

为切实推进课外读物“进校园”审查、排查工作的领导，学
校成立课外读物“进校园”审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xx

副组长：xx

组员：xx

（一）建立准入排查制度

2、凡课外读物进入校园必须报告校委会，提出申请，经同意
后方可进入；

3、学校和班主任签订绿色读物承诺书，杜绝不良读物进入校
园，造成不良影响；

4、禁止附带商业活动的课外读物进入校园；

5、做好活动记录及相关材料备查。

（二）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2、对于学校教职人员以教师便利，向家长和学生宣传带有商
业回扣课外读物产品的，将上报上级行政部门，造成恶劣影
响和损失的将追究其相关责任。

（三）建立长效监督制度

1、严格审核进入校园的课外读物，避免低俗的不良读物进入



校园；定期对学校内的课外读物进行大排查。

3、我校教职员工不得与校外教辅推销人员有商业性的往来。

我校将根据八师教育局的指示，认真落实课外读物“进校
园”的相关工作，制定长效机制；科学有效地完成任务。为
了营造校园良好氛围，我校将继续完成各项制度及工作。

课外读物进校园自检自查报告篇五

为切实做好学生课外读物的管理工作，确保学生课外读物质
量，促进学生爱读书读好书，根据教育部《中小学生课外读
物进校园管理办法》，结合桂林市大风山一小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印发的关于《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
理办法》的文件精神，丰富学生阅读内容，拓展阅读活动，
规范课外读物进校园专项管理，防止问题读物进入校园，充
分发挥课外读物育人功能，营造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环境，
学校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成立学校读物管理领导小组

组长：xx

副组长：xx

成员：各班班主任

(一)加强排查，确保学生课外读物质量。

按照《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要求，认真排查
馆藏书籍。发现不符合要求的书籍要封存管理，不准借阅。
各班要加强对学生带入学校的课外读物的管理，发现问题读



物，要教育学生禁读并及时告知家长，各班要通过家长会、
家长群、家访等方式，使广大家长熟知《中小学生课外读物
进校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负面清单”读物，指导家长对
家藏图书进行排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图书应禁止学生阅读。

(二)强化管理，严禁问题读物进入学生书包。

各班主任及全体教师要深入学习《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
管理办法》，掌握对学生课外读物管理的具体要求，向学生
推荐课外读物时要严把“负面清单”关，严防问题读物进校
园。推荐学生课外读物要坚持《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
理办法》规定的“方向性、全面性、适宜性、多样性、适度
性”原则和“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可读性强、启智增慧”
的标准，从严管理，确保好书进校。

(三)重视对学生电子产品的管理，严防不良信息、文章、读
物毒害学生。

各班要结合学校《学生手机管理工作方案》加强对学生使用
手机的指导和管理。指导家长管控好学生使用手机及其他电
子产品的观看内容，教育学生不浏览不健康网页和不良信息、
不阅读不健康书籍、不观看不健康视频，坚持绿色上网。

(四)推动师生、亲子共读，建设书香校园、书香家庭。

教导处要做好学校“书香校园”的落实工作，制定“书香校
园”工作方案、制定阅读内容，促进书香校园建设。德育处
要采取措施，组织各班开展“书香家庭”活动，建设书香家
庭。各班要创造条件，便利学生阅读。语文学科组要担起学
生读书的责任，使学生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好习惯。

(五)坚持“红线”思维，规范课外读物推荐、征订。

学校严肃学生课外读物推荐征订纪律，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



在校园内通过举办讲座、培训等活动销售课外读物。严格执行
《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象山区教育局课外
读物推荐报备管理制度》。如有违反相关纪律要求，学校依据
《课外读物进校园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1、加强组织保障，推进学生课外读物管理常态化。

学校成立读物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学校学生课外读物管理工
作，切实做好教育部《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和
《桂林市大风山一小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实施方案》的落实
工作，使本校学生课外读物的推荐、征订、阅读等工作良性
发展。

2、注重宣传，使教师学生、家长对学生课外读物管理工作人
人皆知。形成工作合力，保证工作效果。

3、严格管理，失职问责。

全校教师要增强责任心，严守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凡因
工作不力致使学生课外读物出现问题者，对当事人严肃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