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国学诵读活动计划表(精选5篇)
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般的流逝，我们又将迎来新的喜悦、新
的收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计划吧。通过制定计划，我们
可以将时间、有限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任务，并设定合理的
限制。这样，我们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学诵读活动计划表篇一

一、指导思想:

二、活动目标:

（1）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中华国学
经典即是中华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最有价值的典范性著
作。通过诵读活动帮助学生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传
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熏陶。长远地默默地变化其气质。

（2）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教育教
给学生做人的道理，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在学生心灵中不
断地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渐渐地陶冶其性情，开启其智慧，
让经典诵读为孩子的一生提供营养。

三、活动措施：

学生每天早晨到校背诵一首，每节课课前2分钟巩固早上所背
的内容。每天间操从楼道走出时背诵，每天放学时背诵。

每周的两节阅读课学生读《主题丛书》，每节语文课给学生
留出5分钟的阅读时间。每天晚上的最后一节课组织学生阅读。
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寻找机会让学生多接触，多读多背，不
增加负担，使国学经典诵背和阅读课外书籍活动成为学生课
外生活的一件乐事。



四、评价：

根据学生需要、结合学校活动开展适时适度评价

五、背诵进度。

古诗70首从第20首开始背，一周5首，十周时间背完后50首。
第十一周到第十六周背诵《弟子规》，一周一章节。

语文主题丛书共两本，每本300页，每周读30页。要求读的通
顺，正确。

国学诵读活动计划表篇二

一、指导思想：

为进一步弘扬民族传统，传承国学经典文化，引领我校学生
通过诵读经典诗词，感受祖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接受人
文精神熏陶，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诚
实守信、勤学自强的优良品质，努力营造浓郁的书香校园氛
围，推进学校素质教育的更快发展。按照实际情况制定我校
国学经典诵读方案。

二、活动主题：“诵国学经典美文 扬中华传统美德”

三、活动时间：2016年3月——2016年4月

四、组织机构：成立学校国学经典诵读活动领导小组，主要
负责领导组织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实施。

组

长：毛鸿鹄 副组长：刘涛



王学俭

成员： 陈进丽

王玉玲

崔艳娟

未芳

丁英瑕

五、国学经典诵读的内容

1、主要诵读篇目如下：

《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

2、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经典神话故事和寓言
故事等。

六、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实施

1、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每周一课时，安排在班会或阅读课中。
由语文教师、各班主任具体负责。

2、每天利用上课前（8:00—8:10）进行10分钟的国学经典诵
读。采用教师带读、学生齐读、优生领读、学生自由诵背等
多种形式。学生坚持天天吟诵，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恰当的背
诵量目标，由各班主任负责，政教处负责检查。

3、语文课前两分钟诵读或背诵古诗词；

4、每月的黑板报要有一定的国学教育的内容；



5、每周利用校园广播系统播放国学经典的cd朗读碟或者是国
学经典音乐;

6、学校和班级文化建设要努力体现国学教育特色。

7、开展诵读比赛活动，学校将于4月份举行“学国学诵经
典”诵读比赛。

七、检查评比

学校将不定期对各班国学经典诵读活动进行检查、监督和指
导。对在经典诵读活动中形成特色和成效显著的班级和个人
进行表彰，以此推动整个活动向更高层次迈进。

2016年3月7日

国学诵读活动计划表篇三

一、指导思想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和学校思想
政治工作能起到促进作用。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功能，
对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

二、实施目标

（1）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2）培养学生读书兴趣，培养学生的注意力和记忆力；

（3）提升学生语文水平，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

三、诵读内容



《三字经》、《弟子规》、《论语》、《朱子家训》、《道
德经》等以及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等。

四、组织形式

五、具体要求

1、坚持天天诵读

每周固定利用周一下午第4节在多媒体教室指导诵读。早读、
午自习课前5分钟的时间温故，天天坚持。

2、诵读时，以带领学生反复诵读为主，最好通篇诵读，快速
诵读，一气呵成，能达到自然张口成诵的效果。

3、积极创新诵读形式

倡导将诵读活动科学地融入游戏、节目表演、书法、绘画等
学生喜闻乐见活动之中，使诵读活动丰富多彩，进而激发学
生的诵读兴趣。

4、鼓励学生读、做结合，知、行统一

结合感恩、礼仪规范等美德养成教育，随时组织学生对照经
典章句，在学习和生活中进行实践，逐步将经典中的思想精
华内化为学生的行为习惯。

5、比赛活动

学校要在暑假前进行国学经典诵读比赛活动，比赛形式届时
通知。

山星中学国学诵读兴趣小组 黄金文

2014年3月10日



国学诵读活动计划表篇四

国学经典诵读特色教育活动计划 国学经典诵读特色教育活动
计划 国学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博大精深，蕴涵
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
有利于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培养民族自豪感，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有利于加强小学生思想道德建
设，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我校开展民族
精神教育和德育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我校特色教育活动。

二、活动目标

通过诵读，了解优秀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从而产生民族
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思。让优秀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学
生的心灵中不断地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潜移默化地陶冶其
性情。

1、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了
解祖国优秀文化，提升人文素养。

2、让学生诵读经典、理解经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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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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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学校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通过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营
造和谐的、人文的、丰富的校园文化。

二、组织机构 成立学校国学经典诵读活动领导小组，主要负



责领导组织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实施。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三、国学经典诵读的内容 《古诗》、《弟子规》、《三字
经》、《千字文》、《百家姓》、《笠公对韵》、《声律启
蒙》《论语》等。一二年级诵读《百家姓》、《弟子规》、
《三字经》，三年级诵读《千字文》、《声律启蒙》，四年
级诵读《论语故事》、《笠公对韵》，五六年级《论语》，
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经典神话故事和寓言故
事等。

四、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实施 1、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在时间
安排上以校本课程课时为主，每周一课时，与地方课程、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相结合。由语文教师教师具体负责。

2、每天利用早读课进行10分种的国学经典诵读。采用教师带
读、学生齐读、优生领读、学生自由诵背等多种形式，可表
演，可吟诵，可配经典音乐读，学生自主选择。学生坚持天
天吟诵，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恰当的背诵量目标。

3、语文课前两分钟诵读或背诵古诗词；

4、每月的黑板报和橱窗要有一定的国学教育的内容；

5、每天中午午间时间利用一体机播放国学经典的朗读视频或
者是国学经典音乐 6、学校和班级文化建设要努力体现国学
教育特色。

7、充分发挥语文、音乐、美术、品德，以及其他学科的课堂



渗透作用。

8、开展学习型家庭建设。引导、鼓励学生家长积极参与，开设
“家庭经典时刻”，要求孩子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每天抽出
一定时间，与孩子一起学习，家校合作，共同引导孩子进入
国学的殿堂。

9、创新诵读形式，不断开展诵读比赛。每学期开展“经典诵
读会”、“亲子诵读活动”、“诵读擂台赛”、“情景剧表
演”等。将经典诵读活动科学的融入广播操、游戏、节目表
演、书法、绘画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之中。善于发现和总
结，把一些好的、快乐的学习方法推广应用。如：表演背诵
法、熟读成诵法、吟唱结合法等等。

每学期各班开展一次经典诵读主题班会；

每学期各个班级开展一次经典诵读黑板报，每学期举办一次
经典诵读墙报或手抄报评比。

五、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研究 1、开展听评课活动和专题
教研，及时发现、传播好的经验和方法 2、开展国学经典诵
读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的国学素养和指导学生诵读的能力。

六、检查评比 学校将不定期对各校、各班国学经典诵读活动
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对在经典诵读活动中形成特色和成
效显著的学校和个人进行表彰，以此推动整个活动向更高层
次迈进。

国学诵读活动方案

诵读活动实施计划

学校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总结



小学国学诵读活动方案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体会

国学诵读活动计划表篇五

一、指导思想:

二、活动目标:

(1）培养同学的读书兴趣，提升了语文能力。在吟诵表演中
让学生更加感受到祖国语言的博大精深。学生从中感受到历
史、地理、天文、常识、艺术知识的丰富，激发学习、读书
的兴趣，逐步使学生能出口成章、引经据典，提升学生的语
文能力。

（2）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中华国学
经典即是中华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最有价值的典范性著
作。通过诵读活动帮助学生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传
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熏陶。长远地默默地变化其气质。

（3）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教育教
给学生做人的道理，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在学生心灵中不
断地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渐渐地陶冶其性情，开启其智慧，
让经典诵读为孩子的一生提供营养。

三、活动措施：

利用下午课前十分钟、课间的时间，组织学生诵读。回家后，
鼓励学生和家长诵读10分钟，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寻找机会
让学生多接触，多读多背，不增加负担，使国学经典诵背和
阅读课外书籍活动成为学生课外生活的一件乐事。



（2）、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加强课内外阅读的横向联系。通
过课内阅读指点方法，培养兴趣，激发热情，引导、鼓励学
生在课外涉猎更宽阔的阅读领域。学生课外阅读的积极性调
动起来后，就适时介绍一些与课内阅读相适应的品位高、对
学生有益的书刊，引导学生欣赏作品的语言、把握艺术的构
思、辨析人性的美丑善恶，学会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价，将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全面提高鉴赏能力。

（3）、利用黑板报、手抄报等多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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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争取达到人人能背诵,班内一半以上的人吟诵如流。

四、评价：

根据学生需要、结合学校活动开展适时适度评价

五、注意问题：

（1）、恰当的定位。

国学经典诵读教育活动是对新课程的补充和完善。要利用好
课余时间开展活，或个人读，或小组读，或全班读，形式多
样；可表演，可吟诵，可配经典音乐读。

（2）、宽容的评价。

我们的评价原则是：只鼓励、不批评。注重激发同学诵读的
兴趣，采取激励措施，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如竞赛、知识
问答、表演等，充分发挥学生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学生
从中发现乐趣、得到赞许、获得激励。

（3）、开展学习型家庭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