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外读物排查工作方案(优质5篇)
方案在解决问题、实现目标、提高组织协调性和执行力以及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方
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方案呢？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课外读物排查工作方案篇一

(一）成立专项管理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二）成立专项管理工作小组组长：

组长：xxx

成员：各班班主任及家委会成员

1、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个人均无购买非法、盗印、盗版小学
生读物和宗教读物，无使用小学教材现象。小学使用的书籍
均出自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推荐用书。

2、提高认识，为了减轻家长负担，我校没有私自向小学生推
广征订其他的小学教材和教辅材料现象。

3、社会上的违法有害文化产品，如盗版辅助学习书仍然占据
巨大的供求市场，有个别家长贪图便宜而为小学生购买。



4、规范收费行为，禁止个人书商进学校推销教辅材料。

5、强化宣传，以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主权
的重要意义和法规知识，提高师生抵制盗版工具书和其他盗
版制品的自觉性。

6、狠抓落实，进行全面清查。先在校内进行自查，严禁买非
法、盗印、盗版读物在校园的传播。

7、学校采取不同形式对广大小学生家长进行宣传，使他们充
分了解遵循教育规律。

8、教师不得私自向学生推广征订其他的小学生教材和教辅材
料。

家长对于课外读物的了解较少，部分家长图便宜，出现不慎
购买到盗版的书籍。

联合政教处、通过开班会、家长会和打电话等方式，提高家
长的警惕意识，联合学校管控好课外读书的审查工作。

今后我们将继续严格落实上级文件精神，不断规范学校学生
读物的使用，不断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相信在“办法”的
引领下，我校的课外读物管理工作定会更加规范、严格，成
为建设书香校园的新起点。让我们时刻铭记“书乃物中精华，
善求者必博”，让书香溢满阳光校园。

课外读物排查工作方案篇二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中中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
法》，着力加强我校中中学课外读物管理，积极营造健康向
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不断引导中中学生健康成长，杏花村中
学特开展课外读物排查工作。



xx年3月17日至3月21日，杏花村中学安排了教导处人员带领
部分教师对各班级图书角的课外读物进行了排查。

经过排查，各班级均未发现有《中学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
法》中12条负面清单中的课外读物。

各班级课外读物种类多样，能助力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时代新人，符合中中学生认知发展水平，能满足学
生学习需求和阅读兴趣。课外读物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可
读性强、能启智增慧。

xx年4月19日，杏花村中学安排了部分行政领导对学校图书室
及学校周边进行了课外读物排查。

经排查，均未发现课外读物负面清单中的课外读物。

杏花村中学校内图书室的课外读物兼顾方向性、全面性、适
宜性、多样性、适度性。课外读物的选择坚持育人为本，严
把政治关，严格审视课外读物价值取向，助力学生成为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坚持“五育”并举，着眼
于学生全面发展，围绕核心素养，紧密联系学生思想、学习、
生活实际，满足中中学生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
育等方面的阅读需要，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符合中中学生认
知发展水平，满足不同学段学生学习需求和阅读兴趣；兼顾
课外读物的学科、体裁、题材、国别、风格、表现形式，贯
通古今中外。课外读物均使用绿色印刷，适应青少年儿童视
力保护需求。

课外读物排查工作能进一步规范课外读物管理，防止问题读
物进入校园。我校也将会继续提高对课外读物的排查和规范
化管理，打造师生阅读一方净土，育学生健康心灵，坚决遏
制不良书籍流入校园，为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营造绿色温馨的
文化环境！



课外读物排查工作方案篇三

学区现有六年制完校x所，附设幼儿园x个。小学常规教学班x
个，学校现有图书室、阅览室各一个，楼道图书阅览区四处，
各班均配备了“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设施，创建了班级图
书角。

1、接到上级部门关于图书排查清理通知后，我学区认真学习
文件精神，组织全学区各六年级完校（教学点）、幼儿园负
责人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对有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图书，封面
使用“教育部新课标推荐书目”“教育部新课标指定书
目”“中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新课标课外指定阅
读丛书”“教育部重点推荐”“教育部推荐”或“新课标重
点推荐”“新课标推荐”等名称，传递虚假信息，严重误导
学生和家长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对此类图书误导师生的问
题提高了思想认识，并对任务进行合理安排，确保了此项活
动有序开展。

2、学校组织实施了以图书管理员重点清查和班主任协助排查
的工作机制，明确职责，上下联动，对此次专项清查工作进
行了任务分解。图书管理员对入册的语言类、文学类、艺术
类图书分类检查，重点检查了文学类绘本、故事书、名著。
各班主任利用班队会认真清查了班级图书角图书，对不符合
规定的图书登记上报，完成清理工作。

经排查，我校（园）配备部分图书由上级部门配备，学校自
选图书均从正规渠道购置，采购时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把关，
学校各类图书封面均无上述违规标识，不存在冒用国家教育
部名义的情况。

1、加强组织领导。学校加强对图书的管理，从图书的采购、
整理入册等案方面加强审查，加强此类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
明确学校职责分工，将此次专项行动与加强学校管理有机结
合，科学有序推进。



3、定期开展图书剔旧更新，确保学校学校图书满足师生阅读
需求，为师生开拓视野、获得知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进一
步优化图书管理结构，提高服务质量。

在今后的工作中，学校将进一步开展此类专项排查清理活动，
进一步提高图书质量，营造健康安全的育人环境，保障广大
师生教育教学需求，充分发挥图书馆育人功能，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以更优质的资源服务教育。

课外读物排查工作方案篇四

我班要求每位学生首先把家里的好书带到学校来，让他们去
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并交流书中的精髓，让孩子们在同一片蓝
天下呼吸书中清新的空气，激发他们课外阅读的热情，培养
他们课外阅读的能力。加强小学生课外阅读，必须保证学生
有自由阅读的时间。启动“每日读书不少于一小时”工程，
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首先在早自习听故事不少于十分钟。

2、其次教师与学生同读10分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师
自己对阅读有着浓厚的兴趣，向师性和可塑性促使学生对阅
读产生强烈兴趣。

3、减少写的作业量，为学生节约时间进行阅读。

4、父母监督孩子读书半小时以上。

目前学生家中有书的不多，父母为提高孩子的作文水平，买
的多半是作文方面的书。首先，正确引导学生进行图书消费，
号召学生节约零钱买书看。建议家长为孩子添置图书，要把
买习题册的钱花在课外读物上(提倡一学期最少给孩子买两本
书)。推荐书目：《小学生必背古诗词》、《三字经》、《安
徒生童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爱的教育》、《打动



学生情感的168个故事》等。

首先，建立了读书兴趣小组。组织一部分平时在课外阅读中
表现较突出，取得效果较好的学生，建立读书兴趣小组，通
过兴趣小组的活动进一步提高了阅读水平和动用知识的能力，
再让这部分学生带动其他同学，使班级的整体阅读水平有所
提高。

其次，有检查才会落实，有测评才会有促进。如果放任自流，
肯定不会有什么效果。为有效地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我采
取了定期测评的方法。采用的方法
有“讲”、“展”、“赛”的测评方式。“讲”即讲述，采
用读书汇报会、故事会、阅读心得交流会等形式；“展”即
展评，就是展评优秀的读书笔记、剪贴册、手抄报
等；“赛”即竞赛，可采用成语接龙、古诗擂台、美文诵读
等形式。“讲”、“展”、“赛”的测评方式，既能有效地
检查阅读情况，巩固阅读成果，又能激发阅读兴趣，调动阅
读积极性，推动课外阅读步步深入。

课外阅读主要是是学生的一种自觉行为。但也要求我们老师
相应地施加一些力量。

1、要求学生有计划地进行课外阅读。要求每位学生给自己制
定一个阅读计划，主要规定自己每天的阅读时间，阅读内容，
这个计划一定要循序渐进，根据自己的能力不断提高要求。

2、要求学生阅读的内容要与自己所学相结合。

3、对学生提出课外阅读的方法和要求。一般来说，阅读可分为
“泛读”和“精读”，我们不要求学生每一篇文章都“精
读”，但要选择一些重点的、自己喜欢的文章来逐字逐句地
读。边读边理解文章的主要意思。在学生阅读时，一定要学
生认真揣摩。要求学生每人都准备一本“好词好句珍藏本”，
首先，提倡学生抄写或摘录，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积累灵感



的过程；其次，让学生努力写读书笔记，鼓励学生写心得、
谈感受。这样，学生们的阅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许多大作家一谈起之所以“成名立家”，无不同声答道，那
是得益于孩提时期多看了几本书。曾经有人向鲁迅先生请教
过写作经验，他也这样说，哪有什么经验，无非是多看了几
本书罢了。名人名家朴素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了我们一个启
示：仅靠课本上数量有限的几篇文章，怎能满足好奇心和求
知欲高涨的孩子们？岂能培养出视野开阔、知识丰富、富有
想象力、创造力的跨世纪人才？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答
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指导孩子们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为孩
子们导航，让孩子们在浩瀚的书海中遨游。

课外读物排查工作方案篇五

以“大语文”教育思想为指导，以教育部颁发的《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为依据，以大量阅读为主要途径，以建设有
品位有特色的“书香校园”为落脚点，广泛阅读、培厚底蕴、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拓宽学习渠道，引领学生阅读精典、
阅读思想、阅读文化、阅读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为
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现结合我校的实
际情况和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特制定本方案。

1、成立专门的负责小组。

学校成立课外阅读工作领导小组，由语文学科委员会全权负
责，各班语文教师负责执行学校的有关计划、方案、制度，
校委会组织广大教师认真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加强各项
有关宣传活动。

2、进行前期调查工作：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校学生的阅读现状，以便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阅读方案，建议以班级为单位对学生的阅读情况进



行问卷调查，主要调查每天的读书时间、曾经读过的书目、
选书原则以及课外阅读的收获，然后老师将各班学生情况汇
总，根据本班实际情况确定课外阅读的具体计划。

3、制定阅读计划：

（1）准备读书笔记：学校为学生统一订购规范的读书笔记本，
格式全面，内容丰富，便于学生及时积累整理读书心得与体
会。要求学生会做分类摘记；会写读后感或赏析文章，每年
不少于4篇，每篇不少于500字；要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
惯。

（2）布置阅读任务：让学生学会制定自己的阅读计划，一年
内阅读量为xxx万字，每学期至少读3本书，读书笔记3万字。
能熟练地运用略读和浏览的方法，阅读一般的现代文每分钟
不少于500字。教师设计课外阅读指导交流课，指导学生自主
阅读的要领，内容可以是“作者介绍”“内容梗概”“精彩
片段摘抄”“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等。

4、选择阅读书目

为教师提供适当的书籍，认真组织教师阅读；积极倡导师生
共读，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教师给学生提供必读书目和选
读书目，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详尽的读书方案，可
分为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教师根据学生的时间安排定期检
查学生的阅读完成情况。

5、有梯度地分级实施

课外名著的阅读重点放在高一高二进行，穿插报刊、杂志和
散文类小文章的阅读，可将主要时间段安排在每周的阅读课
上，同时充分利用假期的集中时间；高三以重点篇目的重新
精读与教师指导点评及训练为主，侧重报刊、杂志、时文类
文本的阅读，为作文积累素材。



6、依据书目类别和学生差异布置阅读任务

每个年级层次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必读书目、选读书目和指定
的阅读材料。教师根据不同类别的篇目提出精读和泛读的具
体要求。依据不同阅读水平的学生提出不同的阅读发展要求，
明确各自的具体阅读任务和预期目标，督促学生经常性地做
好读书笔记，并依据学生阅读水平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阅读
要求，以真正满足学生自主读书的需要。

1、加强时间保障，高一、高二年级每周至少开设两节阅览课，
高三视实际情况而定。

2、建立班级图书角，鼓励学生为班级捐书，让学生将家中已
读的课外书带到学校来，进行以书换书活动。图书质量要有
保证，所陈列书籍须经语文老师验收合格方可。教师做好组
织工作，培养班级图书管理员，保证班级图书正常有序流通。

3、学校开放图书室，学校要根据课外阅读活动的需要，进一
步加强学校图书室的建设，多方筹措经费为图书室配足适合
学生阅读的各种书籍和刊物，配齐《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
书目。图书室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阅读资源，每学期图书借
出率应达50%以上，保证学生有书可读，有好书可读。同时与
班主任配合，建立起有序的借书、读书、还书的程序，并对
学生借书情况进行统计，作为调研学生读书情况的材料之一。

4、营造读书氛围。向学生、教师和家长大力宣传读书的意义，
介绍读书的方法、推荐阅读的书目、推广古今中外名人的读
书经验等，创设优美的校园阅读环境。除了图书馆、阅览室
外，学校应精心设计校园环境，尽心培育校园文化，让校园
内的每一面墙壁、每一个橱窗、每一个标记都浸润书香的味
道。让学生耳闻目睹处处皆诗，在书香中感悟做人道理，受
到文化的熏陶。

要把课外阅读纳入语文教学的管理范畴，纳入教师教学工作



考核序列，认真规划，科学调控，规范考核。

1、对教师的评价重在评价其对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及活动开
展情况。具体评价内容有：

（2）每位教师的阅读指导课要有教案，教案要备阅读方法指
导、阅读内容、阅读要求等；

班级语文课外阅读活动课有活动方案设计。

（3）班级语文课外阅读活动特色班级的创建。每学期评
选“优秀读书班级”活动，对开展得好的班级给予奖励，对
积极组织、辅导和督促学生参与这项活动，并取得优异成绩
的老师给予表彰。

2、对学生的评价主要是检查读书笔记及成果展示，具体内容
有：

（1）本班教师对读书笔记的检查每星期一次，常抓不懈。检
查阅读内容是否合适，材料摘抄是否准确，阅读量是否充分，
简评是否恰当独到等等。校委会不定期对各班读书情况进行
抽查，及时发现好的典型，组织交流，树立榜样，确保课外
阅读落在实处。

（2）各班充分利用黑板报宣传栏等载体开展课外阅读活动，
各班黑板报每学期至少出两期以课外阅读为主题的专刊。

（3）以年级组为单位，每学期组织1—2次与课外阅读有关的
语文活动。主题可以是“我喜爱的一个文学形象”、“我喜
爱的一位作家”“向你推荐一本好书”，“假如名著中的某
个人物来到今天”，“古诗文诵读”等；其形式可以是故事
会、班会、书评会、朗诵会、作文比赛等。

（4）学校组织专项比赛。为了展示读书活动的成果，推动读



书活动的有序开展，语文组校委会将会同学校政教处、教务
处定期组织多种多样的专项比赛，每学期至少举行一次和课
外阅读有关的比赛活动，如“名著精彩片段朗诵会”“我爱
读书”演讲会、“优秀读书笔记展”“辩论赛”等活动，对
表现好的同学和班级给予表彰奖励。

（一）高一学生阅读书目推荐：

1、《呼兰河传》（萧红）

2、欧·亨利短篇小说

3、史铁生《我与地坛》；

4、周国平《守望的距离》；

5、傅雷《傅雷家书》；

6、余光中《余光中散文》；

7、舒婷《舒婷的诗》；

8、巴黎圣母院（（法）雨果）

9、堂吉诃德（西班牙塞万提斯著）

10、《论语心得》（于丹）

11、《中国智慧》《品三国》（易中天）

12、《苏东坡传》（林语堂）

13、苇岸《最后的浪漫主义者》，

14、《活着》（余华）



15、《茶馆》（老舍）

16、《狼图腾》（姜戎）

17、《飘》（玛格丽特·米切尔）

18、《汪曾祺散文》（汪曾祺）

19、《霜冷长河》（余秋雨）

20、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

（二）高二学生阅读书目推荐

1、《论语译注》（杨伯峻译）

2、《大卫·科波菲尔》（英国狄更斯著）

3、《家》（巴金）

4、《脂砚斋全评石头记》（上下）（（清）曹雪芹著）

5、《高老头》（巴尔扎克著）

6、《哈姆雷特》（英国莎士比亚著）

7、《谈美书简》（朱光潜）

8、《边城》（沈从文）

9、歌德谈话录（高中部分修订版）

10、曹禺《雷雨》；

11、《黑骏马》《北方的河》（张承志）



12、《顾城的诗》（顾城）

13、《我们仨》（杨绛）

14、《瓦尔登湖》（梭罗）

15、《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

16、《穿越唐诗宋词》《怅望千秋———唐诗之旅》《宋词
之旅》（李元洛）

17、《围城》《写在人生边上》（钱钟书）

18、《复活》（列夫·托尔斯泰）

19、《老人与海》（海明威）

20、《麦田里的`守望者》

（三）高一高二必读名著五篇：

《三国演义》、《红楼梦》、《文化苦旅》、《平凡的世
界》、《简爱》

（四）高三学生阅读书目推荐：

由于高三学生面临高考，学习任务重，压力大，因此以短篇
及散文类文本为主。

1、王蒙《王蒙散文选》；

2、巴金《随想录》

3、《人间词话》《唐诗三百首》



4、《丑陋的中国人》（柏杨）

5、《百年思索》（龙应台）

6、林清玄《林清玄散文》

7、朱自清《经典常谈》

8、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

9、流沙河《庄子现代版》（上海古籍）

10、史铁生《病隙碎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