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国学经典读书 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方案
(精选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国学经典读书篇一

通过组织学生经典诵读比赛的方式，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让学生在诵读过程中获得古诗文经典的基本熏陶和修养，
接受中国传统美德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提高学生阅读古
诗文经典的兴趣，增强广大学生文化和道德素质。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努力营造诵读中华经典古诗文的浓厚氛围，积极
推动经典诵读活动进课堂、进校园、进家庭。

：20xx年11月18日(第11周星期一)

：各班教室

：3—5年级全体学生

1.以班为单位参赛，要求全班学生参加，着装统一，整齐大
方。

2.比赛内容由各班自行从《国学经典读本》、《弟子规》、
《三字经》、唐诗宋词等书中去挑选，要求制作多媒体课件，
尽量配乐。比赛形式由各班自行安排。

1.邀请学校领导及相关老师组成评委会，根据各班的诵读形
式、表演特点及诵读整体效果等方面进行现场打分。



2.根据比赛情况和现场评分，分年级设奖。

三年级：一等奖：3个二等奖：3个

四年级：一等奖：2个二等奖：3个

五年级：一等奖：2个二等奖：2个

比赛采取100分制，其中：

a.作品内容(15分)：选材内容符合比赛要求，具有一定的教
育意义;

d.临场表现(30分)：衣着得体，体态语适当，表演到位，台
风大方，感情充沛，感染力强，现场效果好。

评委：

统分：

摄影：

国学经典读书篇二

传统经典文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重要载体，内容博大
精深。通过诵读活动，让这些传统美德根植于小学生幼小的
心灵，对于丰富学校德育内容，加强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和
公民道德建设，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典文化内容丰富，文字精炼，体现了我国语言文字的高度
凝炼性和表达应用技巧，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和意义。

高中



一、二年级：《国学经典·高中阶段》（四川师范大学文学
院、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写）

“诵读”即为“出声的读”，达到“熟读自然成诵”的理想
境界。鉴于此，提出如下要求：

（一）保证诵读时间。每周语文辅导早读时间，每次用时不
少于10分钟。开展语文课前一吟，熟读成诵的活动。做
到“读而常吟之”，“学而时习之”。

（二）各班语文教师要根据诵读内容与诵读量，划分每天的
诵读量。在每个班级的黑板报上由学生专人负责每刊登一首
诗，一句经典文句。学生在一周内反复诵读，并记忆。看谁
读得好，记得牢，鼓励学生多诵多背。班级内定期开展古诗
文诵读或背诵比赛，激发学生诵读的激情。

（三）两个年级利用每周一节的阅读课安排经典诵读的指导
和检查。

（四）布置家庭作业时，可以加入诵读内容。

（五）各班要办一期板报，装饰各班的后墙黑板。可以是古
诗配画、诵读内容抄写小报、改写经典、自写古诗等。

（六）语文教师要不定期抽查学生，动员学生互动检查；表
扬先进，鼓励后进；

（七）语文老师在4——12月的时间段里，有条不紊地创造性
地组织、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诵读活动。要充分利用书
法、诵读比赛功能，让学生在活动中诵读。

（八）语文教研组组织一次检测，开展经典诗篇朗诵会、经
典书法展示等活动在规定时间内展示。



期末进行归纳汇总，把本期会背的内容分类、列一目录，上
交各备课组。期末评出诵读先进班（平时的检查加上抽测，
分段进行。）给予表扬奖励。

国学经典读书篇三

西方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文化的世
纪。”，而国学知识在当代青年中日趋淡薄，这种现象让我
们非常忧心。为继承和发扬国学，提高当代学生文化修养，
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丰台区教委从20xx年9月起，在全区
小学生中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国学经典诵读已纳入到所
有小学的课程里，有专门的课时、教材，并由具有一定古文
功底的老师教授。在区、校的统一安排下，将弘扬民族精神
教育与现代公民素质培养有机整合，学校自20xx年9月起开展
了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将活动的知识性、科学性、教育性、
娱乐性、创新型融为一体，让我国传统文化精髓浸润学生的
心灵，不断提高师生文化素养。

1、开展国学经典诗文诵读活动，普及国学知识，传承中国传
统文化精粹，让学生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作品，使同学们
从阅读经典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汲取民族精神的丰
富营养，弘扬文学艺术，营造文明高雅的校园文化氛围，丰
富我校班级的校园文化生活。

2、诵读国学经典美文对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审美能力，提
高文化素养，提高学生的朗诵水平，培养学生对优秀文学作
品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进一步领会汉语言文学的艺术魅力。

3、让学生通过诵读经典诗词感受我国传统的博大精深，培养
学生热爱祖国、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互助、勤学自强
的优秀品质，培养同学们的爱国情操、崇高志向、自强人格、
诚信品质。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让经典诗
词更好地引领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用阅读引领成长，让师生亲近书籍，与好书为友，与经典
对话，与博览同行。在经典阅读中开阔视野，陶冶情操，积
淀文学底蕴，提高文学修养，让书香飘满校园，让学生享受
读书的快乐，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一）领导小组

校长、主任、大队辅导员

（二）讲课教师

各班班主任及副班主任

（三）学习人员

全校学生

1、从20xx年9月启动本活动，在1――6年级学生中全面推行。

2、以6年为一个周期，分年级指导读书，检测。学校将此读
书活动作为校园特色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长期的开展下去。

一年级：必读《三字经》选读《百家姓》

二年级：必读《弟子规》选读《声律启蒙》

三年级：必读《千字文》选读《二十四孝故事》

四年级：必读《小学生古诗词必背80首》选读《古代名句选
读》

五年级：必读《孟子》选读四书《大学》《中庸》

六年级：必读《论语》选读《老子》《庄子》



1、组织教师定期学习学校读书活动计划、方案。

2、积极创造阅读条件。

（1）学校积极充实图书室的学生读物。图书室要面向学生和
老师不断完善和规范图书的管理，对有条件的学生可进行网
上阅读的指导。

（2）充分利用和发挥班级图书角的作用。班级图书角要达到
至少每人一本，教师要积极带头读书、捐书并与学生一同分
享读书的快乐。

（3）作好家校沟通、班级图书流通工作，主张学生向社会借
书，向亲朋好友借书，来补充学校图书室的不足，保证学生
有充足的读书资源。

3、合理安排阅读时间。

（1）每天早自习背诵本版所学国学内容。

（2）每周有一节国学课由班主任讲解国学内容。

（3）每周有一个午自习12：30――13：30由副班主任讲解国
学内容。

4、班主任制定相应的班级读书目标和读书成长计划，建立读
书成长卡，做到有措施、有保障、有效果、有考评、简洁明
了、便于操作。

5、学生制定自己的读书目标和成长规划，开展阅读活动。

6、每个学生建立一本“读书成长册”，将读书活动中的精彩
片断，好词佳句、名人名言、读书笔记、心得体会及读书规
划书，参加读书活动的作品，奖状等记录下来，参加学校的
评比活动。



1、每个学期各班及学校撰写总结。

2、学校制定展示评价方案，指定专人负责，找专门时间展示。

（1）进行国学的朗诵比赛。

（2）进行国学内容的摘抄、手抄报、板报、橱窗、读书笔记
等内容展示。

（3）学校以国学为内容开展专题活动。六一、艺术节、元旦
联欢、家长开放日等契机。

（4）学校组织制作校园内国学宣传标语等。

（5）学生走进社区、走向社会宣传国学经典，弘扬民族文化。

3、评价

（1）每个学生制定自我评价表，教师评价，同学评价，家长
评价等

（2）学校

进行班级国学学士，校级国学硕士、博士的评选，可根据年
纪不同进行评选。例如班内评选国学学士，各年级均可评选，
四年级以上方可评选国学硕士，学生毕业时可评选国学博士。

（3）进行手抄报，板报、朗诵等奖项评比。

国学经典读书篇四

为贯彻上级部门有关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落实我校传统文
化教育工作，形成浓烈的国学经典诵读氛围，引导学生读圣
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走成功路。组织开展“传统文



化千人诵读”活动，弘扬传统文化精髓，增强人文素养，让
诵读经典之风弥漫校园，使学生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从经典之作中吸取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陶冶情操。

读圣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走成功路，弘扬国学文化，
打造书香校园。

1、传承国学文化，打造书香校园：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
开展，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加深下一代对祖国五千年文
化的知识、了解和吸收。

2、陶冶情操：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学生与圣贤为
伍，与经典同行，潜移默化地养成开朗豁达的性情、自信自
强的人格、和善诚信的品质。

3、提高素养：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扩大阅读面，
增加阅读量，增强语感，感受文言精华，奠定语文基础。

4、推进素质教育：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美化学生
心灵，汲取知识营养，开发学生心智，使学生道德、文化、
智能等方面的素质得到全面提升。

全体师生。

1、准备阶段（20xx年9月）

（1）拟定开展“传统文化千人诵读”活动方案，并制定专人
负责开展活动，召开相关工作人员会议。

（2）培训主持人，制作示范朗读音频、视频

2、推广阶段（20xx年10月初）

（1）学校召开班主任会议，对活动进行全面部署。



（2）以班级为单位，在传统文化课、早读课、班会课全面开
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营造人人能吟诵、班班读经典，让全
校弥漫着浓浓的诵读国学经典之氛围。

3、试演阶段（20xx年10月中旬）

地点：学校大操场

4、演示阶段 (20xx年10月-11月)

地点：学校大操场

1、各教师，尤其班主任要充分认识此次活动的意义、目的和
要求，认真做好活动各项准备、安排和实施工作，确保活动
有序有效开展。

2、各级传统文化老师、班主任、语文老师要认真指导学生了
练习诵读，熟读成诵，确保“传统文化千人诵读”活动的顺
利开展。

《三字经》《论语》《唐诗宋词》

1、总策划：李思谦、张亮、胡杰、冉燕、高大梁

2、诵读指导：传统文化教师、全体班主任、语文老师

3、主持人：常喜 音乐、音频、视频制作：史从春、杜家鑫

4、场地布置：史从春、乔飞

（标语内容：宁陵县实验中学“弘扬国学文化、打造书香校
园――传统千人诵读”活动）



国学经典读书篇五

传统经典文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重要载体，内容博大
精深。通过诵读活动，让这些传统美德根植于小学生幼小的
心灵，对于丰富学校德育内容，加强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和
公民道德建设，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典文化内容丰富，文字精炼，体现了我国语言文字的高度
凝炼性和表达应用技巧，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和意义。

高中

一、二年级：《国学经典·高中阶段》（四川师范大学文学
院、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写）

“诵读”即为“出声的读”，达到“熟读自然成诵”的理想
境界。鉴于此，提出如下要求：

（一）保证诵读时间。每周语文辅导早读时间，每次用时不
少于10分钟。开展语文课前一吟，熟读成诵的活动。做
到“读而常吟之”，“学而时习之”。

（二）各班语文教师要根据诵读内容与诵读量，划分每天的
诵读量。在每个班级的黑板报上由学生专人负责每刊登一首
诗，一句经典文句。学生在一周内反复诵读，并记忆。看谁
读得好，记得牢，鼓励学生多诵多背。班级内定期开展古诗
文诵读或背诵比赛，激发学生诵读的激情。

（三）两个年级利用每周一节的阅读课安排经典诵读的指导
和检查。

（四）布置家庭作业时，可以加入诵读内容。

（五）各班要办一期板报，装饰各班的后墙黑板。可以是古



诗配画、诵读内容抄写小报、改写经典、自写古诗等。

（六）语文教师要不定期抽查学生，动员学生互动检查；表
扬先进，鼓励后进；

（七）语文老师在4——12月的时间段里，有条不紊地创造性
地组织、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诵读活动。要充分利用书
法、诵读比赛功能，让学生在活动中诵读。

（八）语文教研组组织一次检测，开展经典诗篇朗诵会、经
典书法展示等活动在规定时间内展示。

期末进行归纳汇总，把本期会背的内容分类、列一目录，上
交各备课组。 期末评出 诵读先进班（平时的检查加上抽测，
分段进行。）给予表扬奖励。

国学经典读书篇六

传统经典文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重要载体，内容博大
精深。通过诵读活动，让这些传统美德根植于小学生幼小的
心灵，对于丰富学校德育内容，加强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和
公民道德建设，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典文化内容丰富，文字精炼，体现了我国语言文字的高度
凝炼性和表达应用技巧，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和意义。

高中

一、二年级：《国学经典・高中阶段》（四川师范大学文学
院、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写）

“诵读”即为“出声的读”，达到“熟读自然成诵”的理想
境界。鉴于此，提出如下要求：



（一）保证诵读时间。每周语文辅导早读时间，每次用时不
少于10分钟。开展语文课前一吟，熟读成诵的活动。做
到“读而常吟之”，“学而时习之”。

（二）各班语文教师要根据诵读内容与诵读量，划分每天的
诵读量。在每个班级的黑板报上由学生专人负责每刊登一首
诗，一句经典文句。学生在一周内反复诵读，并记忆。看谁
读得好，记得牢，鼓励学生多诵多背。班级内定期开展古诗
文诵读或背诵比赛，激发学生诵读的激情。

（三）两个年级利用每周一节的阅读课安排经典诵读的指导
和检查。

（四）布置家庭作业时，可以加入诵读内容。

（五）各班要办一期板报，装饰各班的后墙黑板。可以是古
诗配画、诵读内容抄写小报、改写经典、自写古诗等。

（六）语文教师要不定期抽查学生，动员学生互动检查；表
扬先进，鼓励后进；

（七）语文老师在4――12月的时间段里，有条不紊地创造性
地组织、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诵读活动。要充分利用书
法、诵读比赛功能，让学生在活动中诵读。

（八）语文教研组组织一次检测，开展经典诗篇朗诵会、经
典书法展示等活动在规定时间内展示。

期末进行归纳汇总，把本期会背的内容分类、列一目录，上
交各备课组。 期末评出 诵读先进班（平时的检查加上抽测，
分段进行。）给予表扬奖励。

“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方案模板”中的语句，常常可以在朋友
圈看到，也希望您能挑选自己喜欢的短句，发发朋友圈，保



持好心情。更多好内容请阅读，希望的人生美满而幸福！

国学经典读书篇七

为了让孩子们阅读名家名篇，诵读千古美文，这已经成为大
家公认的丰富学生人文素养，拓宽语文学习天地、打下孩子
终身发展基础的最佳途径，也成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热点。
通过背诵经典，让语言文字在儿童心底多一些积淀，多一些
感悟，激起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培养学生的人文素
养以及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诵读过程中获得古诗文经典
的基本熏陶和修养，接受中国传统美德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
育。

1、以经典诵读活动为契机，引领和推动我校读书活动的开展，
努力营造书香校园，提升学生语文水平，培养学生良好的语
文素养。

2、鼓励全校师生以书为友，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开阔眼界、
拓宽知识面，提高审美情趣和人文底蕴，促进良好的个性和
品质的形成。

3、培养学生读书兴趣，培养学生的注意力和记忆力，让学生
以便捷的方式，获得主流文化的基本熏陶和修养，促进小学
生健康和谐发展。

4、通过诵读活动，培养学生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毅
力。

组长：陈仁武（负责国学经典诵读的全面工作）

副组长：吴坤理（负责国学经典诵读的场地布置）

朱道文、张慕盈（负责国学经典诵读的实施与指导、摄影）



成员：三、四年级各班班主任、语文老师

三年级：从科组规定的内容中选五首诗。

四年级：《中华颂》

国学经典读书篇八

为了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
求，我校特开展以“中国梦 爱国情 成才志”为主题的中华
经典诵读比赛活动。

国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蕴含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从中华传统文化里汲取精华，吸取智慧，我校特开展国学经
典诵读比赛，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国学经典熏陶，提高文化
水平和道德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打造“书香
校园”奠定基础。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1、活动时间和地点

（1）、彩排时间：学前一至七班：4月27日（星期三）早上9：
10

一至六年级： 4月27日（星期三）14:50

（2）、正式比赛时间：20xx年4月29日14:00准时进行



（3）、地点：学校操场

2、活动内容及形式

（1）、参赛对象：学前班、一至六年级学生以班为单位参加
诵读比赛。鼓励教师与学生同台诵读。

（2）、诵读内容：国学经典篇目。（如《弟子规》、《三字
经》、唐诗宋词等，较长篇目可根据时间要求自行节选）

（3）、比赛形式：以集体诵读为基本形式，可以伴以对诵、
小组朗诵、配乐朗诵、吟唱、舞蹈等不同形式，也可辅以其
他艺术表现形式，但舞台艺术表现形式只是辅助手段，不能
喧宾夺主。（每班节目表演时间3-5分钟。）

根据各班的精神面貌、诵读形式、表演特点及诵读整体效果
等方面进行现场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
以均分排名。分别设立：

学前班：两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

一年级组：一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

二年级组：一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

三年级组：一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

四年级组：一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

五六年级组：一个一等奖

学校根据各班表现情况评出两个精神文明奖，获奖的班级将
给予物质奖励，班主任班务工作考核将适当加分。

1、评委组组长：



评委组成员：

2、分数统计组长：

3、舞台设计、会场策划：

舞台搭建和拆除负责人：

4、集队负责：

5、评分表制作、审稿：

6、舞台监督负责人：；成员：

7、主持指导:

8、音响：；照相：；摄像： ；话筒和舞台管理：

9、会场安全负责人：各班班主任

10、奖状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