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精选7篇)
“方”即方子、方法。“方案”，即在案前得出的方法，将
方法呈于案前，即为“方案”。方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方案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方案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篇一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教师养成读书、诵读的良好
习惯，提升教师审美情趣和文学艺术素养，营造和谐的人文
校园氛围。学校决定在清明节来临之际组织教师开展经典古
诗文诵读比赛，现将活动的相关事宜作出说明。

1.比赛时间：4月28日下午1:50正式开始

2.比赛地点：多功能大厅

3.参赛对象：

（1）所有前勤教师

（2）40岁以下教师可自愿报名。

4.诵读内容：可自由选择内容。

5.诵读形式：参赛人员独立脱稿诵读，诵读时间不超过5分钟；
也可团体形式诵读，形式要新颖，不做统一要求，比赛时可
自备道具、配乐、视频及ppt等，形式多样，有冲击力。

6.评分及奖励：本次比赛满分为100分，成绩统计时去掉一个
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按成绩的平均分降序排列，确定
一、二、三等奖，进行物质奖励。



7.评委组成：李海强陈树文魏志勇刘延秋乔海燕

8.计分人员：邓久祥王晓燕袁国珍

1.精神饱满，衣着得体，手势恰当；（5分）

2.普通话发音规范，吐字清晰；（5分）

3.正确把握朗读内容，感情基调处理得当；朗读抑扬顿挫，
轻重缓急适宜；富有韵味和感染力；（60分）

4.诵读形式富有创意。（10分）

5.脱稿（20分）

小学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篇二

为丰富班级文化生活，培养学生良好的朗读能力，提高语文
素养，让学生拥有一个自我展示的活动平台，四年2班班委决
定举行首届班级课文诵读比赛。

苏教版四年上下两册语文课文（诗歌除外）作为参赛内容。

个人诵读

1、衣着整齐，佩戴红领巾，举止大方、得体，充满自信。
（15分）

2、使用普通话，语速适中，富有感情，轻重缓急合理，声音
能传达出文章的韵味。（40分）

3、朗读正确流利，吐字清晰，不破句，停顿恰如其分。（30
分）

4、朗读时能辅以合理的动作。（15分）



第2周—第4周

四年2班全体学生

1、第一阶段（第二周）：各组初赛，由组长组织评选，每组
推荐2-3名优秀者参加班级复赛，具体比赛时间由各组自行安
排。

2、第二阶段（第三周）：班级复赛，由班委组织初赛优胜者
参加，选拔出优胜者10名，参加班级决赛。

3、第三阶段（第四周）：班级决赛，由老师组织复赛优胜者
参赛。

初赛阶段由组长选聘评委，复赛阶段由班委组成评委组，决
赛阶段由老师组成评委组。

决赛设一、二等奖若干名，发给奖状奖品；初赛优胜者将颁
发证书。

1、组长负责初赛的组织工作。

2、班委负责复赛的组织工作。

3、生活委员负责奖品的购买。

4、劳动委员负责复赛、决赛班级座椅的编排。

5、宣传委员复赛人员名单和评分表的设置。

6、学习委员负责统计分数。

7、纪律委员负责赛事纪律。



小学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篇三

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国人不断从厚重的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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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期我校深入开展了经典诵读活动。一学期来，我校以经
典诵读活动为载体，积极构建学习型校园，逐步形成了自己
的教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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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制定了
《经典诵读活动实施方案》。在方案中，既有学校的总目标，
又有各年级的分目标。对于各年级经典诵读的内容，我们根
据学生的实际，作了相应的规定。而在经典诵读的实施策略
上，我们依据学生的身心特点，作了如下要求：着眼“熏
陶”，注重“感悟”即以激发兴趣、内化行为、陶冶情操为
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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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班级黑板报上，都刊出一些经典诗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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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班的教室环境布置要求体现班级特色，除了诗画、诗文，
每个班级都可以开辟诗园，内容或是学生阅读古诗文的活动
成果，或是读后感、手抄报等。

1、课前一吟，熟读成诵。倡导见缝插针，积少成多的诵读方
法，充分利用每一节课前三分钟时间，开展“课前一吟”活
动，做到读而常吟，“学而时习之”。

2、每天早读课前10分钟，教师精心讲授经典诗文、加大积累



容量。

3、举办诵诗比赛，激发热情。各班利用每周的班会活动时间
以个人、小组或班级为单位进行诵诗竞赛，其内容设计丰富，
有的是诗句接龙，有的是你问我答，有的是对歌竞赛。

4、组织学生根据经典诗文进行编写手抄报活动。

1、早读前10分钟和每节课前3分钟，全校师生同诵经典，感
受经典诗文的独特神韵。

2、组织经典诵读活动，促使学生多读书，多搜集资料，了解
诗文方面的知识、名篇佳句等，学校每天进行检查评比，根
据具体情况给予打分，并纳入班级周考核。

小学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篇四

为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学生在诵读过程中获得诗文
经典的基本熏陶和修养，提高文化和道德素质，增强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引导学生增进热爱祖国的情感，我校于20xx
年5月24日下午组织全学生进行了以“诵中华经典美文，让书
香浸润校园”为主题的中华诵20xx经典诵读活动。

通过开展经典诗文诵读活，学生深刻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促进了同学们更加积极的背诵经典。同学们在
经典诵读声中，变得更加遵纪守则，有礼有节，而这将为同
学们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必将进一步提高我镇的经典诵
读水平。

经典诵读是一项灵魂工程，难在坚持，贵在扎实。不过在活
动中也发现了一下问题。

诵读方面



首先，要注意朗诵内容的.选择，要选择那些感情比较激烈的，
不论是表达悲伤还是兴奋，要能够让人一眼从语句中感受到，
这样也好表达些。

其次，是个人形象和礼仪问题，衣着要整齐，举止要规范
（比方说上下台鞠躬或敬礼），另外，既然是经典朗诵，必
然要配上一些人物动作，在做这些动作时一定要注意和文本
内容搭的上，而且尽量做得有韵味。

再次，在诵读文本之前，最好是要先了解作品的写作背景，
来增加对文字的深透性了解，之后按照文本在韵，情感，轻
重，节奏，语气等等诸方面最大化的诵读出作者的原意，达
到文与情内在的和谐统一。

最后是语言表达要能够和文本节奏共起伏，要让人在听不清
你讲什么的情况下能感觉到你有情绪的变化，从而以你的这
种情绪变化带动听者。用普通话讲，这已成了惯例。能脱稿
尽量脱稿，熟读成诵嘛，另外这样你才好做动作。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坚持不懈，积极推进，将经典诵读
与师生的行为品质结合起来，我坚信经典诵读活动将会助推
我校各项工作的开展，我们的学校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小学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篇五

为了弘扬革命精神，进一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在全校努力
营造浓厚的“读好书，读红色经典”的氛围，本班开展了
以“红色经典”为内容的讲故事比赛活动。

为了使活动开展有条有理，制定了本次活动的实施方案，在
实施方案批定了活动主题，活动时间，同时对活动形式及指
导老师做了安排。

语文教师重视指导。语文教师能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帮学生选



材，对学生进行辅导训练，积极参加本次比赛。

依据实施方案规定时间20xx年11月8日，我班开展了本次活动。
活动内容设计丰富，主题鲜明。

由于学生平时训练积极，准备充分，在比赛中各组选手大放
异彩，为下一步参加校级比赛作好了准备。

1、这次活动有力的推动了我们学校德育工作的发展，激发了
学生的读书热情，形成了良好的“读好书，读红色经典”的
氛围。

2、在提高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同时对学生进行了传统教
育和爱国教育，使学生在活动中了解了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
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小学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篇六

素质教育要求我们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培养学生各方面的
能力。阅读能力的提高，更是学生语文综合素质提高的表现。
本着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及特长、张扬学生个性的教学理念，
也为了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本学期我组的阅读兴趣小组
以拓宽学生知识面、陶冶学生情操为重点，使活动成为增强
学生生活能力、接受知识的整合、课堂学习的延续和补充。

让兴趣做最好的老师，培养小学生爱读书，广阅读，会阅读，
快乐读书，做小书迷。提高小学生整体素质，培养小学生个
性特长。丰富校园文化，提升学生文学欣赏水平和写作乐趣。
同时在开展兴趣小组活动的过程中增强学生对阅读、对语文、
对学习、对生活的自信心。

1、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

2、学会读中思考，学会边读边想，找到学习的方法，获得个



人的学习与阅读体验。

3、学会欣赏，能感受作者感情，摘录文中佳句

4、学会在阅读中质疑，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5、鼓励学生课外阅读，积累语言，提高文学水平。

本小组将进行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内容主要分为：欣赏与
背诵古诗、对文学作品的赏析与内容归纳，指导学生阅读与
推荐名家名著，写出自己的收获与感想。具体措施如下：

1、指导学生读书：比比谁读的多，争当小书迷。

2、懂得合作：小组间合作阅读，交流感想。

3、玩积极有益的文学小游戏，如成语接龙：丰富学生体验，
在学习中快乐，在快乐中学习。

4、鼓励学生：多背诵，多积累，多创新，多摘抄与运用优美
语言

5、结合课外书的阅读情况，学生个人进行阅读反馈，如：可
介绍好的课外阅读作品。

第一周

拟定计划

第二周

选好兴趣小组名单。

第三周



《三字经》《弟子规》。

第四周

《三字经》《弟子规》《戒子书》。

第五周

《论语十则》《天时不如地利》。

第六周

《登鹳雀楼》《鸟鸣涧》《江楼感》《旧江南春绝句》。

第七周

《寒食》《南园》《游子吟》《赋得古原草送别》。

第八周

《过故人庄》《登幽州台歌》《行路难》《送友人》。

第九周

《望岳》《登高》《蜀相》《将进酒（节选）》。

第十周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念奴娇？赤壁怀古》。

第十一周

《水调歌头》《如梦令》。

第十二周



《西江月夜行黄沙》《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第十三周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雨霖铃》。

第十四周

《满江红》《虞美人》。

第十五周

《渔家傲》《卜算子咏梅》。

第十六周

《无题》《沁园春长沙》。

小学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篇七

一、活动目的：

1、展示学生在国学诵读方面的成果，提高学生的成就感，折
射学校在国学经典诵读的发展。

2、通过展示活动，激发学生爱国学的兴趣。

3、在活动中陶冶心智。

二、展示内容：

以诵读花的诗篇为主，体现学校特色——花文化。

三、展示形式：



（一）诗篇接龙（以班级为单位，全校参与、展示）

说明：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盛开的鲜花为主线，各班背诵相
应的花的诗篇。（用串词相连，以花的诗篇的教材为蓝本）

（二）猜花名，并背诵相关的花的古诗

1、用语言描述花的特征，请同学猜出花的名称。

2、猜出后再背诵花的诗篇。

说明：主要为了增加学生的互动性。

（三）组别诗（或千古名句）（挑选部分学生）

1、数字诗、送别诗、写景诗……

（四）演绎经典——马说

五、准备工作：

1、活动的串词

2、挑选主持人

3、各班练习（阅读课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