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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诵读的教学计划

篇1：经典诵读的教学计划

         新的学期又来临了，经典诵读教学也面临着挑战，为了使同学宠爱上国学，

也为了能更好地有序地开展教学，特制定本班级教学方案如下：

         一、教学内容

         本学期学习《幼学琼林》。《幼学琼林》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事政治、婚

姻家庭、草木虫鱼等，既是一部生活小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儿童启蒙教材。

         二、教学重难点。

         经典诵读教学的重点之一是时常让同学轻松并有韵律感的吟诵《幼学琼林》

先求熟读，并初步背诵所学内容；经典诵读教学的重点之二是在教学中，有许多品德训练渗透其

中（敬重长辈、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等），留意训练同学学以致用，要用实际行动体现国学的学

习内容，加强同学的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经典诵读教学的难点是同学正确理解所学内容；这些蒙学经典都是古文，古

文与白话文相比，会有更多的生僻字和多音字，同学不简洁理解，因此同学初步理解学习内容就

成为教学难点，假如这些难点得到突破，将会不断增加同学的文化素养。

         三、教学措施。

         1、教学形式多样化。时而老师讲解、时而同学讲故事、时而读书、讲歇后语

角逐等。

         2、留意玩耍教学。教学中要擅长激发同学兴趣，我将运用玩耍"对句、接龙

、小老师'等。

         3、留意面对全体和个别差异。集体、小组、个人呈现等交叉进行，使每一个

同学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提高。

         四、教学活动。

         本学期将进行《幼学琼林》朗诵角逐，将以班为单位，给同学供应呈现自己

的机会，进一步激发同学对国学的兴趣。

         为了能让传统文化精华古为今用、重焕生气，我还要进行不断的学习，逐步

提高自己的训练教学水平，将中华文化最好的经典教给孩子，逐步提升孩子的文化品位，给民族

的将来播撒希望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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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经典诵读的教学计划

         一、计划背景

         经典诵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教育形式，旨在通过诵读经典作品，提升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经典诵读逐渐受到重视，成为学

校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经典诵读，学生不仅能够感受语言的魅力，还能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因此，制定一份系统的经典诵读教学计划显得尤为重要。

         二、计划目标

         本计划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经典诵读活动，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

具体目标包括：

         1.增强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培养良好的朗读习惯。

         2.提高学生对经典作品的理解和欣赏能力，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

         3.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4.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发展，通过经典诵读引导他们进行思考和讨

论。

         三、实施步骤

         1.选定经典作品

         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选定适合的经典作品。可以选择古诗词、散文

、小说片段等，确保作品内容丰富、语言优美，能够引发学生的兴趣。建议每学期选择3-5部经典

作品进行诵读。

         2.制定教学计划

         根据选定的经典作品，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每部作品的教学计划应包括以

下内容：

         作品背景介绍

         主要内容分析

         语言特色和艺术魅力

         诵读技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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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组织诵读活动

         定期组织经典诵读活动，鼓励学生在班级内进行朗读比赛、诵读分享等。活

动形式可以多样化，如小组合作诵读、个人独立诵读、配乐朗读等，增强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感

。

         4.开展讨论与反思

         在经典诵读活动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与反思。引导学生分享他们的感受和

理解，鼓励他们提出问题和看法，促进思维碰撞和深入交流。教师应适时给予指导，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5.评估与反馈

         通过观察学生的参与情况和表现，进行定期评估。可以采用自评、互评和教

师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教学

计划的有效实施。

         四、时间节点

         为确保计划的顺利推进，制定以下时间节点：

         第1周：选定经典作品，制定教学计划。

         第2-4周：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进行作品背景介绍和内容分析。

         第5-6周：组织朗读比赛，鼓励学生展示诵读成果。

         第7周：开展讨论与反思，分享学习心得。

         第8周：进行评估与反馈，调整后续教学计划。

         五、数据支持

         为确保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需收集相关数据支持。可以通过问卷调查、

课堂观察等方式，了解学生的阅读兴趣、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等方面的情况。根据数据分析结果

，制定相应的教学策略，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

         六、预期成果

         通过实施经典诵读教学计划，预期能够实现以下成果：

         1.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显著提升，能够流利、准确地朗读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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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生对经典作品的理解和欣赏能力增强，能够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分析。

         3.学生的审美情趣得到培养，能够欣赏和评价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

         4.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得到发展，能够在经典诵读中进行思考和创新。

         七、可持续性

         为确保经典诵读教学计划的可持续性，需建立长效机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实现：

         1.定期更新经典作品库，确保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和新鲜感。

         2.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确保教学质量。

         3.鼓励家长参与，形成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

         4.积极开展校际交流，借鉴其他学校的成功经验，提升经典诵读

篇3：经典诵读的教学计划

         一、指导思想：

         根据学生年龄特点，以学校指导计划为基础，通过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弘扬

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优秀文化熏陶，提高学生的文化和道德素质，让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广

读博览，日积月累地增长语言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使学生传承中华民

族精神和文化，发扬中华传统美德，潜移默化地形成优良的道德思想，并逐渐完善自己的人格，

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培养学生健康成人。

         二、教学目标：

         1.通过经典诗文诵读活动的开展，为学生提供一些做人的思想和行为指导，

对学生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2.开设经典诗文诵读活动，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

         3.开启少年儿童的潜能，特别是右脑、潜意识的巨大记忆力和创造力；开发

学生的智慧，使识字、阅读、记忆、观察、思维、判断、想象、决策、创造、体能、灵感等多方

面潜力得到更为科学、更为高效的开发和培育。

         4.通过天天诵读活动，培养学生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毅力。

         三、教学基本原则：直面经典，不求甚解，形式多样，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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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1、总体目标：通过组织小学生诵读、熟背诗文经典，让他们在一生记忆力最

好的时候，获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修养。

         2、具体目标：①培养小学生的注意力和记忆力。②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提

升学生语文水平，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③培养小学生读书兴趣，增加历史、地理、天文、

数学、常识、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素养。④通过天天诵读活动，培养学生持之以恒、百折不挠

的意志和毅力。

         五、经典诗文诵读的内容：诵读《语文课程标准》中附录的小学阶段必须诵

读的诗词外，还有部分经典诗词《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老子》《论语》《孟子》等

。

         六、课程开设时间：每周周一下午

         七、课程开设的原则：

         1.不求甚解，只要熟读会背。

         2.不要苛求，要多多鼓励。不要用同一标准要求全体学生，只

         要半数以上的学生能正确流利的诵读就可以进行下一篇。

         3.不要一暴十寒，要持之以恒。

         4.不要死板，要注重兴趣。采用多种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六、保障措施：

         1.采用多种形式激发学生的诵读兴趣与热情。

         2.定期开展诵读大赛活动，并予以奖励，让学生体验、

         收获的快乐。

         3．利用黑板报、手抄报等多种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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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经典诵读评价卡。形成评价体系，使经典诵读持久、有效地进行。

         5．定期举行一次诵读擂台赛，评选“诵读大王”、“诵读能手”或“诵读之

星”，以此激发学生们的诵读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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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弹性评价”方式。

         弹性评价：根据学生需要、结合学校活动开展适时适度评价

篇4：经典诵读的教学计划

         一、指导思想：

         依据四班级同学年龄特点，以学校指导计划为基础，通过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优秀文化熏陶，提高同学的文化和道德素养，让孩子们从小就

开始广读博览，日积月累地增长语言文化知识提高同学的语文综合素养和人文素养；使同学传承

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发扬中华传统美德，潜移默化地形成优良的道德思想，并渐渐完善自己的

人格，促进同学可持续进展，培育同学健康成人。

         二、教学目标：

         1.通过经典诗文诵读活动的开展，为同学提供一些做人的思想和行为指导，

对同学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2.开设经典诗文诵读活动，提高同学的语文综合素养和人文素养。

         3.开启少年儿童的潜能，特别是右脑、潜意识的巨大记忆力和制造力；开发

同学的`聪慧，使识字、阅读、记忆、观测、思维、判断、想象、决策、制造、体能、灵感等多方

面潜力得到更为科学、更为高效的`开发和培育。

         4.通过每天诵读活动，培育同学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毅力。

         三、活动基本原则：

         直面经典，不求甚解，形式多样，水到渠成。

         四、总体目标和详细目标：

         1、总体目标：通过组织学校生诵读、熟背诗文经典，让他们在一生记忆力最

好的时候，获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修养。

         2、详细目标：①培育学校生的留意力和记忆力。②营造深厚的阅读氛围，提

升同学语文水平，培育同学良好的语文素养。③培育学校生读书爱好，增加历史、地理、天文、

数学、常识、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素养。④通过每天诵读活动，培育同学持之以恒、百折不挠

的意志和毅力。

         五、经典诗文诵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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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诵读《语文课程标准》中附录的学校阶段需要诵读的诗词外，还有部分经典

诗词《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老子》《论语》《孟子》等。

         六、课程开设时间：

         单周每周三上午

         七、课程开设的原则：

         1.不求甚解，只要熟读会背。

         2.不要苛求，要多多鼓舞。不要用同一标准要求全体同学，只要半数以上的

同学能正确流利的诵读就可以进行下一篇。

         3.不要一暴十寒，要持之以恒。

         4.不要死板，要着重爱好。采纳多种方法调动同学的学习爱好。

         六、保障措施：

         1、采纳多种形式激发同学的诵读爱好与热忱。

         2、定期开展诵读大赛活动，并予以嘉奖，让同学体验、收获的欢乐。

         3、利用黑板报、手抄报等多种媒体，展示经典佳句，营造诵读的氛围，使同

学走进经典，耳闻目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陶冶情操。

         4、设立经典诵读评价卡。形成评价体系，使经典诵读长久、有效地进行。

         5、定期进行一次诵读擂台赛，评比“诵读大王”、“诵读能手”或“诵读之

星”，以此激发同学们的诵读热忱。

         6、“弹性评价”方式。弹性评价：依据同学需要、结合学校活动开展适时适

度评价

篇5：经典诵读的教学计划

         一、教学目的

         经典诵读教学计划旨在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通过诵读经典，感受

古人的智慧，提升语文素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审美情趣。

         二、教学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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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计划适用于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学生。

         三、教学内容

         1.经典诗歌：选取唐宋时期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如《静夜思》、《春晓》

、《登鹳雀楼》等。

         2.经典散文：选取《论语》、《孟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名篇，以及《

古文观止》中的优秀散文。

         3.经典故事：选取《成语故事》、《寓言故事》等富含哲理的故事，培养学

生的道德品质。

         四、教学安排

         1.教学时间：每周安排一节课，每节课40分钟。

         2.教学周期：共分为两个学期，每个学期16周。

         3.教学进度：每周学习一首诗歌、一篇散文或一个故事。

         五、教学方法

         1.诵读：让学生反复诵读，感受经典的语言美、音韵美。

         2.讲解：教师对经典作品进行详细讲解，帮助学生理解作品内涵。

         3.背诵：鼓励学生背诵经典作品，提高语文素养。

         4.互动：组织课堂讨论，让学生分享学习心得，培养表达能力。

         5.实践：结合实际生活，让学生运用经典中的智慧解决现实问题。

         六、教学评价

         1.课堂表现：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积极性和表达能力。

         2.课后作业：检查学生课后诵读、背诵的情况。

         3.定期测试：每个学期末进行一次经典诵读测试，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

         4.成长记录：记录学生在经典诵读过程中的感悟和成长。

         七、教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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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师培训：加强教师对经典诵读教学的培训，提高教学质量。

         2.教学资源：配备充足的教学资源，如教材、参考资料等。

         3.家校合作：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让家长了解经典诵读的重要性，共同促进

学生成长。

         4.激励机制：设立经典诵读奖学金，激励学生积极参与。

         特殊应用场合及增加的条款：

         1.特殊场合：学校举办的经典诵读比赛

         -增加条款：设立专门的比赛准备课程，提供额外的辅导和训练时间。

         -详细说明：为了参赛学生的表现能更加出色，应安排专门的辅导老师，提供

定期的加强训练，并针对比赛要求调整教学内容。

         2.特殊场合：学生语文水平差异较大

         -增加条款：实施分层教学，为不同水平的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计划。

         -详细说明：根据学生的语文基础和诵读能力，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

容，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诵读教学中得到有效提升。

         3.特殊场合：家长对经典诵读教学的参与度不高

         -增加条款：建立家长参与机制，定期举办家长开放日和家庭教育讲座。

         -详细说明：通过定期举办活动，增加家长对经典诵读教学的认识，鼓励家长

参与孩子的学习过程，提高家庭对经典诵读的重视。

         4.特殊场合：学生兴趣不高，参与度不足

         -增加条款：引入互动游戏和奖励机制，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详细说明：通过设计有趣的诵读游戏和设置奖励，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课堂参与度。

         实际问题及解决办法：

         1.问题：学生在背诵过程中出现记忆困难。

         -解决办法：采用记忆技巧训练，如联想记忆、构词法记忆等，帮助学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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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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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问题：课堂时间有限，难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诵读机会。

         -解决办法：利用课后时间，设立诵读角，让未能在课堂上诵读的学生在课后

补读，并给予适当指导。

         3.问题：学生对经典文化理解不足，难以深入体会经典内涵。

         -解决办法：结合历史背景和文化故事进行教学，让学生在了解背景的基础上

，更好地理解经典内容。

         4.问题：教学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学习需求。

         -解决办法：整合校内外资源，如图书馆、网络资源等，丰富教学材料，并定

期更新教学内容。

         5.问题：教师对经典诵读的教学方法不够熟悉。

         -解决办法：定期组织教师参加专业培训和教学研讨会，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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