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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教学计划

篇1：中华传统文化教学计划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一部分，包括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

、哲学、历史等。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民族的根。因此

，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推动中国文化事业的

繁荣发展、实现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从古至今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而传统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给我们的生活和思想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开展中华传统

文化教育，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做法：

         一、加强中华经典文化的学习

         中华古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

经典文化包含了《论语》、《道德经》、《史记》、《资治通鉴》等经典著作。这些经典文化具

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思想内涵，对于学生的思想素养和社会表现力极其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开

设中华经典文化课程，使学生们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体系，提高他们在中华文化

的认知和理解。

         二、开展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活动

         举办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活动或校内文化节活动，可以让学生通过比赛的

形式，增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学习热情，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此外，

竞赛活动还可以通过比拼分数，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并且为学生形成良好的竞争意识和合作精

神。

         三、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传统文化的学习不是只有理论学习，还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来加深学习效果。

举办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如品茶、书法、围棋、民乐等传统文化技艺的体验，能够让学生亲身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爱上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实践活动也能够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

能力，让中华传统文化更深入人心。

         四、注重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国际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宝库。因此，我们也应该将中华传统

文化教育的国际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

内的传播，让更多的外国人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中华传统文化。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是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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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实现国家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

展，同时也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文化素养。这对于推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社会文化建设来

说，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篇2：中华传统文化教学计划

         为了推进依法治教，切实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和良好品

行，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小学生的违法和犯罪现象，继续深入开展我校法制宣传教育，实现学校的

培养目标，现结合我校教育工作实际，制订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紧紧围绕教育局提出的相关决定，坚持法制教育与法制实践相结合，紧密联

系教育改革，注重教育的实效，深入进行以宪法、基本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

全校师生的宪法观念和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学校依法办事和依法管理水平，增强青少年学生的知

法守法意识，积极开展依法治校，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实现教育事业的依法管理。

         二、学习内容及要求：

         主要学习与学生学习生活相关的法律和道德教育方面的.基本知识。重点抓好

《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交通安全条列》等法规教育。做到法制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条文灌输与形象教育相结合;课堂

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思想教育与行为训练相结合;面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组织生动活泼、

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活动，提高学生学法的积极性。

         三、教育对象

         实施普法对象是：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重点对象是少年学生。

         四、方法与步骤

         1、坚持面授为主，组织自学为辅的教育方式。充分发挥校业余党校、校业余

团校、政教处等教育机构的宣传培训教育骨干作用，层层培训普法骨干师资。利用课常主渠道作

用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坚持使学校法制学习化、经常化。采用集中学习辅导和分散自学相结合

的方式抓好教职员工的普法工作。各类普法对象在组织面授予的基础上均应进行合格考试。

         2、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协同有关部门要注重搞好法制教育宣传舆论工作

。要通过发放法制宣传教育读本、召开教师会议、学生班队活动、晨会课、《国旗下讲话》、黑

板报、宣传橱窗传展览、学校广播之声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

         3、积极开展各类活动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要结合本校实际，把开展法

制教育与“警校共建"、"家校共建"、"社区教育"、"以案说教"等多种活动形式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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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考试和考核：通过培训学习，每个阶段学法、用法进行考试和考核，健全

学法用法情况登记制度。

篇3：中华传统文化教学计划

         一、指导思想：

         传统文化是治国之本、为人之本，?思想的传承。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教育财富

。历来被看作是治国之理、为人之本、做事之道，?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重要标

准。对个人来讲，诵读经典是“明德、至善”的主要途径，即让人追求高尚境界；培养自我认识

和自我发展能力；倡导践履躬行的道德原则。正是这样，“读经教育”才历数千年而不绝于世。

         二、教材分析

         现有《传统文化》教材突出了原典性、知识性、情感性、趣味性、实践性和

地方特色，通过诵读、感悟、熏陶、探究、交流、合作等基本活动方式，达到提高学生综合文化

素养的目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特点，营造浓厚

的探索实践氛围。

         2、以提升学生素养为目的，逐步培养其良好得到人文素养，塑造其诚信向上

的民族气节和人生信念。

         3、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学习能力，培养其初步的探究学习能力，形成其积极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教学目标

         1、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2、感受传统文化的继承，树立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使其具有初步批判

继承传统文化的能力。感悟继承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道理。

         3、养成良好品德。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自强不息、以德化人，其最终目的是

要培养出正直、顽强、善良、对社会有用的人。此外，在道德培养方面，中国文化强调气节，所

谓"士可杀不可辱"强调情操，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强调礼义，一举一

动要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强调廉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强调奉献，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良心，就是要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道德之人，不做伤天害理事。所有这

些，在今天的素质教育中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四、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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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感悟继承传统文化。

         2、养成良好品德。

         五、教学措施

         1、要关注学生的主体性。本教材形式多样活泼，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符合

学生的心理体验，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

         2、要尊重学生的主动性。教学要以“活”为基础，以“动”为特征，旨在倡

导研究性学习方式。

         3、要体现教学过程中的层次性，关注结果更要关注过程。

         4、创设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形式学

习。

         5、加强学科的交叉和渗透，拓展学科知识，改善知识结构。

         6、开发和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创造性地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六、教学进度：（略）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