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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经典古诗文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

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这些经典的古诗文作为民族智慧与民族精神的载

体，是人类精神文明最可贵的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魂与根。这些祖

国优秀文化精神，足以成为少年儿童一生的文化资产，对予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精神，无疑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经过几年来的实践

和探索，可谓收获颇多，下面我把自己几年来工作实践的点滴体会总结

如下：

一、开展五项活动，提高学生诵读古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学

性

（一） 诵诗会

利用诵读课召开诵诗会，是提高学生诵读古诗积极性的一个好方

法。诵读的内容有指定内容背诵；并在活动中评出优秀选手和优秀班

级。
（二） 古诗文图展

组织学生进行诗配画，根据诗意进行绘画，出手抄报。选出优秀

作品积极参加学校一年一度的艺术节，并对平时优秀的学生作品进行大

肆表彰。
（三） 擂台赛

利用诵读课在班级中开展古诗背诵擂台赛，在挑战中评出擂主。
评出周冠军、月冠军。每学期评出一名总冠军，给予物质奖励。

（四） 诗文表演

一种是诗配乐表演，我选择与诗文有联系的音乐，放着音乐按节

奏让学生朗读古诗文；有时由学生自己伴奏诵读古诗；另一种是诗文

剧，把一些通俗易懂的古诗文改编成诗文剧让学生表演，以此调动学生

学习古诗积极性。
（五） 游艺活动

将古诗文背诵与游艺结合起来，利用猜字谜、诗句接龙等形式，

激发学生的兴趣。把知识的学习寓学古诗与娱乐活动之中。
二、拓展六条途径，培养学生诵读经典古诗文的兴趣

1） 听，即听广播，听录音，利用午自习时间，听学校团委广播室

播放中华经典古诗文，进行欣赏；组织学生积极参加“校园之声”诗文

小广播，学生主持，播音。学生积极撰写发言稿，积极参加播音。既充

实了古诗文知识的积累，又增强了学生阅读品析能力。
2） 看，即通过宣传栏、黑板报、诗文图展、教学楼内悬挂名句、

楼道内经典古诗文的诗配画等形式，让学生随处可欣赏到古诗佳作名

句，在有意无意之中将古诗记住。
3） 读，每天课前 2 分钟，午间课前 5 分钟，组织学生朗读或自由

诵读。天天拼时间、挤时间多读。既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又增强了学生

阅读能力。
4） 抄，让学生做诗文卡写在诗词积累本上，每两周办一期手抄报、

出一期板报等。通过手抄报展览、评比，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5） 讲，学生在背诵古诗的基础上，讲解古诗的大意和所描绘的景

像，讲诵读的感受、心得和体会。通过交流会，交流阅读感受，大大地

提高了学生阅读能力。
6） 赛，即小组、班级逐层举办小型古诗诵读比赛。各班选出优秀

选手参加学校组织的每学期一次的诗歌朗诵比赛。

三、做到四个落实，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朗读习惯

（一） 时间落实

学生每天除了课前 2 分钟，午自习课前 5 分钟诵读古诗文，并且

充分利用每周的诵读课指导学生诵读。同时，要求学生积极利用课余时

间诵读古诗文，告诉他们这是展示自己才华的一扇窗口，可以有效地提

高古诗文诵读效果。
（二） 辅导落实

认真备好每节诵读课教案，选好诵读内容，帮助学生弄懂诗文的

读音、大意、意境。教师还可以根据诗词的意境，用自己的身体语言示

范给学生，让他们理解什么是意境，增强诗词鉴赏能力。
（三） 内容落实

根据高碑店市教育局提供的诵读教材《龙文鞭影》 《弟子规》，做

到每天读几句，每周背几句，并收集自己喜欢背诵的古诗，与同学交

流。
（四） 任务落实

学生每天在古诗积累本上写上一首古诗，每周一和周四检查。评

比出优秀的积累本，每月组织进行一次年级交流展出。对此，我们还十

分注意不给学生造成额外的负担。
总之，学校开展“中华经典古诗文”诵读活动以来，不但拓宽了语

文教学的时空，而且学生的精神面貌得到较大的改观，使我班形成了良

好的学风、班风。中华经典古诗文不仅语言精炼优美，而且意蕴深刻，

境界动人，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初步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道德情操，陶冶高尚情趣的重要教材。
通过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和美丽风光的古诗，使学生充分感受到我

们祖国江山如画，从而激发他们作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培养他们高远

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不少古诗抒发了亲情、友情和乡情，诵读这些古

诗，可以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和热爱亲人、热爱朋友的健康情

感。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学校“中华经典古诗文诵读”比赛中，我班

选手均获得了优异成绩，并且获得班级优胜奖。我撰写的教学设计《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录像课《愚公移山》在中央教科所“十一五”
全国重点科研课题《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论文评比中纷纷获得一等

奖。
通过大量诵读中华经典古诗文，一是激发了学生诵读古诗的兴趣，

形成了诵读古诗的良好氛围。现在很多学生不满足老师指定背诵篇目，

自己找来其它古诗背诵。二是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学生知道了“诗的故

事”、“诗坛轶事”，他们了解、知道诗人多了，背诵的古诗多了。三是

学生初步掌握了诵读古诗的方法，并能运用与课外自读古诗，部分学生

还能把学到的古诗运用于作文之中。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品读先贤之

余韵，感悟圣哲之情怀，则他们人生境界之提高，胸襟之开阔，心灵之

净化，智慧之启迪都将得以保证。学生不仅仅是记住一些名篇佳作，而

更重要的是去寻民族文化之根，立民族精神之魂，我们古老的中华文

明，必将老树长青。在诵读古诗过程中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厚学生的

人文精神底蕴，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我们坚信我们的青少年必将读尽

天下美文，人人成为少年雅士。

颂千古经典 强学生素质
———开展《中华经典古诗文诵读》课题研究心得

王路平

（河北省高碑店市第五中学，河北高碑店 074000）

[摘 要] 中华经典古诗文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对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无疑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开展五项活动，提高

学生诵读古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学性；拓展六条途径，培养学生诵读经典古诗文的兴趣；做到四个落实，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朗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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