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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小学经典诵读校本课程的开发及实践 
◆高  琳  李  君 

（河南省驻马店市第十二小学  河南驻马店  463000） 

 
摘要：“经典教育，精彩人生”的国学教育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和发展，

越来越多的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小学是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也是基

础阶段，经典诵读校本课程的开发及实践，能够对学生的文学素养、健

全人格全方位的培养，对弘扬我国文化起到重要意义[1]。本文就经典诵读

校本课成开发意义做了简单阐述，并对小学经典诵读课本教程的开发与

实践提出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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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经典诵读校本课程开发意义 
（一）经典诵读是弘扬我国民族文化的基础 
语文教学要完成民族文化的传承，学生优秀品格的养成和语

文素养的培养责任，就需要回归到积累民族文化和人类思想的经
典文本中去，要把人文教育的传统语文教学重视起来，像《百家
姓》《弟子规》《三字经》等，都是结合了古代圣贤思想和智慧结
晶的经典之作，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2]。这些瑰宝中，包含着
崇高的人格以及深刻的智慧，积淀着民族灵魂，对学生产生巨大
影响。它是我们的财富，是世界瑰宝，我们要把这些经典传承下
去，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让经典流芳千古。 

（二）经典诵读是学生道德教育的基础 
现在家庭当中很多都是一个孩子，家长对他们过分溺爱，导

致其有过强的自我意识，另外家长引导教育上的欠缺，让现在的
学生不会关爱他人，道德水平下降，文明礼貌欠缺，人文素养不
够，种种情况都引起社会教育界的深思。我们可以让学生通过经
典诵读的熏陶和感染，去规范道德、言谈举止和礼仪风范，到达
学生学会为人处世、品学兼优的目的。 

（三）经典诵读是对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基础 
《千字文》《百家姓》《孝经》这些经典中涵盖了社会历史、

为人处世、礼仪道德等内容，并包含了很多历史故事、成语典故、
谚语，在诵读上琅琅上口，易背诵。学生在诵读过程中积累了丰
富的语言知识，以及思维的发展，提高文学审美，并理解感悟人
生情感。另外，学生在经典诵读的过程中，能更好的了解我国民
族的发展，增加学生民族自豪感，更加热爱自己祖国。“腹中有
书气自华”通过大量经典诵读的积累，能全方位的提升学生的素
质[3]。 

二、经典诵读校本课程实践措施 
（一）提高教师自身素养，整合教学内容 
教师需要大量阅读经典诵读的研究文献，增加教师自身内在

涵养，提升知识量的储存。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去筛选出适合小学
生阅读的教材。例如教师在编排经典诵读内容时，可以分为一二
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三个阶段。一二年级可以阅读一些古
诗，陶冶学生的优雅性情，安排学生读《三字经》让写学生去享
受诵读乐趣，了解韵律的奇妙和历史发展。还可以读《百家姓》
让学生去了解中国姓氏；《千字文》让学生增加文字量的认识等
等。让这个阶段的学生能喜欢阅读，并感受到诵读的乐趣。而三
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安排唐诗宋词，让学生形成更好气质，增加
审美能力。安排学生读《幼学琼林》，让他们掌握更多的自然科
学知识，了解成语。培养他们对经典诵读资料的收藏，能够提升
习作信心。五六年级阶段可以在诗、词、曲方面让学生更好的了
解古代各个朝代的发展，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选择《孝经》让
学生更好的遵从孝道，传承民族精神。让这个年级阶段的学生，
能更好的把所思所想所感完美表达出来。 

（二）内容不求甚解，让学生了解经典，培养经典诵读兴趣 
教师对学生在经典诵读的要求上可以“不求甚解”，没必要

每一个字都能解释意思，每一句话都能分析明确，让学生按照自
己喜欢的方式诵读出来就可以，经典诵读其中的含义可以在学生
成长的过程中，慢慢领悟。学校在学生经典诵读的实践当中，要
根据整合内容，分阶段培养学生对经典诵读的兴趣。“兴趣是
好的老师”想让学生愿意学、喜欢学，首先要必备兴趣这一特点，

而小学生对经典诵读产生兴趣的途径是教师。“亲其师，方能信
其道”亲近教师，才会亲近教师所教的内容[4]。所以，教师教学
过程中，要建立轻松自由、愉快的课堂，吸引学生注意力，产生
对经典诵读的兴趣。例如，教师在授课《登鹳雀楼》一文中，可
以采用图画和表演的方式，让学生结合联想意境把它画出来，学
生会很乐于这种形式，并积极给予配合。另外还可以把经典诵读
内容，编制成生动的故事，用故事内容去吸引学生进行探究、诵
读，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 

（三）创新多元化教学方式，建立良好诵读经典氛围 
在教课过程中，良好的学习氛围是促进学生积极向上，乐趣

学习并开发思维的基础。教师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去建立经典诵
读的氛围，让学生在这种浓厚轻松地氛围当中，更好的掌握经典。
新课标中指出，语文教学要让学生“认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
丰厚底蕴，吸取民族文化智慧”。所以，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
师要运用现代学教学理念，把中国经典诗词渗透到课堂中去，设
计各种轻松的诵读课堂，并展开各种愉快的课外活动。在这里提
出以下两点活动方式： 

1.有效利用黑板报，校报等为载体，组织学生对名家经典作
品的摘抄，内容可以是诗词、读后感、名言佳句或者书法等，利
用作品展览的形式去提高学生对经典诗文的积极性。把学生手抄
的诗词，佳句等装饰教室，并对学生作品进行评比，评选出 优
秀的，教师给予奖励，用积极性促进学生兴趣的产生，并提高学
生语文素养。 

2.利用学校广播站，去营造氛围：学校可以根据学校实际情
况选出一定的时间段，比如每个星期五或者每天大课中间休息的
时间，进行“经典诵读”广播，可以让教师策划，高年级学生去
主持，面向全校学生进行经典诗词，曲、句等选拔，让每个学生
认为好的、优美的经典诵读都可以提交，经过筛选通过广播朗诵
出来，让校内的师生都能感受经典诵读的美妙。 

总结：综上所述，小学经典诵读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意义
深远，在小学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特质实施相关方式，培养学
生对经典诵读的兴趣，加强对相关方面的积累，促进学生综合素
养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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