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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诵读 

   

经典是心灵中闪光的作品，是我们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精神财富，是民

族之根，文化之源，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力量。 

“国培计划（2018）”--安徽省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初中经典诵读教育培训

项目，在淮北师范大学于 2018年 10月 30 日开班，经过历时 10 天的学习，使我

们每一位老师对于“什么是经典？什么是诵读？经典诵读的价值，意义”等问题

有了全新的认识，使每一位老师都收获满满。 

国学经典诵读能够传承我们中华名族的优秀文化，能够让学生感受到源远流

长的名族精神，特别是那些经典的篇目能够让孩子的智慧得以提升；国学经典诵

读能够陶冶孩子的品德和情操，在朗诵当中还能够提升自己的普通话水平，培养

自己的爱国热情。让孩子的性情得到开朗，培养他们的自信。国学经典诵读也是

一种素质教育，能够让孩子的心智得到开发，使得孩子的道德、文化、智力等方

面都得到全方面的提升。当然，在进行国学诵读的过程中，要注意孩子自觉诵读

的原则，要让孩子锻炼自主诵读的好习惯，孩子在诵读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一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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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话，家长朋友可以进行讲解。千万不能够敷衍孩子哦，这会影响到孩子诵读

国学经典的热情。 

 
 

   

 

 

学员实践活动 《天上的街市》 

11月4日，学员朱磊老师在梅苑中学教室给国培学员们展示了《天上的街市》

这一节课。 

在教学过程中，朱磊老师采用了不同形式的读，让学生对本诗形成感性的认

识，结合时代背景，让学生理解本诗所蕴含的情感，力求通过一本是为缩影，让

学生学会欣赏诗歌。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朱磊老师注重课堂生成，通过与学生的互

动，而深化对本诗的理解。 

 

 

   

 

 

听课点滴心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宿州市  孙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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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听了赵飞老师的讲座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接地气，受用良多。讲座

中提到的方式方法对于如何培养及开展经典诵读活动有极强的参考价值，正所

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论述‘何为经典、何为诵读、自问’环节时，

由浅入深，问中设疑而又疑中自移，触类旁通。特别是在当下经典诵读现状的解

析授经中谈到了存在的三方面问题：1.无序而读。2.无根而读。3.无为而读。本

人肤浅认为这也是经典诵读的大忌，教师可以以此为戒反思吾省，拿捏标准，望

闻问切，据此开展经典诵读定能获益。赵老师在讲授经典诵读的三重境界时，特

别提到了第三点‘文我合诵’的难度，以及在平时开展经典诵读的活动及教学中

很难达到此点，言外之意便是只要遵循前两点‘1.我诵文本。2.文本诵我。’便

可!但吾辈已定遥想登南山的志向，否则经典诵读的灵魂定会处于摆渡状态。故，

第三点我会执着追寻。有句偈语说“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何

处染尘埃。”只要我们敢于挑战，用心、用情做教育，经典诵读这门课程上的明

镜台上的一股鸿泉一定会长流不竭。 

   

《天上的街市》教后记 

                                         阜阳市  朱磊 

    新课程语文标准要求七年级的学生要学会欣赏诗歌。根据这一要求，我从三

个方面对本诗设计:1，注重诗歌的朗读教学；2. 从诗歌的音乐美、图画美，情

感美这三个方面来欣赏本诗；3.适当补充联想和想象的概念，并让学生做一练习。 

在教学过程中，我采用了不同形式的读，让学生对本诗形成感性的认识，结

合时代背景，让学生理解本诗所蕴含的情感，力求

通过一本是为缩影，让学生学会欣赏诗歌，在课堂

教学过程中注重课堂生成，通过与学生的互动，而

深化对本诗的理解。 

本节课的不足之处:作为一节诗歌朗读指导

课，在学生的朗读上我只是泛泛而评，没有做具体

的指导，比如停顿、节奏、轻重音。1000 个读者就

有 1000 个哈姆雷特。每一个学生在朗读诗歌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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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都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所以我应该因利势导，在学生朗读的同时，让学生谈

情感体验。 

总之，语文教学是一门永无止境的艺术，也是一门有遗憾的艺术。 

 

                    
经典诵读班学员，穿梭在淮北师范大学的各大教室之间，与全国各大高校的

大儒们，碰撞着跨越千年的唐诗宋词，名著经典。老师们博古通今，满腹经纶，

慷慨激昂，激情澎湃，欲罢不能。在“梧桐更兼细雨”“的宋词里，演绎着”“剪

不断，理还乱”的婉约；在“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唐诗里，激

荡着“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豪放；更别问“廉颇老矣，尚能饭

否”，大家深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的道理，文明用餐，箪瓢屡空，尊重农民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苦，珍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劳动

成果。 

经典是文化的精粹,是人类文明的积淀,诵读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

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利用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在读经诵典中养德行,学

会了做人,它不仅丰富了我们知识,提高了我们的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

怎样做人,它像丝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地泫润的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良好的行为习

惯和优秀的道德育品质也自然形成,同时了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假如说我们的心田是一块最普通的土地需要阳光、雨露、肥料和辛勤的耕耘,

那经典诗文就是那阳光、惠风和细雨.只要你愿意时时刻刻去吮吸去领悟去诵咏,

那我们的理想之花一定会开得更艳持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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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月30日到11月8日，每位老师都认真积极签到，上课认真听讲，

勤做笔记，很多老师感叹道重回学生时代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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