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读经典”
语言文化品牌案例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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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经典活动指导思想

百年老校的文化育人，将自身的文化传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晨读经典

活动作为学校“三全育人”的活动之一，自2018级新生开始，我校全面推广人文外语

系自2016级开始的晨读经典经验，针对大一新生开始为期一年的“晨读经典、暮习书

法”的基础夯实工程。学生在大一年级，每天坚持晨读和练习书法活动，每天第一节

课课前10分钟进行中华经典诵读，晚自习19:00-19:30时段内进行钢笔字练习；每年

组织全校性的经典诗文朗诵会或比赛，以及钢笔字书法竞赛。

该项活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落实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重要举措，意在

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良好的读书习惯，增强文化自信。活动得到了学校各级领导和部

门的大力支持，教务处、学生处等职能部门的直接推动和晨读指导老师的辛苦付出，

成就了五年来每日清晨笃学楼传出的朗朗读书声，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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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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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师生关注经典、传承经典的热情，提高传承与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自觉性，养成阅读和积累的习
惯，提升师生运用祖国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学习中华经典诗文赏析知识，培养师生对
中华经典诗文鉴赏能力，增强诗文底蕴，
提高人文素养。

提高师生诵读经典能力，在诵读中了解中华经
典文化，接受人文熏陶，传承中华美德，激发
师生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

营造“吟中华美文，诵民族经典，塑完美人格”
的书香校园文化氛围，落实“三全育人”，提高
学校品位和办学特色，丰富师生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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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保障

成立“晨读经典”活动校级领导小组，组织、
指导活动的实施，明确相关处室及各学院的工
作职责，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组织
保障 

明确指导教师及学生对应的管理处室及其工作
任务，建立晨读巡查制度，构建教师、学生激
励考核体制，设立专项活动资金，确保活动顺
利开展。

管理
保障

搭建专业化的指导教师团队，引入安徽省、芜
湖市演讲朗诵学会会员身份的校内老师加入团
队。同时，强化对学生导读员的培训管理。

专业
保障

宣传
保障

通过召开会议、 启动晨读仪式、校园广播、展
板、条幅等多种形式营造活动氛围，激发师生
诵读经典的热情。 校领导检查指导

学
生
导
读
员
培
训

学
校
动
员
会

2016
年
启
动
仪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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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流程

制定方案

每年制定并下发当届学
生“晨读经典”活动实
施方案；编印中华经典
晨读教材；拟定晨读计
划；挑选并定期培训学
生晨读导读员。

晨读讲座 经典诗文朗诵会/比赛

每周一到周五，大一学
生上午第一节课预备铃
响前10分钟开始晨读；
指导教师到班指导晨读；
各班学生导读员（2名）
引导班级同学晨读。

邀请或安排校内外教师
开设传统文化讲座或诵
读方面的讲座。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校
性的经典诗文朗诵会或
经典诗文朗诵比赛。

晨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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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亮点
丰富活动形式

拓展活动外延

创新活动载体

作为“晨读经典”活动的成果展示，每年至少举办
一次经典诗文朗诵会或比赛。
同时结合传统节日、重大节庆等体现晨读特色，如
在12月4日宪法日当天晨读《宪法》，联合校宣传
统战部、校团学部门开展多种特色晨读活动等。

由“晨读经典”衍生周边特色活动，如校团委组织
的一年一届的影视配音大赛，每年结合不同主题开
展外延教育教学活动，如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主题形式下的影视配音相关
活动。

开通我校师生用于推广普通话、传统文化、进
行社会服务的网络诵读账号（喜马拉雅、微信
公众号等），将活动载体延伸至线上。

12
月
4
日
宪
法
日
国
旗
下
晨
读

影
视
配
音
大
赛

联
合
国
学
社
开
展
湖
畔
晨
读
活
动

微信及喜马拉雅
线上推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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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剪影

“晨读经典”活动及晨读教材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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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剪影

经典诗文朗诵会或经典诗文朗诵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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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剪影

衍生活动-校团委影视配音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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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成果

演讲比赛
获奖

普通话通过率
及教材出版

朗诵比赛
获奖

张兴茹同学获第五届安徽省
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二等奖

在校学生普通话
二甲及以上通过
率提升至50%，
二乙及以上通过
率提升至95%；
公开出版国学经
典导读教材。

学生及指导教师在省市级朗诵比赛中多次获奖。其中：
张磊老师在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诵读中国”项
目中获得省级一等奖；自经典晨读活动开展以来，我校
学生每次参加全省大学生朗诵大赛均能进入决赛，且基
本上每年都能有节目获得二等奖以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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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安徽省教育厅刊
发我校“晨读经
典”相关报道

学习强国刊发我
校“晨读经典”
相关报道

潇湘晨报网、安
徽大学生网等媒
体报道我校“晨
读经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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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努力方向

3个重点

加强教育教学工作融合

扩大社会服务范围

创新网络推广形式

目前已在现代文秘和网络新闻与传播专业试点《朗诵与主持》课
程，后可结合实际，将该门课程与晨读经典、全校公选课融合，
同学生社团等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

提升社会服务的广度和力度，结合社会需求，进一步开展诵读、
传统文化相关的义务讲座、培训指导活动，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演
出活动等。

开拓网络推广新渠道，利用当下流行的短视频形式，结合传统节
日、重大节庆等，创新情景剧、知识点趣讲、影视配音等丰富的
表现形式，开展语言文字的普及、传统文化的推广等活动。



• 刘名 2023.10.09



导言

• 为进一步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落实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服务学生发展，传承学校学生钢笔字练习的做法
，我校在2018级至2022级新生中开展了暮习书法活动。结合过去的经验，对《暮习书法（钢
笔字练习）工作实施方案》进行修订并在2023级大一新生中实施。



一、总体安排

• 1.上下学期各10周，共20周，每周五次。本周日10月15日起（晨读是从10月16日起）至12月
22日止（即8周-17周）。利用晚自习时间练习，统一安排在19：00-19：30，练习时长不超
过半小时。

• 2.学生根据长江雨课堂或课代表群中发布的教学任务，每天练习一个字，每天交一张“钢笔字
练习纸”。（练习纸每张126字）

• 3.按照公选课标准管理，一学年上下学期考核合格计1.5学分。连同晨读共3学分。
• 4.每个班安排一位指导教师，两名课代表。课代表每晚自习收钢笔字练习纸。每周集中一次

交给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每周现场指导一次、批阅一次。
• 5.以赛促学，第二学期举办较高组织水平的校级书法比赛。
• 6.2024年6月或9月，举办2023级学生钢笔字练习成果展。



二、学生的任务和要求

• 1.“一日一字。”学生根据练习任务，采取少而精的原则，每晚自习练习一个字。每晚自习从19
：00-19：30练习20分钟左右，认真在钢笔字练习纸上操练。每天晚自习结束前，交一张“钢
笔字练习纸”。由课代表集中后交给指导教师。

• 2.“定体定调。”根据指导教师或团队的安排，定体定调。学习的字体是欧颜柳赵等传统经典楷
行书字体中的一种。学生认真学习教学平台上的知识和要求，学会正确的执笔姿势、恰当的
运笔技巧。

• 3.掌握所学字体的基本笔法，如永字八法。基本学会所学字体的结构技能，如穿插避就、向
背呼应技巧，了解所学字体的形态特征，如方圆曲直。

• 4.掌握一部分章法技能，掌握一些书法艺术常识，具备一定的书法鉴赏能力。
• 5.学生根据教师的要求进行修改，刻苦学习。
• 6.指导教师团队安排较恰当的学习内容，学生按照要求完成学习任务。
• 7.积极参加比赛或观赏展赛。



三、指导教师的任务和要求

• 1.一周一指导。每周现场给学生指导一次，一次给学生示范一个字。即尽量落实“一周一指导
，一次示范一字”。以前校领导讲过先教学生写好自己的名字，一次给学生示范一个字，一周
指导一至二次，一月一会，这些讲话内涵深刻。

• 2.一月一会。包括教学研讨会、培训会、校内外专家讲座、集体看展等。尽量落实一月一会
，本学期至少再集中研讨二次。

• 3.一年一展（赛）。指导教师每年须参加一次比赛或一个展览。
• 4.填写指导记录表。期末对学生进行考核。2024年5月，选班级人数或指导人数的10%左右，

参加校赛。



四、关于比赛

• 1.活动结束前，班级和指导教师组织比赛初赛，选出10%学生参加“2024年学生钢笔字比赛决
赛”。参加决赛的同学发放“暮习书法活动考核优秀证书”，获奖的同学同时获得等次证书和奖
品。获奖率30%左右。按照学生获得奖项等次计算积分，选出10名“优秀指导教师”，3个“优
秀班级”。（395+126+10=521）（18+36+72=126）。为学生参加比赛提供便利。

• 2.另外，开通两条比赛通道，即“笔墨中国”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和安徽省校园读书创作活动，
图书馆牵头，每年能为学校拿点成绩。近年来我们省级比赛成绩稳步上升。2022年获省级特
等奖（教育厅主办）两项。

• 3.举办展览。改变赛而不展的情况。11月展2022级学生比赛作品。2024年6月或9月举办
2023级学生钢笔字练习成果展。如果每年有个展览，练习效果、氛围会大不相同。



五、书法教学设计和教学目标

• 1.书法是指把汉字写出艺术效果、写成书法艺术作品的过程。找到“一套笔
法、一个字体、一种节奏”是关键。我国书法历史悠久，字有很多种写法，
就像饭菜有菜系之别，既需要融合也需要提纯。书法是千锤百炼的结果，是
书写者品行格调和化用传统的能力的综合成果。

• 2.选择字体时，选经典的楷书或行书，即欧颜柳赵四体中的一种，宗一种字
体，调和一些字体，内含筋骨，外展芳华，形成一种独特的风味。



六、教学管理和制度保障

• 1.指导教师管理由教务处负责。学生管理由学生处负责。辅导员的工作：领会实施方案，传
递信息和信心。

• 2.书法教师团队管理，结构清楚、层次分明。学校书法教育发展规划。
• 3.书法教师的培训管理，教师书法家的培育和推广。



结语
通过现有教学条件和制度保障，完成活动任务，落实“一日一字，一周一指导，一月一会，一年一
展”。

相信我们能很好地举办本学年学生“暮习书法”系列活动，为继承学校书法教育传统、创建书法教
育品牌增砖添瓦！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