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说演讲比赛分钟(模板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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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因此，教学本课如果局限在文字内
容上，是很难实现教学目标的。

战争与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伤害，对于身处和平年代的孩子们
孩子们来说，感受是模糊的，要给学生直观形象的感受，必
须适当以事例、图片、影像资料来充实条约内容，帮助学生
来感受战争、恐怖活动给人民尤其是是儿童带来的痛苦，只
有体会到战争的可怕，才能感受到和平的珍贵，才能激发孩
子们对和平的渴望。

本课教学，我有选择性的利用了南京大屠杀和伊拉克战争两
个事例，让学生来感受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尤其是战争
中孩子们的生活。学生感受到了战争给人们造成的无家可归，
流离失所；给孩子们带来的恐怖和痛苦；战争所带来的疾病、
饥饿、死亡……对“消灭这一切”的渴望在孩子们心中升腾，
对和平的呼唤从孩子们心中响起。在此基础上体会朗读，让
学生将美好愿望与现实相结合，设想自己如果是只和平鸽，
我会飞到哪？做些什么？这节课，课堂氛围活跃，学生交流
积极，在读中获得了情感体验和独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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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银河》是一篇文学性很强的课文，其内容主要是抒发看



银河的感想，而不是介绍科学知识。因此上课开始不能急于
向学生介绍科学知识，而是先帮他们树立“银河”的概念，
告诉孩子，在夏天或秋天晴朗的夜晚，能看见天空中有一条
白茫茫发着银光的光带，好像天的一条河流，那就是银河，
或叫天河。孩子们有了这些感受以后，接着组织他们美美地
朗读课文，让他们感受课文也把银河写得很美。通过各种形
式朗读课文至熟练后，进一步指导孩子们怎样读得更好，还
让他们进行品读，旨在让孩子们在读中理解，在读中感悟，
在读中想像。而孩子们也读得相当投入，特别是结构相似的
一到四小节，孩子们读得津津有味，强烈地被勾起了好奇心。

而要使孩子全面发展，更好地培养语文素养，仅仅进行朗读
积累还不够。为了拓展孩子的思维和培养他们的说话能力，
我还创设了以下活动：(一)和文中的小作者一样向银河提问
题。(二)自己动手画一画银河。这两项活动，特别是第一个
活动受到了学生特别的喜爱。他们几乎是毫不思索地向银河
提出了一大堆有趣的问题，而且很多都是根据自己平时的生
活体验来说的，如：1、“银河呀，你的河底有光滑的鹅卵石
吗？在鹅卵石下面有会生小鱼的鱼妈妈吗？”2、“银河呀，
在你的河岸边有美丽的大树和幽静的小路吗？嫦娥姐姐会经
常抱着玉兔去你那边散步吗？”3、“银河呀，在你的下游有
雄伟的瀑布吗？有调皮的小鸟在瀑布边飞来飞去
吗？”4、“银河呀，在你清澈的河水里有戏水的龙虾和慢吞
吞的螃蟹吗？它们会在你的河床上打架吗？”5、“银河呀，
在你宽广的河面上有美丽的荷叶和荷花吗？大大的荷叶上有
青蛙在唱歌吗？”……这些极富个性和想象力的提问，正是
学生们创造力展现之处，也充分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真
可谓童趣十足，想象奇特。

现在想来，课堂要充满活力，教师的情感和创造力其实是很
重要的。而语文课程也为我们教师提供了很多创造空间，只
要我们懂得去把握，知道去挖掘，懂得开发和运用，我们的
语文课堂一定会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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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由《我想》和《水墨画》两首童诗组成。第一首诗充
满了儿童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力，表达了一系列儿童的美好思
想，具有很强的儿童诗歌特色。第二首诗捕捉了三组童年生
活的画面，生动地展现了儿童童年生活的欢乐。本课程的知
识点为：

1、在拼音或参考书的帮助下，阅读生词；是；并掌握这些单
词；花蕾、柔软、柳絮、噪音、敷料、虎牙、水墨画。

2、经过感性的阅读、想象，感受儿童丰富的想象力，努力写
出儿童诗歌。

诗歌的教学就是现代诗歌的教学。我认为我们应该让学生多
读书，在阅读中感受，在阅读中思考，在阅读中说话。因为
这是一首儿童诗，非常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当他们在阅读后
被要求发言时，每个人都有话要说。就连平时不在教室的简
健也不停地举手发言，勇敢地站起来示范阅读。看着他们高
高举起的小手，联想在工作日上了一些无聊的课。现在的问
题似乎是教师如何有效地引导他们。只有当孩子们喜欢的时
候，这样的课堂才是最充实、最有效的课堂！下课后，一些
孩子迫不及待地拿着他新改写的诗读给我听。看到他严肃的
样子真是令人欣慰！本课程的缺点是ppt不够详细，对时间的
把握不够好。此外，我还忘了童年的水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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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的两首儿童诗一为《我想》，一为《童年的水墨画》，
都是描述儿童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示孩童纯真、细致的内心，
与学生息息相通。因此，运用不同的朗读方式，让学生有感
情地诵读是体会儿童诗情感美的有效手段，能使学生与诗人
产生心灵的共鸣。



《我想》一诗行文跳跃，想象大胆奇丽，表达了一个孩童内
心的美好愿望，极富韵律美，学生读起来琅琅上口。本课是
略读课文，在教学时，教师注意引导学生做到初读了解诗的
内容美，赛读感受诗的节奏美，默读想象诗的意境美，品读
体会诗的语言美。在反复地诵读中，学生自主学习，了解到
诗中表达的绿化环境、美化春天、探索奥秘、让世界更美的
纯真愿望。品读时，孩子们找出了“把小手安在桃树枝上”、
“把脚丫接在柳树根上”、“把眼睛装在风筝上”这些生动
的用词，感受到了“悠啊，悠……”“长啊，长……”“望
啊，望……”“飞啊，飞……”

这种强烈的韵律美，并在教师课件制作的“柳絮飘扬、孩童
托腮展望”的情境中进入了想象的天地。

“你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怎样的画面？”教师这一问，使学生
与诗中孩童一起展开想象：“我仿佛看见了草地上盛开着五
彩缤纷的花儿，孩子们高兴地唱着春天的歌谣”;“我看见了
一棵棵茂盛的树长起来了，绿荫如盖”;“蓝天飘着白云朵朵，
令人神往”……孩子们的心灵体会加深了，童心与诗情迸出
了火花。学生与诗人在交流，形成了共鸣，自然而然体会到
了诗的情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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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和学生共同学习了《儿童诗两首》，一首是《我
想》，这首诗写了一个孩子一连串美妙的幻想，想把小手安
在桃树枝上，想把脚接在柳树根上，想把眼睛装在风筝上，
想把自我种在土地上，表达了儿童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美的
追求和向往；另一首诗是《童年的水墨画》，摄取了一组儿
童生活的镜头，表达了孩子们童年生活的欢乐。两首诗充满
了童真童趣，其想象大胆，语言简炼，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
让人进一步感受到了童年的完美。

本节课，我没有过多的分析讲解，没有课件演示，我只是引



导学生反复诵读诗歌，让学生经过朗读，展开想象，脑海中
浮现出诗歌描绘的美丽画面，说一说自我最喜欢哪个愿望，
最喜欢哪个画面，并说一说喜欢的理由，让学生对诗歌所描
绘的画面有自我的补充和拓展。边读边想，边读边体会，体
会之后再读，与作者一道沉浸在一连串美妙的幻想中，沉浸
在童年生活的欢乐中。同时，让学生真正感受阅读的乐趣，
我觉得这才是美妙的课堂教学，这才是审美阅读，这才应是
我们小学语文教学应当追求的境界。

此刻的语文课堂，有些教师可能过分注重语文的工具性了，
可能过于注重让孩子理解课文资料的缘故，教学中常常不自
觉地、按图索骥式地带着孩子机械阅读文本，并不恰当地以
实物或某些媒体漂亮的画面，来直接代替孩子自我对课文的
阅读感受、想象、体验和理解。殊不知，“阅读是学生的个
性化行为，……应让学生在主动进取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
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
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课标语）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异常是阅读那些文学性较高的叙事类、抒情类文章，应当十
分重视和引导孩子展开个性化的审美阅读，经过反复诵读，
启发他们在学文识字、感悟积累语言的同时，设身处地与作
品里的进行对话，展开心与心的交流；启发他们寄情于作品
中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忘乎所以……而不是“对号入
座”式的解读作品，或机械地以所谓的“直观”的图画、景
物等来影响、干扰或替代孩子们自由自在的“悦读”。

语文课堂就应是学生欢乐的天地，就应是一门陶冶人的艺术，
就应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就应让学生走进自信的大
门。教师就必须重视朗读、重视指导朗读的方法、重视创设
朗读的情境，真正让朗读成为语文课堂的美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