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课前演讲稿三分钟演讲音乐有哪
些(精选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姓氏歌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一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认识“姓、氏、李、张、古、吴、赵、钱、孙、周、王、
官”12个生字；认识弓字旁、金字旁。

3、会写“姓、什、么、双、国、王、方”7个生字，知道笔
画顺序，会组词。

教学过程：

一、初读课文，初步感知。

1、自己先读一读课文，不认识的字读一读拼音。

2、老师教读，男生读、女生读，全班齐读。

4、做课本上的问答游戏。

二、熟读词语、认识生字、会写生字。



1、板书词语：“姓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古月胡、上官、
双方、国王、什么”。（加粗字体是书本上要求必须认识的
字）

2、老师教读，请学生上台来教读。

3、老师随机抽取几个字指一指，认识会读的同学站起来大声
读出来。看谁反应最快。

4、根据笔顺歌自己想一想笔画顺序是怎样的？请四个同学

上台来，把“姓、什、么、双、方、国、王”七个字的笔顺
写在黑板上，其余同学就在书本上，把这四个字按照笔顺写
在田字格中。

（笔顺歌：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
中间，后两边；先外后里再封口。）

5、说一说“张”“钱”“徐”“国”都是什么偏旁呢？弓字
旁、金字旁、双人旁、国字框。

6、把黑板上的词语一起来读一遍，会读了的就擦掉，较难的
词语就留在黑板上，可以多读两遍。

7、全班一起齐读课文。

姓氏歌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二

活动目标：

1、诵读《姓氏歌》，了解中国人的传统姓氏文化。培养热爱
祖国文化的情感。

2、通过诵读《姓氏歌》认识生字。



3、学生展示诵读《姓氏歌》的成果。

教学重点：

采用多种方法诵读《姓氏歌》，正确、规范姓氏读法。教学
课时：2课时

活动过程：

一、启发谈话，导入活动

学生讨论交流。

(出示课件：告诉学生，我国的经典诗文有《三字经》《百家
姓》《弟子规》《千字文》《论语》等。

二、诵读汇报：

（出示《百家姓》课件。）

1、集体齐读《百家姓》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金魏陶姜

有多少同学愿意参与都可以，能说多少说多少

三、交流姓氏故事

提示：谁知道中国姓氏的来历呢？其实每一个姓氏背后都有



一个传说。

谁愿意告诉大家，你知道哪一个姓氏的故事呢？

1、同桌商量、准备交流

2、老师引入故事话题

1）教师讲张氏背后的故事吧。

在很久远的过去，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的儿子挥很聪明，喜好
狩猎，发明了弓箭，被任命为弓正，赐姓张；此外，晋国大
夫解张，字张侯，他的子孙也称为张氏。

张姓氏的名人有：西汉大臣张良；东汉科学家张衡、书法家
张芝和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北宋
画家张择端的伟大作品；还有现代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等。

四、游戏活动

1、出示课件，让学生读一读（边拍手边读《姓氏歌》）你姓
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

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

古月胡，口天吴。双口吕，言午许。

三横王，草头黄。立早章。双人徐。

耳东陈，禾木程。中国人，百家姓。

2、介绍自己知道的姓氏

2）开火车，来介绍。



3）同学评一评，谁介绍的好。

4）同学之间交流一下自己知道的有关中国姓氏的一些趣事。

4、观看有关中国《百家姓》的表演唱视频。

5、活动总结：同学们，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流传至今。希
望同学们在以后的课外阅读中，学到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
识。

6、结束语：

大家一起来说：不管我们姓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

第二课时

1、听课文录音，边听边画出要求认识的生字，自由练读。

2、指名朗读句子，注意停顿。

3、播音乐，加动作，自由轻声读课文。

4、按顺序出示词语卡片，齐读课文。

5、指导书写生字

（1）指名朗读，正音。

（2）通过多种方式反复识记生字。

（3）多媒体出示田字格生字“午、古、王”

学生观察思考：这三个字是什么结构？（独体结构）比较其
书写特点。



教师范写，学生描红、临写。

（4）多媒体出示田字格中“李、吴、双”引导学生观察、描
红、临写、扩词

6、知道有感情地朗诵课文。

7、完成课后练习

读读：自由朗读、同桌互读、正音纠错

演演：教师说动物名称，学生做动作

背背：自由练背，积累词语。

（三）布置作业

抄写课后读读记记的词语

姓氏歌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三

1．认识儿歌中的12个生字，书写7个汉字。

2．培养学生对姓氏文化的兴趣,了解有关百家姓的小知识，
区分读音相近的姓氏的不同写法。

3．正确、流利、有节奏地朗读并练习背诵课文。

4．结合学生自身的姓氏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

重点：

识字写字，正确、流利、有节奏地朗读。

难点：



激发学生对姓氏文化的兴趣。

2课时

第一课时

1．教师请同学们拿己课前准备好的姓名卡片，说说自己姓什
么，叫什么名字。

2．教师根据学生的交流情况进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名字分为两个部分，姓和名，通常情况下，名字中的第一个
字就是姓。（相机指导生字“姓”的书写：左右结构，女加
生，“女”字在作偏旁时，第三笔横画改为提画，不能出头。
）

3．板书课题：姓氏歌，指名学生朗读，注意正音：“姓”是
后鼻音，“氏”是整体认读音节，并与“低”加以区分。

1．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自主朗读课文第一小节，注意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2．检查学生的自读情况。

(1)指名学生朗读第一、二句，相机出示词语卡片“什
么”、“李”，指名学生认读，注意正音：“什”是前鼻音，
“么”读轻声；“李”是边音，相机交流“李”的识记方法：
上下结构，木加子。

(2)指名学生朗读第三、四句，出示词语卡片“张”，强
调“张”是翘舌音，交流识字方法：弓加长，张。

(3)指名学生朗读第五句，出示词语卡片“古”“吴”“双”，
指名学生认读，交流识字方法，师给予鼓励和指导。

3．再读第一小节，巩固识字。



(1)学生再次自由朗读第一小节，将这一小节中出现的姓氏用
笔圈出来，和同位交流。

(2)指名学生朗读第一小节，汇报出现的姓氏，教师相机板书：
李、张、胡、吴、徐、许。

(3)引导学生观察字形，说说是怎样记住这些字的。

(4)重点区别“胡”和“吴”、“徐”和“许”。师质疑：引
导学生发现这两组姓氏读音很接近，当别人没有听清是
姓“胡”还是姓“吴”，是姓“徐”还是姓“许”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学生交流汇报，教师适当：可以通过字形的不
同组合来加以区分。学生再次朗读：“古月胡，口天吴，双
人徐，言午许。”（微课展示）

4．游戏巩固。摘苹果送朋友：将六个姓氏卡片剪成苹果状，
贴在黑板上，指名学生上黑板摘苹果，苹果反面写的是什么
姓氏，读出来，送给班级姓该姓氏的同学。

5．练习熟读并背诵。

(1)学生再次练习朗读第一小节。

(2)多种形式朗读：指名读，同位一问一答读，拍手读，男女
生对读，全班齐读。

(3)指名学生背诵，全班齐背。

1．出示第一小节要求会写的字：什、么、双，指名学生认读，
口头组词。

2．学生自主观察字形，交流识记方法，教师给予鼓励和指导。

3．师范写讲解：“什”左右结构，要写得左窄右宽；“双”
左右相同，左边略小，又字的捺画变成点画。生观察书空。



4．学生自主描红、仿写，教师巡视指导，强调正确的写字姿
势。

5．交流反馈，评议提高。

1、连一连，组成有关姓氏的汉字。

木 弓 口 讠 彳 古 长 天 子 月 午 余

2、给下列汉字加个部首，组成新字再组词。

女（）十（）又（）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认识了生活中的一些常见姓氏，区分了
它们的字形，还学习了写字。课下，请同学们继续了解自己
的家人还有哪些姓氏，我们下节课一起来分享。

第二课时

1．出示生字词卡片：姓氏、什么、张、胡、吴、徐、许，指
名认读。

2．说说自己班上还有哪些不同的姓氏，师相机板书。

3．师过渡：我们的姓氏有很多，古人曾经编过一本书，叫
《百家姓》，里面收集了常见的姓氏，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
学习。

1．学生借助拼音自由朗读第二小节，注意读准字音。

2．检查学生的自读情况。

(1)指名学生朗读第二小节。

(2)根据学生的朗读情况相机正音，并出示词语卡片：、赵、



钱、孙、周、郑、王、东方、上官，指名学生认读，强
调：“赵、周”是翘舌音，“王、方”是后鼻音。

(3)全班齐读第二小节。

3．巩固识字。

(1)学生再次朗读第二小节，画出其中的'姓氏，再读一读。

(2)指名学生交流第二小节中出现了哪些姓氏，教师根据学生
的交流情况适时张贴相关卡片：赵、钱、孙、李、周，吴、
郑、王、诸葛、东方、上官、欧阳。

(3)再次打乱顺序，指名学生认一认这些姓氏，并说说自己的
家人或同学有哪些人是这个姓。（微课展示）

(4)鼓励学生说说自己是如何记住这些字形的，在此过程中，
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鼓励，并渗透一定的识字方法。
如：“赵、钱、孙”都可以用第一小节的汉字组合法来识记；
“周”是半包围结构，里面是“土”加“口”；“王”
是“三”字中间加一竖。

4．了解单姓和复姓。

(1)教师引导学生发现黑板上这些姓氏有什么不同。

(2)指名学生交流，教师：的姓氏中，大部分是一个字，也有
两个字的，如：东方、欧阳、上官等，这样的姓叫复姓。

5．游戏进一步巩固：师出示一张姓氏卡片，班上是这个姓氏
的小朋友站起来，大声说：示例：我姓钱，金钱的钱。

6．朗读并背诵第二小节：生自由朗读第二小节，通过拍手读
感受其中的节奏，练习背诵。



2．学生自主交流，教师根据学生的交流相机板书，拓展学生
的识字量。

姓氏歌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四

本课通过节奏明快的儿歌，把生字的组成规律和中国的百家
姓结合在一起，为识字创设了一定的情境。要鼓励学生运用
多种方式自主识记生字，培养他们的学习主动性。课文短小，
在教学时教师可引导学生运用已知的.经验来理解儿歌，也可
以通过组织游戏来帮助学生在趣味中诵读，在诵读中感悟，
培养语感，读出韵味。课前准备1.制作多媒体课件。(教师)

1.师生谈话，互相介绍自己姓什么。

2.引导学生交流自己知道的其他姓。

3.板书课题，指导朗读。

1.说说自己姓什么。

2.交流自己知道的其他姓氏。

3.跟老师朗读课题，注意“姓”的韵母是后鼻音。

1.我会读《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

1.指导学生小组合作朗读课文。教师巡视指导。

2.检查小组合作情况。

(1)指名朗读生字。相机正音。

(2)开火车读。

(3)齐读。



(4)指导学生说说识记生字的方法。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一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多读两遍。

2.找一找课文，圈出“姓”。

3.小组合作，朗读课文。

(1)小组内抽读生字，不认识的，互相帮助，看谁记得牢。

(2)小组内读课文，其他学生认真听读，进行评议。

(3)组内交流自己的识字方法。(如加一加，减一减，换一换，
比一比，编顺口溜，编儿歌等识字方法。)

2.给下面的字注音。姓()氏()李()张()古()吴()赵()钱()
孙()周()王()官()

1.要求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

2.组织拍手游戏进行问答，指导背诵。

3.指导学生学习课文后，运用课后“照样子做问答游戏”的
练习题中的方法介绍自己和别人的姓。(可以用把字拆分部件
和组词的方法。)

4.引导学生运用其他的方法进行介绍。

5.引导学生质疑。认识复姓。

6.指导学生朗读，知道省略号表示什么。

7.总结。

1.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



2.师生进行拍手游戏，熟读课文，背诵课文。

3.在老师的指导下模仿句子来介绍。(先小组内，再班内交流。
)

(1)你姓什么?我姓张。什么张?弓长张。

(2)你姓什么?我姓方。什么方?方向的方。

4.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介绍。

5.认识复姓，说说自己知道的其他复姓。

6.了解省略号表示还有很多这样的复姓。

7.齐读，背诵。

3.读一读下面的名字，圈出名字中的姓。曹操诸葛亮东方朔
姚明毛泽东

1.课件出示要求会写的字。观察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2.重点示范指导比较难写的字。(姓、国、双)

3.教师范写生字。

4.检查学生描红本。

1.保持写字姿势正确。

2.认读生字。

3.仔细观察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说说该怎样写好生字。

4.说说这些字的笔顺。



5.观察老师范写生字：姓、国、双，边看边书空。

6.进行描红。

7.投影仪展示，进行点评。

5.读一读，写一写。五、布置作业，拓展知识(用时：2分钟)

1.总结本课学习内容。

2.布置作业。

(1)制作姓氏卡。

(2)认读《百家姓》。

(3)了解姓氏背后的故事。

1.说说本课的学习收获。

2.制作姓氏卡：用彩色笔写出自己知道的姓，注上拼音，写
好后在小组内交流认读。

3.课后在家长的帮助下认读《百家姓》，了解姓氏背后的故
事。

6.说说自己的学习收获。教师批注

姓氏歌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五

姓氏歌是一种常见的传统古诗形式，它以讴歌并赞颂人们的
姓氏为主题。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传承方式，姓氏歌代表了
一个姓氏的荣耀和传承。在书写姓氏歌时，我们需要通过巧
妙的用词和优美的句式来表达对该姓氏的敬意和赞美。在本
文中，我将分享我对姓氏歌的心得体会， 简单阐述如何写出



一首连贯的姓氏歌。

首先，一首好的姓氏歌应该注重对该姓氏的历史和传承的描
述。当我们写姓氏歌时，我们需要通过考察该姓氏的渊源和
历史来更好地了解其背后的传承和文化。我们可以描述祖先
们在远古时代的事迹和贡献，以及他们为家族和社会做出的
伟大贡献。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将该姓氏与荣耀和传
承联系起来，创造一种凝聚力。

其次，姓氏歌应该呈现出该姓氏的特点和特点的多样性。每
个姓氏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和传承，我们需要通过歌词的形式
来将这些特点生动地展现出来。我们可以用形象生动的语言
来形容姓氏的血脉，家族的品质和家族成员的各种才能。例
如，如果一个姓氏以勇敢和坚韧的品质闻名，我们可以用形
容词和比喻来描述他们的勇气和不畏艰难的精神。

第三，姓氏歌应该弘扬家族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家族的凝
聚力和团结精神是每个姓氏歌都应该表达的核心思想。我们
可以通过写他们团结一心，助人为乐和共同努力的事例来表
达这些思想。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比喻，形容词和动词来
描绘家族内部的和睦氛围和支持。这样的描写可以表达我们
对家族团结和和谐的崇高追求。

然后，姓氏歌应该强调姓氏传承的意义和重要性。姓氏是家
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无形的财富。我们可以通
过写这个姓氏的光辉历史和家族的传统惯例来彰显其重要性。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表达家族记忆的延续和家族荣耀的传
承来突出这一主题。这样的描写将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姓氏传
承的重视和重要性的认识。

最后，姓氏歌应该以一种正面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结束。我们
可以用动词和形容词来表达对姓氏的期望和祝福，并以一种
节奏和押韵的方式来增强诗歌的魅力。通过这样的结尾，我
们可以使姓氏歌更加传神地表达出对该姓氏的喜爱和崇敬之



情，并为家族的未来充满光明和希望。

总之，写一首连贯的姓氏歌需要注重姓氏的历史和传承的描
写，强调姓氏的特点和特征的多样性，弘扬家族的凝聚力和
团结精神，讲述姓氏传承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以一种正面和
鼓舞人心的方式结束。通过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和优美的句
式，我们可以创造出一首充满情感和意义的姓氏歌，留下深
刻的印象并激发人们对姓氏传承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