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少年说演讲比赛一等奖(优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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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国少年说演讲比赛一等奖篇一

中国青少年心得体会是一个充满着智慧和经验的主题，我从
中收获了很多。首先，中国青少年应该紧紧围绕自己的目标
努力奋斗，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其次，我认为青少年应该
注重青春期的身体健康，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此外，中国青
少年应该增强自己的社交能力，多交朋友，在互相帮助和分
享中成长。最后，我们应该重视青少年自我成长中的困惑和
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展现青春的无限魅力。

首先，中国青少年应该对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有明确的追求，
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作为青少年，我们是有梦想的一
代。当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就应该做出努力，坚
定地朝着目标前进。无论是通过学习、实践或者培训等途径，
我们都应该持之以恒地走下去，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李宁、
马云等众多成功的中国企业家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立
下目标，并为之努力，最终我们也能成功。

其次，青少年应该注重青春期的身体健康。青春期是我们成
长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应该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饮食。同时，我们
应该积极参加体育活动，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体育运动不
仅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还可以培养我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和竞争意识。通过加入体育俱乐部、参加运动会等方式，我
们能够结交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此外，中国青少年应该注重社交能力的培养。社交能力是我
们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良好的人际
关系。我们应该主动地积极参加学校和社区的活动，结交更
多的朋友，增加我们的社交圈子。与人交往时，我们要学会
倾听他人的观点，尊重他人的意见，并积极与他人合作、分
享。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我们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各种能
力，促进自我成长。

最后，我们应该重视青少年自我成长中的困惑和问题，并寻
求解决之道。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关于成长和发展的阶段，我
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扰。当我们面临问题时，我们
应该勇于面对，并主动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可以向成年
人、老师、长辈或者亲密朋友寻求帮助和建议。同时，我们
可以通过阅读、学习、培训等途径提升自己的认知和技能，
解决我们的困惑。我们要学会承担责任，面对自己的过错，
并从中吸取教训，不断成长和进步。

总之，中国青少年心得体会是对青少年成长的总结与经验分
享。中国青少年应以自己的梦想为目标努力，积极参与体育
活动，注重社交能力的培养，并勇于面对困惑和问题。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勇气、毅力和智慧。通过不断的探索和
努力，我们能够展现青春的无限魅力，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自
己的贡献。

中国少年说演讲比赛一等奖篇二

中国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希望，也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他们正在经历从孩童到成年人的过程，这是一个伟大而又关
键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临各种挑战和机遇，收获
着成长的喜悦和心得体会。

首先，中国青少年在学习中有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学习是青
少年成长的重要环节，也是他们取得进步的基础。在学习过
程中，青少年们经历了千辛万苦，才逐渐领悟到学习的真谛。



他们逐渐明白了刻苦努力的重要性，明白了知识对未来的价
值，明白了自己的潜力和优势。通过艰辛的学习，他们不仅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更培养了自信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些
都是他们在学习中的心得体会，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所在。

其次，中国青少年在家庭中获得了宝贵的心得体会。家庭是
青少年成长的温床，是他们心灵的避风港。在家庭中，青少
年们体会到了父母的关爱和奉献，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团
结。他们明白了家庭的重要性，明白了家人的宽容和支持对
自己的影响。通过与家人的交流和互动，他们懂得了如何跟
人相处，懂得了如何和家人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关系。这些都
是他们在家庭中的心得体会，也是他们成为独立自强的青年
人的关键所在。

第三，中国青少年在社交中汲取了宝贵的心得体会。社交是
青少年成长的重要一环，通过与同龄人和其他人的互动和交
流，青少年们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学会了如何建立友谊和
信任。他们明白了尊重和关爱是社交的基础，明白了信任和
诚实是社交的保障。通过社交，青少年们不仅增加了朋友圈
子，也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他们通过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和志
愿者活动，了解到社会的多样性和不同人群的需求，更懂得
关爱他人，关注社会进步。这些都是他们在社交中的心得体
会，也是他们成为有责任心的优秀公民的关键所在。

第四，中国青少年在实践中获得了宝贵的心得体会。实践是
理论知识的应用和检验，是青少年们转化成长经验的关键一
环。通过实践，他们将在学习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实
际生活中，不断探索和实践，从中领悟到更多的真理和经验。
无论是参加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还是自己积极参与社会活
动，青少年们通过实践了解到努力和坚持的重要性，了解到
勇于创新和拓展自己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他们在实践中的心
得体会，也是他们成为实践能手和创新人才的关键所在。

最后，中国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体会到了自身的责任和担当。



他们逐渐明白，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自己肩负着重大
的责任和担当。他们明白了自己应该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应该关注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他们努力学习，提
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
参加志愿者活动，关心弱势群体，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爱心和
温暖。这些都是他们在成长中的心得体会，也是他们成为有
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关键所在。

总之，中国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收获了丰富的心得体会。学
习、家庭、社交、实践以及责任和担当，这些都是他们计划
着未来的关键所在。我们期待着他们能够不断成长，为中国
的繁荣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少年说演讲比赛一等奖篇三

(1900年2月10日)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
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
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
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
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
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
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
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
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
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
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
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
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
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
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
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
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



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
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
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
亦宜然。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
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
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
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
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
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
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
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
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
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
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
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
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
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
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
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
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
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
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
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
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
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
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
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
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



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
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
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
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
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
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
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
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
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
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
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
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
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
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
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
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
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
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
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
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
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
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
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
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
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
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
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
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



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
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
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
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
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
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
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
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
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
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
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犹
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
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
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
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
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
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
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
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
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
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
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
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
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
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
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
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
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
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
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
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
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



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
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
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
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
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
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
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
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
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
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
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
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
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
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
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
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
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
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作者附识。

中国少年说演讲比赛一等奖篇四

近年来，“少年中国强”这个口号越来越多地在社会上出现，
引领一大批优秀的少年儿童向着自己的奋斗目标前进，成就
自己腾飞的梦想。那么，作为一名少年儿童，怎样才能在未
来的学习和生活中不断提升自己，成为真正的“少年中国
强”呢？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体会和心得，
希望能够给广大的少年儿童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第一段：塑造健康生活和心态



想要成为“少年中国强”，首先应该重视自身的健康状况，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三
餐均衡营养，能够适当的进行锻炼和运动，同时也要避免沉
迷于电子产品，保持学习和娱乐的平衡。此外，还要塑造积
极向上、乐观向善的心态，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和事都要有
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综
合素质。

第二段：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意识

作为一个“少年中国强”，除了自身的素质，还需要注重与
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发挥自身的团队合作精神。
在学校和社会中，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和同学、老师、朋友、
父母和长辈们和睦相处，多与他们交流、沟通，不断增进彼
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同时，我们还应该在团队协作中不断
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领导力和合作意识，学会团队沟通、
协调和协作，不断提高自己的团队实力和贡献价值。

第三段：追求卓越的学术成就和职业规划

作为一个“少年中国强”，我们需要有一颗追求卓越的心，
立志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在学习方面，我们应该注重提升
自己的学术素质，尽可能多地接触和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打破学科间的壁垒，了解不同领域的前沿知识和趋势。同时，
在职业规划方面，我们也应该不断探索和尝试，培养自己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争取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中获得更多的
机会和发展空间。

第四段：承担社会责任和推动社会进步

作为一个“少年中国强”，我们还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为推动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关心社会热点问
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争取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争取为当



地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成为“小巨人”。

第五段：坚守道德底线和积极向上精神

最后，作为一个“少年中国强”，我们还需要始终坚守道德
底线，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修养。我们应该尊重他人
的人格尊严，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规范，用自己的行动
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和榜样作用。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向
上，关注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不断学习和探索，成为一个
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新时代人。

综上所述，“少年中国强”是一个符合新时代精神和追求的
现象，它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和拼搏，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
积极响应和投身到其中去。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应该
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坚守道德底线和趋势进取的精神，
为实现个人的梦想和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少年说演讲比赛一等奖篇五

近年来，“少年中国强”的口号成为了社会上的话题。这个
口号，不仅代表了国家的发展，更体现了青少年的力量。作
为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少年们需要有一种强大的内心，才能
在将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在我看来，少年中
国强的内心是包括信心、担当和梦想三个方面的。

第二段：信心

首先，在少年中国强的内心中，信心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一
个拥有自信的少年在学习和生活中会表现得更为自然和出色。
那么如何提高信心呢？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优点和长
处，强化自己的自信心。同时，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接受他人的赞美和肯定，也是提高信心的关键。

第三段：担当



其次，少年中国强的内心还需要包括担当。这里的担当，不
仅是指对自己的责任，也指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一个有担
当的少年，将会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不畏困难，敢于承
担责任。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们的行为和决策，对自
己和他人的影响。只有认真对待自己的责任，才能成为一名
优秀的青少年。

第四段：梦想

最后，在少年中国强的内心中，梦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拥有梦想的少年，不仅会有更强的精神支撑，也能更好的激
发自己的潜力和能力。与此同时，一个美好的梦想也能让我
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塑造自己。因此，我们需要学会制定自
己的梦想，并为此而努力。

第五段：总结

综上所述，少年中国强的内心，需要包含信心、担当和梦想
三个方面。在社会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信心，
对自己充满信心和希望，才能勇敢地面对未来。同时，我们
也需要有担当，认真对待自己的责任和行为，为社会、为国
家做出一份贡献。最后，我们也需要拥有梦想，衣想成为的
人，并为此不断努力奋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
少年中国强。

中国少年说演讲比赛一等奖篇六

知识与能力：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理解词语和句子的含义
和作用,积累重点实词。

过程与方法：反复诵读理解作者炽热的思想感情；体会句式
整齐，气势磅礴的语言特点。

情感与价值观：感受强烈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为了祖国繁



荣富强而积极进取的精神。

：理解文章内容和作者炽热的感情。

：四字韵文比喻的手法以及象征意义的理解

1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本文内容，可以重温一下本文的写作背
景

2 本文的语言特点是通顺畅达，气势淋漓，并且多有恰当的
排比、比喻，这些语言特点要在诵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掌握。

多媒体课件

1、听歌曲《我们是五月的花海》听后思考：你有什么感受？
（学生讨论交流）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希望。“我
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

3、我们先把课题读明白，谁能说说你的理解。（少年就是年
轻，少年中国就是指年轻的中国）

师：这么理解也不错，如果把认识再推进一步，你们会发现
梁启超这样说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课件介绍时代背景）

1900年的中国，贫穷、落后、愚昧，同时饱受西方列强的侵
略，清王朝连自己的龙椅都拱手让与他人，国家命运岌岌可
危，京师危矣！中国危矣！民族危矣！！面对内忧外患的中
国，梁启超等人想改良政治来挽救国家，但不久就失败了。
历史上把这次变法维新叫做“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失败以
后，梁启超逃到了日本。在日本听日本人说到中国的时候，
都说是“老大帝国”，（板书“老大”）“过去读到过一首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老大的意思就是……”跟“老大帝
国”相反的是“少年中国”。日本人所以这样说我们，因为
从当时清政府的腐 败无能看，中国似乎是正在一天天走



向“衰亡”。“老大帝国”，意思是中国已经衰老，没有希
望了，梁启超强烈地反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课件1、“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世上有一少年中国在”

2、“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这两句话也节选在《少年中国说》的原文

句子里有个“将来”，说明作者说的“少年中国”，不是当
时的这个中国。

生：这个“少年中国”是作者心中所追求的一个未来的中国。

师：说得好极了！少年中国是未来的中国。“说”是一种文
体，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可以说明……在这篇文章中是议
论，这篇文章写于1900年，是一篇政论文，梁启超以其忧国
忧民之心和卓越的文采，写下了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作者
认为创造出这个“少年中国”是中国少年的责任，换言之创
造未来的中国是我们中国少年的责任，“故今日之责任，不
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课件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1．朗读课文：（对课文的感知，以朗读为切入点，又以朗读
为重点。）朗读的设计如下：

一读：播放配乐朗诵《少年中国说》，学生听读，意在听准
字音；



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来拜读他写的这篇《少年中国说》，
在听读时意在听准字音，透过字里行间，我们或许会明白梁
启超的满腔热血，明白他热切盼望祖国繁荣富强的爱国情怀，
明白他为何把国家的命运系于少年一身的强烈情感。（课件：
课文朗读视频）

二读：学生放开声音，自由朗读，意在读通课文，培养语感；

读得太好了，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屈辱的时代，请同学们打开
书，自由的读课文，请用我们现代青年的声音来传情达意。

课件：“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
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朱熹语）

听同学们读得清楚，句读分明，节奏合理；音韵铿锵。

1、读书，要为我所用，要从中获得感悟，获得启示。大家齐
读，找出作者怎么描述心目中的中国？（学生齐读）

用作者的语言来回答。（学生说时课件展示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
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
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从这字里行间中你读懂了什么？

学生举手回答：“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
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
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
国雄于地球。”一句告诉我们作者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智
慧、富有、强大、独立、自由、进步、胜于欧洲、雄于地球
的中国。（学生可以分开说，教师相机板书智慧、富有、强
大、独立、自由、进步、胜于欧洲、雄于地球）



现在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句子：“少年智则国智……少年雄
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它在表达上有哪些特点，大家仔
细琢磨琢磨。

（课件突出“智、富、强、独立、自由、进步、胜于欧洲、
雄于地球”）

生：这组句子用了排比的手法。这组句子里的每个句子都用了
“少年×则国×”的句式，结构都一样，是排比。

生：我觉得这些句子的意思是一步步向前推进的。（师插问：
能不能具体地说？）作者先写“智”，“智”了就会“富”，
“富”了就会“强”，“强”了就可以“独立”，“独立”
了才能“自由”，“自由”了才会“进步”，“进步”了才会
“胜于欧洲”，“胜于欧洲”了最后就“雄于地球”，意思
是步步推进的。

师：两种说法都是对的。（笑）说是排比的同学，主要是从
这组句子的结构着眼；说是步步推进的同学，则主要从句子
的内容着眼。角度不同，得到的结论当然就不同。我们学习
某种修辞手法，重要的不是识别，而是体会它对表情达意的
作用。现在请同学们再把这组句子读一遍，细细体会体会它
的表达作用。读的时候，音量要逐步增强，语调要逐步提升。
边读边体会作者思路。

（学生齐读）

师：读得很好，把作者的感情读出来了。请大家说说自己的
感受。

生：充满了少年的自豪感。

生：句子的意思层层推进，不但容易记，而且越读越有劲。



师：你记住了吗？（生点头）那就请你背背看。

课件

“少年×则国×”

智、富、强、独立、自由、进步、胜于欧洲、雄于地球

（生流畅地背诵全句）

师：体会得很好。他不仅体会了作者的感情，而且还背了出
来。其实，只要理解了内容，理清了思路，背诵确实是很容
易的。不妨请每个同学都试一试，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记住了。

（学生各自背诵）

师：据我观察同学们的表情，大家不仅背得很顺利，而且真
的动了情。读文章就该这样，尤其是读这类感情充沛的文章。
刚才我们用的就是学习文言文的一种重要方法：背读法。

课件（背读法，就是“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背诵，在背诵的
过程中加深理解”）。

2、下面，我们就用背读法学习下面这组句子，句子不仅长，
而且有点“缠绕”，特难背。看我们能不能用这个方法把它
攻下来。

课件出示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
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
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
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请大家先读一遍，体会一下，这组句子有什么特点。（学生



各自低声诵读）

生：都是四个字一句，而且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

生：作者用了许多比喻。感情非常充沛。

师：体会得都很正确。我们先从句子的形式来看，这组句子
句式整齐，逢双句押韵，这里运用了四言韵语，这种四言韵
语更有助于抒发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烈赞颂和无限向往感情，
同时也把文章的感情推向高潮，使读者的心灵受到强大的震
撼和鼓舞。这一点，听同学们刚才读的时候，从你们的声音
中就知道你们已经有了一些体会。

生：找出把什么比喻成什么。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生动的比喻展开想象。

师：好极了，我们就这样来读文章的。这段话中有几个难理
解的词语，在书中也给了注释，我们借助注释请同学们展开
想象，尽可能生动的语言把你想象中的画面描绘出来。注意，
我不要求翻译，而是用你们自己的话来描绘。

（给学生五分钟时间自己阅读、想象）

师：现在我们请班上文章写得最漂亮的××同学把她想象中
的画面描绘出来。然后请大家对她的描绘进行评论。

生：一轮红日刚从东方升起，万道金光透过朝霞，射向大地；
（红日初升象征着中国少年的灿烂前程）黄河从地下涌出，
一泻万里，滚滚滔滔奔向汪洋大海。（河出伏流，象征着少
年中国发展的不可限量）潜伏的东方巨龙从深渊中腾空而起，
它的鳞爪在云中飞舞；小老虎在山谷里怒吼，成千上百的野
兽都吓得胆战心惊，四散奔逃；雄鹰才试试它的翅膀，掀起
的狂风吹得尘土飞扬。（潜龙腾渊，鳞爪飞扬的生动形象，



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的巨大声威，以及鹰隼试翼，风尘吸张
的冲天气势，比喻少年中国的英姿勃发）奇妙的花含苞初放，
是那样的鲜艳、辉煌；宝剑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锋刃闪射
出寒光。（奇花初胎，矞矞皇皇歌颂少年中国在发展中的壮
丽前景，干将发硎，有作其芒；一句以刚刚磨砺过的无比锋
利的宝剑比拟为创建少年中国立功德中国少年）少年中国像
个巨人屹立在东方，头顶着青色的长天，脚踏着黄色的大地，
她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有无限广阔的`疆域，她的前途像大
海那样无边无际，未来的日子很长很长。（天戴其苍，地履
其黄；一句描写少年中国像顶天立地的巨人屹立在地球之上，
雄视整个世界；纵有千古，横有八荒；一指时间之长，一指
空间之广，为下句所表现的少年中国的美好前途展现了无比
广阔的前景。）

师：大家觉得她说得好不好啊？

生：（齐）好！

师：的确说得好！真不愧是作文的能手。她不仅把想象中的
画面描绘得很美，而且较好地顾及了原句的含义，如“红日
初升”，她的描绘是“一轮红日刚从东方升起”，用
了“刚”字，就顾及了原句中的“初升”的“初”。这些都
说明她不仅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读书很细心。

哪位同学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发挥想象？（随机找同
学说一说）

师：现在我们来小结一下，这一组句子中作者一共写到了哪
些事物？

生：红日；（黄）河。潜龙；乳虎；鹰隼。奇花；干将。

（教师边听边板书）



师：请你们注意，我这里用的标点是原句的标点。你们知道
文章为什么要这样标点吗？

生：这些事物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自然界的景物，第二
类是动物，第三类是植物。

生：“干将”不是植物。

师：那么是什么？

生：静物。

师：好，就用这个词，“静物”既可以包括花，也可以包括
剑，而且跟上一类的“动物”相对。还请大家注意每一类内
部的安排次序，第一类从天上写到地下，第二类从大的逐步
写到小的，第三类从有生命的写到没有生命的。作者的思路
真是一步不乱。现在我把黑板上的字擦掉，看你们能不能把
这些事物按原来的次序复述出来。

（两名学生先后复述）

（学生稍作准备后，由一人复述，基本上背出了原句）

师：现在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了，作者用了这一连串的比喻，
目的是什么？

生：为了写出少年中国的前途无量。

生：把少年中国比喻成“红日”等事物。

生：本体还应该包括中国少年。

师：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理清了这段话的思路，更好地体会
了作者的感情，也可以提高记忆能力。谁愿意试一试来背诵。
（指名学生来背诵）我们学习文言文要切记——在初步理解



的基础上背诵，在背诵的过程中加深理解。

3、体会作者情感

课件：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
与国无疆。

多么美丽啊我们的少年中国，她同苍天一样不会衰老；多么
壮丽啊，我们的中国少年，他们同少年中国一样万寿无疆，
永远发光。

作者心目中这么壮美的少年中国，在那风雨如磐，危机四伏
的年代靠谁来实现？（中国少年）振兴中国的责任在中国少
年。从清末的被蹂躏到现在的发展蒸蒸日上，是无数的少年
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不懈努力换来的，来之不易啊。
他们开创了祖国的今天，我们要造就祖国的明天。作为当代
的少年你将怎样做？谈谈你的做法。

学生畅所欲言

（我们是幸福的新一代，也是有重大责任的新一代。我们的
今天决定着中华民族明日的复兴。让我们弘扬民族精神，再
现中华之雄魂。发扬“不怕苦，不怕累，勤学好问”的精神，
学知识，练技能，强体魄，树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时刻
准备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必须努力学习，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类的灿烂文化
武装自己，学好建设祖国的本领；明天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为祖国建设贡献聪明才智，让祖国明天更美好。）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坚信，在我们的不懈
努力下，祖国的明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
荣、人民更幸福、国力更强盛，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1、以“我为祖国做贡献”写一段话

2、课后搜集《少年中国说》全文，用背读法尝试着读一读。

中国少年说演讲比赛一等奖篇七

1、反复地有感情朗读《少年中国说》，体会作者强烈的爱国
情感。

2、了解本文比喻、象征的手法，把握少年中国所具有的特点。

3、掌握重点词句的含义，体会本文运用大量反复、排比、对
偶句式的表达效果。

： 目标2、3.

1、 小组合作探究

2、 朗读法

师：同学们，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曾写
下了一篇文章，激励了当时无数的中国有志青年，这篇文章是
《少年中国说》，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位著名作者是谁？生答：
听说过，好像是梁启超。

师：好，下面，我们通过照片和《少年中国说》的片断来初
步感受一下这位伟大的人物梁启超。

（教师通过一组(4幅)梁启超的图片和音乐等手段的渲染，用
雄壮的音乐伴随着《少年中国说》引出一位改革家---梁启超。
教师朗诵片断。）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6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1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61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球。
……

61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61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反思：通过 情境铺垫 导语引入。把学生带进了1900年维新
变法的时代，去领略梁启超的学者风范。

（1） 作者链接：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
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代表人之一，著名学者，
诗人，宣传家。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受改良
思想影响。曾经参与“公车上书”，又与谭嗣同等创办南学
会，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组织保国会，戊戌变法失败后，
逃亡日本。一生著作甚丰，大部分收入《饮冰室合集》。

（2） 背景资料：本文写于1900年，是作者在维新变法失败
后在日本时写的。文章从日本人和西欧人称我国为“老大帝
国”说起，以人喻国，怒斥当权的清王朝封建贵族官僚是保
守守旧、顽固苟且的“老朽”号召“中国少年”肩负起救国
的责任，为创造一个繁荣富强的“少年中国”而努力奋斗。

（3）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借助工具书解决生字词。

鹰隼（sun）发硎（xing）澌（si）

（4） 给文章划分层次。

明确：全文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部分（第一段）采用由反入正的写法，提出本文论题，
表达了作者对“少年中 国”的理想和追求。

第二部分（第二段）以人喻国，通过老年人和少年人性格的
对比，比喻国家的强盛 和衰落。

第三部分（第三段）指明造成今日老大帝国的是“老朽们”
的罪过，说明创建“将来之 少年中国”是中国少年的责任，
并展望中国的美好前程。

反思：整体感知，同学们能认真领会诗文的意境，使学生在
课上想读、敢读、爱读、乐读，积极参于活动，真正成为学
习的主人。

（1） 细读课文，结合课下注释及翻译书弄懂重点文言字词
和文章的译文。

（2） 理解题目中“少年”一词有什么深刻含义？

明确：一是针对日本人称我中国为“老大帝国”，作者愤然
回击，称中国为少年中国；二是因为少年象征着国家如朝阳
般地蓬勃兴旺，乳虎般地生气盎然；三是中国是古老的中国，
又是进步的未来之果。

（3） 阅读课文，说一说少年中国具有怎样的特点？

明确：课文运用了八种象征，比喻描述了少年中国的英姿勃
勃，前途无量。以“红日初生”，象征少年中国的灿烂前程；
以“河出伏流”，象征少年中国发展的无可限量；以“潜龙
腾渊，临照费扬”的生动形象和“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的
巨大声威、以“鹰隼试翼，风尘吸张”的冲天气势，喻我中
国少年创造的少年中国的英姿；“奇花”“干将”两句，前
者是歌颂少年中国在发展中的壮丽前景，后者是以刚刚磨砺
过的宝剑比拟为创建少年中国立功的中国少年。



（4） 把握主旨：作者把封建古老的中国和他心目中的“少
年中国”作鲜明的对比，极力赞颂了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
针砭老年人消极保守的思想，鼓励人们发奋图强，肩负起建
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作者热切盼望祖国发容富强的强
烈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反思：同学们个个轻松愉快，人人积极主动，领悟了诗人当
时的真实感受，声情并茂地诵读，提高了他们的表现力。

（1） 特色品评：小组讨论本文的写作特点？

明确：1、结构完整，推理严密，以人喻国，富有鲜明的形象
性。

2、感情激越，大量运用排比、反复、对偶、象征、比喻等修
辞方法和酣畅淋 漓的对比论证说理，使文章气势更奔放。

（2）个性体验：小组讨论“你怎样看待作者在文中表达的观
点”。

明确：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感情的影响，文章中也反映了
作者对一些问题的片面认识。 例如：作者把国民按老年、少
年来区分，并加以否定和肯定，把保守与进取，怯懦与豪壮，
无为与有为等等，仅仅归结于老年和少年性格上的差异，把
少年人全部看成先进，老年人全 部斥成保守，并且把旧中国
的衰弱，仅仅归根于官僚的老朽，这些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实
际， 甚至有些偏激，对于这些提法都应历史的加以认识。

反思：让学生真正体会到作者对材料剪裁得当，安排组织的
精妙，并在此基础上学会运用这种方法。

现在的中国已经凭借自己优秀国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成为世
界民族之林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他朝气蓬勃，他奋发向上，
他正在昂首阔步走向新世纪。请你结合中国的发展，以“青



春中国”为话题，写一篇600字左右的文章。

反思：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水平层次，不同程度的实践本课运
用语言的方法。

1. 通过上网和观察的方式，布置学生有针对性地搜集资料，
通过小组讨论分析筛选资料，从而锻炼学生分析搜集筛选资
料的能力和团结合作的能力。

2. 设计一系列适合学生的语言实践活动，学生分组讨论，渐
进地掌握文章剪裁得当、安排组织精妙的技巧。

3. 通过多元的过程性评价，引导学生积极自主地参与小组活
动，锻炼自己的语言运用能力。

4. 创设审美情境，通过朗读、讨论分析，培养学生的对文本
人文精神的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