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说课稿(精选8篇)
决议一旦通过，就具有法律效力或约束力，需要被全体成员
遵守和执行。决议的写作要考虑外部环境和资源，合理安排
时间和安排。下面是一些经典的决议案例，展示了决议的重
要性和实践价值。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说课稿篇一

伟大的中华民族，孕育了五千年的中华辉煌，五千年的历史，
蕴藏着华夏儿女拼搏精神和辛勤汗水，留下了璀璨的传统文
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中华美德熠熠生
辉，民族精神时代传承，各民族共同开拓了伟大祖国的光辉
历程，发扬祖国传统文化，共享伟大祖国发展所带来的劳动
成果。这是我在阅读了“中华魂”主题系列教育读本《腾飞
的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后发出的感慨。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四十年，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从起初的贫穷到人民百姓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
越式转变，我们的祖国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
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这四十年来，
祖国的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
极大改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四十年以来，我们祖国科
技发展突飞猛进。在农业方面：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迄今累计
增产稻谷6亿吨，转基因技术的引入为病虫害的防治、农作物
的反季栽培带来了福音;生物医药科技方面：生物科技的突破，
改变了中国医药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的被动局面;国防军事科技
方面：实现中国航母“零”突破;信息科技方面：抢占量子科
技的制高点;航天工程和交通运输科技方面：让我们与太空更
深入的了解，轻轨、地铁、磁悬浮、高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如今我们的祖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
工业国和世界第一大农业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国
际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



断增大，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青年人作为祖国发展的重要一环，是祖国未来发展的强劲动
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富有朝气和梦
想，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人生若白驹过隙，忽然而
已。光阴的宝贵就在于它无法倒流，而青春的宝贵在于它无
休止的奋斗，期间梦想与喜悦同在，祖国的青年要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既是责任担当也是难得的机遇，铁
路作为国民重要的交通工具，从起初的蒸汽、内燃、电力，
再到“和谐号”、“复兴号”，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铁路
华丽转身，成为服务民生、走向世界的“大国重器”，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铁路始终载着人民的殷殷期望走
在队伍前列，负重前行，初心不改，始终屹立在改革发展的
历史潮头。在这么一个崭新的时代，我感到无比的震撼与自
豪，深感到我们国家的强大，科技领域不断创新突破，国家
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富裕，幸福感和获得感油然而生。这样
的大好时代对刚刚参加工作的我们来说深受鼓舞，我们生活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感受着伟大祖国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应承
担起自己的职责，作为一名铁路人，要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
认真对待工作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爱岗敬业，全新全意为人
民服务，撸起袖子加油干，为祖国繁荣发展添砖加瓦，为中
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天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蒸蒸日上，人民幸福安康。中华
民族从未像今天这样，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中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
意气风发，精神振奋，对前途充满信心。我们要为我们的祖
国点赞，我们要为我们的祖国自豪，我们要为我们的祖国奋
斗。一个令全世界都惊奇的现代化神话在神州大地上出现，
祖国已迈着坚实的步伐，我们也伴随祖国的左右坚定理想信
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作时代的弄潮儿，与祖国共成



长，与我们的祖国共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说课稿篇二

吊灯在晃动;桌椅在晃动;房屋在晃动;大地在晃动;震惊中外
的5.12汶川地震毫无征兆、悄悄的降临了......

一瞬间的改变，眼前的这般模样，怎能使我想到这就是风景
迷人的汶川?这就是风景宜人的汶川!此时的她已经面目全非。
房屋倾向了一边，砖块与水泥结在了一起，分裂成大大小小
的石块，它就象我们儿时搭的积木小屋，轻轻一推，刹那间
变成了废墟......一声声亲人的呼唤，一阵阵嘶心裂肺地哭
喊弥漫在汶川的上空，呼唤声、哭喊声都饱含着对亲人的热
切期盼!但无情的灾难使亲人们阴阳相隔。手指已经被石块磨
得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瓦砾，泪水滴落在石头上，溅起了
点点泪花......这情景怎能不使我的心在颤抖?怎能不使我的
眼前模糊!

人心齐，泰山移!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在这场浩劫面前并没
有倒下，反而，恰恰体现了这句话!废墟之上，忙碌的正是军
绿色的身影，转眼间，三年时间悄悄流逝，那身影仍然忙碌
于汶川......

红花绿草，重建汶川家园，她甚至比原来的汶川更加绚丽多
姿!地动天不塌，大灾有大爱，这一刻，我深深地感到:我有
一个强大的祖国!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说课稿篇三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读后感
虽然这篇文章只是一首诗，只是一首普普通通的诗，但是经
过细细品读，又能读出许多许多……
2008年5月12日，是一个令人悲伤，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
首诗就是来自抗震一线的。通过一张张熟悉的脸、陌生的脸、



美丽的脸、慈祥的脸、年轻的脸、忙碌的脸、可爱的脸……
表达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壮丽画面。
地震是无情的；地震是残酷的；地震是可恶的……我们谁也
无法扭转这个现实，只有我们团结，万众一心才能解决这个
难题。党和政府对灾区的高度重视和无比关切；子弟兵们对
灾区人民的全力救灾；人民教师在大难面前的舍生取义；全
国人民，海内外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的同胞深情……都充分体
现出来了。
祖国日益强大起来，许多事从没有，到第一次、第二次……。
第一次，我国生产了轿车；第一次，我国生产了飞机；第一
次，我国研制的飞船载着杨利伟成功飞天；第一次……
以前那贫瘠的土地上，渐渐地造起了高楼、马路，慢慢地，
人们住进了高楼，再也不住以前的土做的矮房子了，用上了
自来水，煤气，看上了电视，用上了电话，吃上了山珍海味。
以前的日子很苦，喝水还要一桶一桶从井里吊上来，现在，
水龙头轻轻一抬，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以前的通信工具
就是写信，十分麻烦，现在，拨一个号码就能接通了！以前
人们都吃苦涩的野草，现在吃上了肉、海鲜……
四川，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努力地灾后重建，现在，已经
基本造好了，都是能抗住8级地震的十分坚固的房子！
祖国的强大，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一定要珍惜
祖国给予我们的一切，我们爱你，中国！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说课稿篇四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篇课文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
下册的一篇选读课文，作者叶浪。全诗共7个小节，以汶川大
地震灾民的视角分别记叙了领导干部、解放军官兵、医护人
员、教师、志愿者以及华侨等爱心人士在地震发生后，为灾
区人民付出的真心关怀，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生命。全诗前
六节形式相似，最后一节，以“地动天不塌，大灾有大爱”
这句话点名中心，升华了主题。



选取这篇选读课文作为本次公开课的课题，基于以下几个原
因：

1、今天是4月12日，后天（4月14日）就是玉树地震3周年；
再过一个月，汶川地震5周年。谨以此课来祭奠在地震中遇难
的同胞。同时，不忘记那些为灾区默默付出的解放军官兵、
医护人员、志愿者等爱心人士，尤其是我们的同行——老师。

2、这首诗也正与我当前的教学内容（第四单元：感动）相吻
合。

3、个人爱好诗歌，同时我又在班上开展了“日有所诵”活动
（早读课不背书，和学生一起诵读经典诗文），想在诗歌教
学上有所突破。

1．能有感情地朗诵诗歌，理解“地动天不塌，大灾有大爱”
的深刻含义。

2．能凭借诗歌中描述的一个个感人画面展开丰富细腻的想象，
充分感受到民族的团结，祖国的强大。

3．学习诗歌的表达形式仿写汶川大地震中的一个感人画面。

教学重点：凭借诗歌文字想象抗震救灾中一个个感人画面，
能带着深情与感动诵读全诗，体会到灾难面前民族的团结和
祖国的强大。

教学难点：理解“地动天不塌，大灾有大爱”的深刻含义，
体会到正是那一张张男男女女的脸组成了伟大祖国完整的容
颜，一个个忙忙碌碌的身影构筑起了强大祖国的群像。

为了实现本课的教学目标，突破重难点，结合学生已有知识
结构和认知水平，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我主要采
用情景教学法来展开教学。学法主要采用的是诵读感悟法，



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和发现。巧用多媒体课件引导学生走进诗
歌，体会诗歌的意境。

整个过程是学习、借鉴的清华附小的一种教学模式——预学、
共学、延学三环节，从课题入手，设计了“聊祖国”、“识
祖国”、“颂（诵）祖国”、“写祖国”等步骤。

前一天给学生下发了一张预学单（目前是我抄写在黑板上，
学生誊写在本子上），要求学生课余完成，对于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有很大帮助。上课伊始，从聊“祖国”一词的意思
如题，让学生思考：“祖国”到底长什么样？有着什么样的
面孔？带着这样的问题阅读诗歌，然后用几分钟时间对学生
的预学做一个检查。

接着用一些汶川地震的新闻视频和相关数据来让学生感受到
地震的无情和人的有情。自然过渡到那几个感人的画面，由
此进入“共学”环节，来“识祖国”、“颂（诵）祖国”。
诗歌前六节每一节都是一个感人画面，学生自由朗读并思考：
诗歌记录了汶川地震发生后哪几个感人的画面？哪个画面最
令你感动？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进行梳理，以学定教。

诗歌教学重在读，读中品味、感悟，老师不必对逐字逐句去
解读，那样支离破碎的诗歌就失去了本来的味道。所以，通
过各种形式的诵读（教师范读、配乐读、师生合作读等形式）
让学生去理解“地动天不塌，大灾有大爱”这句话的含义。

6个小节，我选取了第四节——教师保护学生作为教学视点。
用课件出示汶川大地震英雄教师名字，重点展示谭千秋老师
英雄事例。创设情境，从而读出一位普通老师对学生无私的
爱。

之后，拓展学习延学，安排学生小练笔“写祖国“，学生仿
照诗歌前六节的写法仿写一节，目的.是放在学生的想象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



为了让学生直观感悟地震灾区今日的变化，我利用课件展示
灾区重建后新貌图片。通过图片的直观冲击，学生强烈感受
到灾区的巨变，祖国的强大，进一步深化对“我有一个强大
的祖国“这一句话的理解。

最后，再背景音乐中再齐诵整首诗，边读边想象那一幅幅感
人的画面，加深对诗文的理解。

在下课前，我给学生安排了一点课外阅读，旨在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培养良好的自学能力和阅读能力，还可以进一步
巩固学生在课内学到的各种知识。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说课稿篇五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首诗歌是2008年5月14日叶浪在成
都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值守期间，眼见全民一心抢灾救灾感人
场面，含泪在手机上记录的自己的真实情感。这首诗再现了
危险时候党政干部、解放军战士的冲锋在前，医护人员的安
慰和治疗，遇难教师的舍生取义，广大志愿者和抗震救灾人
员的甘于奉献，以及全国人民和广大同胞的.深切牵挂和祝愿。
在本次教学中我努力突出以下几点：

一、注重朗读。

在教学中，我把“读”放在首位，贯穿整个课堂。采用“四
步读书法”，导学案设计时先初读课文解决字词障碍，然后
再读课文理清脉络，接着三读课文选择自己感动的小节品读
和有感情朗读，最后提升读直至会背诵，整节课上书声琅琅，
并在朗读诗歌的同时想象画面，感悟诗情。通过读文和想象
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

二、注重课前资料的搜集。

当今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社会各个领域中最具活力的，也



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所以在本节课上我还注重让学生自己
搜集资料整理资料，汶川地震时的场面还历历在目，资料的
搜集更有利于孩子们对诗歌的理解。

三、注重读写结合。

叶圣陶先生说过“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这句话道出
了读和写的本质。也就是说，阅读是作文的基础，两者是相
辅相成的，我们教师要把这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使
两者相得益彰，才能使学生的阅读与写作的能力有效提高，
才能使语文课堂教学具有较高的实效性。所以在这节课上我
抓住训练契机，落实读写结合。通过读写训练让学生不仅感
受到祖国的强大还感悟到了诗歌的魅力。

总之，在本节课中，我努力体现语文课的特色，并以学生为
本，给他们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空间，给他们创造一片展
现想象的天地，使他们得到学习的快乐，在快乐中学习!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说课稿篇六

随着年级的升高，作业一本一本地叠加，现在才六年级的我
却早已感受到了“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的辛
劳，“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忧郁。受自己支配的时
间已一分一秒地减少，我多么渴望能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一
天啊！

假如……

这一天完全属于我……

下一站，春之都……

属于我的季节，属于我的时间，我的梦想，不为他人所左右，
不被他人所控制，“万紫千红花轻舞，春雨蒙蒙莺鸳飞”，



就让小鸟带着我的梦想尽情地飞翔吧！飞翔吧！飞到那片只
属于心的国度里！

飞吧，小鸟，带上我的梦想！

下一站，梦想国度……

那天，我做了个梦，我梦见我梦想的种子在那里悄悄地发芽，
开花……

上海市曲阳第二中学初一si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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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说课稿篇七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首诗歌是205月14日叶浪在成都市
抗震救灾指挥部值守期间，眼见全民一心抢灾救灾感人场面，
含泪在手机上记录的自己的真实情感。这首诗再现了危险时
候党政干部、解放军战士的冲锋在前，医护人员的安慰和治
疗，遇难教师的舍生取义，广大志愿者和抗震救灾人员的甘
于奉献，以及全国人民和广大同胞的.深切牵挂和祝愿。在本
次教学中我努力突出以下几点：

一、注重朗读。

在教学中，我把“读”放在首位，贯穿整个课堂。采用“四
步读书法”，导学案设计时先初读课文解决字词障碍，然后
再读课文理清脉络，接着三读课文选择自己感动的小节品读
和有感情朗读，最后提升读直至会背诵，整节课上书声琅琅，
并在朗读诗歌的同时想象画面，感悟诗情。通过读文和想象
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



二、注重课前资料的搜集。

当今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社会各个领域中最具活力的，也
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所以在本节课上我还注重让学生自己
搜集资料整理资料，汶川地震时的场面还历历在目，资料的
搜集更有利于孩子们对诗歌的理解。

三、注重读写结合。

叶圣陶先生说过“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这句话道出
了读和写的本质。也就是说，阅读是作文的基础，两者是相
辅相成的，我们教师要把这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使
两者相得益彰，才能使学生的阅读与写作的能力有效提高，
才能使语文课堂教学具有较高的实效性。所以在这节课上我
抓住训练契机，落实读写结合。通过读写训练让学生不仅感
受到祖国的强大还感悟到了诗歌的魅力。

总之，在本节课中，我努力体现语文课的特色，并以学生为
本，给他们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空间，给他们创造一片展
现想象的天地，使他们得到学习的快乐，在快乐中学习!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说课稿篇八

教学目标：

1、读准字音，学会有感情地朗读全诗。

2、理解诗的内容，懂得诗句的涵义，感受到大灾来临，来自
祖国各地的关爱。

3、会用相同的句式试着写诗。

教学重点、难点：



1、理解诗意，感受大爱。

2、学习用相同的句式写诗。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一、激情导入

1、在正式上课之前，先考考大家，谁能给“震”组词？

刚才有同学组了一个地震这个词，这不禁让我想起了205月12
日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的8.0级大地震，正当人们在工作时，
正当孩子们在教室里准备上课时，猛然间，大地摇晃，山崩
地裂，房倒屋塌……几分钟后，汶川在滴血，四川在流泪，
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场大灾。噩耗传来，举国同悲。（播放
视频）

面对这样天灾，党和政府迅速组织抢险救灾，温总理赶来亲
自指挥，解放军、救援队、医疗队、志愿者们从祖国各地赶
来了……一位名叫叶浪的救援人员目睹了一幕幕动人的救灾
场景，目睹了一张张感人的脸庞，心潮澎湃，写下了一首
诗——《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板书课题）请同学们满含深情与骄傲的语气来读课题：我
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二、初读课文，正音。

1、请同学们读读这首诗，注意读准字音，读通诗句，注意诗
句的节奏。

2、同学们读得很投入，谁愿意读第一节？第二节？……其它
同学认真听，我来读课题：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随机正
音，不要重复学生读错的字词，直接指出正确的读音。）



3、刚才读诗的时候，有些字音同学们没有读准，我们再来读
一读，请看大屏幕。（出示“瓦砾、撬开、残垣、创伤、殷
殷鲜血”）谁愿意读？一齐来读。

三、再读诗文，感悟读诗。

1、同学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

是的，这首诗的前六小节结构都是一样的，分别写了一张不
同的脸。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再读课文并讨论，想一想：
诗中描写了一张张怎样的脸？他们代表哪些人？都在干什么？
（出示问题，学生小组讨论。）

过渡：这一张张感人的脸，又有怎样的故事呢？下面我们来
读读这一张张脸。

2、第一小节中描写了一张怎样的脸？

是呀，词语是有生命的，能读出味道的，我们应该读出“亲
切”的感觉，谁愿意来试一试

3、教师范读，学生分组练习，抽学生配乐读。

3、类似的方法讲解2—6小节。

4、读的真好，是呀，地动天不塌，大灾有大爱。我们为拥有
这样团结一致的人民而骄傲，为有这样强大的祖国而自豪。
让我们起立，高唱国歌来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四、拓展仿写

此时此刻，相信你有许多话要说，把你想说的话写成一节小
诗，来表达你对祖**亲的赞美和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