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锦绣中华在我心中诗歌 祖国妈妈在
我心中教育教学反思(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锦绣中华在我心中诗歌篇一

本课教学旨在指导学生识记有关国旗、国歌、国徽的知识，
懂得国旗、国徽是国家的象征，能用正确的行为方式表达对
我国国旗、国徽的尊重，明确祖国就是自己的国家，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就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一样，
每个人都出生在一个国家，而且他的祖祖辈辈都可能生活在
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他的祖国。

一、关于学生的主体地位。

此次课较好的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了学生的差异。
其最大的特点是：允许选择，自主决定。让学生去选择最感
兴趣的学习内容，让学生选择最佳的合作伙伴，让学生选择
最适合自己的汇报方式，表现了对学生极大的信任。信任，
就是最好的尊重。

二、关于培养学生处理信息能力。

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在收集处理信息时，难点在
于收集完信息之后，不会进行选择和整理，另外有些与课文
内容联系不紧密的信息始终充斥着课堂，浪费了课堂的大量
时间，本节课为了避免这两个问题的发生。老师先来收集相
关信息，并分成若干信息卡片，暗示学生信息分类，同时要



求学生甄别与课文关系紧密的信息，这就做到信息为理解课
文内容服务。

三、关于学生对语言积累。

我们常说，厚积薄发，没有深厚的语言及文化积累，薄发就
勉为其难了，于是本节课着重语言积累，如理解“辽阔”这
一个词，并不是让学生查词典，把它的意思生搬硬拉的让学
生理解，而是使词语润物细无声地扎根于让学生的心。先让
学生猜，再让学生通过看图片、资料悟，进而让学生想，最
后让学生用。理性与感性相结合、学用结合，达到学以致用。

祖国像母亲一样养育每一个人，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有
着血肉般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祖国是不同的，有大小、强
弱之分，有先进、落后之别，有贫穷、富裕的不同。但是，
正如人们不能选择母亲一样，人们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祖国，
人不应当嫌弃自己的祖国，应当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应当为祖国的发展感到骄傲，每个人都应当热爱自己的
祖国。

锦绣中华在我心中诗歌篇二

教学过程：

1：课件引入

通过多媒体播放学校的升旗仪式和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的情
景，将同学引入一个充溢神圣感、自豪感的氛围中。

2：了解常识

一起欣赏课件上的摄影作品、范画，了解每一幅图画所传达
的心情。接下来谈谈自身的创作设想，尽量要求构思与众不
同，有自身独特的想法。有了好的构思后，同学应着重考虑



画中的情景、国旗的位置，人物的位置、动作以和相关的环
境的位置分配。

4：绘画步骤

构思，打轮廓，涂色

教师重点讲解一些不同角度的'画法，如正面、侧面、反面等
不同的表示方法，以和敬礼一些动作的画法，画面总休色调
的掌握等。

5：欣赏评价

绘画作业完成后，进行师生一起评。

第二课时：黑板报板面设计

1：看书自学

上课时先让同学自学，了解关于黑板报的相关知识，如黑板
报由哪几部组成，设计和出黑板报时应注意哪些问题等。

2：欣赏评价

对黑板报的要求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后，我们来对本班的黑
板报和一些手抄报做一个评价，看看本班的黑板报对照书上
的要求，有哪些地方做得不错，哪些地方有待改进，进一步
加深对黑板报的认识。

3：黑板报设计步骤要求

b:绘制版面设计图

作业比例参照本班教室内的黑板比例。



c:版块布局画格子

d：分工合作完成

锦绣中华在我心中诗歌篇三

教学目标：

1、知道我们的祖国很大，民族很多，幅员很辽阔。

2、通过调查活动知道祖国的基本情况。

3、了解祖国的首都，热爱祖国的首都。

教学重点：知道祖国的基本情况。

教学难点：了解祖国的首都，热爱祖国的首都。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1、有关祖国风光的录像片和首都的图片。

2、中国地图。

学生准备：1、祖国风光的图片。

2、搜集感受祖国广大的资料及首都北京的有关资料。

3、调查关于祖国的知识。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回忆引新：



1、我们的祖**亲叫什么名字？国庆节是哪一天？

小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祖**亲骄傲的名称，1949年10月1日
是新中国的诞辰日，每年的10月1日是国庆节。

2、出示祖国版图,你知道这是什么？中间的五角星又代表什
么？

小结：我们的祖国很大很大，北京是我们的首都。

二、欣赏诵读，激发情感

1、播放祖国风光的录像片，说说你有什么感受。

2、看课件，听第一首儿歌儿歌，说说祖国大在哪里？

3、齐诵儿歌。

4、通过课前的搜集材料，你还从哪些地方感受到祖国的大？
（引导学生从时差、语言、物产、饮食习惯等等方面共同展
开研究）

5、根据与学生共同讨论研究，随机出示第二首儿歌，感受我
国民族的多元。

三、学写小诗，抒发情感

1、我们也来做个小诗人，根据刚才我们所学到的，每人说一
句，“我们的祖国真大，”

2、配乐，学生自编诗歌诵读。

第二课时

一、情景模拟：我来做个小导游



1、回忆祖国的首都是哪里？

2、请学生说说所知道的北京的建筑、风景、名胜等。（学生
简要说说，教师随机介绍图片，引导学生初步认识这些有重
要意义的建筑物）

3、分组，自由选择其中感兴趣的内容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撰
写简短的导游词。

4、我是北京小导游：每组派代表作介绍。

二、知识竞赛：我对祖国知多少

1、小组汇总调查祖国所获得的小知识，并编写知识竞赛题。

2、调查结果汇报：“我对祖国知多少”知识竞赛。（学生自
己组织，自己出题，自己作裁判）

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

1、深入认识国旗,了解国旗的含义,知道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
征。

2、懂得升国旗的基本礼仪，能在升国旗时自觉遵守升国旗时
的行为规范。

3、通过情境体验，激发学生对国旗的尊敬与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激发学生对国旗的尊敬与热爱之情。

教学难点：了解国旗的含义，知道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教学准备：



1、师生共同收集有关国旗升起的地方（时刻）的图片。

2、待涂色的国旗。

3、多媒体课件。有关音像材料。

教学过程：

一、认识国旗，了解含义。

1、（出示一面国旗）这是什么？认识吗？都认识了，那么能
用自己的话介绍一下国旗的样子吗，看谁介绍得最全面最具
体？（课件随机放大国旗各部分。）

3、学生自由发言，教师及时补充讲解。（学生熟知的可略讲，
学生不知道的可详讲并加以补充。）重点点明：五星红旗是
红色的，红色象征革命，是用无数个英雄战士的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能不红吗？五星红旗红色由一颗大星和四颗小星组
成。五颗星都是黄色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小星代表全
国人民。四颗小星的五个角都有一个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
这象征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设计意图：从学生已有经验出发，以学生的已有认知为起
点展开教学，提高实效。让学生大胆猜测，激发自主探究的
兴趣。）

4、你们知道第一面国旗是什么时候由谁升起的吗？

5、观看开国大典录象片段，请学生看后回答。小结：1949
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时，毛泽东主席
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了我国第一面五星红
旗。从那一刻开始，五星红旗始终飘扬在祖国大地上。

6、关于国旗的知识你们还知道什么？还想知道什么？（例如



国旗是谁设计的？教师不必过多讲解、介绍，可引导学生课
外去收集有关信息。）

（设计意图：在课堂上留下一些空白点是为了加强课内与课
外的联系，同时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培养自学能力。）

7、除了在学校你还在哪些地方看到过国旗升起？（小组交流
收集的图片。）

9、教师小结：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象征，它代表了我们的国家，爱祖国就要爱国旗，
爱国旗就是爱祖国的表现。

10、让学生说说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时，心情是怎样的？

12、教师小结：他们都热爱国旗热爱自己的祖国，为祖国取
得的成就激动、自豪。

（设计意图：以多媒体课件创设情境加强情感体验，以他人
的情感体验来触动学生的情感，努力向儿童的现实生活靠拢。
）

二、升国旗，遵守礼仪。

1、刚才我们看到了大人们在升国旗时都很尊敬国旗，那么你
在升国旗时是怎么做呢？（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自由发言。
）

2、教师加以总结提出要求。

3、小评判（课本31页）他们做得对吗？哪些值得我们学习？

4、集体读读回音壁里的话。

5、行为规范训练（模拟升国旗仪式）逐个检查敬礼姿势，请



标准的学生示范，

6、评选小标兵。

7、除了遵守升旗的礼仪我们还应该怎样来尊敬国旗、爱护国
旗？（小组讨论，各想出一条做法。）

8、集体交流讨论的结果。

9、听尊敬国旗的小故事，说说听后的感受。

（设计意图：以多种对话形式展开教学，师生对话，生生对
话，学生与教材对话，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

三、画国旗，表达热爱。

1、给国旗涂上颜色，比比谁涂得认真、漂亮。

2、知识竞赛，（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主要巩固对国旗的认识。
）

3、课堂小结。

4、欣赏歌曲《红旗》结束教学。

课后作业：小调查，向父母、亲人了解他们看到国旗升起时
的心情，做好记录，利用晨会交流。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认识国徽，知道国徽的含义。知道国徽、国歌和国旗一样
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2、学会唱国歌，能在升国旗做到高唱国歌。

3、能尊敬爱护国旗、国徽。

教学重点：认识国徽，知道国徽的含义。

教学难点：知道国徽、国歌和国旗一样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教学准备：1、课前收集关于国歌的小资料。

2、师生共同收集印有国徽的剪报。

教学过程：

一、高唱国歌，巩固礼仪。

1、上节课我们知道了升国旗时要遵守的礼仪，现在老师要检
查一下，同学们做得怎样？

2、升国旗，纠正礼仪。

3、知道刚才升国旗时伴奏的曲子叫什么吗？（国歌）

4、你还知道哪些关于国歌的知识？（交流课前收集的资料。）

5、教师小结补充介绍国歌的原名词曲作者，背景等。

6、播放国歌，让学生认真倾听，边听边联想：听着国歌你仿
佛看到了什么？

7、配合国歌播放一些战士浴血奋战的画面。

8、出示国歌歌词，让学生大胆提出疑问，教师穿插介绍国歌
产生的背景。



9、读读歌词，练习唱国歌。

10、小结：国歌总是在升国旗的同时响起，她也是一个国家
的象征。

二、认识国徽，了解国徽

1、出示放大的国徽，她的名字叫什么？

2．课件演示国徽的各部分，让学生看着画面说说国徽由哪几
部分组成？

3、猜猜国徽的每个部分代表什么含义，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
情况及时补充纠正。

4、提问：生活中你们还在哪些地方看到过国徽呢？（学生交
流收集的图片资料。）

5、小结：天安门城楼上有国徽，人民大会堂有国徽，国务院、
外交部有国徽，民警帽子上有国徽，人民币上有国徽。

6、讨论：你觉得这些都是怎样的地方？为什么这些地方都有
国徽？

7、小结：国徽和国旗一样代表着国家，爱国徽同样是爱祖国
的表现。

三、知识竞赛，巩固所学

2、以小组为单位，推荐代表抽签回答问题。答对的奖一面小
国旗。

3、把你知道的关于国旗、国歌、国徽的知识写在纸上，再利
用收集的图片资料小组合作进行编报比赛。



4、作品展示。

5、课堂总结：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国歌、国徽，知
道了国徽、国歌和国旗一样是代表国家的。热爱祖国就要热
爱国旗、国歌、国徽。

课后延伸：唱国歌比赛，比一比哪些小朋友唱得正确，响亮。

[祖国妈妈在我心中(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锦绣中华在我心中诗歌篇四

演讲稿是应用文的一种，它需要表达一种观念，发起一个倡
议或指导一个方向。这次的作文题目是《祖国在我心中》，
自然是爱国题材，倡导大家激昂其爱国热情。这便是写作的
目的。

演讲稿在结构上是很简单的，三部分：开场白、正文、结尾。
只要明白他们各自的作用就会很容易确定其写法。开场白是
吸引大家注意力的，开门见山交待发言的内容，或对主题质
疑从而引起听众和读者的好奇，或明确点明主题。正文是铺
开叙述，但是它紧紧围绕着主题进行，从各个方面各个看法
各个角度娓娓道来。这个娓娓道来就标志着这里需要有细节
上的元素，有亲切的令人容易接受的表白。结尾须点明自己
的观点，要用影响力号召力，要引发听众和读者的共鸣，所
以，拉近关系很重要，口号很重要。具体到写法上就可以很
丰富了。技巧上无外乎有引用法，归纳法，质疑法，口号法，
反问法……所以搜集材料，激起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重要。

于是我让学生搜集了爱国名言、爱国人士的事迹、表达对祖
国深切的爱的诗篇。在口语交际课上，学生们讲爱国故事、
朗诵爱国诗篇、吟唱爱国歌曲，用各种形式表达对祖国最深
沉的爱。我以为我的铺垫很到位了，稍给学生们做些写作技
巧的指导，就会大功告成了。没想到，写作中有点学生停下



笔，抓耳挠腮，有的只挤出了几句干巴巴的苍白无力的空口
号。我马上意识到指导学生收集材料这一环节出现了问题。

我知道写好这篇演讲稿收集材料是关键，但要学生收集的材
料不全面，造成了学生作文时无话可言、空洞无物的局面。
于是我让孩子们停工，回家收集祖国在文化艺术体育、科学
技术方面取得是辉煌成就、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历史、
祖国曾遭受的耻辱以及社会上、学校中爱国与不爱国的行为
及对它的想法的等方面的资料。

锦绣中华在我心中诗歌篇五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综合性学习有利于学生在感
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究、
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应该积极提倡。”本
次活动主题来源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s版五年级下
册第五单元“百花园”中的“语文大课堂”。

[活动目标]

1、以小组为单位，围绕“祖国在我心中”这一主题，从爱国
人士、爱国诗歌、爱国歌曲、爱国图画、爱国影视等方面搜
集材料。学习运用多种方法搜集材料，培养学生收集信息的
能力。

2、在交流学习中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活动重难点]

学习运用多种方法搜集素材，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提高学
生的综合能力。

[活动形式]



以不同形式的小组进行汇报展示，并辅以多媒体课件进行直
观演示。

[活动课时]

2课时

[活动准备]

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指导学生搜集、整理、运用资料。

学生：搜集有关爱国主题的图片、故事、诗歌、歌曲等。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了解题意。

1、谈话引入，板书课题。

2、了解主题包含的意思。

二、出谋献策，未雨绸缪。

1、过渡：我们应该怎样来开展这次主题活动呢?

2、学生自读“实施建议”中“准备”一项。

3、提问学生准备怎样开展这次主题活动。

4、提出讨论要求：

a、推荐小组长，指挥小组活动。

b、商议策划本组的活动方式。



c、给小组起个能凸显小组汇报内容的名字。

4、学生自由结组，商议讨论。

5、各小组组长汇报小组名称。

6、了解个别小组的实施计划，给予建议，适时指导。

三、教给方法，明确任务。

1、过渡并引导学生思考可通过什么途径搜集资料。

2、相机板书。

3、小结。

四、布置作业

以小组为单位，搜集并整理资料，准备下节课进行汇报展演。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1、谈话引入，板书课题。

2、出示要求，明确任务。

二、各显身手，汇报展演

〈一〉生动形象故事组

1、小组长组织本组成员进行汇报。

(1)小组中一个成员讲述抗金名将岳飞的故事。



(2)小组齐声朗诵岳飞名作《满江红》。

(3)教师点评。

(4)小组成员讲述抗日英雄杨靖宇的故事。

(5)小组成员推荐爱国人士赵一曼、邱少云、林则徐、黄继光、
郑成功、狼牙山五壮士、常香玉等爱国故事。

2、教师提问：还有谁知道哪些爱国人物的故事?

3、学生回答。

4、教师小结并过渡。

〈二〉包罗万象格言组

1、小组长组织本组成员进行汇报。

2、学生对该小组进行评价。

3、教师小结并过渡。

〈三〉慷慨激昂诗歌组

1、小组长组织本组成员进行汇报。

(1)《示儿》课本剧表演。

(2)小组成员朗诵陆游爱国诗作《示儿》及《秋夜将晓出篱门
迎凉有感》。

2、教师提问：看到此情此景，你最想说点儿什么呢?

3、学生回答，教师适时评价。



4、教师小结并过渡。

〈四〉豪情壮志朗诵组

1、小组长组织成员进行汇报——朗诵《赞美你，祖国》。

2、学生评价。

3、教师小结并过渡。

〈五〉举行“爱国知识小竞赛”活动

1、爱国人士我来记。

2、看图说名我最行。

3、祖国河山在我心。

4、教师小结并过渡。

〈六〉丰富多彩图片组

1、小组长组织部分成员上台进行操作，展示并介绍搜集图片
和视频。

(1)小组长简介“祖国在我心中”图片集的三个部分。

(2)小组代表汇报第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前水深火热的历
史。

(3)小组代表汇报第二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情况。

(4)小组代表汇报第三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新貌及取
得的瞩目成就。



2、学生评价。

3、教师小结并过渡。

〈七〉情深意长演唱组

1、小组成员演唱爱国歌曲《祖国像妈妈一样》。

2、小组成员推荐爱国歌曲《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歌
唱祖国》等。

3、展示小组制作的手抄报。

三、抒写感言，齐唱《国家》，升华情感。

1、教师小结并过渡。

2、学生抒写感言。

3、部分学生代表汇报感言并把写有感言的心形卡片贴到黑板
上中国地图的外面，构成一颗大红心。

4、总结并齐唱爱国歌曲《国家》。

四、作业套餐

米饭：继续搜集有关祖国的资料，以本次活动为内容，写一
篇活动随笔。

菜：热爱读书的你，请利用课余时间阅读《百年历史》。

擅于表达的你，请把爱国故事讲给家人听。

喜欢创作的你，创作一首赞美祖国的诗。



懂得收集的你，把收集到的爱国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制成小
册，以供大家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