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奴隶与英雄演讲稿 奴隶英雄语文
教案(优质5篇)

演讲作为人类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演讲者、听众、沟通二者的媒介以及时间、环境。好的演讲
稿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以下
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奴隶与英雄演讲稿篇一

1．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奴隶们的悲惨命运和斯巴达克勇武、
精明、富于反抗精神的英雄形象。

一、导入新课

板书课题，解题。

奴隶，奴隶社会的一种产物，他们为奴隶主劳动而没有人身
自由，常常被奴隶主任意买卖、取乐和杀害。今天，我们学
的课文，是一篇话剧，描写的就是一位奴隶英雄的故事。我
们不仅要了解这位英雄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还要体会到这
位英雄的.高贵品质。

二、初读课文

自由读课文：

1．了解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本文讲公元前73年春天的一
个下午，斯巴达克被带到斗兽场，他先打死了狮子，然后又



说服了与之决斗的十个奴隶，最后和奴隶们一齐冲出斗兽场，
发动了起义。）

2．画出不懂的地方，质疑。

三、课文

1．默读思考：斯巴达克起义的原因是什么？斯巴达克是一个
怎样的人？

2．你还读懂了什么？

3．小组讨论：斯巴达克是怎样的一个人？（勇猛无比，嫉恶
如仇，同情奴隶，有鼓动力，号召力）

4．感情朗读课文。（读出司令官及贵妇人的傲慢、无聊、无
耻；读出斯巴达克对奴隶主的仇恨。）

四、小结

你从斯巴达克身上学到了什么？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五、布置作业

把剧本排练一下，给同学们演一演。

附：

教案点评：

本文教学采取自主方式，由学生通过阅读课文、组内的交流
讨论、教师的点拨指导，读懂课文，培养能力。引导学生独
立阅读课文，组织学生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指
导学生感情朗读课文。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独立阅读课文，思
考问题，积极参加讨论，发表独特看法，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深入理解内容。

奴隶与英雄演讲稿篇二

1.本课选自七年级下册，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为以身殉职
的七位宇航员所作的一篇悼词，学生对文中蕴意深远含义深
刻语句的理解、品味、鉴赏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在课前与
部分同学进行了"师生同备课"的活动。为配合课文的讲解，
学生搜集了有关"挑战号"失事以及为探索太空而牺牲的航天
英雄的相关信息素材。为进一步对课文的主题进行探究、拓
展，又想到和学生共同搜集本次汶川地震中的英雄故事，这
样就与文本中里根总统的演讲主题密切联系起来，升华了主
题。

2.二期课改指出："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是多元的，应尊重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感受"，所以在一开始速读完课文后
就设计了让学生在课堂上参与对文本感点的讨论以及让学生
对失去亲人的'家属如何进行安慰和对文本中的英雄最想说的
话进行丰富的想象。整个授课过程"以人为本，以学定教"，
让学生自主能动的学习，积极的探究体验，同时穿插师生对
话，生生对话，引导学生在语言环境中感受、体会、领悟、
运用，培养学生的语言感受力，让课堂成为学生的课堂，教
师成为参与者，引导者，真正体现人文精神。

3.本文教学的目的实际是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灾难的无情和
不可预测性，也让我们看到了人们面对灾难的勇敢和坚强!学
生们也深有感触，这些天每天我们都面对是中国的大地震的
灾难，我们已经学会了坚强，同时我们看到了面对灾难的最
好的办法就是：不向困难低头，咬着牙，挺过去!里根总统的
这篇演讲稿既是悲痛的，又是鼓舞人心的，给美国人民带来
了心理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持，让美国人民看到了绝望中的
希望!很多时候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我们也改变不了外因，
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就是我们自我!珍惜人生、珍惜生活、珍惜



我们自己!

奴隶与英雄演讲稿篇三

一、从预习入手。

这篇小说很长，学生一看就产生了“眩晕”的感觉，很多学
生对我说，刘老师，你知道吗，这篇文章有42个自然段。很
多学生还不知道，小说是不能以自然段划分的，只能按章节
理解。如这篇小说本身就已经被改动过了，文章的标题就是
很好的切入点。在此，引导学生自读课文，自拟标题。用较
快的速读阅读课文，了解内容，在学生阅读每一部分时，我
都会对阅读时间做出要求和限制，促使学生加快阅读速度，
只要学生能够基本概括本部分的内容，语句通顺即可，不必
强求一致。学生根据文章内容拟出一游泳本领高、二生夜校
读书、三掩护李大叔、四勇斗鬼子、五宁死不屈、六机智逃
生;也有的同学用了课文中的语句做了小标题：一望着妈妈笑、
二我们爱祖国、三把缸挪回原地、四什么也没看见、五有志
不在年高、六雨来没有死。

二、引导学生自主感悟，感受小英雄的伟大。这篇课文讲述
了雨来虽然顽皮，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果敢、坚强，机智的
同敌人作斗争。学生虽然掌握了基本内容，但对于每一个点
是如何具体描述的，学生并不清楚，这是小说的特点，高潮
部分是最吸引人的，我决定放手然学生自主选择喜欢的部分
精读。学生抓住雨来掩护李大叔一段，找到了“溅”这个字，
从这个字中，学生体会到雨来宁死不屈的坚定意志，对雨来
怀有深深的敬佩之情。

三、抓住学生的兴奋点——讲故事大赛。有利于学生的`口头
表达能力。根据本组教学的内容的特点，我们组织了“心目
中的小英雄”故事大赛。学生把搜集到的中外抗击侵略者的
故事先在小组内互相互评，再推荐展示，学生都对我们的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而感叹不已。



四、推进运用。我为祖国做什么?让学生进一步抒内心之所想。

在教学中有几点也需要注意：

一、不要讲得太多。有时和学生聊的比较投入，围绕一个话
题会浪费时间。

二、学生理解故事内容较真。说明这是个小说，小说的文章
特点与纪实文学有着差异，故事来源与生活。

奴隶与英雄演讲稿篇四

这是一篇演讲词，语言丰富，感情充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非常适合进行朗读教学。新课标要求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注重语言的积累和语感的培养。这些，都可以通过朗读来实
现。因此，在指导学生学习本文时，我主要抓住以下两点：
一、文本教学：从朗读中体会情感，并训练学生听读并筛选
信息的能力。二、人文教学：在情境教学中让学生理解真正
的英雄的内涵。反思如下：

设计得当之处：

1、创设情境导入新课环节。让学生对课文所反映的内容先有
清晰的了解，紧接着是简洁的背景介绍，不拖泥带水。引入
课题时，对文章的体裁，特点，做了明确的介绍，用以指导
学生展开阅读。

2、整体感知环节。听读，并有明确具体的听读要求。然后解
决听读要求思考解决的问题，初步完成整体感知。在此基础
上，重点阅读第二部分，熟悉英雄，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每位
英雄的主要事迹，侧重概括能力的`训练。

3、品读交流解读探究环节。此环节采用择句赏析形式，从演
讲者对英雄的评价中感悟英雄人物的伟大崇高。当我们了解



了真正的英雄后，我们自然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有英
雄。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精神，有力的进一步突破重难点，达
成了教学的情感目标。

奴隶与英雄演讲稿篇五

1.及时捕捉学生智慧的火花。有一位同学对第四自然段英雄
的诠释质疑，于是我紧紧抓住这一细微之处流露出来的信息，
引发学生对"英雄——真正的英雄"展开讨论，学生异常活跃，
思想深邃，越辩越明，给课堂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精彩。

2.初中阶段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学生对于
英雄的理解也各式各样，本课无疑是进行这方面教育的好教
材。我们可以结合课文让学生认识英雄，还可以进一步联系
生活实际，用感人的语言正确引导，感受为人类进步事业献
身的人文精神的熏陶。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引导学生联系
生活实际，多少有点缺憾。

本次课活动，不仅仅锻炼了我驾驭课堂的能力，而且在各位
专家和老师的指导下，更深层次地发现了自己在课堂教学中
的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更加深入地钻
研教材、积极参加教研活动，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