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演讲稿梦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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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
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演讲稿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演讲稿梦想篇一

抓住动词，自学自演。

在教学“猴子戏弄孩子”“孩子追猴子”这部分的内容时，
我发现文中一连用了很多描述猴子的动作的词语，准确传神。
我请学生读一读，找出动词，提出问题，比较这些动词之间
的差异，然后用表演的方式，让学生根据自己对词语的理解，
表演出猴子、孩子的动作及神情。这种学生自演的学习活动，
不仅有助于学生直观形象地理解这些词语用于特定的语言环
境中的具体含义，而且使学生明白，连用动词避免重复，并
要力求用得准确、传神，达到了较好的学习效果。

反观整堂课教学，仍有一些遗憾：

教学接近尾声时，学生们看到课文插图上画的横木，它并不
在船的边上，如果孩子跳下去，很有可能没有跳到水里，而
是跳到甲板上，那么高，摔下来不摔死也得摔成重伤。有学
生说：“孩子已经发慌了，站在上面，方向也许都迷糊了，
怎能保证他一定会跳到水里呢？”面对学生的突然提问，我
当时不知从何着手引导学生理解船长的做法的正确性。

在以后教学中，在指导学生朗读孩子处境危险时，指导朗读
时引导语言要丰富，要根据学生的回答，加以引导。



演讲稿梦想篇二

学生视角 本篇课文讲述的故事紧张、惊险，学生定会被精彩
的故事情节所吸引。

难点  学生对“甲板”“桅杆”等船上：的设施知之较少，
理解上有—定的难度。

教师思考   这是一篇传统的讲读课文。描写精彩生动、引
人人胜；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事物在发展和变化中，要根据
情况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果断行动。教学时应注意抓住课文中
人与猴子联系的变化和发展来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并引导学
生认真体会、理解一些含义深刻的句子；同时以课文中的故
事为载体，进行方法论的教育和语言的积累与训练。

重点 理解事情的发展，是由于帆船中人和猴子的联系而产生、
发展、变化的。

设计特色 以研读为主，探究式学习；

信息资料

1.有关帆船结构的图片或其他资料。

2.师生搜集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介绍及其他作品资料。

[教学要求]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船长在危急中果断处理问题的思想方
法。

2.学习用注意事物之间联系的方法，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3.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



4.朗读课文。

[教学时数]   2课时

第1课时

教学目的

1.理解课文内容。

2.学会生字、新词。

3.朗读课文。

教学流程

一、联想，导入新课

师板书课题，问：文章题目使你想到了什么?

如果下面不是水，而是陆地或别的物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下面我们就学习这篇由列夫·托尔斯泰所著的文章。

（训练学生的联想、想象、推断能力；交待作家是为了引起
大家的注意而引发阅读的兴趣。)

二、提出研究课题

1.自读课文，自定研究课题。

如：危急时刻，船长为什么要那样做?……

2。小组交流，充实课题。



3。全班汇报，教师点拨，筛选出几个有价值的课题。

(在确定课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质疑、探究能力。)

三、研读课文，合作探究

1.教师提供几种研究的形式供学生选择，也可让学生自定研
究形式。

2.组织学生分组研究，教师巡回指导，参与学生研究。

3.组织全班交流：

4.引导学生进行自评

四、研究朗读课文  

1.引导学生研究如何才能读好课文。  

2.引导分析重点句。  

3.组织学生分组朗读。

（通过自主朗读进一步深化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并培养
学生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

第2课时

教学目的

2.通过扩展训练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教学流程

一、课内扩展，充实语文小课堂



1.谈谈在危急时刻船长是怎样做的，想象一下，当时船长是
怎样想的。

2.如果你是一位碰巧目睹了这件事的记者，你会问谁什么问
题?

3.当孩子被救上来以后，如果你是他们，你会怎样说?

船长：————————————————————

水手：————————————————————

孩子：————————————————————

4.请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简短的新闻报道。

5.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把你想到的和同
学交流。

(利用课文的空白、角色的特点引导学生养成体验角色、换位
思考的习惯，对于改变学生的自我中心主义，形成正确的思
考问题的方法，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及培养创造性思维都是
非常有利的。)

二、课外扩展，走进语文大课堂

1.形容处境危险、情况紧急，可以用哪些词语?与大家交流一
下。

2.把你所知道的遇事机智、当机立断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

三、课堂练习    ，

1.写出带有下列部首的5个字。



舟：一 — 一  一 一    木：一 一 一 — 一

2.把词语补充完整。

龇牙咧(    )    心(    )胆战

四、实践活动

找列夫·托尔斯泰的其他作品读一读。

板书

跳    水

孩子遇险

孩子追猴    

猴逗孩子      当机立断      跳水

父亲举枪       孩子得救

水手追猴 

演讲稿梦想篇三

我校是一所农村学校，我班共41人，其中男生21人，女生20
人，他们是第一轮课改实验班级的孩子。在近四年的学习中，
他们在学习方式、质疑能力、朗读能力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大部分同学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有着自己的见解，并敢
于各抒己见，表达能力比较强。在学习课文时，经常为阐明
自己的观点展开激烈的辩论。经历了三年多的学习，他们已
经养成课前独立预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良好习惯。理
解词语方法多样，有效；识字、写字能力突出，大部分同学



很少出现错别字。

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新词，会用“模仿、显然”造句。

2、理清课文层次，给课文分段。

3、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4、体会船长在危急中果断处理问题的方法，教育学生懂得遇
到危险情况要沉着冷静，果断处理。

教学重点、难点：

1、通过抓住关键词，联系上下文理解感悟表现孩子处境危险
的句子，并有感情地朗读。

2、学习船长的智慧，冷静的处事方法。

教具准备：

教学过程：

一、检查预习，谈话导入

（学生纷纷发言，各抒已见）

2、课文是怎样记叙这个故事的呢？老师要请同学来读读课文，
注意要读得正确流利。

二、初读课文，理清脉络

1、理一理：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记叙的？



（1）个人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

（2）小组内交流，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

2、师依据汇报交流板书：发生――发展――高潮――结局

[点评：把握文章脉络为学文做好铺垫。]

三、精读课文，体验感悟

1、学习第4―6自然段。

（1）师：这篇课文的人物有很多，不知同学们能否找出来？

老师相信你们，请行动吧！快速浏览课文。

（板书：孩子猴子水手船长）

（2）师：（出示课件1。边放课件边解说）有一天，在无边
无际的大海上一艘帆船正往回航行，水手们正悠闲地站在甲
板上欣赏着美丽的大海。瞧，一只猴子出来了，正和水手们
取乐，可事隔一会儿，这里却发生了让人心惊肉跳的事。

（3）（出示课件2：一个孩子摇摇晃晃地站在桅杆的顶端）

师：同学们，你们的神态、语言已经告诉我，你们都感到这
个孩子的处境太危险了。

师：请打开书本快速浏览课文，看看课文里哪几个自然段描
写这个孩子处境很危险，找到了可以大声告诉同学们。

（4）师：现在请大家小声读文，边读边画出这三个自然段中
哪些句子描写了小孩子处境危险，找到后可以和同桌议一议。

师：找得十分准确，请再读课文中描写男孩处境危险的句子，



试一试你用什么方法理解这些句子。

（5）师：思考好了，请找自己的学习伙伴交流、讨论。

（学习小组讨论，教师参与其中的二、三个小组学习讨论）

（6）师：现在哪个小组来汇报一下。（引导学生抓重点词句
交流自己的感受。）

预设1：若学生抓住文中关键词““放开绳子”，摇摇摆摆”，
“走上横木”，感受到孩子处境十分危险时，教师可抓住时
机引导学生抓住文中的关联词“只要……就”这段话，更深
层的感悟到“只要孩子一失足，他就会跌到甲板上，摔个粉
碎。”更体会到孩子处境的危险，并指导学生有感情的读文。

预设2：若学生只抓住了正面描写的句子，没有发现“这时候，
甲板上的人都在望着……全都吓呆了”这个侧面描写的句子
时，引导学生再读文，抓住 “吓呆”一词，从中感悟这些经
历许多困难的水手已被眼前情境（太危险的情境）吓得不知
如何是好，只知道傻站着，更深入感悟了孩子的处境太危险
了。

（7）师：同学们把刚才对课文的感悟用朗读的方式再现出来，
就更棒了！

（生朗读师引导学生对朗读情况进行评价。）

师：用什么样的语气读更能够表现出孩子的处境危险呢？

（引导：语速再快一点、声稍高一些，突出重点词语。生练
读文。）

师：你们读文的技巧掌握得真好，太令老师欣赏了！

（8）师：我知道此时你们非常想救这个孩子，谁有好办法？



（学生各抒己见，进一步体会当时情况的危急。）

师：大家的办法，到底行不行呀，为什么呢？我现在不替你
们作评判，因为学习原本就是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请再读
描写孩子处境危险的句子。

师：那个孩子摔到甲板上了吗？

2、理解文中第7、8自然段。

师：谁救了他？请同桌一起读7、8自然段，把能作为你的理
由的句子划下来。

（同桌读书讨论，生汇报。）

师：请自己读读描写父亲和水手的句子，你从中体会到了什
么？

（学生交流自己的看法。）

师：能把你们的体会有感情的朗读出来吗？

（引导：读船长的话时，语气坚决、语速快、声音响亮。）

四、畅谈收获，拓展延伸

1、师：学习本课后，你有哪些收获？（生交流）

2、拓展练习：孩子被救上来后，船长、水手、孩子又会说些
什么？说一说，再写下来。

教学反思：

在这节课的教学设计中，我注重学生从自己的体验中获得知
识，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情感体验，在合作交流中探究，通过



个人读、小组读、分角色读等方法以及借助评价引导学生抓
住描写孩子心理变化及船长性格特征的关键词句品读，教师
不失时机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理清文中的段落，探
究感悟。在实际教学中基本实现了我的教学设想，达到了教
学目的。同时，利用媒体课件有情有景，使学生进一步把握
了故事发展高潮结局，突破了难点，解决了学生课前的困惑，
使学生随故事的发展，情感也在潮起潮落，感悟出船长遇事
沉着、果断、机智的性格特点，展现了他极大的人格魅力，
对学生学习如何处事，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四年级是一
个过渡年级，语文教学不能停留在表面层次上，而要引导学
生深入思考，懂得自读、自悟、自得，合作探究深入理解课
文，在本节课上，学生充分展示了内在的潜力，乐学、乐问，
在启发点拨之中，多数孩子获得自己的感悟。但个别同学自
悟能力差些。在今后的教学中，还要关注全体同学，让每个
孩子学得有动力，更加有热情。

总评：

1、本节课教师在教学中以学生发展为主，坚持学生自读、自
悟、自得；坚持辅之以“导”，做到“指一指引”以导
向，“点一点化”以开窍，“拨一拨弄”以知晓，把学生引
进理解文章的“门”引上理解文章的“路”，把学习主动权
交给学生。

2、教师在教学中善于引发学生对学习活动的内在乐趣，达到
乐学、乐问，从而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发学生创造的欲望和
强烈的出自内心深处的学习动机，使学生变“机械接受”为
主动探究。教学中，创设直观形象的情境，创设交流、想象
问题情境，变“单一思维”为“多向拓展”，学生潜意识创
造力得以发展，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演讲稿梦想篇四

我一直想从一篇短小精练的文章中，寻找人类的机智和勇敢，



读《跳水》一文，真有如愿以偿之感。

作品的构思新颖，人物刻画生动，情节发展曲折，富有变化，
出人意外，引人入胜。其中，最令我激动的是人的尊严。作
者赞美了人的尊严，作者是伟大的。

船长的儿子十二岁，受到猴子的戏弄，水手们的嘲笑，是难
以忍受的，这是一个孩子勇敢地在维护人的尊严。

猴子生性机灵，动作异常敏捷，它爬险攀高有本领，爬上船
的桅杆顶端不费吹灰之力。然而孩子呢，竟然和猴子比试，
甚至连猴子也要“用后脚钩绳子”的地方，他也敢徒手“奋
然而行”。这就是他自尊自信的表现，这就是孩子的性格，
这种性格会是人不屈服于任何困难，因而使人成了唯一的世
世代代与自然争斗的万物之灵，成为自然的主人。

这种百折不挠、万死不辞的人，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为维
护尊严，会爆发出令人惊讶的勇气，哪怕是钢刀架在脖子上，
也能视死如归。这就是人的勇敢！人的尊严！

船长能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临危不惧，镇定非凡，想出了
一个尽善尽美的决定聪明的妙计——命令孩子跳水，这是人
类智慧的火花在闪烁，是值得歌颂的。船长威严庄重，机智
果断的精神，令人折服。

人的智慧的勇敢，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并走向昌盛！船长
的智，孩子的勇，这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作者用艺术的笔
来讴歌，是多么富有感染力啊！它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召唤
着我们奋发向上。

演讲稿梦想篇五

这篇课文叙述了在一艘外国轮船上发生的故事：一只猴子把
船长儿子戴的帽子挂到了桅杆最高的横木的一头，孩子为了



追回帽子，走上横木。在万分危急的时刻，船长急中生智，
命令儿子跳水，水手及时下水抢救，终于使孩子转危为安。
故事蕴涵着这样的道理：事物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我们要
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果断行为。

1、学习本课生字、新词，会用“模仿、显然”造句。

2、理清课文层次，给课文分段。

3、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4、体会船长在危急中果断处理问题的方法，教育学生懂得遇
到危险情况要沉着冷静，果断处理。

1、通过抓住关键词，联系上下文理解感悟表现孩子处境危险
的句子，并有感情地朗读。

2、学习船长的智慧，冷静的处事方法。

(学生纷纷发言，各抒已见)

2、课文是怎样记叙这个故事的呢?老师要请同学来读读课文，
注意要读得正确流利。

1、理一理：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记叙的?

(1)个人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

(2)小组内交流，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

1、学习第4―6自然段。

(1)师：这篇课文的人物有很多，不知同学们能否找出来?

老师相信你们，请行动吧!快速浏览课文。



(板书：孩子猴子水手船长)

(2)师：(出示课件1。边放课件边解说)有一天，在无边无际
的大海上一艘帆船正往回航行，水手们正悠闲地站在甲板上
欣赏着美丽的大海。瞧，一只猴子出来了，正和水手们取乐，
可事隔一会儿，这里却发生了让人心惊肉跳的事。

(3)(出示课件2：一个孩子摇摇晃晃地站在桅杆的顶端)

师：同学们，你们的神态、语言已经告诉我，你们都感到这
个孩子的处境太危险了。

师：请打开书本快速浏览课文，看看课文里哪几个自然段描
写这个孩子处境很危险，找到了可以大声告诉同学们。

(4)师：现在请大家小声读文，边读边画出这三个自然段中哪
些句子描写了小孩子处境危险，找到后可以和同桌议一议。

师：找得十分准确，请再读课文中描写男孩处境危险的句子，
试一试你用什么方法理解这些句子。

(5)师：思考好了，请找自己的学习伙伴交流、讨论。

(学习小组讨论，教师参与其中的二、三个小组学习讨论)

(6)师：现在哪个小组来汇报一下。(引导学生抓重点词句交
流自己的感受。)

预设1：若学生抓住文中关键词““放开绳子”，摇摇摆摆”，
“走上横木”，感受到孩子处境十分危险时，教师可抓住时
机引导学生抓住文中的关联词“只要……就”这段话，更深
层的感悟到“只要孩子一失足，他就会跌到甲板上，摔个粉
碎。”更体会到孩子处境的危险，并指导学生有感情的读文。

预设2：若学生只抓住了正面描写的句子，没有发现“这时候，



甲板上的人都在望着……全都吓呆了”这个侧面描写的句子
时，引导学生再读文，抓住“吓呆”一词，从中感悟这些经
历许多困难的水手已被眼前情境(太危险的情境)吓得不知如
何是好，只知道傻站着，更深入感悟了孩子的处境太危险了。

(7)师：同学们把刚才对课文的感悟用朗读的方式再现出来，
就更棒了!

(生朗读师引导学生对朗读情况进行评价。)

师：用什么样的语气读更能够表现出孩子的处境危险呢?

(引导：语速再快一点、声稍高一些，突出重点词语。生练读
文。)

师：你们读文的技巧掌握得真好，太令老师欣赏了!

(8)师：我知道此时你们非常想救这个孩子，谁有好办法?

(学生各抒己见，进一步体会当时情况的危急。)

师：大家的办法，到底行不行呀，为什么呢?我现在不替你们
作评判，因为学习原本就是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请再读描
写孩子处境危险的句子。

师：那个孩子摔到甲板上了吗?

2、理解文中第7、8自然段。

师：谁救了他?请同桌一起读7、8自然段，把能作为你的理由
的句子划下来。

(同桌读书讨论，生汇报。)

师：请自己读读描写父亲和水手的句子，你从中体会到了什



么?

(学生交流自己的看法。)

师：能把你们的体会有感情的朗读出来吗?

1、师：学习本课后，你有哪些收获?(生交流)

2、拓展练习：孩子被救上来后，船长、水手、孩子又会说些
什么?说一说，再写下来。

在这节课的教学设计中，我注重学生从自己的体验中获得知
识，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情感体验，在合作交流中探究，通过
个人读、小组读、分角色读等方法以及借助评价引导学生抓
住描写孩子心理变化及船长性格特征的关键词句品读，教师
不失时机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理清文中的段落，探
究感悟。在实际教学中基本实现了我的教学设想，达到了教
学目的。同时，利用媒体课件有情有景，使学生进一步把握
了故事发展高潮结局，突破了难点，解决了学生课前的困惑，
使学生随故事的发展，情感也在潮起潮落，感悟出船长遇事
沉着、果断、机智的性格特点，展现了他极大的人格魅力，
对学生学习如何处事，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四年级是一
个过渡年级，语文教学不能停留在表面层次上，而要引导学
生深入思考，懂得自读、自悟、自得，合作探究深入理解课
文，在本节课上，学生充分展示了内在的潜力，乐学、乐问，
在启发点拨之中，多数孩子获得自己的感悟。但个别同学自
悟能力差些。在今后的教学中，还要关注全体同学，让每个
孩子学得有动力，更加有热情。

1、本节课教师在教学中以学生发展为主，坚持学生自读、自
悟、自得;坚持辅之以“导”，做到“指一指引”以导
向，“点一点化”以开窍，“拨一拨弄”以知晓，把学生引
进理解文章的“门”引上理解文章的“路”，把学习主动权
交给学生。



2、教师在教学中善于引发学生对学习活动的内在乐趣，达到
乐学、乐问，从而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发学生创造的欲望和
强烈的出自内心深处的学习动机，使学生变“机械接受”为
主动探究。教学中，创设直观形象的情境，创设交流、想象
问题情境，变“单一思维”为“多向拓展”，学生潜意识创
造力得以发展，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