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奴隶与英雄的演讲稿 奴隶英雄教案
(优秀6篇)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
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演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
直接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质的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奴隶与英雄的演讲稿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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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智、富于反抗精神的英雄形象。

1课时

一 初读课文，引导发现课文特点。

1 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是《奴隶英雄》。这篇课文和以前
读过的文章有什么不同？请同学们认真读课文，自己去发现。

2 出声地读课文。注意正音，把句子读正确，读流利。

3 汇报自己的发现。老师说明剧本的特点，指导读剧本的方
法。

剧本，与平常所见的文章表达形式不同：一般在开头，先说
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剧中人物和布景等，然后写人物
对话。故事中情节的发展变化，人物的动作、感情、语气等，
一般都在括号里用小字注明。用这些不同的表达形式共同表
现剧本的内容，所以在阅读剧本的时候，不能只看大家印的
人物对话，应该把开头的说明、人物的对话和括号里的小字



联系起来阅读，思考，展开想象，边读边在头脑里演戏、看
戏。

二 再读课文，理解内容，体会感情。

2 指导有感情地朗读斯巴达克与众奴隶对话和起义的部分，
读出奴隶们对奴隶主的控诉，读出斯巴达克的英雄气概。

三 分角色朗读课文，体会剧中的情景。

1 指导分角色试读。注意读出剧情和人物的思想感情。

2 分角色排练，准备表演。

10至15人自愿结组，群策群力研究读好。

四 进行表演，相互评议。

奴隶与英雄的演讲稿篇二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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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

一、导入  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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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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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点评：

奴隶与英雄的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心中的英雄》。

英雄是人人都崇拜的角色，每个人崇拜的英雄都不一样。有
的人崇拜蜘蛛侠;有的人崇拜奥特曼;还有的人崇拜超人，而
我最崇拜的则是我的爸爸。

爸爸就像一座威猛的大山，在我穷困潦倒的时候在背后支撑
着我。小时候我要学骑自行车。刚开始的学时候还不很成熟，
骑起来摇摇晃晃，一直摔倒。这时，一个身影出现了。那是
您，爸爸!您一来我就感到有了依靠。您在后面扶着车座，让
我轻视前方，不要紧张。慢慢地，我骑的成熟起来，但这是
在您扶我的情况下。后来，您让我再骑一次，说在我后面扶
着我。于是，我大胆的骑了起来，可是骑了一会儿，我扭头
一看，您没有扶我。可是我一紧张就骑不稳了，要摔倒/。在
这千钧一发之际，您冲上来扶住了我。我责备您没有扶我，
但您说您没扶我，我骑得不也挺好吗?这么一说还真是!我爱
爸爸，爱您对我默默地支持。

爸爸就像一杯热水，在我失望时给我温暖。有一次考完试发
试卷，我一看顿时震惊了。我的三个科目只考了个及格。我
心想：完蛋了!回家肯定要挨骂了。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了
家。只见爸爸坐在沙发上说：“回来了，考试考的咋样啊?”
我再也忍不住我的泪水，哗啦啦地滚落下来：“爸，对不起，
我这回只考了个及格，下次我一定会努力考个好成绩!”您迷
茫的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您对我说：“没关系，不以成败
论英雄，只要你努力了，不管结果如何，你都问心无愧。”
我爱爸爸，爱您对我谆谆的教诲。



爸爸啊，我的英雄，您永远在我心中!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奴隶与英雄的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是抗震救灾英雄的故事。

一点很小的爱心，乘以13亿，都会变成爱的海洋。一个很大
的灾难，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5月12日，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难忘的日子。中午2：28分，
正是我们上学的时间，一瞬间，仅仅一瞬间，熟悉的笑脸突
然破碎；仅仅一瞬间，朗朗的读书声嘎然停止；仅仅一瞬间，
阳光消失了，天空消失了，多少个梦想也像折断翅膀的小鸟，
被天空抛弃在了黑暗。也就是一瞬间，所有事物定格在了一
瞬间！

可黑暗并没有全部覆盖着希望——总理来了，救援部队来了，
志愿者来了，英雄们带着生的希望一路走来了??只有9岁的林
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沉着与镇
定，他不忘作为班长的责任与使命，用双手刨挖废墟四五个
小时，不但救出了自己，还救出了两名同学！

郎铮这个名字估记大家还不大熟悉，但只要提起一个3岁孩子
在向救援人员行了一个军礼时，大家一定会记得那一幕。这
个小男孩在死神向他招手时，可他坚强地面对恐惧和伤痛，
难以置信地经受住了这个原本不属于他的考验。不愧是英雄
出少年！

湖南籍老师谭千秋，用生命谱出了一首感天动地的赞歌，写
出了一个大大的“人”字！他不愧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
不愧为人民的英——雄！



国难中，无数个英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无数个英雄把生的
希望留给了别人，这里，我不能一一说出他们的事迹。然而，
灾难不相信眼泪，中华民族不屈服灾难。五千年的风雨我们
坚强闯过。面对灾难中未知的一切，毅然挺起了不屈的脊梁！
在这里，让我为灾难中的英雄，深深地敬——礼！

奴隶与英雄的演讲稿篇五

今天学习了《奴隶英雄》这篇课文，这是一片自读课文，但
我却花了两个课时，一边感慨浪费了时间，一方面又觉得很
值得。

我从剧本这个知识点入手，先让孩子们对比这篇课文和前一
篇课文的区别，有的孩子刚一听到我的问题就想拿参考书，
我及时制止，并让孩子们各抒己见，经过认真比较后，孩子
们知道了剧本的特点，接着从课题入手，让孩子们一句话概
括剧本的内容：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故事。反抗引出反抗的原
因，并让孩子找出课文中相关的句子和剧情，再到带领反抗
的英雄，接着分析英雄的人物形象，进而解决了“为什么斯
巴达克被称为奴隶英雄?”这个问题。

在上这堂的时候，我原本想孩子们应该不是很感兴趣，可一
旦激发了他们的正义感，他们就会有了对奴隶们的同情，会
感同身受，自然而然的就很容易理解课文了。

我们班有一群孩子喜欢自导自演，喜欢自己写剧本，演小品，
结合他们的这一爱好，在讲一些剧本知识、人物塑造方面的
方法，他们更容易接受。

1、“把课堂的主体交给学生”成为教改的突破口。

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立足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他们
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一些语文老师反映：课
文已经分析得很细了，学生还是听不懂，不喜欢听。一些学



生也问：我们怎样才能学好语文课?有一些学生语文考试成绩
优异，可一到使用语文知识技能的实际场合就束手无策。过
多的课堂讲授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极大地限制了学生
的思维和创造能力，这时把课本剧引入课堂教学，让人眼前
一亮。课本剧深受学生和教师青睐，正是因为它为学生开创
了一个新的学习天地。学生在编演课本剧过程中，展现了丰
富的创造力，确立了自己在语文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改
变了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不仅让学生的学习过程
变得生动愉快，也使教师的教学变得更形象直观。这样强化
了师生间的互动，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自主性学习
的能力普遍提高。

2、把德育、美育、智育整合起来

组织编演课本剧还可以实现德育、美育、智育的整合，培养
学生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和创造能力。语文学科历来重视
在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小学语文教材为孩子们塑造了许多
美的形象，课本剧取材于教材，作用于人的视听，其教育感
化作用十分明显，有助于小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学生在
读—思—编—演剧本的过程中，更能够身临其境地体会作者
的思想感情，将课本的精神充分展示在观众面前，通过演出
使学生体会到了什么是真、善、美。

3、学会合作

一出课本剧的成功表演，不仅让学生完成了变死课本为活演
出的实践，还加强了学生的集体观念，让学生在处理琐碎事
务和人际关系中学会了组织协调和相互配合。

奴隶与英雄的演讲稿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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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智、



富于反抗精神的英雄形象。

1课时

一、初读课文，引导发现课文特点。

1、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是《奴隶英雄》。这篇课文和以前
读过的文章有什么不同？请同学们认真读课文，自己去发现。

2、出声地读课文。注意正音，把句子读正确，读流利。

3、汇报自己的发现。老师说明剧本的特点，指导读剧本的方
法。

剧本，与平常所见的文章表达形式不同：一般在开头，先说
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剧中人物和布景等，然后写人物
对话。故事中情节的发展变化，人物的动作、感情、语气等，
一般都在括号里用小字注明。用这些不同的表达形式共同表
现剧本的内容，所以在阅读剧本的时候，不能只看大家印的
人物对话，应该把开头的说明、人物的对话和括号里的小字
联系起来阅读，思考，展开想象，边读边在头脑里演戏、看
戏。

二、再读课文，理解内容，体会感情。

2、指导有感情地朗读斯巴达克与众奴隶对话和起义的部分，
读出奴隶们对奴隶主的控诉，读出斯巴达克的英雄气概。

三、分角色朗读课文，体会剧中的情景。

1、指导分角色试读。注意读出剧情和人物的思想感情。

2、分角色排练，准备表演。

10至15人自愿结组，群策群力研究读好。



四进行表演，相互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