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废料合同可以写估堆吗 承包家具厂
废料合同热门(精选5篇)

演讲，首先要了解听众，注意听众的组成，了解他们的性格、
年龄、受教育程度、出生地，分析他们的观点、态度、希望
和要求。掌握这些以后，就可以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来吸引听
众，说服听众，取得好的效果。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
一篇好的演讲稿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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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稿成长篇一

1．能从高20—30厘米处往下跳，轻轻落地，保持平衡

2．能勇敢，不怕困难，有听指挥，守纪律的好品质

高20—30厘米的`平衡凳三至四条，放在场地四周做“游泳
池”边。

1．开始部分

幼儿随《运动员进行曲》的音乐进入活动场地。

跟教师边念儿歌边做模仿操两遍（动作可自编）。

小小运动员（上肢运动），动作真好看（体侧运动），

跳台高又高（下蹲运动），跳水真勇敢（跳跃运动）。

2．基本部分

（1）教师示范讲解动作要领：站在平衡凳上，两手前后自然
摆动，身体向下稍蹲下，再充分向上伸展，往下跳。落地时



前脚掌先着地，膝盖稍弯曲呈蹲状。正、侧、背示范三次。

（2）幼儿练习，教师巡回指导，并请跳得好的幼儿做示范。

（3）玩“跳水运动员”的游戏。

教师发出指令，幼儿从平衡凳上跳下，在平衡凳中间的“游
泳池”模仿游泳的动作。当教师说：“休息一会吧！”幼儿
游回“池”旁，游戏重新开始。

3．结束部分：

游戏“冰雪融化”

1．幼儿在“池内”游泳的时间不宜过长。

可以用高度相同的小椅子或台阶代替平衡凳。

演讲稿成长篇二

教师板书课题：跳水

1.看到这个题目，你想知道什么?

2.那么课文描写的是什么呢?

这篇课文的作者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给我们
讲了一个十分惊险的故事，你一定会被紧张的情节所吸引，
并且从中得到启迪。

二、教师范读课文

思考：课文描写了一件什么事?

(课文记叙了发生在轮船上的故事，由于猴子的挑逗，孩子追



猴子，猴子把孩子引到了桅杆顶端，孩子陷入困境。船长在
危急时刻，沉着、冷静，命令孩子跳入水中，孩子得救。)

三、自读课文，自学生字、生词

1.读课文，学生字。

2.利用字典理解部分词语。

注意区分：“气急了”、“气极了”。

四、检查自学效果

1.读生词：

一艘放肆胳膊海鸥瞄准

风平浪静摇摇晃晃

2.提出容易写错的字：

艘

3.说说难理解的词语：

放肆：言行轻率、任意、毫无顾忌。

五、再读课文

1.想想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件事情是怎样引起
的?

学生可把课文分成三段：

第一段(1、2自然段)由于水手们拿猴子取乐，这只猴子放肆



起来，它摘走了孩子的帽子、很快地爬上了桅杆。

第二段(3、4自然段)由于猴子的挑逗，孩子追猴子，孩子被
引到桅杆顶端，陷入绝境。

第三段(5、6自然段)在万分危急的关头，船长沉着镇静，果
断地命令孩子跳入水中，孩子得救。

3.质疑：让学生提出不懂的问题。

六、作业

1.抄写生字、生词。

2.练习朗读课文。

演讲稿成长篇三

5、说到这里，老师不由得想起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一
个秋天，一家三口去爬山游玩，坐索道时，绳索突然断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父母同时想到要救自己的孩子。在绳
索快要落地的一瞬间，发生了什么事?父母双双用手把孩子举
了起来，孩子幸存活了下来，而她的父母却永远离开了她。

6、小结：

同学们，听了这个故事，你们内心一定受到很大的震撼吧!当
孩子在最危险的时候，父母都会想方设法救他们，能够使本
无希望的事情发生转机，出现奇迹。

同学们，孩子得救了。那孩子被救上来以后，船长、水手、
孩子都会说些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说一说，也可以分小
组演一演。



演讲稿成长篇四

《跳水》是部编版五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第17课。本文是俄国
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小说。主要讲了一艘往回航行的帆
船上，水手拿猴子取乐，猴子逗孩子，孩子追猴子遇险，船
长逼孩子跳水，孩子得救的故事。

导入环节，我以题目为切入点。跳水本是一项体育运动，但
是本文所讲的跳水，却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因为布置有
预习作业，所以学生很感兴趣，似乎想要在本节课上大显身
手。在认识完作者后，我们开始了本课的学习。

在检测预习环节，我特意提问了基础较弱的三个同学，但是
回答令人很不满意。加了拼音的词语也读得磕磕绊绊。我严
厉批评了他们预习不认真。预习是学习的关键一步，如果没
有提前的学习，课堂上就没有一个心理准备，思维总会慢人
半拍，久而久之，自己跟不上节奏，便会产生自我怀疑，产
生负面情绪。所以，指导学生预习方法，让学生学会预习也
是指导学习的重要步骤。

在梳理课文内容环节，我采用了根据课文内容填空的方式。
同学们都能很快解决这一问题，也能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梳
理出主要情节。但是在复述故事环节，学生可以把握主要情
节，只是在语言表达和流利度上还比较欠缺。比较活跃的同
学，如张涵、董佳俊总会一听到问题就举手发言，边想边说
就导致语言思维不够清晰，语言不流利。当我刻意留时间给
大家组织语言时，一些同学总会或大声吆喝自己的想法，或
小声咕哝自己的见解。虽然在课堂上多次强调，想好再举手，
要给自己也要给他人留思考的时间，举手问答。但是依然会
出现课堂失控之状，活跃的同学就像脱缰的野马，不恣意驰
骋不快。

总体来说，第一课时相对顺利，同学们也跟得上课堂节奏，
但是课堂略显凌乱，课堂节奏把握不到位。



第二课时，主要把握人物思维过程。我设置了以下问题：

3.学完课文，你想对人物说些什么？你有什么启示？

在引导之下，同学们能够体会孩子由无奈到生气再到恼羞成
怒的心理变化，能够理解水手的笑对情节发展的推动作用，
也能体会船长的思维过程。

在知识层面上，我对这节可还是比较满意的。一是提出的问
题，学生都能够回答。二是学生对本课比较感兴趣，积极性
较高。

在课堂把控层面，我对这节课略有不满。学生积极是一件特
别好的事情，但是活跃滚头就会显得凌乱不堪。而此时的课
堂就有一丝这样的状态。学生特别兴奋，总想表现自己，问
题一出，就想喊出答案。这让我的课堂驾驭能力受到了极大
的挑战。

在课堂效果层面，本节课也处于一个两极分化的状况。一部
分同学无比兴奋，理解能力，思维节奏都比较快。一部分学
生思维相对迟缓，还没有思考好，其他同学就喊出答案，阻
断了思路。

所以，现阶段，如何把握好课堂节奏，如何规整课堂纪律，
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如何最大限度面向全体，如何提
高课堂效率的同时又让课堂活而不乱是我应该好好思量的问
题。

演讲稿成长篇五

40秒钟—大家已经觉得时间太长了。等孩子一浮上来，水手
们就立刻抓住了他，把他救上了甲板。

孩子吓晕了，身上湿露露的，温暖的阳光照在孩子身上，他



渐渐醒了。“船长，孩子醒了！”船长飞快地向躺在甲板上
的`孩子走来，关心地问：“伤了没有？”孩子摇摇头，似乎
难以相信自己还没死。船长又问：“害怕了吧。”儿子点点
头，快哭出来了，因为他感觉到爸爸对他的关心。

谁知，猴子给孩子了一根香蕉，孩子和猴子成了好朋友，孩
子已经把帽子忘个一干二尽，和猴子玩了起来。船长看了此
景，就去打海鸥了，一下子就打了十几只呢！所以他们晚上
就吃海鸥了。

半夜，孩子和猴子一起睡着了，他们一定做了一个好梦……

演讲稿成长篇六

我鄙视水手的行为！

这件事不是猴子一手造成的吗？不是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其
实是水手！没错，就是文中不常出场的水手。如果不是他们
不经意间的一笑，猴子能那么猖狂那么放肆吗？如果不是他
们不经意间的一笑，孩子能气急败坏，不顾一切地追猴子吗？
如果不是他们不经意间的一笑，能把孩子推向生与死的交界
线吗？这根本不是笑，这简直是变向的谋杀，像给花儿在中
午浇水一样。他们不经意间的一笑，是在暗暗地为儿子助兴，
是在暗暗地把孩子推向死亡。太可恶了！我想，这就是传说
中的“笑里藏刀”吧。

当然，这也是给我的警示！

不经意的一笑，其实是一种很有威力的凶器。我一定不要像
水手那样不估计后果地助纣成虐。上学期，我们班吴宇铭和
郭倚嘉闹别扭，如果不是有些同学在旁边凑热闹，他俩根本
不会打起架来。所以，我一定不要做一个像水手一样总是起
哄的人。



当然，我也不能学猴子，他哗众取宠的行为是可耻的！如果
不是他把玩笑开得那么大，孩子也不会不顾一切地想挽回面
子。所以，水手和猴子都是导致这件事发生的罪犯！

同时，孩子自己也有责任，我想对他说：你以后一定要冷静，
不能冲动，做事要三思而后行，记住冲动是魔鬼，我想这次
你就因为你的冲动险些丧生，看你长不长记性。

还好在那危急关头，机智果断的船长出现了，救下了孩子。
船长的行为告诉我，做什么事情都要沉着冷静，只有这样才
能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法。

这篇文章给我了不少启发，我真好好地感谢本文作者，大文
豪——列夫·托尔斯泰。

演讲稿成长篇七

这节课的教学设计有一部分内容在上完课以后进行了修改和
补充。这篇课文情节紧张、惊险，描写生动。

本课时教学重点抓住“情况危急”和“急中生智”两点内容
来学习。学生在课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交流。在真切理
解“情况危急”的基础上，体会到船长“急中生智”的机智、
果断、了不起。对文章重点内容及表现的主要思想有了深入
理解。学习效果较好。课上学生发言积极主动。

这节课内容涵盖量较大，课上应注意时间的把握。在理解、
激情的基础上，应重视有感情朗读的训练，训练学生的口语
表达能力，并使学生能够在读中“思”达到深入理解课文思
想内容的目的。

设计特色：

1、课上进行了拓展思维练习，如：还有什么解救孩子的办法？



2、设置了情景教学环节，如：假如当时你在场，你会想些什
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