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讲走路姿势(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演讲走路姿势篇一

平平坦坦的路，千沟万壑的路，同样是路但意义却迥然不同。
不管是顺还是坎坷，重要的是要看你怎么去走了。走一条路
的每一个步伐都流露出了一个人对人生之路的态度。

在黑夜与黎明的相接处，还是有些黑暗，暗黄色的灯光，稀
稀疏疏地撒在柏油路上，准备迎接下一个天亮。每当这个时
候，我总是奔波在通往学校的大路上，与那一条条暗黄色的
射线，一起迎接黎明。路上的人不多，但好像都在赶时间，
络绎不绝。我一个人走着，怀着好心情，迎接新的一天的到
来。啊、又是一天，美好的一天。中学，尽管我们每天都是
起早贪黑的，但在这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学习知识的快乐。
即使和冰冷的夜，走在一起。那条笔直的路，不知走过多少
回了。但在这过程中，我获得了学习知识的快乐。

我喜欢走路，喜欢看见两旁的景物慢慢的向后移去。我常常
在僻静的小路上，在喧闹的马路旁，边走边思考。

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有些路段上有些石块、砖头什么的，
甚至还有玻璃茬，稍不留意，便有可能被绊倒，有时会被玻
璃划伤。如果旁边还有车辆呼啸而过，那我就须非常小心了。

我有时会想：生活跟走路不就是一样的吗？人生不可能都是
一帆风顺的，总是会有一些困难、坎坷。有些小困难很容易
就过去了，但是有些大困难总是解决不了，处理不当，可能
还会危及生命，这时候躲是躲不了的，即使侥幸躲了过去，
今后遇到更大的困难也说不定。为了一块石头就绕远路，这



无疑是很傻的，尽可能翻过去嘛。

生活这条路是很不好走的，但还是要走过去，不论如何都不
能放弃、碌碌终生，否则看看支持你的父母都会觉得过意不
去。有些人因为碰到一点挫折就停蹄不前，甚至以死来逃避，
这更不必要，摔倒了就爬起来呗。

今后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一定会坚强的走下去，一直走到人
生的终点。

演讲走路姿势篇二

1、随歌曲节奏抖动、拖拉绳子进行玩色游戏，感受色彩、线
条、节奏、动作之美。

2、能大胆创作，发展创造性思维。

通过绳子宝宝学走路的游戏，启发幼儿根据动物走路的不同
姿态选择相应或自己喜欢的颜色，并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
和体验，初步感受色彩与动物走路姿态、力度间的联系。

在掌握歌词内容、歌曲节奏的基础上，幼儿一边唱歌一边探
索点、线、形、色等美术要素，充分感受色彩、线条、节奏、
动作之美，体验用绳子作画带来的愉悦。这种幼儿在唱中画、
画中唱、唱中玩的活动，既激发了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又
使幼儿体验到了艺术的和谐美。

1、水粉颜料红、黄、蓝绿，5厘米左右的棉绳若干，调色盘、
擦布若干。

2、音乐磁带、录音机。

3、幼儿熟悉歌曲《走路》。



1、幼儿随音乐进活动室。

2、幼儿复习歌曲《走路》，回忆动物走路的歌词。

请幼儿说一说，做一做，根据歌曲旋律有节奏地说出歌词。

师：跳跳跳，摇摇摇，爬爬爬，静悄悄。小动物们走路真有
趣。

3、出示绳宝宝。

幼儿随音乐让绳子宝宝走路。每人一根绳子，老师和小朋友
一起让绳子学小动物走路，充分发挥幼儿想象力，用绳子做
出各种线条“动作”（抖动、拖拉）。

师：你的绳宝宝学哪个小动物走路？是怎样走的？表演给大
家看看。

4、老师示范用绳子蘸上颜色学小动物走路：抖动、拖拉绳子，
随音乐节奏示范作画。

师：小朋友你们看，我的绳宝宝是白色的，现在我要给它穿
上漂亮的衣服，再让它学小动物走路。我先给绳宝宝穿上红
色的衣服，让它学小兔子走路“跳跳跳”；给它穿上黄色的
衣服，学小鸭子走路。

5、幼儿操作，随音乐边唱歌边作画。

师：现在，你们也来给你们的绳宝宝穿上漂亮的衣服，让它
边唱歌边走路吧。

6、分享、交流。

（延伸活动：引导幼儿说说其他动物走路的不同姿态，鼓励
幼儿结合创遍的歌曲继续抖动、拖拉绳子进行玩色游戏）。



演讲走路姿势篇三

“当然可以。来吧！”小树带着小鸟玩了好一会儿，才把小
鸟送回家。

从这以后，这棵树天天来陪小鸟。小鸟跟着他去了许多地方，
看见了许多有趣的东西。

终天有一天，小鸟长大了，她向这棵树告别，飞往远方……

第二年春天，小鸟又回来了。一头美丽的小鹿走了过来，金
色的角在阳光下显得特别好看。

“你也是一棵会走路的树吗？”小鸟问。

“去年的那棵树，原来是你的爸爸呀！”小鸟叫起来。

“是的！是的！”小驯鹿也激动起来。他让小鸟停在他金色
的角上，向自己的家快步走去。

1、培养学生喜爱小动物、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对话时不同语气，
体会角色的思想感情。

3、学会本课8个生字。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1、学会本课生字和生字组成的词语。能正确、流利、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

2、感受角色的思想感情，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友好。

光盘、卡片、头饰

3课时



一、设疑导入，激发兴趣

1、板书、树。齐读

2、你们知道有哪些树呢？

3、你们知道这种树吗？（板书：会走路的树）

交流：这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过渡：这是个多么有趣的故事啊！它就在我们的语文书上，
让我们再来看看书，自己读读。

1、学生自由练读课文。自读要求：

（1）借助拼音，通读课文。

（2）画出词语，圈出生字。读准字音，想象字义。

2、同桌合作，互读互评：一读的时候是否注意到了生字的字
音，二是否把句子读通顺了。

三、精读课文，深入理解

1、交流：这个故事写了几年的事？讲了哪几个小动物？

2、可以把课文分成两部分。选出举手最多的小组读第一部分。

3、精读第一部分

（1）第一部分写了什么？

（3）合上书本，交流讨论结果。



（4）从这第一天的交往中，小树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为什
么？

（5）带着理解，用美妙的朗读来表现小鸟和小树的对话。

（6）过渡：驯鹿不光是第一天对小鸟这么友好、亲切，在以
后的日子里，他还天天陪小鸟呢！

（7）指导朗读第三自然段。

（9）交流

4、小结：小朋友设想的真好。是啊，这只刚出生的小鸟和这
棵友好的小树，玩了许多的地方，见识了各种有趣的东西，
它们相处的多好呀！后来发生什么事了呢？下节课我们再学。

课时目标：分角色表演课本剧。

一、复习检查，导入新课

二、精读课文，深入体会

过渡：终于有一天，小鸟长大了，小鸟和这棵树不得不分开，
因为小鸟要——飞往远方过冬。于是，小鸟和这棵树告别，
你们猜猜看，他们会说些什么呢？以同桌为单位，互相演一
演。

1、学生上台表演，学生、老师相机点评、引导

3、结合小鸟当时的心情，指导训练第六自然段小鸟的问话。

4、这棵会走路的树又是怎么说的呢？齐读第七自然段。

5、从小训鹿的话中，你知道了什么？



三个小朋友为一组，自由结合，分角色朗读表演第五至第九
自然段。

三个学生到前面表演，其余小朋友观看、评判。

三、续讲故事，激发潜能

1、小驯鹿让小鸟停在它金色的角上向自己的家里快步走去，
小鸟来到小驯鹿的家，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请小朋友想一想，
看谁编的故事最吸引人。

2、续讲故事

课时目标：

学习剩下的生字，能复述课文。

完成《习字册》

一、故事交流大会

2、学生四人一小组，交流自己续编的故事，并推选出一位讲
的的。

3、交流

二、识写比赛

1、出示：“晨、奇、陪、趣、丽、角、概、激。”（认读）

2、描笔顺，边描边想

3、集体交流，1分钟快速记忆。

4、简单检查，比比谁记得最快、最准。



5、《习字册》描红、仿影、练写，教师巡视指导。

《会走路的树》是一篇清新优美的童话故事。它讲述了两个
小动物之间深厚的友谊。这是个极有情趣的故事，从字里行
间、文字背后都能读出各种有趣、生动的画面。

正好我中心校要验收教师对24字模式的进展情况，于是我选
择我的孩子们共同学习这篇文章。我的总体设计贯穿一
个“读”，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通过这个故事读出两个小动
物之间纯洁、美好的友谊。

在教学中，我创设了一情境：现在老师已经变成了魔术师，
请大家闭上眼睛，一起和老师说“我变变变”，知道你现在
变成什么了吗？同学们有的说变成了美丽的小树，有的说变
成了小驯鹿，有的说变成了小驯鹿的爸爸。抓住这个挈机我
让他们读课文1至4段，这样一下子拉近了学生与小动物的距
离，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走入了情境。我让学生
一边读着“一棵金色的小树在树林里走来走去”这句话，一
边质疑，学生带着疑问，提出问题：“小树怎么会走来走去？
小树怎么是金色的？小树怎么不长树叶？”勾起了学生的好
奇之情，并且将这种情感迁移到小鸟的身上，小鸟此时对看
到的一切就是如此的好奇，从而带着自己的亲身体验朗读好
小鸟的问话，读出好奇的语气，从而有助于激发他们继续探
究的欲望。

又如，在学习课文的第二部分感受驯鹿儿子与小鸟相见时的
惊喜与激动，我让学生抓住重点词句“叫、激动、”来体会、
朗读之外，我还抽出几分钟时间让学生演一演，孩子们的想
象力真是另人难以置信，他们不仅加上了自己的动作，还把
文中的话变成了自己的语言，产生了不错的效果，感受到小
鹿认出小鸟时的惊喜、开心与激动。

这节课中，我还安排了好几处说话训练，如“小树带着小鸟
来到————，看到————。”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说一说，



来感受小树和小鸟之间相处得十分快乐、融洽。从而读出这
种感觉。课文最后“小鸟来到小驯鹿的家……”引导学生想
象他门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让学生续编下去。不仅在
这样的说话训练中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也让学生在对话中
实现对课文内容的提升。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深入地理解了课文，但是也存在了
一些不足之处，整节课学生朗读很到位了，所以不必花太多
时间一直读，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学生的写字指导，今后
我自己一定要在写字这方面多下工夫。

演讲走路姿势篇四

1.揣摩精彩诗句，体味精妙的用词和散文化的语言，提高诗
歌鉴赏能力。

2.反复阅读吟味，把握诗歌“分行”的重要作用。

3.培养联想、想象能力，赏析诗歌的音乐美。

单元解读

本单元的文本向我们展示了诗歌与散文的不同。单元导言先
从概念上辨析了两种文体在语言运用上的差异，并以“分
行”为佐证，剖析了在诗歌中语言的功能发生的具体改变。
在诗歌选读中，从语言的外在特征（如分行、节奏、韵律等）
以及内在特征（如想象、暗示、色彩与氛围的对比等）方面，
详细分析了诗歌语言的独特使用形成的一种更集中、更丰富、
更具感染力的经验表达。

单元中入选的诗作在形式上各有特点：《老虎》一诗刻画了
想象中一只老虎威猛的形象，诗中强劲的语言节奏，来自相
同句式的重复使用;《秋歌》一诗则利用分行、押韵的技巧，
营造出忧伤、迷离的氛围，外在形式与内在情感达成完美的



统一;而《三棵树》的外在形式特征并不明显，诗人更多的是
调动一种同情的想象，让语言摆脱一般的日常应用，给无生
命的世界赋予了生命的感觉。自主阅读部分的《我自己的歌
（之一）》《严重的时刻》《黑马》等，则在句法运用、整
体构思和语言节奏上，也各有称道之处。

话题引入

诗歌以最为接近灵魂的方式来守望与行走，它是抚慰人世苦
痛魂灵的“圣经”，它是文学王国里醍醐灌顶的仙乐，它跨
族越国，以自己的语言感动着它的子民。学习优秀的外国诗
歌，对丰富文化修养、提高诗歌鉴赏水平、了解世界文化、
汲取人类文明的成果大有裨益，但由于外国诗歌特殊的文化
背景及表现手法，探究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本单元的重点是
学习外国诗歌的思想与艺术特点，了解外国诗歌独特的表现
手法和诗体形式，提高诗歌修养。对这些诗作的理解牵涉到
外国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思潮与历史文化背景，这需要博闻
多识，熟悉文学史，介入个体的理解和体验，才能真正把握
诗歌的思想艺术精髓。

打开你的心灵之窗，诗歌就在里面。世间万物的和谐发展，
一静一动，无不充分表明诗意的存在，诗歌就在这一时刻静
静地停留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拥有一双慧眼就足够了。

问题导引

1.《老虎》在语言、形式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有哪些？它们有
何表达效果？

答案：首先是通过相同句式（“什么样……”）的重叠使用，
形成强劲的语言节奏，铿锵有力，震撼人心；其次，全诗以
疑问句为主，基本没有采用描摹、叙述的手段，但是在强劲
的节奏之外，也有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



3.《严重的时刻》的结构有什么特点？

答案：全诗由四节结构、句法都完全相同的疑问句构成，通过
“哭”“笑”“走”“死”这些动词的变化，层层推进，不
断展开。

4.诗歌的语言含蓄、蕴藉、凝练。读《黑马》，找出最有代
表性的诗句，试分析它们与其他诗行的关系。

答案：本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句是最后的“它在我们中间寻
找骑手”，卒章显志。前面作者极力描写黑马的形象，是为
了蓄积势能，最后一句是前面内容的深化和主题的提升。

演讲走路姿势篇五

出生那会儿，我们只是一个呗抱在怀中不能自主活动的.婴孩。
后来，我们会爬、会坐，之后学会了站立，然后开始沿着桌
子一点一点的往前迈。听妈妈说我刚会走路那会儿，不闲着，
蹦跶蹦跶的推着婴儿车，再到后来便是整天屁颠屁颠的跟在
她身后。

幼时的我，活泼好动，喜欢看着地面上的方格板块跨着踩，
然后回过头看看自己走的路，心中充满喜悦。那是走路对我
来说，只是儿时的一种乐趣。

到了上学那会，因为家里离学校近，所以每天走路去上学。
那时的我，早已厌倦了走路，我渴望着刚跨出步子便能到达
目的地。在那时，走路就像一个任务，但在我的肩上，使我
不得不接受。于是走路对我来说，只是职责所在。

初中时，搬了家，换了学校，而我也摆脱了那项任务。我每
天只需要乘着电梯到楼下，等着校车将我送到学校。刚开始，
我感到快乐，只因得到了解脱，有一种无以言比的满足感，
可是，到了后来，我竟怀念起了走路的那段时光，才发现，



走路其实也是一种享受。

再到后来，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这条路
虽然很长，但走起来却觉得短暂。这条路，好似人生，一步
一个脚印的往下走，走出精彩。我仿佛觉得走路成了我生活
中的一部分，边走，便仔细的看着周围，我发现，其实周围
的事物都有着与生俱来的美，只是我脚步匆匆忽视了他们。
边走路边背书，慢悠悠地走，最终默念着，感受书中的境界；
边走路边听音乐，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生命的气息，
这样，即使路过喧闹的街道，或是葱郁树下的人行道，都是
一种风景，优美的风格、美的气息。

走路，见证了生命的美、世界的美。我留下的脚印，同样是
一个见证，葱郁的树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地上的点
点星光，小道上满是惬意，在我的背后，沿着脚步，称下一
道光线，那是属于我的青春活力。

路，没有尽头；的脚步，不曾停歇；事，还在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