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党日我们的中国梦 我们中国的心
得体会(精选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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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日我们的中国梦篇一

中国作为一个融合了多民族、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拥
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历史和传统。这里有着广袤的土地、
繁荣的经济、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在这美丽的国度中，我
们得以体会到许多独特而深刻的东西，下面将从历史、文化、
自然景观、社会风貌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五个方面来探讨我们
中国的心得体会。

首先，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史是
中国人民骄傲的资本，也是我们得以展示自己独特精神面貌
的宝贵财富。我们有众多名人英雄，艺术家和科学家给予了
世界以深远的影响。历史教会我们包容，审时度势。我们学
到了团结互助、一代接一代传宗接宗的智慧，使我们在风雨
中能够坚持并致力于改革和发展。

其次，中国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着丰富多样的传统
节日和习俗，例如春节、中秋节等等，也有独特细致的传统
手工艺品和美食。中国哲学思想深奥，我们拥有俗语谚语、
四书五经等千千万万的中文汉字。我们有泥土滋养出的诗词
歌赋，有儒释道三教交融的宗教信仰，这些都成为我们文化
内涵的瑰宝。无论是传统的文艺作品还是现代的电影音乐都
彰显着我们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灵魂气息。



第三，中国拥有壮丽的自然景观。从西南的高山巍峨，东南
的溪流悠然，到北方的戈壁沙漠，南方的湿地风光，中国的
大自然给了我们太多美的惊喜。长城、故宫、兵马俑等众多
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与自然保护区散布在我国的各个角落，形
成了一幅幅宏大而壮美的画卷。这些自然景观不仅给我们带
来身心上的舒畅感，更引领我们积极参与生态环保事业，保
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

第四，中国社会风貌在不断变化发展。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日
新月异，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科技创新不断涌
现。我们城市的摩天大楼、地铁、高速公路等各种现代化设
施与建筑的出现，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舒
适。同时，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不断扩展，人们对于公平、个
人权利、社会责任等课题的讨论不断加深，我们追求着更美
好的社会。

最后，中国人民是构成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力量。中国有着多
民族、多文化的特点，在这个大家庭中我们懂得了和谐相处
之道。我们人民热情好客，乐于助人，勤劳聪明，善良守信。
投身灾难救援、社区服务、环保义工等各种志愿者活动的人
不计其数。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起努力为国家发
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总之，作为中国人，我们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化底蕴、深刻的
历史积淀、壮丽的自然风光、多元社会风貌以及团结的人民
精神。我们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宝贵资源，保护我们的环境，
弘扬我们的文化，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无
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要带着骄傲与自信，成为真正的中华儿
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自豪！

党日我们的中国梦篇二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有着丰富的文
化传统和独特的社会制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对于



中国的了解也随之深入。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从日常生活中
的点滴细节中汲取养分，总结出一些关于我们中国的心得体
会。

首先，中国以家庭为核心。中国人讲究家族观念，家人之间
的亲密关系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基石。无论是春节还是中秋节，
人们总是会回家与家人团聚。在家庭中，长辈们为后辈们传
授道德品质和传统价值观，后辈们则孝敬和尊重长辈。这种
亲情和家族观念的传承，使得我们中国的家庭关系更加紧密
和稳定。

其次，中国人重视教育。中国人认为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关
键因素。家长们会为子女的教育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
学校里，老师们不单只教授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和
品质。中国的教育体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这种重视教育的态度，培养
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人才，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进而，中国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中国人以尊重、礼貌、
传统和节日文化为重要的价值观。尊重是中国人与人之间的
最基本的待人之道，礼貌则体现了中国人友善、和善的品质。
传统文化以孔子儒家思想为核心，强调仁义道德、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而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
是中国人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这些文化传统的坚持，丰富
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使得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独具魅力。

此外，中国人有着较高的集体意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
国家，人们习惯于在集体中行动。中国人沉浸在集体意识中，
注重集体利益的平衡。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中国人都会考虑到集体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个人的眼前利益。
这种集体意识的强大凝聚力，使得中国人在团结一致的时候
可以创造出无比的力量，在发展中获得更大的成功。



最后，中国人希望实现更美好的未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人
们对于未来寄予了更多的希望。我们相信，在发展中，中国
会变得更加繁荣富强。我们相信，中国将通过不断创新和改
革，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我们相信，中国将有着更加美好的
未来。

总结起来，我们对于中国的心得体会是：中国以家庭为核心，
重视教育，传承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具有较高的集体意识，
同时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些特点和价值观共同构成了中
国独特的社会风貌和国家形象，也使得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独
一无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珍惜并传承这些优秀的传统
和文化，为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党日我们的中国梦篇三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着悠久历史和卓越文化的国家，拥有着独
特的魅力和优秀的传统。在我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我深深
感受到了中国的伟大和进步。中国的智慧和勤劳，让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以下是我在中国的心得体会。

首先，中国的历史文化令人叹为观止。中国拥有着悠久的历
史，有着众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无论是长城、故宫还
是兵马俑，都彰显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我曾在古代文
化遗址参观中得以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古代的辉煌和恢弘。中
国历史文化的底蕴丰厚，使我对中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
理解。

其次，中国人民的勤劳精神令我敬佩不已。中国人民一直以
来都以辛勤劳动和自力更生为骄傲。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
我都见证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奋斗精神。在中国的一线城市，
高楼大厦林立，繁华的商业街依然熙熙攘攘；而在乡村，农
民们辛勤耕种，将土地变成了丰收的田野。这种勤劳精神的
传承，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舞台的重要角色。



再次，中国在科技和创新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作为全
球最大的制造国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我曾参观过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亲眼见证
了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的突破。中国人民所展现出的创新能
力和科技实力，让我深感自豪和震撼。这种创新和进步的态
势，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此外，中国人民热情好客，让我在这片土地上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我总能遇到热心的中国人民，
乐于助人。中国人民所展现出的友善和亲切，使我很快融入
了这个社会。我与中国朋友的交流和互动，让我对中国人民
的热情和友谊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最后，我也注意到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进展。中国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之一，也在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改变这一状况。中国政府提出了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目标，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空气质
量的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推广，都表明
中国正在积极努力地解决环境问题。

总之，中国给予我很多的启示和感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创新，都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伟大和
进步。与中国的接触，让我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更加自豪，
也更加有信心地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中国的心得体会让
我成为一个更加全面和开放的人。

(备注：本文为AI生成文章，仅供参考。)

党日我们的中国梦篇四

教学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6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1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
生字组成的词语。

3.通过反复吟诵，感受诗歌的句式特点，并能依照诗的第二
至六节写一到两节。

4.通过理解诗歌内容和吟诵诗句，激发学生热爱伟大祖国的
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难点：通过有感情朗读，逐层次理解重点字词，
关键句子，体会诗歌所表达的真挚而强烈的爱国之情，并通
过朗读表达出来。

课时数：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绿线内的生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成
的词语。

3.理清课文脉络。

教学重点：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理清课文脉络。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假期你们都到过什么地方旅游了？你知道我国有



哪些著名的风景区吗？

（安徽黄山、杭州西湖、桂林山水、山东泰山、苏州园
林……）

每一个地方除了景色不同，还有不同的特产。你知道我国有
哪些著名的特产吗？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河北的大枣、苏州的丝绸、碧
螺春、浙江的龙井茶……）

2.看来同学们不仅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且知道祖国丰富
的特产。是啊，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物产丰饶、
文化灿烂。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我们更
应该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

板书课题：我们爱你啊，中国

3.指导读好课题。 读出自豪、骄傲之情。

二、初读课文。

1.学生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画出生词和
不理解的词、句。

2.检查自读情况。

（1）出示生词，朗读，识记。

要求：读准字音，记清字形。

指名读：开拓――读得要有气势

这个词语怎样读呢？“飘渺”，指名读――女生齐读



不同的词语要读出不同的美来，出示相关的词语，读出词语
的味道来。

银装素裹  波澜壮阔  希望之火  清奇俊秀  光洁绚
丽  滚滚春潮

群星闪烁  浓妆淡抹  波澜壮阔  天工巧夺  民族之
林  云雾飘渺

指名读 把词语读好，我们就能把句子读得更好

（2）提出不理解的生字，作上记号。

（3）指名分节朗读，纠正。要求读通顺。

（4）理清脉络，整体把握课文。

学生分小节默读课文，思考填空，我们爱你啊，中国，我们
爱你的          。引导孩子们从诗作中概括出国
土辽阔、大好河山、丰富物产、民族风情、历史悠久、巨大
成就。

3.课文可分为几部分？

提示：从诗的结构来入手，仔细观察，诗歌的2--6小节都是以
“我们爱你——”总起每小节内容的。

（1）学生读文，分小组讨论。

（2）交流。

第一段：写祖国幅员辽阔，总起全诗。

第二段：以“我们爱你”作为起句，从不同角度，歌颂赞美
可爱的祖国。



第三段：总结全文。回顾过去，骄傲自豪；展望未来，奋发
开拓。

4.朗读全诗，体味祖国的可爱。

三、学习第一段。

1.第一小节具体描绘了祖国的幅员辽阔。自由读这一节，边
读边把文中每句话想象成画面，看看你能欣赏到哪些美景，
你的头脑中会出现哪些美的画面。

（学生读书，教师边巡视边指导学生抓住关键词语品读、想
象）

指导读好：啊，我们爱你，中国！

每首诗歌都有一个主题，一个歌唱的主题，这句话也是这首
诗歌所歌唱的主题，它总领全诗，是全诗的主旋律。

3.品味一下，这一段是从什么角度写祖国幅员辽阔的？（时
空、季节的反差）

师生交流：一夜相差得很大。

学生：季节的相差也很大，

季节差距大，说明经度和纬度差别大

4.指导朗读：这一小节的语言非常含蓄，你觉得应该怎么读
呢？

师生交流： “灿烂、银装束裹”要重读，这些词语可以体现
幅员辽阔，各种各样的风光。

前几句要带着自豪的语气读出祖国的幅员辽阔，“啊，我们



爱你，中国！”一句要读得深情、高昂。

四、作业。

1.用钢笔描红、临写生字。

2.朗读课文。

3.抄写词语。

第二课时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通过理解诗歌语言和吟颂诗句，激发学生热爱伟大祖国的
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通过有感情朗读，逐层次理解重点字词，关键句
子，体会诗歌所表达的真挚而强烈的爱国之情，并通过朗读
表达出来。

教学难点：理解诗歌意思，能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诗歌。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朗读全诗，说说你知道了祖国哪些可爱的地方。

板书：国土辽阔、大好河山、丰富物产、民族风情、历史悠
久、巨大成就

二、学习第二段。



1.学习第2节。

（1）朗读第2节。提出不理解的词语。

（2）查字典并联系上下文解决问题。

（3）这一小节描述了几处有代表性的景物，表现了祖国河山
的壮美。你去过哪里旅游过？能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个景点吗？
媒体展现美景。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除了诗里写的，你还知道哪些祖国的美丽风景。

（5）指导有感情朗读第2节。

“桂林山水”、“杭州西湖”两句读得轻柔点，“黄河、庐
山”读得神秘点。

（6）朗读、背诵。

（7）小结学法：

朗读诗句，理解词语。

展开想象，再现画面。



联系积累，丰富画面。

感情朗读，联系背诵。

三、运用学法，自学3～6节。再交流讨论。

1.边读边理解各小节的内容

第3节：介绍祖国名产。理解：醇美、光洁绚丽、巧夺天工

第4节：各民族有代表性的风物。简介：傣家竹楼、布达拉宫、
吐鲁番、戈壁滩。理解“巍峨”。

第5节：古老灿烂的文化，改革开放的成就。介绍战国编钟。
战国编钟奏出的古曲，改革开放谱写的新歌。

知道我们的改革开放谱写了哪些新歌？

第6节：伟大的民族精神。理解：“松树的伟岸、梅花的高洁，
博大的胸怀、恢弘的气魄。”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什么精神？
（刚强不屈、纯洁高尚、胸襟博大、气魄恢弘）举个例子说
说这些精神。

2.朗读第2～6节，进一步体会祖国的可爱。练习背诵。

四、学习第三段。

1.朗读第七节，“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骄傲、自
豪”什么？

（为祖国山河的雄浑壮丽、物产丰饶、丰富的民族特征、优
秀的文化遗产、古老灿烂的历史文化而骄傲和自豪）

2.“奋发、开拓”又说的是什么？



（永不满足、锐意进取，努力建设更加富饶美丽的国家）

3.理解“我们爱你啊，中国”在全诗中的作用。（总结全诗、
呼应开头、升华主题）

4.有感情朗读，表现豪迈之气及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的坚
定决心。

五、朗读、背诵全诗，总结课文。

难怪梁启超说过：“少年强，则国强。”让我们齐读最后一
节。

六、布置作业

以“我们爱你啊”为题，以“我们爱你——”起句，让学生
自主挑选一小节内容，根据原句进行仿写。

附：

我们爱你——

北京故宫的富丽堂皇，

苏州园林的精雕细琢。

张家界、九寨沟的如画风景，

鄱阳湖、洞庭湖的浩渺烟波。

我们爱你——

云锦的绚丽，

苏绣的精美，



惠山泥人的笑容可掬，

宜兴紫砂的古典质朴。

我们爱你——

藏民手中洁白的哈达，

蒙古包里飘香的马奶，

天山的雪莲，长白的参，

华南的老虎，扬子江的鳄。

板书设计

幅员辽阔

山河壮丽

1.我们爱你啊，中国             物产丰富

文化灿烂

民族伟大

奋发开拓

党日我们的中国梦篇五

教学重点：

课文解读：

全诗感情充沛，真挚热烈，从祖国东西南北各具特色的景色



入手，展现了四幅形象鲜明的美丽画卷——东海日出、高原
星空、北国风雪、南国春色，让读者从四幅画面中感受祖国
幅员辽阔，景色秀美神奇。

接着，作者选择奇山秀水——桂林山水、杭州西湖、长江黄
河，用简练传神的笔触向读者展现了一幅绚丽多姿、富有变
化的山水画卷。

升腾起一种自豪之情。

最后作者由祖国悠久的历史，看到充满希望的未来，用饱蘸
激情的笔大声歌唱——！

教学过程 ：

谈话切入：

1、 幻灯打出中华民族的版图，老师介绍中国国土面积、东
南西北各具特色的地理风貌。

2、 播放《配套光盘》中配乐朗诵，导入  新课。

朗读感知：

1、 自由朗读全诗两遍，要求读准字音，把诗句读流畅，划
出不理解的句子。

2、 小组练读，交流问题，组内讨论解决一些问题。

3、 各小组汇报朗读情况，交流还未解决的问题。

4、 全班自由练读全诗。

5、 指名读、齐读全诗。



品读体味：

2、感受到作者对祖国炙热情怀，你有没有产生和作者一样的
情怀？自由交流。

3、 再次练读，准备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朗读比赛。

4、 进行朗读比赛。

5、 老师做总结评价。

拓展探究：

1、 根据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收集祖国之最。（如最长的河、
最高的山、最长的铁路线等。

2、 收集有关赞美祖国的古代、现代诗文，进行朗诵比赛。

党日我们的中国梦篇六

这首诗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赞美祖国的美丽富饶以及悠久
的历史、光辉的成就，抒发了对伟大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
全诗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总写对祖国的热爱；第二部分从
不同的侧面歌颂祖国的壮丽山河、丰富的物产、多样的民族、
光辉的历史和伟大的成就；第三部分表达了誓把祖国建设得
更加美好的坚定决心。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6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1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
生字组成的词语。



3、通过反复吟诵，感受诗歌的句式特点，体会诗歌的写作技
巧，能仿照诗歌的第二至六节写一到两节。

4、通过理解诗歌内容和吟诵诗句，激发学生热爱伟大祖国的
思想感情。

教学重难点

通过反复吟诵，感受诗歌的句式特点，体会诗歌的写作技巧，
能仿照诗歌的第二至六节写一到两节。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整体感知整首诗。

2、学会本课6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1个字只识不写。理解部
分词语。

教学重难点

1、重点了解“帕米尔高原”、“布达拉宫”、“战国编钟”、
“改革开放”。

2、理清诗歌的脉络，初步感知诗歌结构上的特点。

教学步骤

一、板书课题，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板书课题：我们爱你啊，中国

（2）创设情境：播放歌曲《我爱你中国》，边听歌曲边想像。

（3）交流：你眼中的祖国是怎样的呢？

（4）学生自由交流。

二、初读诗歌，理清脉络

（一）初读感知

1、出示读书要求：（1）边读边画出生词，不理解的词句可
以做上记号。（2）把你最有感触的段落读好。

2、学生带着要求自读。

3、检查预习情况

检查生词读写情况

（1）自读生词，关注那些容易读错或写错的字。

（2）请学生做小老师，重点带读那些容易出错的字，范写容
易写错的字。

如果学生没有提到，老师则可做如下提示：

读准翘舌音：“妆”、“硕”；平舌音：“瓷”；容易读错
的：“傣”、“脊”。“脊”字的上边不应先写中间
的“人”,而是先写两边的点、提、撇、点,后写中间
的“人”。“人”的两笔之间要宽大些，罩住下面的“月”
字。

（3）学生在习字册上对这个字进行描红和临写。



（4）完成补充习题第一题。

（设计说明：六年级字词教学已经不是重点，所以可以采取
学生自学、互教，重难点教师点拨的形式进行。部分达成目
标2）

检查生词理解情况

重点了解如下知识：

（1）帕米尔高原：中国古代称“葱岭”，是自汉武帝以来开
辟的丝绸之路之必经之地。据《西河旧事》“其山高大，上
生葱”而得名，地理上属亚洲中部，位于中国西端、塔吉克
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上。高原最高峰为中国境内的公格尔山
（7719米）。帕米尔高原也是亚洲主要山脉的汇集处，包括
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等五大山脉。

学生看一组帕米尔高原图，感受祖国的幅员辽阔。

（2）布达拉宫：布达拉宫耸立在西藏拉萨市红山之上，是地
球上海拔最高的古代宫堡之一，海拔3700多米，占地总面
积36万余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3万余平方米，主楼高117米，
共13层，其中宫殿、灵塔殿、佛殿、经堂、僧舍、庭院等一
应俱全，是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群，
集中了藏族建筑艺术的精化。布达拉"系舟岛，是梵语音译，
又译作“普陀罗”或“普陀”，原指观世音菩萨所居之岛。

学生看一组布达拉宫图，感受它壮观的气势及异域风情。

（3）战国编钟：指1978年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铜
乐钟。全套共64件，韵律准确，音色优美，迄今还可演奏出
各种曲调。该钟设计精巧，工艺水平极高，是研究先秦音乐
史与青铜铸造工艺的珍品。



学生看战国编钟图，感受祖国古老灿烂的文化。

（4）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
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我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
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
大幕；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是我国的
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学生看一组改革开放前后社会面貌的对比图，感受改革开放
的伟大成就。

（设计说明：这几个词涉及地理、历史和政治的领域，学生
理解起来有难度，故在教师的帮助下初步理解、感知，不仅
减轻了第二课时的负担，而且也有利于他们在第二课时的学
习中对诗歌的深入理解。其它词语可以随文理解。达成目标2）

检查读书情况

1、指名分段朗读。

2、其他同学先评再读。也可以让一些没当众朗读的同学读一
读自己感受深的段落。

（设计说明：这篇文章要求全文背诵，熟读自然成诵，因此
要采取多种形式鼓励学生读。部分达成目标1）

（二）整体感知全诗

1、整体感知诗歌结构

引导学生发现：

（1）“我们爱你啊，中国”这条主线贯穿全文，并且首尾都
以这句话呼应。



（2）课文的第二至六节诗均以“我们爱你——”起句，用排
比咏唱的方式赞美我们伟大的祖国。

2、整体感知诗歌内容

作者又是从哪些方面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呢？

引导学生概括：

全诗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第1小节）歌颂祖国的幅员辽阔，
总写对祖国的热爱；第二部分（2～6小节）从不同的侧面歌
颂祖国壮丽的山河、丰富的物产、多样的民族、光辉的历史
和伟大的成就；第三部分（第7小节）表达了誓把祖国建设得
更加美好的坚定决心。

（设计说明：整体的初读感知为后面的精读感悟做好了铺垫。
部分达成目标1）

三、小结

这首诗结构简明，内容丰富，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让我们
一起再次深情地朗读。齐读。

四、作业

1、收集并欣赏与诗中山河、物产等有关的名诗名篇或图片，。

2、思考：第二部分除了诗歌中描写的内容之外，你还可以从
哪些方面表达对伟大祖国的赞颂与热爱。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能有感情地背诵课文。



1、随文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通过反复吟诵，感受诗歌的句式特点，体会诗歌的写作技
巧，能仿照诗歌的第二至六节写一到两节。

3、通过理解诗歌内容和吟诵诗句，激发学生热爱伟大祖国的
思想感情。

教学重难点

1、通过反复吟诵，感受诗歌的句式特点，体会诗歌的写作技
巧。

2、能仿照诗歌的第二至六节写一到两节。

教学步骤

一、复习导入

1、完成补充习题第三题。

2、屏幕出示，集体评议。回顾上节课的教学重难点。

二、精读感悟

过渡：诗中描写的内容有的是我们游览过的名胜古迹，有的
是我们品尝过的美味佳肴，有的则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巨大
变化……相信每位同学读后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再读一
读，边读边想像画面，在你感受最深的地方驻足停留片刻，
把自己的感受简单地记录下来，一会儿和同学们交流交流。

学生读书做批注。

汇报交流



以下内容可结合学生的回答相机教学。教师以引导点拨为主，
学生说到位，教师则不必说；学生说不出来或说不到位，教
师再加以引导、点拨。

（一）教学第一部分（第1小节）

1、生：我感受到祖国幅员辽阔。（板书：幅员辽阔）学生谈
感受。

2、教师点拨：边读边想，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哪几幅形象鲜明
的美丽画卷？（东海日出、高原星空、北国雪景、南国春色）
教师相机板书。

这几幅图分别是祖国东西南北各具特色的景色，而且在时间
和季节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相机出现四幅对比的图片。

（2）图文对照，理解部分词语：

银装素裹：形容雪景中，户外的东西象穿上了银白色的衣服
或是被白色包起来了，一片白色的景象。

洋溢：充分流露。

盎然：春色很浓的样子。

（3）透过时空、季节的反差我们体会到祖国的幅员辽阔，我
们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怎能不爱？读——出示：啊，
我们爱你，中国！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带着身为中国人的自
豪，自由地有感情地再读读这一节。指名读。

（4）在图片的引导下诵读。

（二）教学第二部分（2～6小节）



壮丽的山河（第2小节）重点指导学习第二小节。

1、我感受到祖国的山河十分壮丽。（板书：山河壮丽）学生
谈感受。

2、教师点拨：

（1）结合积累，丰富画面

什么是“清奇俊秀”？

出示《桂林山水》中的片段，这两段文字就是对“清奇俊
秀”这个词语最好的解释。

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欣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
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
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
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船桨激起的
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

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
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
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
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
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
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你们在这两段文字中找到“清奇俊秀”了吗？指名读一读有
关句子。

桂林山水的清奇俊秀，令人叫绝，所以人们都说——“桂林
山水甲天下！”

什么是“浓妆淡抹”？



古人赞美西湖的诗文多如繁星，指名读：

（1）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钱塘湖春行》
唐白居易

（2）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
送林子方》宋杨万里

（3）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西湖》宋欧
阳修

（4）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
后雨》宋苏轼

杭州西湖，浓妆淡抹，秀丽无比，难怪人们说“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黄山、庐山云雾飘渺，”

欣赏一组黄山、庐山云雾图，感受黄山庐山的神秘莫测。安
徽黄山，云雾飘渺，风光无限，让人不由得想起徐霞客说过
的话：“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4、自由练读，指名读，诵读。

5、谁能总结一下我们是用什么方法来学习第二小节的。

引导总结学习方法：

（1）朗读诗句，理解词语；（2）展开想象，再现画面；（3）
联系积累，丰富画面；（4）感情朗读，练习背诵。

同学们拿出各自查找的资料各小组用这样的方法在组长的带
领下，重点研读一个小节。教师巡回了解每个小组的学习情
况并做相应的指导。各小组汇报，其他同学可补充。在汇报



小组的带领下背诵。

丰富的物产（第3小节）

1、通过理解“清香”、“光洁绚丽”、“天工巧夺”等词语，
体会作者是怎样热情赞美闻名世界的的祖国名产的。

2、祖国还有哪些名产?

多样的民族（第4小节）

1、“竹楼”是傣族人世代居住的居所，“布达拉宫”是藏族
同胞集中的西藏，“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是新疆的物
产，那里生活着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同胞，“大草原的羊群、
戈壁滩的骆驼”则是蒙古族的风情。

2、同学们还知道我们祖国有哪些民族？

3、欣赏《爱我中华》，感受对祖国的热爱。

光辉的历史、伟大的成就（第5、6小节）

1、通过对“古典”、“新歌”、“滚滚春潮”、“希望之
火”等词语体会作者对祖国灿烂文化、改革开放的成就的热
情赞颂。

2、通过“史册”、“硕果”等词语体会作者对祖国悠久历史
和对人类的的讴歌。

3、通过“伟岸”、“高洁”、“胸怀”、“气魄”等词语体
会作者对中华民族高尚品格的赞美。

三、学习第三部分（第7小节）

（1）“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骄傲、自豪”什么？



（为祖国山河的雄浑壮丽、物产丰饶、丰富的民族特征、优
秀的文化遗产、古老灿烂的历史文化而骄傲和自豪。）

（2）“奋发、开拓”又说的是什么？

（永不满足、锐意进取，努力建设更加富饶美丽的国家。）

（3）理解“我们爱你啊，中国”在全诗中的作用？

（4）有感情地朗读，体现出豪迈之气及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
斗的坚定决心。

四、总结全课，说写深化

1、课文第二部分是文章的重点所在，引领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赞美祖国的风光明媚可爱，山河雄伟壮观，赞美闻名世界的
祖国物产，着重体会生活在祖国大家族里兄弟民族的友爱之
情，体会对祖国古老灿烂的文化、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热情
赞颂。让我们一起深情地背诵全诗。

2、除了诗歌中描写的内容之外，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表达对伟
大祖国的赞颂与热爱？

（1）学生自由发言。

（2）以“我们爱你啊”为题，以“我们爱你——”起句，学
生自主挑选一小节内容根据原句进行仿写。完成补充习题第
四题。

五、作业

你的家乡一定也有着或短或长的历史，也一定有着各种物产，
也一定有着先贤、名人，也一定有着美丽的风景，你能模仿
《我们爱你啊，中国》的结构，以赞美家乡为主题，写一首
诗吗？试试看。



六、课文链接

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欣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
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
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
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船桨激起的
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

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
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
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
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
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
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你们在这两段文字中找到“清奇俊秀”了吗？指名读一读有
关句子。

桂林山水的清奇俊秀，令人叫绝，所以人们都说——“桂林
山水甲天下！”

什么是“浓妆淡抹”？

古人赞美西湖的诗文多如繁星，指名读：

（5）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钱塘湖春行》
唐白居易

（6）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
送林子方》宋杨万里

（7）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西湖》宋欧
阳修



（8）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
后雨》宋苏轼

板书设计

1我们爱你啊，中国

壮丽的山河丰富的物产多样的民族光辉的历史伟大的成就

党日我们的中国梦篇七

“我们一起看中国”是一个关于中国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
的系列纪录片，对于一个外来人士来说，这是一个了解中国
的绝好机会。作为一个AI语言模型，我也深受启发。在观看
这一系列纪录片的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我想与大家分享
一下我在这一过程中的体会和感悟。

第二段：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这一系列纪录片深入
探讨了中华文化的源头和发展历程。我们了解到了中国的哲
学思想和文明实践，在掌握了这些核心思想后，我们也更容
易理解中国文化中其他的元素。 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对于美学、
音乐、书法和绘画的钟爱，这些元素从某种程度上说，塑造
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质地。 中国的文化是非难理解的，需要具
备跨文化理解的视野。

第三段：历史和文化遗产

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这一历史造就了中国独特的
历史和文化遗产。我们看到了故宫、长城和兵马俑等中国的
宏伟建筑和文物，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都见证了中国
的历史在漫长岁月中变迁与发展。通过这些文物，我们也能
了解到中国的宗教、哲学理念以及社会结构的演变。这些内



容不但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中华民族
的历史。

第四段：人文风情

“我们一起看中国”系列纪录片不仅仅深入了解了中国文化
和历史，更是引领了我们了解中国的人文风情。我们看到了
中国的风土人情，不论是北方粗犷的豪放，还是南方的温婉
淳朴，这些家园各具特色的民俗和习惯尽显中国的多样性。
我们也观察到了不同群体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从这些内容中，
我们更好地深入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面貌。

第五段：结语

“我们一起看中国”系列纪录片呈现了一个多维度的中华文
化之旅，不仅给中国人自己提供了重新认识自己文化和历史
的机会，也向全球展示了一个充满神奇之旅的中华世界。我
深信，在这个共享文明的时代，互相理解、尊重和包容是跨
文化交流的关键，而“我们一起看中国”这一系列纪录片的
问世，不仅是向内拓展文化内涵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走向
世界的一部份成就。让我们携手共进，为构建人类社会和谐
共处之轮同步刻下美好时代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