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土地的誓言设计意图 土地的誓言
教学设计(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土地的誓言设计意图篇一

知识目标：

1、揣摩、欣赏精彩段落和语句

2、体会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

能力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２、培养学生利用网络获取知识的能力

德育目标：培养学生对土地、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揣摩、欣赏精彩段落和语句

投影仪、计算机、录音机等。

整体感悟与体验

1、情境导入



2、导语：教师播放歌曲《松花江上》，让学生感受歌中的情
感，说说自己的感受，创设情境。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日本
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祖国东北大地的时候，无数的东北同胞
被迫背井离乡，远离故土家园。试想，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家
仇国恨与思念之情思？今天，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东北同胞当
时的心情。

3、学生上网检索有关背景和作者的资料

4、整体感知

5、范读

6、学生自读

7、品读精彩语句

8、学生朗读并互相评价：学生交流各自的听读感受，整体把
握作者的思想感情。（怀念、赞美、忧伤、愤怒等）

9、教师抛出两个问题，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欲望与热情：

问题一：文中哪些句子或词语最能表达作者的情感？深情地
朗读这些句子并谈谈你的理解和体会。

问题二：作者是运用了哪些手段把自己对故乡的这种感情表
达出来的？请举例说明。

１0、学生精读课文，进行语言品味，自主学习，合作交流，
明确：

问题一：我心里怀着炽痛的热爱、我无时无刻不听见。我无
时无刻不听见它召唤我回去。我常常感到它在泛滥着一种热
情。在那田垄里埋葬过我的欢笑。



问题二：运用大量富于鲜明感情色彩的词语，直接抒发感情。

运用排比、比喻修辞表达加强情感的冲击力。（如：当我躺
在土地上的时候，怪诞的狂风；当我想起故乡的时候，喷涌
着血液一样；在春天，多么丰饶等句子。）

人称的恰当运用。（先用第三人称她而不用它，隐含将土地
比作母亲的意思；随着情感的越趋激荡，作者又将她改成第
二人称你，直接倾诉对故土的感情，显得直接而迫切，产生
了强烈的'抒情效果。）

１1、揣摩特殊词语的用法

（1）我有时把手放在我的胸膛上，我知道我的心还是跳动的，
我的心还在喷涌着热血，因为我常常感到它在泛滥着一种热
情。

（2）请再看这样一个句子

在那田垄里埋葬过我的欢笑，在那稻颗上我捉过蚱蜢，在那
沉重的镐头上留着我的手印。

作者为什么不用飘荡着我的欢笑，回响着我的欢笑之类的词
语呢？

（3）学生讨论后学法总结指导：这两个词语的运用都逾越了
常规。对于这些特殊的用法，应从以下两方面求解：

１2、明确该词的本意；

１3、分析该词所处的语境。

最后在本意和语境间可以发现词语的具体确切含义。

四、扩展思考



同学们你们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表达对祖国的热爱的呢？

五、布置作业（播放《松花江上》）

九一八真的成为历史了吗？以此为题写一篇小作文。（可以
网上检索有关资料）

写一首同名诗歌--------《土地的誓言》。抒发自己对土地
的感情。

土地的誓言设计意图篇二

本课属于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一篇自读课文。第二单元从
内容主题上来看，都在表现家国情怀。本篇课文是一篇抒情
散文，它以倾述式的语言抒发了作者对沦陷了十年的关东原
野的怀念、赞美和甘愿为其牺牲一切的决心。学习本文需要
学生入情入境，理解作品所表达的对沦陷了的美丽丰饶的东
北大地炽热的眷恋之情，感受充溢在字里行间的深沉的爱国
热情。

本单元学习的重点之一是体会作品的抒情方式。本文综合运
用了两种抒情方式。这一特点特别适合让学生反复朗读，体
会两种抒情方式的不同，理解作品的思想感情。因而，学习
本文还应该继续重视朗读训练，引导学生尽量做到以声传情，
通过反复朗读来体会文意，增强语感。

还应该关注到，七年级下册训练的阅读方法是精读、略读和
浏览。第二单元需要教会学生通过做批注对文本进行精读。
而本篇课文字字有情，感人至深，众多鲜明的、有地域特色
的意象，独特的言语形式，丰沛激越的情感都是值得学生反
复品味的。所以在进行本课的教学时，我们可以训练学生涵
咏品味，细心揣摩课文的精彩段落和关键语句，学习做批注，
用简练的语言写下自己的感悟、理解和评价。



二、学情分析

《土地的誓言》这篇文章对于七年级的学生来说是一篇难度
比较大的文章，难度一方面在于学生受到年龄和阅历的限制，
没有家国之痛、民族之恨的体验;另一方面，课文除了直接抒
情外，还有大量的篇幅是选取具有东北特色的、有意味的景
物，叠加成一个又一个画面，展现作者的故乡——东北大地
的丰饶美丽。这种间接抒情的方式加大了学生理解的难度。

三、教学目标

(一)反复朗读课文，对课文独特的抒情方式，能说出自己的
认识和体会。

(二)通过做批注，揣摩精彩语句和段落，理解作者对故乡炽
痛的热爱之情和强烈的爱国情怀。

四、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做批注，揣摩精彩语句和段落，理解作者对
故乡炽痛的热爱之情和强烈的爱国情怀。

教学难点：理解文中富有特色、意味的景物和独特的言语形
式对表达爱国之情的作用。

五、教法和学法

(一)教法：

1.创设情境，

2.朗读指导，

3.点拨交流



(二)学法：

1.朗读品味，

2.揣摩批注，

3.小组交流展示

六、教学步骤

(一)自主朗读，感受誓言。

爱华中学将要进行“铭记历史，复兴中华”爱国诗歌诵读比
赛。在初一2班朗诵完《黄河颂》后，由初一3班的同学朗诵
端木蕻良的散文《土地的誓言》。请你自由朗读全文，然后
根据提示为主持人写一段串联词。

串联词提示：初一2班的朗诵，仿佛让我们看到那奔腾不息、
一往无前的黄河，更让我们感受到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
精神和中华儿女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下面请初一3班的同学为
大家朗诵《土地的誓言》，让我们在朗诵中，激荡起情
怀。(可参照提示，也可自由表达。)

(二)分工朗读，梳理誓言。

作为导演，需要根据文章的内容对同学们的诵读方式进行安
排，例如：领诵、齐诵、女生诵、男生诵等等，请将你的安
排填写在下列表格中，并向同学们说明这样安排的理由。

内容诵读方式理由

第一乐章（从xx到xx）

第二乐章（从xx到xx）



第三乐章（从xx到xx）

第四乐章（从xx到xx）

第五乐章（从xx到xx）

……

具体要求：

1.首先，自由朗读，在文中批注朗读的感情基调和朗诵方式。

2.然后，小组内进行交流，推选出一种最满意的方式，并说
明理由。

3.接着，小组按照本小组的诵读方式展示朗诵。

3.最后，全班同学进行点评、建议，教师补充、指导。

(三)精读批注，理解誓言。

要做到有感情地朗读，关键是要对文章的内容和言语形式有
深刻的理解。

请你根据导演的朗读分工，任选一个片段，从语言特点及表
达效果、艺术手法或思想情感的角度，对该片段进行批注，
帮助自己能够深入理解文章，做到有感情地朗读。

例如：“我无时无刻不听见她呼唤我的名字，无时无刻不听
见她召唤我回去。”

批注：把土地拟人化，称为“她”，隐含着将土地比作“母
亲”，直接对着土地倾诉自己的热爱、怀想、眷念，使作者
对故乡的情感显得更加浓烈、深挚。



具体要求：

1.按照要求，每个同学独立完成至少一个批注。

2.全班交流讨论，教师进行指导补充。

(四)深情诵读，抒发誓言。

现在进行彩排，请大家根据上面的分析，声情并茂地诵读全
文，表达出我们的誓言。

(五)以读促写，仿写誓言。

仿照课文第一节中“当……的时候，我想起……，我看
见……，我听见……”写一段话。

要求：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和恰当形象的词语，描述多种具
有地方特征的意象，表达对家乡深情的爱。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土地的誓言设计意图篇三

知识目标：

1、揣摩、欣赏精彩段落和语句

2、 体会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

能力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２、 培养学生利用网络获取知识的能力

德育目标：培养学生对土地、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揣摩、欣赏精彩段落和语句

投影仪、计算机、录音机等。

整体感悟与体验

1、 情境导入

2、 导语 ：教师播放歌曲《松花江上》，让学生感受歌中的
情感，说说自己的感受，创设情境。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日
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祖国东北大地的时候，无数的东北同
胞被迫背井离乡，远离故土家园。试想，他们是怀着怎样的
家仇国恨与思念之情思？今天，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东北同胞
当时的心情。

3、 学生上网检索有关背景和作者的资料



4、 整体感知

5、 范读

6、 学生自读

7、 品读精彩语句

8、 学生朗读并互相评价：学生交流各自的听读感受，整体
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怀念、赞美、忧伤、愤怒等）

9、 教师抛出两个问题，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欲望与热情：

问题一：文中哪些句子或词语最能表达作者的情感？深情地
朗读这些句子并谈谈你的理解和体会。

问题二：作者是运用了哪些手段把自己对故乡的这种感情表
达出来的？请举例说明。

１0、 学生精读课文，进行语言品味，自主学习，合作交流，
明确：

问题一：我心里怀着炽痛的热爱、我无时无刻不听见。。。。
。。我无时无刻不听见它召唤我回去。我常常感到它在泛滥
着一种热情。在那田垄里埋葬过我的欢笑。

问题二：运用大量富于鲜明感情色彩的词语，直接抒发感情。

运用排比、比喻修辞表达加强情感的冲击力。（如：当我躺
在土地上的时候，。。。。。。怪诞的狂风；当我想起故乡
的时候，喷涌着血液一样；在春天，多么丰饶等句子。）

人称的恰当运用。（先用第三人称她而不用它，隐含将土地
比作母亲的意思；随着情感的越趋激荡，作者又将她改成第
二人称你，直接倾诉对故土的感情，显得直接而迫切，产生



了强烈的抒情效果。）

１1、 揣摩特殊词语的用法

（1）我有时把手放在我的胸膛上，我知道我的心还是跳动的，
我的心还在喷涌着热血，因为我常常感到它在泛滥着一种热
情。

（2）请再看这样一个句子

在那田垄里埋葬过我的欢笑，在那稻颗上我捉过蚱蜢，在那
沉重的镐头上留着我的手印。

作者为什么不用飘荡着我的欢笑，回响着我的欢笑之类的词
语呢？

（3）学生讨论后学法总结指导：这两个词语的运用都逾越了
常规。对于这些特殊的用法，应从以下两方面求解：

１2、 明确该词的本意；

１3、 分析该词所处的语境。

最后在本意和语境间可以发现词语的具体确切含义。

四、扩展思考

同学们你们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表达对祖国的热爱的呢？

五、布置作业 （播放《松花江上》）

1、九一八真的成为历史了吗？以此为题写一篇小作文。（可
以网上检索有关资料）

１5、 写一首同名诗歌--------《土地的誓言》。抒发自己



对土地的感情。

土地的誓言设计意图篇四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品味富有激情的语言。

2、体会作品热爱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感。

3、培养、强化学生的爱国情感。

1、流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感知课文内容，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揣摩、欣赏精彩段落和语句。

1课时

过程设计：

导入（出示课件：名句）

1、以有关土地的名句导入

2、给学生讲个关于土地的小故事，让学生意识到土地于人类
的重大意义。

二、介绍写作背景

1、（出示课件：“九、一八”事变相关图片）

9、18——记住这个写满屈辱与悲愤的日子。

让学生结合历史知识说说“九、一八”事变。



2、、播放《松花江上》，加强情感共鸣。

三、整体感知内容，体会情感

1、教师配乐范读，学生评价

2、学生自由朗读

要求：

带着问题选择自己喜欢的句子朗读、体会：

（1）你感受到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2）哪些地方让你深受触动？

3、出示课件

根据大屏幕的提示，让学生深情地说、读

“告诉你，我最喜欢读————

读到这儿，我的心情是的，

我仿佛看到——

听到——

嗅到——”

四、品读赏析，深入探究

出示课件1：这是一块（）的土地？

（1）快速阅读全文，找出具体描写土地的语句。[速读]



学生快速找出，明确：“我想起那参天碧绿的白桦树，……
原野上怪诞的狂风”和“在故乡的土地上，…………多么美
丽，多么丰饶”

（学生可能会得出这样的一些结论：丰富的、富饶的、神奇
的、奇妙的、美丽的、美好的、生机勃勃的、充满活力
的……）

师根据回答总结明确：赞美、热爱、自豪、思念……的语气

女同学深情地朗读

出示课件2：这是一块让“我”（）的土地？

学生分小组交流，并推荐代表展示交流结果。

出示课件3：面对土地“我”发出了这样的誓言——

男同学深情朗读，女同学深情朗读。

五、拓展升华：

出示课件：艾青的《我爱这土地》

学生深情地朗读作结（配乐）

土地的誓言设计意图篇五

1、知识与能力(1)整体把握、理解“土地的誓言”。（2）理
解作者的感情。

2、过程与方法（1）朗读体会作者的感情。（2）揣摩重点词
语，了解作者的感情。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让学生了解国耻，珍惜现在，振兴中华。



揣摩字词，理解作者对土地的感情。

2、整体感知

板书：土地的誓言。

（1）问：这是在什么背景下发出的誓言？

（2）播放“九一八”事变的影片。并简介作者。

（3）他面对土地发出了怎样的誓言？教师配乐范读全文，学
生勾画生字词和相关内容。

（4）解决生字词。读出“土地的誓言”。

3、精读课文

（1）学生朗读“土地的誓言”后思考：

作者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誓言？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片怎
样的土地？

学生朗读第一段相关内容，简要概括出来。

问：作者在这一段的描写中充满了什么感情？

问：可是，这样美丽、富饶的土地此时却在日本强盗的魔爪
下呻吟，掺遭蹂躏。教师放影片。

学生找出相关的词语，品味朗读，体会作者的感情。

（2）再读“土地的誓言”，揣摩、品味、朗读。

（3）由“坟前”引到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加深理解作
者“誓死夺回土地”的感情。



4、朗读艾青的诗小结。（可以投影）

学了本文，你有哪些感想？学生自由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