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读后感(通用5
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
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
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学习了《这片土地是神圣的》，印第安人对土地的热
爱让我深有感触。

在讲这节课之前，指导同学朗读一直是我比较头疼的环节，
指导语过于笼统、宽泛，没有针对同学朗读的字句，抓住同
学朗读中好的一个句子和一个词语，进行具体的点评，在这
节课的教学中，我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的改进，读句
子时抓住重点词语进行具体的指导;在朗读完整一个自然段时，
让同学自评，找出自身认为读得最好的一句话，教同学们读
等等，把具体指导与整体情感融合在一起，使同学将自身的
理解和感受经过教师的点拨，通过朗读文本淋漓尽致的表达
出来。在朗读时，有个小女孩很用心很投入的朗读，但语调
听起来不太舒服，课上我没有想出好的方法纠正，课后我想，
假如我能给同学范读一遍，也许会在尊重同学的前提下，给
同学正面有效的引导。

文中的每一处地方，都体会到了作者十分热爱那片土地，当
要把它卖给白人的时候更加是依依不舍。他把土地上的每一
处地方都当成亲人一般呵护、爱护。因为，在他们眼里，这
一切纯净的美，绚丽的美，美的不可侵犯，美的那样神圣。

看到婴儿、眷恋，你会立刻想到那个词?(板书母亲)你能说
说“眷恋”的意思吗?佣近义词的方法，在书中找到这个句子



读一读，一起读，印第安人把谁比作母亲?(板书：在“母
亲”前写“大地”)，从中你可以感受到什么?生：印第安人
对土地的热爱之情。

人活在世界上必须有理想信仰。保尔﹒柯察金就是有理想、
有信仰的人。他的理想不是权力、名誉、地位……是为人类
的解放而斗争。

当我读到“降临到动物身上的命运终究也会降临到人类身
上”这句话时，想一想，这句话不是真的应验了吗?以前
的“非典”不就是人们乱杀果子狸的后果吗?人们为了自己的
利益夺去多少动物的生命，人类就是最无情最冷血的动物。

印第安人能把植物视为姐妹，能把动物视为兄弟，从这份留
恋与眷顾，可以看出他们与这片土地深厚感情。其实“神
圣”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而是整个大地。心存神圣的也不
应该只是印第安人的这个民族，而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心存敬
畏，善待每一寸土地和土地上的万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读后感篇二

“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文章中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感触最大，我在想，再对
我们的子孙们讲，我们会说一些什么?我们又能说一些什么
呢!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高度集中，生活垃圾正在
逐步增加，我们的这个家园正在被各类的污染物垃圾所包围：
白色垃圾、工业废水、汽车尾气……如此繁多而又顽固的生
命力，它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危害，我们大家
都是可想而知的。虽然现在有许多的环境资源保护者在不停
的疾呼：“保护环境、保护家园”，但他们的力量总是寡不



敌众、微乎其微的，真不知那些无视环境的人是怎么想的!

让我们记住：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读后感篇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上部，有一块狭长的横跨东北、华
北、西北的区域。这个区域，看似一只矫健的雄鹰，振羽展
翅，雄踞在祖国的边疆;又似一匹奔腾的骏马，昂首奋蹄，驰
骋在祖国的北方。这个区域，就是辽阔、美丽、富饶的内蒙
古。

内蒙古，我的家乡，我热爱的这片土地。喜欢内蒙古，是从
呱呱落地开始的;爱上内蒙古，是从学会说话开始的;离不开
内蒙古，是从有了理想开始的。

我热爱内蒙古辽阔的草原，豪爽的人民，醇香的烈酒，悠长
的牧歌，温馨的蒙古包，飘香的手扒肉，成群的牛羊，矫健
的骏马，湛蓝的天空，彤红的落日。这一幅幅画面，是多么
让人陶醉，用人间天堂来形容内蒙古，一点都奢侈。

说起它的美丽，没有领略过它的风光的人大概很难想象。且
不说那雄伟的大青山，巍巍贺兰山，滔滔黄河水;也不说那葱
葱郁郁的林海，波光粼粼的湖泊，一望无垠的沙漠奇观;只看
看那无边无际的草原的景色，就足以让你感叹不已，留连往
返了。

如果你在夏天来到草原，展现在你面前的将是一泻千里的绿
野。那平地是绿的，溪水是绿的，线条柔美的小丘也是绿的，
在那片绿野上，间或点缀着一些野花，把草原装扮的更加美
丽了。老舍先生写过一篇草原，形容草原的蓝天比别处更可
爱。是啊，蓝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像极了顽童手中的
棉花糖。草原上雪白的蒙古包升起的缕缕炊烟，彩云般流动
着的马群、羊群，牛群，远处飘来的牧羊姑娘的阵阵歌声，



更是让人心旷神怡。

好客的蒙古人会像对待亲人一般招待远方的客人。倒上热热
的奶茶，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暖暖身子，顿时人们不再拘束;牵
出漂亮的骏马，让客人在草原上愉快的奔驰，顿时人们的一
身疲劳散去;端出香喷喷的手扒肉，让饥饿的客人品尝，顿时
人们风卷残云般吃完。当客人要离开时，献上洁白的哈达，
表示对客人的喜爱。

虽然我是汉族人，但我深信我的血液中流着成吉思汗的子孙
的豪爽，坦诚，质朴。

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它的好并不是文字可以表达出来，
因为美丽的内蒙古是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

这片神气的土地，我永远深爱着它!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读后感篇四

愉快的暑假就要过去了，新的一学期就要来了。

在这个暑假里，按照林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我认认真真地
背完了六年级语文上册的14篇必背课文。其中第15课《这片
土地是神圣的》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一翻开这篇课文，它的标题就深深吸引了我。一片神圣的`土
地？这神圣的土地在哪儿？为什么说这土地是神圣的呢？一
连串的问题勾起了我对这篇课文的的兴趣。

粗读一次，大致知道了课文的主要内容，原来本文写的是印
第安人啊。怪不得说是神圣的土地呢！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相信
“万物有灵论”，他们崇敬自然，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
山一石都报以敬畏态度，虽然后来大部分的印第安人开始信
仰基督教，但印第安的原始信仰仍然存在。所以文中印第安



人的话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我，也被这热爱，这眷恋所感动……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
当时的印地安酋长西雅图写给当时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白
人领袖的'一封信。当时美国白人想收购印地安这片土地，印
地安酋长西雅图对白人们的要求，要爱护每一处沙滩，每一
片耕地，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每一根松针，每一只昆
虫。表达了印地安人非常喜爱大自然，把大自然视为自己的
母亲。这篇文章总共出现了三次“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片土地，
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充分
的体现了印地安人很喜爱这片土地，非常不舍得转让给美国
白人领袖。

读完这篇文章，我深受感动，印地安人真爱他们自己的土地，
给美国白人领袖们提出了这么多要求。我们要学习他们，热
爱大自然，热爱自己的故乡。我还珍藏了一句佳句：“河水
是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应该像善待自己的兄
弟那样，善待我们的河水。”这句话写出了印地安酋长西雅
图很爱自己的河水，把河水视为自己祖先的血液。我们以后
也要像印地安人善待他们自己的土地那样，善待我们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