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这片土地是神圣教案 这片土地是神
圣的教案(优质8篇)

教师在编写初三教案时，要注重与学生的沟通和互动，了解
他们的学习情况和问题，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下面是
一些小班教案的经典范例，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这片土地是神圣教案篇一

北城东园小学

王秀玉

一、教材分析

这篇文章被誉为是有史以来在环境保护方面最动人心弦的演
说。它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人类与大地上的河流、空气、动植
物等的血肉关系，强烈地表达了印第安人对土地无比眷恋的
真挚情感。文章按照总、分、总的构段方式，首先用跳跃式
的笔触描述了充满灵性的万物，总写这片土地的每一部分都
是神圣的；接着用感情真挚的语言表达了西雅图酋长对白人
的强烈要求，如果把土地转让了，希望白人能牢记这片土地
是神圣的，并嘱咐要从河水、空气、和动物三个方面来善待
这片土地。最后进一步阐述人类和大地的关系，指出大地是
人类的母亲，人类属于大地，升华了文章的主体。

语言优美、内涵丰富，情感充沛，是本文的最大特点，一方
面课文大量运用拟人、比喻等表达手法，把土地上的一切事
物都当成自己的兄弟朋友，字里行间处处充满着对土地的珍
惜和人爱，表达除印第安人对这片土地的无比眷恋的感情，
另一方面，体现课文主旨的语句：“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
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反复出
现，产生一咏三叹的表达效果，不仅使主题深化，而且强化



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

二、教学目标：

1．学会8个生字，正确读写“圣洁、骏马、雄鹰、潺潺、回
荡、滋润、善待、松脂、宝贵、滋养、婴儿、眷恋、闪闪发
光”等词语。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感受最深的部
分。3揣摩优美的语句，体会课文多处使用“比喻”、“拟
人”“一咏三叹”的表达效果。

4.体会人类与大自然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关系，懂得应该
保护环境，爱护家园。

三、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通过诵读，感悟文章优美的语言，感受人与自然息
息相关的情感。

四、教学难点： 一是理解含义深刻的语言；二是通过学习，
引导学生获得对自己生存的土地、家园的深刻认识，激发学
生的环保意识。

教学策略： 以读悟情，教学过程：

一、导入

师：（出示课件）同学们，上课前，先带大家去一个地方。
今天要学习的课文就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请大家读课
题——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二、揭示课题：

师：请同学们根据我的提问，读课题回答问题。1.什么是神
圣的？（生根据课前预习，交流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师
课件出示，介绍写作背景。



2.这片土地是什么样的？请同学们出示你们课前收集的图片。
3.课堂展示学生收集到的图片。

4.带着你的发现，或是感动，或是崇敬，再来读一读课题好
吗——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三、初读，整体感知，理清文章脉络。1.初读

师：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课文，随着激情飞扬的文字，去领
略来自的那份土地的“神圣”。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读准
字音、读通句子，争取读出感情。）2.检查生字词认读（出
示课件）

嗡嗡 潺潺（了解象声词）

骏马 雄鹰 麋鹿（出示图片，认识麋鹿）

圣洁 松脂 婴儿 眷恋（重点指导读音）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3.交流初读感受，理清文章脉络

四、品读，部分探究

3.课件出示：“每一处沙滩，每一片耕地，每一座山脉，每
一条河流，每一根闪闪发光松针，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虫，
还有那浓密丛林中的薄雾，蓝天上的白云，在我们这个民族
的记忆和体验中，都是圣洁的。”

a.指名读这句话，结合内容说说你对“圣洁”一词的理解。
圣洁：神圣而纯真洁净。c.这片土地上的哪些景物是圣洁的？
请同学们自由读这段话，边读边展开想象。



d.请同学有感情地描述自己所想象到的景物。e.师出示课件：
指导朗读

每一处沙滩，每一片耕地，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每一
根闪闪发光松针，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虫，还有那浓密丛林
中的薄雾，蓝天上的白云，（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验
中，）都是圣洁的。” a.听录音范读。b.指名读。c.师生共同评
价。

e.师生合作感情朗读，体会印第安人对这片土地的敬畏和文
章语言文字的优美。

师：“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验中，（每一处沙滩）是
圣洁的。”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验中，（每一座山
脉）是圣洁的。”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验中，（每
一条河流）是圣洁的。”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验中，
（每一根闪闪发光的松针）是圣洁的。”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验中，（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
虫）是圣洁的。”

还有那（浓密丛林中的薄雾，蓝天上的白云），在我们这个
民族的记忆和体验中，都是圣洁的。”

师：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生）请你们一
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4、你还从哪些描写中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神圣”？

a.课件出示：西雅图为什么说“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
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请联系相关语句谈感受。生交流谈感
受。c.生交流自己的感受。

小结：同学们，这就是印第安人，西雅图酋长心中那片神圣



的土地，现在让我们用最动听的声音来演说伟大的“西雅图
宣言”吧！：师：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
部分——生：（诵读第三自然段）d.指导朗读 a.师感情范
读。b.指名读.c.师生共同评价。d.全班齐声感情朗读。

五、小结

师：同学们，这样神圣的土地，如果，我们放弃，转让给你
们，西雅图酋长对美国白人又有哪些殷殷叮嘱？下节课我们
继续学习课文。板书设计：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总：这片土地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

分：你们要善待这片土地

总：大地是人类的母亲，人类属于大地

这片土地是神圣教案篇二

1、揣摩优美的语句，体会课文语言所蕴含的深刻情感。

2、体会人类与大自然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关系，懂得应该
保护环境，爱护家园。

本课重点是引导学生通过深入感受文章的语言文字，体会人
与自然不可分离的关系。课文语言寓意深沉、内涵丰富，是
教学的难点所在。要注重引导学生品味语言，培养他们对语
言的感受能力，感受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情感。

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如何引导学生品味语言，提升他们对
语言的感受能力，并从中感受语言所蕴含的深刻情感。



理解含义深刻的语言；通过学习，引导学生获得对自己生存
的土地、家园的深刻认识，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

投影仪，收集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和首领西雅图的知识，了解
印第安酋长西雅图发表演讲的时代背景。

２课时。

第一课时

一、设疑，引入新课

今天我们将来到这样一片土地上――《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2、解题：

理解“神圣”的意思（原指极其崇高而庄严，不可亵渎）。

过渡：“这片土地”指的是哪片土地？为什么用“神圣”来
形容呢？

介绍背景：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白人领袖想购买美国西北部
的印第安人领地。本文是根据当时印第安人酋长西雅图的回
信编译的。为了纪念他，美国西北最大的海岸城市命名为西
雅图。西雅图被称为常青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西雅
图又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城市，它拥有古老的冰川，青山、湖
泊，四季如春。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城市能
像西雅图那样，山峦、平地都被密密的、几近原始的森林所
覆盖。树木葱郁，草地青葱，甚至飘来飘去的雨，轻轻掠过
的风，都带着青绿的颜色。

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顺句子。想想课文主要讲
的是什么？



１、学习第2段

a.指名读，在印第安人的眼睛里，这片土地是怎样的？（圣
洁）

你怎么理解圣洁这个词？（神圣而纯洁的美,拆词的方法来理
解）怎样的美可以称之为圣洁的呢？我们通过图片来欣赏这
片土地。（看投影）

b.通过欣赏，你感受到这是一种怎样的美？（纯净的，自然
的，没有人工修饰和破坏的美。）

如此圣洁的土地印第安人会充满一种怎样的情感？（热爱）

我们也带着这种情感来读读这段话。

c.如此美丽圣洁的土地，它将永远的不属于印第安人了。早
在19世纪初，白人就开始疯狂地掠夺或购买印第安人的土地，
甚至是武力掠夺，乃至血流成河。现在本文的作者西雅图部
落的土地也要被白人购买去了,即将搬到偏远的保护区去了。
他们是多么不舍和难受啊，因为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他们的
足迹，难忘的记忆和体验。

e.此时此刻你的心里会怎样呢？

f.谁能通过朗读读出你的眷恋。

现在我们都是印第安人的孩子，在临别之际回过头再来看一
看这片土地――齐读第2段。

２、学习第3段

你还能从哪些词句感受到印第安人对土地的挚爱。读第3段，
找到相关句子来谈谈你的体会。



（与土地融为一体；与植物情同手足；与树木血脉相连。）

四、研读4-8段

1.既然印第安人那样热爱、眷恋这片土地为什么不为坚守这
片土地，与白人展开一场战争？为什么不浴血奋战一场，而
选择了放弃？（神圣的土地不能玷污，只要保护好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属于谁已经不重要了。）

2.放弃了这片神圣的土地，印第安人还要为这片神圣的土地
做些什么？

（告诫白人“善待”这片土地。）善待指什么？（友善地对
待）

3.善待什么呢？一起说――为什么告诉白人要善待河水、空
气、动植物呢？

找出能说明原因的相关词句。

4.小练笔

这片土地的河流、空气、动植物都要善待，那么要善待的仅
仅是这些吗？

把你们的告诫写下来。

这片土地上的万物我们需要善待，西雅图之所以要告诫白人
正是因为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五、拓展延伸

难道只是这片土地是神圣的吗？

联系家乡的土地、身边的资源是否得到了保护，说说自己的



发现和感受。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热爱放弃

眷恋善待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教后思考

推荐这篇文章被誉为是有史以来在环境保护方面最动人心弦
的演说，它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人类与大地上河水、空气、动
植物等的血肉关系，强烈地表达了印第安人对土地无比眷恋
的真挚情感。

教学本课的重点是引导学生通过诵读，感悟文章优美的语言，
感受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情感。教学难点一是理解含义深刻
的语言；二是通过学习，引导学生获得对自己生存的土地、
家园的深刻认识，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我是这样做的：

1、课前引导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实地查看等形式，了解家乡
的土地资源、植被利用的状况，感受人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
土地的。

2.本课重点是引导学生通过深入感受文章的语言文字，体会
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关系。教学时可参考如下思路。

（1）围绕课题质疑问难，如，“这片土地指的是哪片土
地？”“为什么用‘神圣’来形容土地？”让学生带着问题
走进课文，自读课文，解决生字新词。

（2）引导理清文章的脉络。通过读书、讨论和交流，使学生
明确：全文可分三部分，作者首先用大量事实告诉人们这块
土地是神圣的；接着，要求人们善待这块神圣的土地，保护



好河水，保护好空气，保护好这块土地上的动植物；最后，
强调大地是人类的母亲，我们要用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来保护
它。

（3）教学第一部分，重点探讨“文章哪些地方体现了这片土
地是神圣的”，引导学生潜心默读、圈圈点点，然后组织交
流，朗读体会。

最后还要通过充分的朗读让学生体会“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
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这
个体现文章主旨的中心句，引导学生感受作者表达的强烈情
感。

3、让学生产生共鸣是第一需要：

评课的时候，很多老师都指出教师在上面激情澎湃，而学生
却麻木不仁，教师和学生不在一个空间里，岂不如对牛弹琴。
这是一个恶果，我本人也深恶痛绝，这次却独自生吞，而且
苦了这么多的求知的双眸。为什么不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来
设计自己的课程？为什么不让学生对课文背景做更深入更细
致的了解？为什么在很多细节的处理上是一带而过？而这些
都是能让人猛然惊醒的东西我们怎能忽略呀。

4、学生把文章读通、读懂、读好，仍是我们不懈的追求：读
不但必要，还仍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但要让学生把文章读通、
读懂、读好，却是很难做到的。我的这堂课，学生把文章读
通了，但没有读懂，自然也就读不好了。如何把文章读通、
读懂、读好？还是要多读，抓住语言文字去读，训练学生的
语感，应该会有进步的。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教后思考

课是六年级语文上册的一篇新入选的课文。本文被誉为是有
史以来在环境保护方面最动人心弦的演说，语言优美、内涵



丰富、情感充沛。以前我从来没上过，但是我很想把这一课
上成功.

通过仔细地品读课文，印第安人的酋长西雅图对土地的留恋、
眷顾、乃至热爱的层层递进的情感震撼了我的心。文章生动
形象地描述了人类与大地上河水、空气、动植物等的血肉关
系，作者用跳跃式的笔触描述了这片土地上的充满灵性的万
物，并对即将统治这片土地的白人提出了“要善待河水、善
待空气、善待动物”的要求。

有针对性的学习是最见成效的。第二个环节，我们针对“这
片土地因什么而神圣”这个问题，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我
让学生再次研读文本，通过品读、吟读、想象等途径，引导
学生通过优美的语言，去了解这片土地神圣的原因，大家很
快抓住了要点：因为这片土地上有圣洁的河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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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片土地上有圣洁的空气。空气与它
滋养的生命是一体的，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
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你们应该善待空气。因为这片
土地上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没有了动物，人类会怎样？
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死去了，人类也会灭亡。你们应该善待动
物。所以，这是一片生生不息的土地，这是一片美丽圣洁的
土地，这是一片满载希望的土地，这是一片印第安人心中神
圣的土地。

第三个环节，我抓住“作者是哪几个方面去阐述神圣的？”
这个问题去把握文章的脉络，让学生们通过充分的朗读来体
会作者表达的主次。告诫白人要善待河水、保护空气、照顾
动物、热爱大地。课的最后，我呼吁大家从小做起，从我做
起，热爱土地、珍惜资源，了解了土地与人类生存的密切关
系，懂得了必须用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教学时我紧扣课题，质疑激趣，让学生读中悟，悟中读，学
会运用抓住关键词句、联系上下文理解句子，联系生活实际



理解课文等方法，培养了学生自主阅读、自主表达的习惯。
学生在理解文本时，也掌握得不错，能较深刻地表达自己的
感悟，同时也把德育教育渗透进去，从而使学生的环保意识
也增强了。

总之，我自我感觉这一课上得比较满意，学生参与学习的积
极性比较高，发言面也比较广，对文本的感悟比较深刻.

这片土地是神圣教案篇三

知识目标：

１、学写本课生字，正确读写“圣洁、骏马、雄鹰、潺潺、
回荡、滋润、善待、松脂、宝贵、滋养、婴儿、眷恋、闪闪
发光”等词语。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感受最深的部
分。

能力目标：揣摩优美的语句，体会课文表达上的特点。

情感目标：体会人类与大自然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关系，
懂得应该保护环境，爱护家园。

教学重点：通过诵读，感悟文章优美的语言，感受人与自然
息息相关的情感。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１、学写本课生字，正确读写“圣洁、骏马、雄鹰、潺潺、
回荡、滋润、善待、松脂、宝贵、滋养、婴儿、眷恋、闪闪
发光”等词语。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课前交流，导入新课。

1、回顾单元主题：珍爱家园。

2、板书课题，引导理解“神圣”和“这片土地”。

3、想去西雅图看看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西雅图。（出示ppt）

4、介绍：西雅图在美国华盛顿州，是美国西北部最重要的城
市和港口。

5、细心地同学发现了，本文的作者是西雅图。他是当时印第
安人的酋长，这篇课文是他写给要购买他们土地的美国白人
领袖的回信。

二、检查预习。

1、大声的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想一想这篇课文
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词语认读。

圣洁 骏马 雄鹰 潺潺 回荡 滋润 善待

松脂 宝贵 滋养 婴儿 眷恋 闪闪发光

3、读了这篇课文，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印第安人热爱土
地）

三、精读课文“神圣”部分。

1、印第安人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土地！课文中，哪句话最能
体现他们与土地的关系？

（热爱大地，就像初生的婴儿眷恋母亲温暖的怀抱一样。）



2、从这个句子，你体会到了什么？

（体会“出生的婴儿”与“母亲的怀抱”的关系，就像印第
安人与土地的关系一样亲密）

3、理解“眷恋”的意思，体会感情，指导读出“深深地眷
恋”之情。

学习第三自然段

1、正因为他们热爱大地，就像婴儿眷恋母亲的怀抱一样，所
以他们才说：—————————————.（我们是大地的
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青草、绿叶、花朵是我们
的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和大地上的
山峦河流、动物植物共同属于一个家园。）

2、引导学生结合实际体会“家园”、“兄弟”、“姐妹”说
明了什么。

学习第二自然段

1、同学们，就是这样美好的家园，就是这样的兄弟姐妹。他
们印第安人却永远就要与之分别了。大家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吗？让我们一起看一段资料。（课件出示背景资料）

2、离别之际，他们想再看看这片土地上的什么呢？请认真读
读第二自然段。出示：

（每一处沙滩，每一片耕地，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每
一根闪闪发光的松针，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虫，还有那浓密
丛林中的薄雾，蓝天上的白云，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
验中，都是圣洁的。）

（1）指名读一读，并说说他们留恋的是什么。



（2）对比阅读：文中连续用了好几个“每一”，什么意思？
把他们去掉，好不好？自己对比着读读这两个句子。

3、在印第安人的眼里，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是难忘的。沙
滩

美不美？嗡嗡鸣叫的昆虫美吗？他们永远都看不到了。离别
之际，他们心中有万分的不舍，让我们把这种感情融入到句
子中，好好读一读。

四、拓展练习

1、在他们眼中，还有哪些事物是神圣的？（课件出示填空练
习。）

2、是呀，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选择放弃，就是选择热爱”，
因为------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板书：

︱ 热爱

︱ 眷恋

授课教师：姚丰真

2014年10月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教学反思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这篇课文是人教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
上册的一篇精读课文。这篇文章被誉为是有史以来在环境保
护方面最动人心弦的演说。它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人类与大地
上河水、空气、动物等的血肉关系，强烈地表达了印第安人
对土地无比眷恋的真挚情感。课文首先总写这片土地的每一



个部分都是神圣的；接着表达了西雅图酋长对白人的强烈要
求，如果把土地转让了，希望白人能牢记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这部分又分别从善待河水、善待空气、善待动物三个层面来
写；文章最后则进一步阐述了人类和大地的关系，指出大地
是人类的母亲，人类属于大地，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在教学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首先让学生弄明白“神圣”的意
思是什么，然后交流印第安人对土地的感情，从而引出“热
爱”。由此让学生从文中找出文中最能体现他们对土地热爱
的句子“我们热爱大地，就像出生的婴儿眷恋母亲温暖的怀
抱一样”，并感情朗读。接着引出“土地上的什么是神圣
的”，重点朗读“每一处沙滩„„”，以此为主线，让学生读
中悟，悟中读，学会运用各种方法来（如：抓住关键词句理
解句子、句子对比读、深入思考、练习表达）培养学生阅读
后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学生在理解文本时也掌握得不错，
同时也把德育教育渗透了进去。

总的来说，我自己认为，这堂课上，学生通过朗读，通过感
悟，情感一步一步地得到了升华。“导、学、议、练”的教
学模式也得到了体现。但是，我感觉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
还有些蜻蜓点水，做得不够细致。我想，这可能就是所说
的“遗憾的美”吧！不过，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努力前行，
争取早日做到“完整美”！

姚丰真 2014年10月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体会人类与大自然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关系，懂得应该
保护环境，爱护家园。

2、通过诵读，感悟文章优美的语言，感受人与自然息息相关



的情感。

3、含义深刻的语言；通过学习，引导学生获得对自己生存的
土地、家园的深刻认识，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同学们，通过昨天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西雅图这片土地
对于印第安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它的每一部分都是那么圣
洁,每一部分又都是那么珍贵，印第安人对这片神圣的土地怀
有深深的热爱之情。

2、是呀，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选择放弃，就是选择热爱”，
因为------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二、精读“善待”部分

（善待河水、空气、动物）

2、这部分内容中，有一句话，作者反复三次说了一句话，大
家把它找出来，好好读一读。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3、同学们平时也轻言放弃吗？在什么情况下才放弃？你放弃
一件事时，是什么心情？

4、引读，是呀！这是深深的无奈呀，指名
读————————；这是万分的不舍呀，指名
读————————；这是不放心的叮嘱呀，指名
读————————。



5、他们仅仅是要求白人善待这些吗？还有什么？

6、教师小结：他们希望善待地球上的一切！

7、让我们带着深深的无奈，带着万分的不舍，带着真诚的叮
嘱，再去读读西雅图的话。（齐读5、7、8自然段）

三、结尾部分

1、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发出了怎样的呼吁呢？

出示：

为了子孙后代，你们要献出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来。

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

2、理解第二句话的含义，并好好读读，体会感情。

3、他的呼吁，白人做到了。他们被西雅图对土地的热爱所感
动，就把这座城市命名为“西雅图”。现在，这座城市四季
如春，景色宜人。

四、拓展、升华

1、大地为人类提供了人类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真应该热爱这
片热土。

2、不少的作家、诗人，也写出了不少热爱土地的诗歌，下面
我们共同欣赏艾青的一首诗。教师配乐朗诵《我爱这土地》。

3、小练笔：同学们，此时此刻，相信同学们有许多的话要对
我们脚下的土地说，请拿出你的笔，用上饱含深情的语言，
来表达你对土地的热爱。



4、交流，读一读。

五、激情总结

1、同学们，西雅图说土地是神圣的，仅仅指的是他们脚下的
土地吗？（不是）齐说：所有的土地都是神圣的！

2、同学们，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让我们
用全部的力量和情感去保护大地吧！

作业：

现和感受。

板书、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

︱

热爱

放弃

︱

︱

眷恋

善待

︺



珍爱大地

是的，土地。印第安人数千年来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土
地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家园，生命。

强迫他们出卖土地的白人,发表了这篇演说。这篇演说稿被誉
为有史以来在环境保护方面最动人心弦的演说。到底是什么
让它拥有如此高的评价呢？让我们再次走进这篇演说稿。

这片土地是神圣教案篇四

1、激发学生保护环境、爱护大地的情感，懂得必须用全部的
力量和情感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2、引导学生体会文章的优美，感悟语言蕴涵的意义。

通过诵读，感悟文章优美的语言，感受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
情感。

理解含义深刻的语言；通过学习，引导学生获得对自己生存
的土地、家园的深刻认识，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

第二课时

一、创境导课，感知“神圣”

1、复习生字：这些词语会读吗？好，老师看那一小组读的最
响亮最准确。

刻，你最想对购买这片土地的白人说些什么呢？

二、潜心读文，感悟“神圣”

（一）善待河水



（1）西雅图认为应该怎样善待河水呢？请找出文中的句子。

（3）为什么作者说要像善待兄弟一样善待河水？请读第4自
然段，找出相关的句子。

（4）谁能联系生活实际，说一说。

（二）善待空气

（1）西雅图认为应该怎样善待河水呢？请找出文中的句子。

（2）空气是大自然中最平常不过的，但在西雅图和印第安人
的心中，空气是怎样的？请读6，7自然段，找出相关句子。

（3）那对我们来说，空气意味着什么？谁能联系生活实际，
说一说。

（三）善待动物

（1）西雅图认为应该怎样善待动物呢？请找出文中的句子。

（2）如果不照顾好动物，后果会怎样？请读第8自然段，找
出相关句子。

（3）那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动物吗？谁能联系生活实
际，

说一说。

三、升华情感，深化“神圣”。

（1）这是深深的无奈呀，······

这是万分的不舍呀，······



这是真诚的叮嘱呀，······

2、西雅图还希望我们做什么？快速浏览9至11自然段，再次
用心灵和这些文字对话。

（1）印第安人有太多想叮嘱我们的了，所以在演说的最后，
千言万语只汇成一句话，

四、提出希望，践行“神圣”

1、可是，如今，土地，我们的母亲，已灾害频频，伤痕累累，
血迹斑斑，此时，让我们共同说出我们的心声：保护环境，
爱护家园，这是我们读了西雅图酋长动人的演说所体悟到的，
我们在生活中要做些什么，注意些什么呢？很好，希望同学
们能够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用自己的切实行动来保
护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不少的作家、诗人，也写出了不少热爱土地的诗歌，下面
我们共同欣赏艾青的诗歌《我爱这土地》，诗人艾青对这片
土地的一片赤诚之心都渗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了。

五、作业布置

这片土地是神圣教案篇五

1、自学“嗡、鹿、骏、鹰、潺、脂、婴、眷”这八个生字，
并正确读写“潺潺、嗡嗡、松脂、麋鹿、骏马、雄鹰、婴儿、
眷恋”等词语。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感受最深的部分。

3、理解“神圣”，体会人与大自然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关
系。 教学重点：通过朗读，感悟文章优美的语言。



教学难点：体会人与大自然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关系。

西雅图被称为常青城，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它海拔最
低，却有古老的冰川，活跃的火山和终年积雪的山峰。西雅
图又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城市，它拥有青山、湖泊，拥有港湾、
河道，拥有温润的气候，如春的四季。无论是在美国本土，
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城市能像西雅图那
样。

在1854年之前，这座城市是属于崇敬自然地印第安人的，他
们世代居住在这里，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抱着
敬畏的态度。到了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州政府想用15万美
元买下这200万英亩原本属于印第安部落的土地。

此时此刻，作为印第安人的一份子，你想对购买这块土地的
白人说些什么？ 当时的印第安酋长西雅图，他在离开这块与
他共同生活的土地前，发表了一场著名的动人心弦的演说！

1、西雅图演说的题目是——《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请同学齐
读课题

西雅图酋长在描绘他所居住的土地时用了一个词——“神
圣”，神圣的意思是什么？(极为崇高、庄严)我们把这个词
的意思代入课题中，课题就变成了 以你的经验，你会用什么
词来形容土地？(肥沃、美丽、壮观)

我们一般会用肥沃、美丽等词语来修饰，西雅图为什么
用“神圣”来形容土地呢？让我们走进课文。

2、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顺句子。

1、学习字词

第一组：潺潺、嗡嗡。



生读，注意纠正“嗡嗡”的读音。读了这两个词，你仿佛看
到了什么美丽的景象？ 第二组：松脂、麋鹿、骏马、雄鹰。

生读。读了这四个词，你仿佛又闻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第三组：婴儿、眷恋。

你能说说“眷恋”的意思吗？“婴儿“通常会“眷恋”谁？
在文中找到这句话，一起读。

印第安人把谁比作母亲？(大地，板书)

印第安人热爱土地就像婴儿眷恋母亲的怀抱一样，都是出自
一种本能。 从中你可以感受到什么？(印第安人对土地的热
爱之情，板书)

(印第安人对这片神圣，板书的土地是如此热爱，下面请同学
们快速默读课文，看看课文围绕“神圣”，写了哪些内容？)

2、默读课文，围绕“神圣”，你了解到课文写了哪些内容？

(土地是圣洁的—大地和人的关系—善待河水—保护空气—照
顾动物—热爱大地，板书)

(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一切是怎么样的呢？)

这里的山脉：连绵起伏、群山环绕，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
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宝库

这里的河流：清澈见底、映出蓝天的影子、映出白云的影子、
还映出了山上树木的影子，好像一面五彩的镜子。

这里还有闪闪发光的松针、嗡嗡鸣叫的昆虫、还有蓝天上悠
悠的白云，这里的一切是那么新鲜、那么纯洁，没有被污染、
没有被破坏，仿佛置身于仙境。) (让我们带着这种理解一起
朗读这段话)



每一处沙滩，每一片耕地，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每一
根闪闪发光的松针，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虫，还有那浓密丛
林中的薄雾，蓝天上的白云，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验
中，都是圣洁的。

(同学们，我们来观察这段话，它采用了什么修辞？——我们
带着这种强烈而又优美的语气再读这段话)

(我们伤心，我们难过，我们恋恋不舍，都是我们对这片土地
深深的眷恋啊，让我们带着这种眷恋之情再读课文)

(同学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热爱土地的这种本能，只是很
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种本能，但是印第安人却不一样，他们
把青草、绿叶、花朵当做--？，把麋鹿、骏马、雄鹰当做---
？) (兄弟姐妹之间产生的感情叫---？)

(是亲情让印第安人与大地上的山峦河流、动物植物共同属于
一个---？) (听到家园这个词？你心中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温馨、幸福、和谐的感觉) (多么温馨、幸福的场面啊！
这片神圣的土地对印第安民族来说真是太珍贵、太重要了，
请同学们读课文第三节，从这段中找出句子来回答，这片神
圣的土地，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为什么如此珍贵、如此重
要？)

理解：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和
大地上的山峦河流、动物植物同属于一个家园 (同学们，让
我们用诵读来赞美一下这片神圣的土地吧)

这就是我们的家园，这就是我们神圣的土地。这片神圣的土
地对于我们是如此的重要，如何保有这份神圣呢？同学们课
后自主阅读课文，找找答案。



这片土地是神圣教案篇六

1、自学“嗡、鹿、骏、鹰、潺、脂、婴、眷”这八个生字，
并正确读写“潺潺、嗡嗡、松脂、麋鹿、骏马、雄鹰、婴儿、
眷恋”等词语。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感受最深的部分。

3、理解“神圣”，体会人与大自然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关
系。 教学重点：通过朗读，感悟文章优美的语言。

教学难点：体会人与大自然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关系。

西雅图被称为常青城，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它海拔最
低，却有古老的冰川，活跃的火山和终年积雪的山峰。西雅
图又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城市，它拥有青山、湖泊，拥有港湾、
河道，拥有温润的气候，如春的四季。无论是在美国本土，
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城市能像西雅图那
样。

在1854年之前，这座城市是属于崇敬自然地印第安人的，他
们世代居住在这里，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抱着
敬畏的态度。到了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州政府想用15万美
元买下这200万英亩原本属于印第安部落的土地。

此时此刻，作为印第安人的一份子，你想对购买这块土地的
白人说些什么? 当时的印第安酋长西雅图，他在离开这块与
他共同生活的土地前，发表了一场著名的动人心弦的演说!

1、西雅图演说的题目是――《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请同学齐
读课题

西雅图酋长在描绘他所居住的土地时用了一个词――“神
圣”，神圣的意思是什么?(极为崇高、庄严)我们把这个词的



意思代入课题中，课题就变成了 以你的经验，你会用什么词
来形容土地?(肥沃、美丽、壮观)

我们一般会用肥沃、美丽等词语来修饰，西雅图为什么
用“神圣”来形容土地呢?让我们走进课文。

2、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顺句子。

1、学习字词

第一组：潺潺、嗡嗡。

生读，注意纠正“嗡嗡”的读音。读了这两个词，你仿佛看
到了什么美丽的景象? 第二组：松脂、麋鹿、骏马、雄鹰。

生读。读了这四个词，你仿佛又闻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第
三组：婴儿、眷恋。

你能说说“眷恋”的意思吗?“婴儿“通常会“眷恋”谁? 在
文中找到这句话，一起读。

印第安人把谁比作母亲?(大地，板书)

印第安人热爱土地就像婴儿眷恋母亲的怀抱一样，都是出自
一种本能。 从中你可以感受到什么?(印第安人对土地的热爱
之情，板书)

(印第安人对这片神圣，板书的土地是如此热爱，下面请同学
们快速默读课文，看看课文围绕“神圣”，写了哪些内容?)

2、默读课文，围绕“神圣”，你了解到课文写了哪些内容?

(土地是圣洁的―大地和人的关系―善待河水―保护空气―照
顾动物―热爱大地，板书)



(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一切是怎么样的呢?)

这里的山脉：连绵起伏、群山环绕，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
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宝库

这里的河流：清澈见底、映出蓝天的影子、映出白云的影子、
还映出了山上树木的影子，好像一面五彩的镜子。

这里还有闪闪发光的松针、嗡嗡鸣叫的昆虫、还有蓝天上悠
悠的白云，这里的一切是那么新鲜、那么纯洁，没有被污染、
没有被破坏，仿佛置身于仙境。) (让我们带着这种理解一起
朗读这段话)

每一处沙滩，每一片耕地，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每一
根闪闪发光的松针，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虫，还有那浓密丛
林中的薄雾，蓝天上的白云，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验
中，都是圣洁的。

(同学们，我们来观察这段话，它采用了什么修辞?――我们
带着这种强烈而又优美的语气再读这段话)

(我们伤心，我们难过，我们恋恋不舍，都是我们对这片土地
深深的眷恋啊，让我们带着这种眷恋之情再读课文)

(同学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热爱土地的这种本能，只是很
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种本能，但是印第安人却不一样，他们
把青草、绿叶、花朵当做--?，把麋鹿、骏马、雄鹰当做---
?) (兄弟姐妹之间产生的感情叫---?)

(是亲情让印第安人与大地上的山峦河流、动物植物共同属于
一个---?) (听到家园这个词?你心中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温馨、幸福、和谐的感觉) (多么温馨、幸福的场面啊!这片
神圣的土地对印第安民族来说真是太珍贵、太重要了，请同
学们读课文第三节，从这段中找出句子来回答，这片神圣的



土地，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为什么如此珍贵、如此重要?)

理解：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和
大地上的山峦河流、动物植物同属于一个家园 (同学们，让
我们用诵读来赞美一下这片神圣的`土地吧)

这就是我们的家园，这就是我们神圣的土地。这片神圣的土
地对于我们是如此的重要，如何保有这份神圣呢？同学们课
后自主阅读课文，找找答案。

这片土地是神圣教案篇七

１、认识生字词，把握全文主要内容，了解土地与人类生存
的密切关系。

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文章语言的优美，感悟语言蕴
含的意义

３、激发学生保护环境、爱护大地的情感，懂得保护自己的
家园。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通过朗读，感悟文章优美的语言，感受人与自然息
息相关的情感。

教学难点

1、理解含义深刻的语言；

2、引导学生获得对自己生存的土地、家园的深刻认识，激发
学生的环保意识。

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

1、朗读课文，预习生字词

2、查字典，了解“神圣”的意思。

一、质疑导入（2分钟）

师：“神圣”是什么意思？

生回答。

师：通过查词典，大家都知道了，“神圣”的含义是：“极
其崇高而庄严的，不可亵渎的。”（生可能依然不懂）

师：那你们觉得什么在你心中是神圣的？

生：国旗、国徽、国家法律、母亲、人的尊严、革命……

师：近来的新闻里，我经常听到这样一个句子：“钓鱼岛是
我国的神圣领土，不容侵犯。”难道“这片土地”涉及到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好，就让我们朗读课文，从课文中领
悟“神圣”的意思吧！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读准字词。（5分钟）

1、学生朗读课文。

2、读准字音。嗡嗡、麋鹿、骏马、雄鹰、潺潺、松脂、婴儿、
眷恋

3.这片土地是指哪片土地？

生：是印第安人的领地。



三、研读1-3自然段，理解“神圣”。（8分钟）

1、提问：这片土地的“神圣”体现在哪里？带着问题，读文
段。

生：“每一处沙滩，每一片耕地，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
每一根闪闪发光的松针，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虫，还有那浓
密丛林中薄雾，蓝天上的白云，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
验中，都是圣洁的。”

“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2、抓住“圣洁”，理解内容。

让学生潜心默读，理解“圣洁”――神圣而纯洁。

3、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我们”对待对待这片土地是什么
态度呢？

（我们尊重这片土地上任何东西，不会破坏、伤害它们。是
啊，西雅图极力描绘的美景，都是纯洁的，原始的，天然的，
没有人工的痕迹，没有人为的破坏。而正是因为在印第安人
的心中，土地是“神圣”的，所以他们敬畏自然，和大地上
的万物和谐相处，视植物为“姐妹”，视动物为“兄弟”，
以主人的身份去守卫自己的家园！）

在这里，西雅图用大量事实告诉人们：“对我们这个民族来
说，这片土地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

4、提问：如此神圣的一片土地，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这
个民族来说，为什么就显得如此珍贵，如此重要？自由读第3
自然段，从字里行间去感受。“我们和大地上的山峦河流、
动物植物共同属于一个家园。”



5、再读2-3段，应读出什么？（读出这片土地的美丽，读出
热爱之情）

齐读。

交流朗读的感受：这片神圣的土地对于我们是如此重要，我
们不应该以旁观者的姿态去面对，而应该用主人的身份去保
护这片家园。

四、研读课文4―8自然段。（15分钟）

1、学生朗读文段。

2、这几段中，有一句反复出现的话，请大家找出来。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2、引导疑问：读了这句话大家有疑问吗？

3、了解背景：这片土地是印第安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是
他们部落的领地。白人入侵，使印第安人逐步失去自己的领
土。1851年，美国政府又以金钱购买为由，要印第安人放弃
这片土地。身为酋长的西雅图已无力拒绝，只能转让。

4、再读文段（5、7、8段），应该读出什么感情？（热爱、
留恋、不舍、眷恋）

生读。

5、也许大家还有疑问，为什么他们不反抗？不通过战争来保
卫领土？

引导学生了解，白人占领印第安领地是不争的结果（要么战
争到底，结果是死，土地万物也会遭到战争的破坏；要么放



弃土地，迁居别处，但土地万物会得以保全）：正因为印第
安人对土地心怀虔诚，所以他们才选择放弃，借以保全土地
及万物。此时的放弃，是的保护！

此时的放弃更能折射出这片土地在印第安人心中的“神圣”
地位。“神圣”一词在这里是如此意味深长！

6、我们再读文段，还应读出什么感情？

要读出西雅图被迫离开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时的无奈、酸楚
和不舍，声声叮嘱，声声悲怆！

生再读。评价。

全班交流，明确：这句话是体现课文主旨的语句。这句话反
复出现，产生了一咏三叹的表达效果，不仅使主题深化，而
且强化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

（1）善待河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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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善待空气。“空气与它滋养的生命是一体的”“你们要
照管好它”

（3）善待动物。“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片土地上的动
物”，“降临到动物身上的命运终究也会降临到人类身
上。”

五、研读课文9-11段（7分钟）

1、读文段，找出你喜欢的句子，谈一谈，作者的感情有什么
变化。

“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究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
上。”



“我们热爱大地，就像初生的婴儿眷恋母亲温暖的怀抱一样。
”

“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

2、师总结：

3、同学们，我们终于明白，以西雅图为代表的印第安人对土
地的深深眷恋，已不只停留在慨叹部落领地丧失的无奈，而
上升为对大地母亲的深厚感情！

他们呼吁，人类应还大地以“神圣”，应“献出全部的力量
和情感”来保护大地及大地上的万物，从而保护人类自己。
其实，“神圣”的绝不应仅是“这片土地”，而是整个大地！
心存“神圣”的也不应只是“我们这个民族”，而是整个人
类！西雅图的演讲让我们为之动容！

3、齐读文段。

六、总结升华（5分钟）

1、大家猜测：白人听了这样的演讲，有没有被打动？

的确，（出示图片）西雅图的演讲感动了白人，他们决定把
这片土地命名为“西雅图”，这座城市被称为“常青城”，
永葆生机与美丽！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牢记着西雅图
的这句话：为了子孙后代，我们要献出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来
保护大地。

这片土地是神圣教案篇八

１、激发学生保护环境。爱护大地的情感，懂得必须用全部
的力量和情感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２、引导学生体会文章语言的优美，感悟语言蕴涵的意义。

引导学生通过诵读，感悟文章优美的语言，感受人与自然息
息相关的情感。

理解含义深刻的语言，让学生在读中感悟理解，在读中受到
感情的熏陶。

第二课时

一、创境导课，感知”神圣”

1、复习巩固，导入新课

2、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一起去了一趟印第安人的故土，这个
被作者称为“神圣”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下面让我
们一睹西雅图的芳容吧！

3、介绍西雅图这个城市。

资料：西雅图被称为常青城，它海拔最低，却有古老的冰川，
活跃的火山和终年积雪的山峰。它拥有青山、湖泊，拥有港
湾河道，拥有温润的气候，如春的四季。树木葱郁，草地青
葱，甚至飘来飘去的雨，轻轻掠过的风，都带着青绿的颜色。

4、谈感受，说收获，指名学生回答。

5、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啊，让我们这节课再一次走进
这片神圣的土地（板书）。

过渡：正因为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所以西雅图在率部落离开
之际对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如果我们要放弃这片土地，转
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二、读中感悟，理解“神圣”



师：在西雅图率领印第安人离开故土之际，他向白人政府提
出了三个要求，分别是什么？自由读四至八自然段，并做好
旁批，写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学生汇报：善待河水

师：在印第安人的眼里河水是神圣的，从那些地方可以体现
出河水的神圣呢？

生：溪流河川中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水，也是我们祖先的血
液。那清澈湖水中的每一个倒影，反映了我们的经历和记忆；
那潺潺的流水声，回荡着我们祖辈的亲切呼唤。河水为我们
解除干渴，滋润我们的心田，养育我们的子子孙孙。河水运
载我们的木舟，木舟在永流不息的河水上穿行，木舟上满载
着我们的希望。（课件）

师：谈体会

生：水是生命的源泉；清澈的湖水来源于祖先世代的保护；
河水见证了我们民族成长的历史；河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方便和希望。

师：就在这溪流河川边，在清澈的湖水边，印第安人曾有过
哪些难忘的经历和记忆呢？

生：自由想象:挑水、洗衣、划船、游玩。 师：带着你们的
体会和理解读这一段。

生：练读。

师：谁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生：展示读。

师：还可以从哪里感受到河水的神圣？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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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

师：学生交流感受。

生：把河水比作兄弟是因为河水对我们很重要；河水和人类
的关系密切。如果没有河、水，人类会怎样？）

生： “印第安人喜爱雨后清风的气息，喜爱它拂过水面的声
音，喜爱风中飘来的松脂的幽香。”

师：印第安人对空气的喜爱让我们感动，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他们对空气的喜爱之情吧！

生：齐读6段。

师：还可以从哪里感受到空气是神圣的？

生：“空气与它滋养的生命是一体的，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
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同样，空气也
会给我们的子孙和所有的生物以生命。”

师：谈感受。

生：人的生命离不开空气；没有空气或者空气收到污染，将
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

师：空气是神圣的，它对地球上的生命如此重要，谁来告诉
白人政府应该怎么做？指读7段（生1、2）

师：西雅图向白人政府提出的第三个要求是什么？

生：善待动物。

生：“ 没有了动物，人类会怎样？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死去了，



人类也会灭亡。降临到动物身上的命运终究会降临到人类身
上。

师：结合举例谈感受。

生：没有动物人类没有肉吃；人类是高等动物，如果动物死
了，人类人类也会死去；动物与人类关系密切；是个食物链。

师：动物是神圣的，人类和动物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让我
们一起来警告白人政府：

生：齐读8段。

师：西雅图的声音深深打动了我们，但这还不够，他还要告
诉他的子孙后代热爱、照管好这片神圣的土地。请同学们自
由读９～１１自然段，找出大地和人类的关系。

生：“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究会
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

师：谈感受：

生：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如果大地遭到毁灭，人类也将灭亡。

生：“我们热爱大地，就像初生的孩子眷恋母亲温暖的怀抱
一样。”

师：谈感受：

生：人类和大地的关系亲密。

生：“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

师：谈感受：



生：人类不能控制大地，人类生命的延续需要大地上的物质
供应。

三、拓展延伸，深化“神圣”

师：是的，他有太多的担心、忧虑。于是，他在演说中，一
次又一次地嘱托美国政府，忠告美国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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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将被迫背井离乡了，尽管心
中怀着万千的不舍与留恋，假设你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如
果要你放弃这片圣洁的土地，你最想对前来开发的白人们说
一句什么话？ 生：请你们善待河水；照管空气；照顾动物。

生2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
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师：是啊，当年的西雅图就是这样告诫白人的。

师：印第安的女同胞们，假如我是白人首领，你们将铿锵有
力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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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印第安的男同胞们，假如我是白人首领，你们将对我大
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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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全体西雅图们，假如我是白人首领，你们将强烈地要求
我：



学生齐读：“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
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五、积累语句，升华情感。

师：150多年过去了，但西雅图的演说却字字句句敲打着我们
的心灵。学习了这篇文章后你有什么收获或者受到了什么启
发，请你写下来。

生：开始写；展示（保护环境：教师积极呼应：你在呼吁，
你在担心，我们共同期待）

师：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白人有没有按照西雅图的要求做
到呢？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西雅图！

生：欣赏现代“西雅图”风光图片：

师：多么美丽和谐的画面啊！这是由于他们对自然界的热爱
与崇敬。印第安人的土地是神圣的，难道我们的土地就不神
圣吗？在我们的周围污染环境的现象很严重，所以，我们大
家要行动起来，珍惜资源，爱护环境，让我们的地球更加和
谐。

3、欣赏歌曲《多情的土地》。

4、结语：同学们，我希望大家把心灵的震撼化作实际的行动，
让我们从小事做起， 让我们积极投身于环保行列之中去，因
为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1、把自己感受最深的语段背下来。

2、勾画好词佳句并摘抄。

3、阅读西雅图酋长演讲原文。



4、小练笔：联系家乡的土地、身边的资源是否得到了保护，
写写自己的发现和感受。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善待 河水

善待 空气 保护地球、热爱家园

善待 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