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说课 这片土地是
神圣的语文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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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说课篇一

此次我选择讲《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一课，并不是因为我对
这篇课文有多了解。相反，这是一篇比较新的课文，我在以
前的六年级是从来没上过的。但我还是愿意挑战一下自我。

这篇课文中印第安酋长西雅图对土地的留恋和眷顾、对土地
的热爱震撼了我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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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跳跃式的笔触描述了充
满灵性的万物，并对即将统治这片土地的白人提出了“如果
把土地转让了，希望白人能善待河水、善待空气、善待动
物”的要求。

一方面，课文大量地运用了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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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片土地的珍惜和热爱，表达出对它们无比眷恋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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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引导学生把握本文主要内容，了解土地与人类生存的密
切关系；



三是引导学生体会文章语言的优美，感悟语言蕴涵的意义。

在教授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首先让学生弄明白“神圣”的意
思是什么，然后交流“土地上的什么是神圣的”，让学生带
着问题走进课文，自读课文，解决生字词。

第二个环节，我们针对“面对这片神圣的土地，我们应该怎
样做”这个问题，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让学生再次研读文
本，通过品读、吟读、想象等途径，引导学生透过优美的语
言，去领略这片土地的可贵。第三个环节，我抓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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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们通过充分
的朗读来体会作者表达的强烈情感。课的最后，我将热爱土
地的情感进行了扩展，呼唤大家要热爱土地、珍惜资源。

我想：我还要更多的钻研教材，在备课时更多的备学生，更
多的预设一下诸多可能发生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把主动权
更多的交给学生。这样，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将浓！语文能
力也将得到更好的提高！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说课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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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为doc格式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说课篇三

这篇课文中印第安酋长西雅图对土地的留恋和眷顾、对土地
的热爱震撼了我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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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跳跃式的笔触描述了充
满灵性的万物，并对即将统治这片土地的白人提出了“如果
把土地转让了，希望白人能善待河水、善待空气、善待动
物”的要求。一方面，课文大量地运用了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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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处处充满着对这片土地的珍惜和热爱，表达出对它们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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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首先让学生弄明白“神圣”的意思
是什么，然后交流“土地上的什么是神圣的”，让学生带着
问题走进课文，自读课文，解决生字词。

第二个环节，我们针对“面对这片神圣的土地，我们应该怎
样做”这个问题，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让学生再次研读文
本，通过品读、想象等途径，引导学生透过优美的语言，去
领略这片土地的可贵。第三个环节，我抓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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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们通过充分的朗读
来体会作者表达的强烈情感。课的最后，我将热爱土地的情
感进行了扩展，呼唤大家要热爱土地、珍惜资源。学生在理
解文本时也掌握得不错，并在理解句子过程中能较好地说出
自己学习的方法，同时也把德育教育渗透进去，从而让学生
的环保意识更强。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说课篇四

能通过多种方式的朗读，使学生置身于文本情景，我想感受
语言文字背后作者深沉的感情效果应该会更好的！对于课文中
“神圣”的理解，我不应只局限于分析句子，应该按“感
知”“理解”“拓展”的思路加深学生对“神圣”的理解。
在讲解课文是对学生的引导不够好，对于学生不正确的回答
不应避开，应灵活讲解！对于以后的教学，我要吸取本节课
的教训，继续改进！使自己的教学水平得到更大的提升！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说课篇五

上完课后，我问一个学习很认真的小姑娘，上完课后有什么
感受，她说没感觉。我好像觉得老师在课堂上白忙活了。下
面我就在此反思这堂课到底问题出在何处。

这篇课文虽说难以理解，但本质上孩子是可以和印第安人在
对大地的热爱之情上产生共鸣的。如果能激发孩子们对大地
纯朴的珍爱情感，相信孩子们定会学有所获或者说上完课后
心灵有所触动。

在教研组老师的帮助下，我备出了如下思路：

经过几次试课，我又做出了如下设计：

通过研读第二自然段品味“这片土地”的美，通过研读第三
自然段体会印第安人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密切关系，
再通过研读三次反复读出印第安人即将离开“这片土地”的
复杂情绪，最后所有的眷恋与不舍都化作对白人的谆谆告诫，
让学生懂得“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

我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朗读，在循环播报、检查
预习等环节中链接了课外关于印第安人生活的简要资料，并
通过学生交流希望学生能理解印第安人对土地的深深热爱。



然而，学生的确在老师的各种形式的渲染下朗读了一遍又一
遍，却始终停留在文字的层面上，他们的情感上没有任何共
鸣。

课后，我想，如果我能在其中让学生静静地想，静静地欣赏
图片，也许学生在内心沉静之后会有些许感触，印第安人也
好，美国白人也好，中国孩子也好，所有人对纯净的大自然
的爱恋应该是没有民族和时空界限的，因此我不必为孩子们
不理解印第安人或者美国西进运动那段历史而过于担忧，最
关键的是孩子们也能用自己的眼睛发现大自然的美、感受大
自然的圣洁，珍爱这一切的情感理应油然而生。所以，就像
我讲课那天一早听着校园里鸟儿枝头歌唱，闻到割草机经过
后青草的新鲜味道，看到朝阳撒过绿叶红花时的静谧……我
内心充满对大自然的感恩，同时无比珍惜大自然的馈赠。如
果我能让孩子在课堂上也展开想象的翅膀，想到我感受的那
些，用自己的话描述身边美丽的点滴，也许他们自然就理解
了印第安人对大地的情感。我应该在教学设计时尊重孩子的
生活体验，而不是自认为地去搜集一些资料、分析一些语句、
灌输给孩子一些情感。

另外，上课前，我还应在考虑教学思路和教学设计之前，做
一个纯粹的读者，用心感受这篇文章，再试着通过设计让学
生也能和自己有同感。当然，这种感受不是给孩子讲明白的，
而是通过引导具体语句让他们自己体会到，所以我在课上犯
了讲得太多的毛病，这一点需要我今后有意识地去努力改正。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说课篇六

在西雅图的土地上，回荡着印第安酋长西雅图的著名演说。
文章以饱含深情的语言，向我们表达了印第安人对这片土地
的留恋和眷顾，表达了人们对土地的热爱。

本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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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围绕课题质疑问难，通过预习我们已了解了这片土地指
的是那片土地，那么，为什么用“神圣”来形容土地？，让
学生带着问题自读课文。

(3)教学第一部分时，我重点引导学生探讨“哪些地方体现了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让学生潜心默读、圈圈点点，然后组
织交流，朗读体会。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面对这片神圣
的土地，我们应该怎样做？”这个问题，让学生再次研读文
本，通过品读、吟诵、想象等途径，使学生透过优美的语言，
去领略这片土地的可贵。

（4）教学第三部分我着重引导学生感悟：“我们热爱大地，
就像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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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感受，最
后通过朗读来提升学生的认识。

不足：朗读时间少了，有的同学没有从字里行间中体会一个
老者的谆谆教诲。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说课篇七

这篇课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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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课文中印第安酋长西雅图对土地的留恋和眷顾、
对土地的热爱震撼了我，我的心中不由自主地充满着对文本
的激情。

在上课之前，我首先结合课前同学们查找的有关资料，让他
们更好的了解写作背景，感受人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土地。
让学生弄明白“神圣”的意思是什么。在教学时，我抓住课
题的“神圣”，以此为主线，由“为什么说这片土地是神圣
的？”这个问题入手，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文，自读课文，
解决生字词。在学生对课文内容比较熟悉的情况下，再引发



讨论：“面对这片神圣的土地，我们应该怎样做？”让学生
再次研读文本，通过品读、吟读、想象等途径，引导学生透
过优美的语言，去领略这片土地的可贵。同时渗透：语言优
美，内涵丰富，情感充沛，是本文的最大特点。

其次，课文大量运用了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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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片土地的珍惜与热爱：要善待这片土地上的河水，善待空气、
善待动物??感受这片土地的壮美与圣洁。在讲读这些文字的
时候，除了让学生激情朗读，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外，我还
适时补充了西雅图的图文资料，使学生在直观与资料背景中
感悟这片土地的神圣。并且在教学中创设语境，将文本延伸
到现实生活中，通过课件展示偷猎者屠杀动物以及人类污染
环境的图片，让学生感受身边的不良现象，增强他们环保的
意识。

不过，在和学生共同学习和朗读课文的过程中，我对文章有
些章节的朗读指导处理不够好，学生读得极其平常，缺少层
次感。如课文第二自然段，由一系列的排比句式组成，开头
连续六个“每一??”如何读好这个自然段，我颇费了一番思
量。开始学生用很激昂的语气读，每一处音量都一样，我觉
得没突出文字的美丽、优雅。后来，我让学生前重后轻，单
句重读，双句轻读，注意朗读时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效
果就好多了，学生也从朗读训练中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