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教学反思(优秀17篇)

范文范本是一种可以引导学习者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估的写作
参考，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如何写作一篇精彩
的范本是我们需要思考和探讨的话题。阅读范文范本是提高
写作水平的有效途径，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范文范
本，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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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前，我让同学们查找有关的资料，以便更好的了解写作
背景，有条件的同学了解一下家乡的土地资源、植被利用的
状况，感受人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土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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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新一轮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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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文寓意深沉，内涵丰富，是教学的难点所在。我注重引
导学生品味语言，培养他们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初步审美能
力的同时，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借助生活事例和经验来
理解课文。

遗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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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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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质上孩子是能够和印第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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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朴的珍感情感，相信孩子们定会学有所获或者说上完课后
心灵有所触动。

在教研组老师的帮忙下，我备出了如下思路：

经过几次试课，我又做出了如下设计：

透过研读第二自然段品味“这片土地”的美，透过研读第三
自然段体会印第安人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密切关系，
再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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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学生交流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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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爱恋就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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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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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应在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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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试着透过设计让学
生也能和自己有同感。当然，这种感受不是给孩子讲明白的，
而是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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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三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印第安酋长西雅图写给即将购买他
们土地的白人领袖的一封回信，被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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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即将统治这片土地
的白人提出了“如果转让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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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前，我除了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还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做
了充分的了解，并且针对本单元“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
内容专题和“读课文时能联系实际，深入思考”的学习目标，
结合本篇课文的特点，把研究的主题确立为“联系实际，深
入思考”，教学中引导学生在对语言文字的品读过程中，充
分地揣摩、感悟和表达，从而拓宽视野，发展智慧，受到情
感的熏陶，有效提高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我反思：

一名语文教师应该极富“激情。在这节课的导入环节，让学
生了解课文的写作背景自然的把学生引入情境，最大限度地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把学生带入文本的氛围中，在整个教
学活动中我始终注重置师生于文本、作者、情景之中。我觉
得，教师每节课都要展现给学生一个“充满激情的我”。

本节课中，我设计了许多联系生活实际的题，如“河水与我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你能联系生活实际说说，河水受到污染
的恶果吗？”“如果没有了空气，或空气受到污染，人类会
怎样？”“请同学们运用生动的事例来说明‘降临到动物身
上的命运，终究会降临到人类的身上。’”等。这些联系生
活实际的习题的训练，对学生很好地理解课文内容，学习写
作，升华情感，指导实践有很大的帮助。如第四自然段抓住
那些关键的词句去体会，去读中理解、感悟，再以这一点击
破，发散开去，课堂不就绿色了吗？少一些呼号，我将结尾
改成用“因为……所以……”的句式说话，既进行了语言文



字的训练，又让学生对全文有一个系统的提升，真是一箭双
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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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体会该
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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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在对热爱土地的情感进行了扩展时，我处理得比较仓
促，有点喊口号似的结束了学习。课下认真思考了一下，如
果能把艾青的诗歌《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着
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以及歌唱家关牧村
的歌曲《多情的土地》（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
地……）来结束本课，我想效果可能会比口号好得多，学生
也会更深刻地发自内心地去热爱土地、珍惜资源。

总之，在和学生共同的学习和诵读美文的过程中，如果我们
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情感的共鸣，获得了美的感受……那么这
样的课堂学生是幸福的，老师也是快乐的！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四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由一位印第安酋长写给即将收买他
们土地的白人领袖的精彩的演说稿，是有史以来在保护环境
方面最感人置深的文章。但学生对这篇文章的背景缺乏了解，
对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不清楚，对西雅图这个地方一无所知，
在预习课文时的朗诵中感情不到位。而本文的教学重点之一
是体会人类与大自然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体会
印第安人对大地的热爱。为了更好地突破难点，明确提出预
习要求：学生回家收集与课文相关的所有资料，并将资料读
熟。

学习课文时，学生将自己收集到的资料在全班进行介绍，资



料有文字的、有图片的、还有最震撼眼球的音像资料，通过
一系列的资料学习，孩子们明白了印第安人是一个充满了神
秘色彩的民族，他们至今仍然保存着自己所特有的一些习俗，
如有自己部落的图腾，经常跳一种残忍的太阳舞向神灵祈祷，
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狩猎，但同时他们非常热爱并尊重
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这时同学们就能很容易地理解为什
么西雅图在向白人移交他们的土地时，是那么地不舍，那么
地眷念，同时对白人提出要他们保护好土地上的河流、空气、
动物等的请求。学生在朗诵西雅图的话语时，能用心去读出
文本的情感，读出空气的清新，读出河水的清澈，读出树木
的清秀，读出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圣洁。课
文的重点就在同学们的朗读中得以掌握。

文后我特意问学生：“现在的西雅图是什么样子呢？她受到
白人的爱护了吗？”有的同学猜肯定被破坏了，袁宝鑫赶紧
举手，他向我们展示了一段美丽迷人的现代西雅图城市风景，
那妩媚的海岸线让我们对这节课意犹未尽，下课铃声响了许
久，我们还沉浸在对文本的理解之中。

这节课，我感受到了学生通过收集资料信息，了解课文的背
景、印第安人的民族习性等，有效地加强了对文本的理解。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教学反思

这篇文章是本册最后一个单元“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一
篇讲读课文，它以饱含深情的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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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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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语言优美、内涵丰富、情感充沛。采取总――
分――总的结构，采取拟人、比喻等表达方法，诠释了人类
与环境的关系。针对本课在授课中的情况谈如下几点：

本课在设计上把握一个问题统领全课，即：为什么说这片土
地是神圣的？由一个问题入手，先从课题入手进行质疑，引



领学生从词语的认识中感知“神圣”，从前三个自然段语句
中感悟“神圣”，感受这片土地的壮美与圣洁。适时补充西
雅图的图文资料，使学生在直观与资料背景中感悟神圣。二
是通过西雅图对白人的三个告诫进一步认识神圣的含义。并
且通过分角色朗读，有情有理的劝说，使学生感受印第安人
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从而感受土地的神圣。最后，总结全文，
首尾互应，让学生用“因为…所以…”这个关联词说说“为
什么说这片土地是神圣的？”在最后的处理上，将文本延伸
到现实生活中，让学生感受身边的不良现象，通过课件展示，
使学生触目惊心，增强环保的意识。

遗憾：在实际教学中，考虑到了课堂的容量，但操作上还是
感到前松后紧。我想使学生在充分感受到土地的神圣后，让
学生有情有理地诵读，去劝说白人要善待河水、照管空气、
照顾动物这三部分。感觉在重难点的处理上还算合理，重点
是认识土地的神圣，将重点放在文章的前半部分的理解与感
悟上，至于第二大部分，引导学生进行诵读，劝说白人部分，
本来想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分角色朗读，以达到合作学习的
目标，但由于时间关系，没达到预期目标。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五

在西雅图的土地上，回荡着印第安酋长西雅图的著名演说，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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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时，我采用“问题引导、当堂训练”的方法，抓住课
题的“神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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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上下文、
联系实际，深入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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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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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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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同学
们一起欣赏了艾青的诗歌《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睛
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以及歌唱家
佟铁锌的一首《多情的土地》（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
的土地……）。在优美的歌声中，我们意犹未尽地结束了本
课。

吸引人的地方大概就在于此——因着印第安酋长的一颗热爱
土地的美丽灵魂，我们得以读到这样一篇语言优美、内涵丰
富、情感充沛的文章，而我又因了一个教育者的缘故得以在
孩子面前将这篇美文进行一场倾心而美丽的诠释，在和学生



共同的学习和诵读美文的过程中，我们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情
感的共鸣，获得了美的感受。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六

这篇课文是人教版小学六年级语文上册第四组的第三篇课文，
堪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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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等的密切关系，
强烈地表达了印第安人对土地无比眷念的真挚感情，突出了
本单元以“环保”为主题的教学目标。语言优美、内涵丰富、
感情充沛，是本文最大的特点。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在阅读教学中，要让学生充分地读，让
学生在读中感悟理解，在读中训练语感，在读中提高语言表
达能力，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为此，在组织本文教学时，
我紧扣题眼“神圣”二字组织设计，化繁为简，长文短教，
使本文的中心更加明确，在阅读教学中，以读为主，通过指
导关键语句的朗读品味，帮助学生理解“神圣”，促进了学
生对文章的领悟，更加激发了学生保护环境，爱护自然的情
感。

当然，学生在学习课文中，探究的时间太少了，朗读的时间
也较少，特别是对学生朗读技巧的指导较欠缺。由于本文较
长，在课文拓展方面，为了突出环保这一主题，教者临场发
挥，仅仅举了“5.12”汶川地震、日本海啸等实例来说明对
大地所造成的灾难带来对人类的'危害，课堂上，教者还应让
学生从身边举出具体的实例，谈破坏环境的感受，从而加深
对环保的认识。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七

这篇是印第安酋长西雅图写给即将购买他们土地的白人领袖
的一封回信，被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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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转让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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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这篇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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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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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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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目标在教学中贯彻得较好，遗憾的是，课的最后，在对
热爱土地的情感进行了扩展时，我处理得比较仓促，有点喊
口号似的结束了学习。课下认真思考了一下，如果能把艾青
的诗歌《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着泪水，因为
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以及歌唱家关牧村的歌曲《多
情的土地》（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来结
束本课，我想效果可能会比口号好得多，学生也会更深刻地
发自内心地去热爱土地、珍惜资源。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八

这篇课文真难教啊！

主要是有些语句特别难理解，如“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
属于大地。”等句子，所以课前的备课，我看了很多网上的
资料，但感觉都是显抽象，我依靠教参的意见，先让学生理
清课文的脉络，紧紧抓住重点字词，为了让学生更深刻的理
解，我还介绍了很多关于本课的写作背景，学生听得很入神。
由于课文有点深，我让学生先质疑，也好让自己心里有个底，
才能更好地组织教学，运儿提的问题很好：老师，为什么土
地是属于人类的，但又不属于人类的。我一时也不好回答，
就把“球”抛给了同学们，让我们通过学习来解决。这课文
一共教了三个半课时，也许是自己教不透不心安。

完成教学后，我再问回运儿，找到问题的答案没有，她笑笑
说找到了，我让她说出了自己的理解，说得很好，正是文章
的中心所在，还让其它同学说了自己的学习收获，还不错。

文档为doc格式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九

这篇课文是人教版小学六年级语文上册第四组的第三篇课文，
堪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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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等的密切关系，
强烈地表达了印第安人对土地无比眷念的真挚感情，突出了
本单元以“环保”为主题的教学目标。语言优美、内涵丰富、
感情充沛，是本文最大的特点。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在阅读教学中，要让学生充分地读，让
学生在读中感悟理解，在读中训练语感，在读中提高语言表
达能力，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为此，在组织本文教学时，
我紧扣题眼“神圣”二字组织设计，化繁为简，长文短教，



使本文的中心更加明确，在阅读教学中，以读为主，通过指
导关键语句的朗读品味，帮助学生理解“神圣”，促进了学
生对文章的领悟，更加激发了学生保护环境，爱护自然的情
感。

当然，学生在学习课文中，探究的时间太少了，朗读的时间
也较少，特别是对学生朗读技巧的指导较欠缺。由于本文较
长，在课文拓展方面，为了突出环保这一主题，教者临场发
挥，仅仅举了“5.12”汶川地震、日本海啸等实例来说明对
大地所造成的'灾难带来对人类的危害，课堂上，教者还应让
学生从身边举出具体的实例，谈破坏环境的感受，从而加深
对环保的认识。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十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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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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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十一

在教学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首先让学生完成填空练习：这片
土地是（）的。弄明白“神圣”的意思是什么，通过填空，
突出“神圣”这一题眼。借着阴道学生了解“这片土地”指
的是哪片土地，并补充介绍文章背景。学生对写作背景的了



解有助于理解课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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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前
两个环节做了很好的铺垫，所以后面的学习很顺利，达到了
预期的效果。

研读课文第一部分，感知“神圣”。为了帮助孩子们理解课
文内容，我向他们介绍了这篇演说的写作背景。然后，引领
学生深入研读课文的第一部分（1—3自然段）。在教学时，
我指导学生自由阅读，想象，交流自己“看到”的画面，感
悟哪些内容让你感到神圣。在这三个自然段中，第二自然段
是重点，作者提到，所有的一切在他们的记忆和体验中都是
神圣的。我引导学生边读边想象，帮助大家再显那一幅幅和
谐的画面：耕地纵横交错，植物绿如海洋；天空蔚蓝，山脉
起伏，河水清澈见底；远处群山连绵，近处炊烟袅袅，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让大家通过优美的语言想象美丽的画卷，
然后通过诵读，把自己感受到的温馨、美丽、富饶、和谐的
情怀表达出来。在这部分的教学中，我不惜花大气力，以想
象、诵读为主要教学方式，来激发孩子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与珍惜之情，为后面更好地理解课文，做好了铺垫。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还插入了一个小练笔，想象印第安人的`
生活方式及想象印第安人又把什么堪称自己的兄弟、想象祖
先会对后人呼唤些什么，让学生充分展开想象，并把自己的
想象融入到课文中去组合朗读，学生用自己的理解把课文重
组，利用重叠、倒置等方法朗读，效果很好，真正体会到了
印第安人对土地的热爱。

这节课，不足的是：理解词语这个环节中耗时太长，影响了
后面环节的进度。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十二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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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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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十三

这天是学校听课开放日，孙校长来听我的课。我心里又紧张
又有点兴奋，因为有人听课是好事，能够给我指点迷津。每
一天一个人关起教室门上课也挺没意思的。

我上《这片土地是神圣的》第二课时，这篇文章是印第安酋
长西雅图写给即将购买他们土地的白人领袖的一封回信。文
章唯美语言中含着深刻寓意，备课时我就抓耳挠腮，举棋不
定，好难教的文章啊！上课前离奇地出现状况，我的u盘竟在
这个时刻寿终正寝了！阿门，我精心准备的的课件啊……可
孙校长抛给我一句话：那就“一支粉笔打天下呗”。也罢，
死心上课去吧！一节课算比较煎熬地上下来了，一身的汗。

孙老师很辨证地来评课，首先指出可取之处：1）具备大语文
观，学科知识点的相互渗透，体此刻适时补充西雅图城市图
片及文字资料，让学生在视觉上感受保护环境带来的美感。2）
读写结合，小练笔“我深切热爱着这片土地，我想对您说”
练习合理，学生在写中进行语言运用，情感升华，扎实有效。

当然有很多不足，我整理了下，主要表此刻以下几点：

2）阅读教学中应侧重于方法指导，教会孩子自主学习。对结



构相同的段落要进行扶放结合的教学方法，并在“扶”完学
生学后进行及时恰当的方法总结，让学生明确明白方法，培
养自主学习潜力，从而让教师教得简单，学生学得扎实。

3）难理解的语句应结合文章重点进行理解。比如：“人类属
于大地，而大地不属于人类”这句话，能够出示“大地不仅
仅仅属于人类，还属于”来回顾旧知，深化主题。

4）欠缺恰当及时的鼓励，必须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这是我最大的不足，太吝啬对学生的表扬，这也是今后要努
力的大目标之一。

一课多得，开放日，大收获哦！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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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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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十五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由一位印第安酋长写给即将收买他
们土地的白人领袖的精彩的演说稿，是有史以来在保护环境
方面最感人置深的文章。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对这篇文章的
背景缺乏了解，对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不清楚，对西雅图这
个地方一无所知，在预习课文时的朗诵中感情不到位。而本
文的教学重点之一是体会人类与大自然休戚相关、不可分离
的密切关系，体会印第安人对大地的热爱。为了更好地突破
难点，明确提出预习要求：学生回家可以自己收集与课文相
关的所有资料，并将资料读熟。

在教授这篇课文的时候，我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
学方法。首先要让学生自己弄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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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入课文，通过有感情的
朗读，教师相机插入本课写作背景，让学生在朗读课文的过
程中感悟西雅图酋长及印第安民族对土地的热爱。最后感悟，
交流学习本课的感受，我们学习了这篇课文后，作为一名小
学生应该如何去做。

学习课文时，学生可将自己收集到的资料在全班进行介绍，
通过一系列的资料学习，孩子们明白了印第安人是一个充满
了神秘色彩的民族，他们至今仍然保存着自己所特有的一些
习俗，如有自己部落的图腾，经常跳一种残忍的太阳舞向神
灵祈祷，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狩猎，但同时他们非常热
爱并尊重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对西雅图酋长和他的族人
而言，生命本身是神圣且需相互尊重的。鸟啼婉转枝头，不



啻於诗歌合唱，森林就是大殿堂，微风就像活跃的祈祷者。
我们彼此息息相关，我们如何对待环境和其中的生命，最后
都将变成人类自己的命运。这时同学们就能很容易地理解为
什么西雅图在向白人移交他们的土地时，是那么地不舍，那
么地眷念，同时对白人提出要他们保护好土地上的河流、空
气、动物等的请求。学生在朗诵西雅图的话语时，能用心去
读出文本的情感，读出空气的清新，读出河水的清澈，读出
树木的清秀，读出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圣洁。
课文的重点就在同学们的朗读中得以掌握。

总之，教授这节课，我感受到了通过让学生收集资料信息，
了解课文的背景、印第安人的民族习性等，在有感情朗读课
文的过程中感悟，这样才能有效加强对课文的理解。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十六

这篇课文真难教啊！

主要是有些语句特别难理解，如“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
属于大地。”等句子，所以课前的备课，我看了很多网上的
资料，但感觉都是显抽象，我依靠教参的意见，先让学生理
清课文的脉络，紧紧抓住重点字词，为了让学生更深刻的理
解，我还介绍了很多关于本课的写作背景，学生听得很入神。
由于课文有点深，我让学生先质疑，也好让自己心里有个底，
才能更好地组织教学，运儿提的问题很好：老师，为什么土
地是属于人类的，但又不属于人类的。我一时也不好回答，
就把“球”抛给了同学们，让我们通过学习来解决。这课文
一共教了三个半课时，也许是自己教不透不心安。

完成教学后，我再问回运儿，找到问题的答案没有，她笑笑
说找到了，我让她说出了自己的`理解，说得很好，正是文章
的中心所在，还让其它同学说了自己的学习收获，还不错。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几年级的课文篇十七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教学反思教学《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时，我感受到了学生通过收集资料信息，了解了课文的背景、
印第安人的民族习性等，有效地加强了对文本的理解。本文
是由一位印第安酋长写给即将收买他们土地的白人领袖的精
彩的演说稿，是有史以来在保护环境方面最感人置深的文章。
但学生对这篇文章的背景缺乏了解，对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
不清楚，对西雅图这个地方一无所知，在预习课文时的朗诵
中感情不到位。而本文的教学重点之一是体会人类与大自然
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体会印第安人对大地的热
爱。为了更好地突破难点，明确提出预习要求：学生回家收
集与课文相关的所有资料，并将资料读熟。学习课文时，学
生将自己收集到的资料在全班进行介绍，资料有文字的、有
图片的`、还有最震撼眼球的音像资料，通过一系列的资料学
习，孩子们明白了印第安人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民族，
他们至今仍然保存着自己所特有的一些习俗，如有自己部落
的图腾，经常跳一种残忍的太阳舞向神灵祈祷，他们用最原
始的方法进行狩猎，但同时他们非常热爱并尊重自己所生活
的这片土地。这时同学们就能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西雅图在
向白人移交他们的土地时，是那么地不舍，那么地眷念，同
时对白人提出要他们保护好土地上的河流、空气、动物等的
请求。学生在朗诵西雅图的话语时，能用心去读出文本的情
感，读出空气的清新，读出河水的清澈，读出树木的清秀，
读出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圣洁。课文的重点
就在同学们的朗读中得以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