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泉映月课文内容概括 听二泉映
月有感(优秀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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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二泉映月课文内容概括篇一

1、学会本课生字，绿线中的生字只识不写。理解有生字组成
的词语。

2、能联系课文内容，理解文中描写月夜景色和由琴声联想
《二泉映月》乐曲丰富内涵的语句的意思，并能选用部分词
语写一段话，描绘自己所观察到的月夜景色。

3、感受阿炳创造不朽名曲《二泉映月》的艰辛，学习他敢于
同命运抗正、矢志不渝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

4、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四第五自
然段。

体会阿炳创作《二泉映月》的艰辛和这首名曲的丰富内涵。

　光盘、挂图。

三课时。

一、检查复习，导入新课

1、认识阿炳，交流他的情况，向同学们介绍。



2、教师介绍阿炳的生平。

二、初读课文

1、自由读课文，要求：

（1）画出生字，读准字音，读顺课文。

（2）画出不理解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或借助字典理解词语。

2、检查自学情况。

（1）试读课文，了解词语掌握情况和各自然段的大致内容。

（2）通读课文，分段。

第一段（1—2）：二泉的自然环境和小阿炳跟着师傅到二泉
赏月的情景。

第二段（3—4）：不幸的经历没有泯灭阿炳对音乐、生活的
热爱，他又来到二泉，心潮激荡，似乎听到人世间的不平之
声。

第三段（5—6）：阿炳在二泉边用二胡倾吐自己的情怀，创
作出不朽的名曲《二泉映月》。

3、学生质疑问难。

三、指导书写

1、请学生自己辨别，交流注意点。

2、学生练习书写。

四、布置作业



1、抄写词语。

2、朗读课文，找出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

一、导入新课

1、创设情境。

中秋之夜，瞎子阿炳又一次来到了美丽的二泉。皎洁的月光
照耀着清冽的泉水，淙淙流淌的泉水拨动了饱受贫穷和疾病
折磨的阿病的心弦。看，他用颤抖的手操起了琴弓；听，如
泣如诉的琴声在池旁回响起来。

2、听二胡曲《二泉映乐》。

3、你从音乐里听出了什么？用一句话简单说说感受。（仿佛
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想到什么。）

4、阿炳用心演奏音乐，你们用心领悟音乐，所以感受都很准
确。课文哪一自然段集中体现了这首名曲所体现的内容和意
境，找出来，认真读读。

二、精读第五自然段

1、自由读，找出表现阿炳演奏二胡时的动作的语句，用直线
画出来；找出描写琴声变化的语句，用曲线画出；找出琴声
所表达的丰富内涵的语句，用括号标出，小组进行交流。

2、交流表现写阿炳演奏二胡动作的语句。

（1）联系上下文说说对“倾吐”的理解。

（2）阿炳要倾吐什么？通过什么倾吐？

板书：琴声倾吐情怀



3、交流描写琴声变化和琴声所表达的丰富内涵的语句。

（1）出示：

听音乐起始部分，想象相关画面，感受乐曲的委婉连绵，体
会琴声表现的内涵。

板书：委婉连绵赞叹怀念思索

指导朗读，用徐缓、抒情的语调朗读，加深体会。

（2）出示：

说说自己对这两句话的理解。

板书：深腾跌宕表达抒发

欣赏音乐高潮部分，进一步体会阿炳通过琴声所表达的感情。

直到感情朗读，语速加快，音调加高，读出“势不可挡”的
气势。

（3）出示：

圈出表现这首乐曲特点的词语。朗读理解作者通过这看似矛
盾的两对词语所表现的乐曲的丰富内涵。

舒缓而又起伏恬静而又激荡

乐曲表现了阿炳的悲、苦、恨、怒，更表现了他对音乐和生
活的爱。

引导朗读：他爱——他爱——他爱——他爱——

提问：“他爱”的内容的顺序能调换吗？为什么？



4、听配乐朗读，想象当时的情景。

三、指导精读其余部分

2、第一自然段。

（1）播放慧山录象片段。

（2）交流家乡的美好风光对阿炳的熏陶。

（3）指导朗读。

3、第二自然段。

（1）交流师父对阿炳的启迪和教诲。

（2）指导用启发、语重心长的语气读好师父的话，注意强
调“倾吐”、“年纪还小”、“许多”、“饱经风霜”等词
语。

4、第四自然段。

（1）从“双目失明”、“卖艺度日”等词语可看出他饱受穷
困和疾病的折磨。

（2）磨难并没有磨灭他对音乐、生活的热爱。所以“但是”、
“泯灭不了”、“热爱”、“向往”、“多么希望”等应重
读，表现阿炳同命运抗争的精神。

（3）练习朗读。

5、第四自然段。

读读、想想、议议：



中秋之夜，月光依旧，泉水依旧，可听泉的阿炳已经经历了
无数坎坷，不再是十多年前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了，两
个“想到了”，两个“渐渐地”和“听到了”后面并列的短
语以及语意未尽的省略号，准确、生动、充分地表现了他此
时此刻的万千感慨。他触景生情，“禁不住拿起二胡，要把
积淀已久的情怀倾吐出来”。

6、第六自然段。

过渡：琴弦即心弦，琴声即心声。正是长期积淀在胸的种种
情怀，化做创作的灵感，才孕育出这不朽的乐曲。

四、配乐朗读全文

五、布置作业

1、朗读课文。

2、完成部分练习册。

一、指导背诵第四第五自然段。

1、激发兴趣。

月光似水的中秋之夜，阿炳又一次坐在美丽的二泉边倾听泉
声，心潮起伏，用琴声倾吐了满腔的情怀。读了第四第五自
然段，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阿炳的内心世界。让我
们有感情地背诵。

2、指导背诵第四自然段。

按先环境描写，再人物内心活动描写的顺序背。

3、指导背诵第五自然段。



顺序：阿炳演奏的动作表现——琴声变化——想象琴声的内
涵。

自由背诵。

二、朗读课文

1、感情朗读全文。

2、欣赏读。

三、总结全文

1、再次欣赏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感受乐曲传达的丰富
内涵。

2、总结：

课文生动地记叙了盲人阿炳创作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的艰
辛历程，表现了他热爱生活、热爱音乐、追求美好理想、敢
于同命运抗争的精神。

四、说话练习

1、激发兴趣。

现在你就是那个中秋之夜搀扶阿炳来到二泉的少年，请把你
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用一句话说出来。

2、同桌练习说。

3、指名说，评议。

五、布置作业



认真观察月夜景色，像阿炳一样全身心地体验感受，捕捉美
好的景物，写一段话，下面的词语可供选用。

月光似水静影沉璧赏月月光照水水波映月照耀

6、二泉映月

倾吐

琴声　情怀

动人心弦　积淀已久

委婉连绵　赞叹……怀念……思索

升腾跌宕　表达出……抒发了……

舒缓而又起伏　他爱……他爱……

恬静而又激荡　他爱……他爱……

二泉映月课文内容概括篇二

我怀着澎湃的心情读完了《二泉映月》这篇文章，合上书，
深吸一口气，又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故事的情节。

无锡的惠山脚下，有一泓清泉，人称“天下第一泉”。一年
中秋之夜，小阿炳跟着师傅到了泉边赏月。他们静静地倾听
泉声，欣赏夜景，师傅说，长大后的阿炳会从二泉中听到许
多奇妙的东西。十多年过去了，师傅过世了，小阿炳双目失
明，靠卖艺度日。是一个中秋夜，阿炳又来到了二泉，他静
静地听着泉声，正如师父所说，阿炳听到了深沉的叹息、伤
心的哭泣、激愤的倾诉、倔强的呐喊。阿炳拿起二胡，用它
把听到的声音，自己的情怀倾吐给这美丽的二泉。就这样一



首不朽的名曲诞生了，它就是《二泉映月》。

读了这个故事我心中不由地燃起了对阿炳的敬佩之情，那么
多坎坎坷坷也泯灭不了阿炳坚强的心，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幸
福的向往。回头想我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记得有一次，我在
家做奥数题，遇到一道题特难，刚开始还沉得住气，尝试着
用各种办法来解，可是越来越浮躁，索性把笔一扔，不做了。
第二天，老师考试，附加题原原本本出来这道题，我一看傻
了眼，顿时呆若木鸡。唉，最后吃亏的还是我啊！

今后，我一定要向阿炳学习，道路不管有多么艰难，我一定
会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二泉映月课文内容概括篇三

《二泉映月》是一曲二胡独奏它是阿炳的代表作，创作于20
世纪40年代。

《二泉映月》是通过月光下二泉意境的描写，抒发了阿炳内
心的痛苦和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

乐曲中有悲，阿炳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他整天戴着墨镜，
操着胡琴，卖艺度日。他忍受了生活的穷困和疾病的折磨，
但他没有因为这些而放弃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光明的向往。他
是多么希望有一天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啊！

乐曲中有恨，阿炳是一个经历坎坷，命运悲惨的人。命运对
他很不公平，他幼年丧母，接着丧父，中年双目失明。月光
虽明，世道却暗；泉水虽甜，人间却苦。

清泉的月光。



二泉映月课文内容概括篇四

《二泉映月》中，阿炳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翻开
资料，一行行关于阿炳的资料映入我的眼帘，阿炳，原名华
彦钧，民间音乐家，江苏无锡人。因患眼疾而双目失
明......

生活的穷困和疾病的折磨，泯灭不了阿炳对音乐的折磨和对
光明的向往。在一个中秋夜，阿炳在邻家少年的搀扶下，来
到了二泉。就在这时，一首不朽的乐曲《二泉映月》诞生了，
阿炳也终于明白了师父那番话的含义。那跌宕起伏的乐声是
阿炳的心声，好像是阿炳在倾诉，在呐喊：“我好不幸，命
运对我太不公平了，什么东西也看不见，还没有钱，为什么？
为什么？”最后，阿炳站起来了，振作起来了！读到这儿，
我又想到了一个和阿炳一样身残志坚的人——海伦.凯勒。她
也是那样不屈不挠，我应该向他们这些人学习学习：坚强地
面对生活、面对未来，同命运抗争，不屈服于命运和逆境，
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天地！因为逆境是人类最宝贵的一种考验，
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也向阿炳学习，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一定要记
住：尽管人生道路上荆棘丛生，但是我们一定要顽强地生存
着，不懈地奋斗。因为，一个人能不能成功，不在于命运，
而在于有没有不屈不挠、执著追求的精神。命运掌握在自己
手中！

二泉映月课文内容概括篇五

前几天，我看到了二泉映月这篇课文，想到了阿炳那坎坷的
经历和那坚持不懈的精神，令我敬佩，我联系到了自己，毫
无没有像阿炳一样坚强!

二年级暑假爸爸妈妈把我送到尹老师那里学习毛笔字，一开
始我还觉得感觉不错，可是练了几个月我一个同学也来了，



他就练了几次，就不想练了，说是桌子太矮要腰弯下来写，
最重要的是要站着写两个小时，太难了!我想想，他说的也是，
难怪我每天回家，腰又酸腿又酸的，算了吧，我也不练了，
有什么好练的呀!妈妈也拿我没办法，只好顺着我。在我不练
的这段时间内，她经常搜集一些人坚持不懈做什么事情的例
子给我看，让我受这些人的影响，继续练毛笔字。我也知道
妈妈的用意，不想辜负妈妈的一片苦心，可又不想去练，内
心挣扎得很，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和妈妈说：“妈妈，我
还是去练毛笔字吧!”妈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一起同我去尹
老师那边重新报了名，尹老师说：“你走的那段时间正好考
级，假如你不走马上就考七级了，后悔吧?”我微笑着点了点
头。

我以后做每一件事都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不然会得不偿失
的!

二泉映月课文内容概括篇六

起初看到老师在黑板上写着《二泉映月》的题目，我以为它
是描绘一处优美的风景，淙淙的泉水倒映出了晚上的`明月。
后来老师让我们听了《二泉映月》，我才知道它是一首优美
的二胡曲，乐声时而高亢，时而悲伤，不禁让我想起一个悲
伤的故事。

有一个孩子，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父母，他还患有眼疾，从
小就双目失明，为了生活，他拉着二胡走街串巷地献艺，以
此谋生，曲声就像是他的心声一样诉说着他的不幸命运，过
往的路人纷纷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我想，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首先我要给他画一双炯炯
有神的大眼睛，让他能够看清前方的道路。其次我要给他画
一座漂亮的房子，让他舒舒服服地生活。最后我还要给他画
出他的父母让他不再是孤儿。



今后我还要向他学习不畏艰苦、不屈不挠，不向命运低头的
精神。

二泉映月课文内容概括篇七

我怀着澎湃的心情读完了《二泉映月》这篇文章，合上书，
深吸一口气，又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故事的情节。

无锡的惠山脚下，有一泓清泉，人称“天下第一泉”。一年
中秋之夜，小阿炳跟着师傅到了泉边赏月。他们静静地倾听
泉声，欣赏夜景，师傅说，长大后的阿炳会从二泉中听到许
多奇妙的东西。十多年过去了，师傅过世了，小阿炳双目失
明，靠卖艺度日。是一个中秋夜，阿炳又来到了二泉，他静
静地听着泉声，正如师父所说，阿炳听到了深沉的叹息、伤
心的哭泣、激愤的倾诉、倔强的呐喊。阿炳拿起二胡，用它
把听到的声音，自己的情怀倾吐给这美丽的二泉。就这样一
首不朽的名曲诞生了，它就是《二泉映月》。

读了这个故事我心中不由地燃起了对阿炳的敬佩之情，那么
多坎坎坷坷也泯灭不了阿炳坚强的心，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幸
福的向往。回头想我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记得有一次，我在
家做奥数题，遇到一道题特难，刚开始还沉得住气，尝试着
用各种办法来解，可是越来越浮躁，索性把笔一扔，不做了。
第二天，老师考试，附加题原原本本出来这道题，我一看傻
了眼，顿时呆若木鸡。唉，最后吃亏的还是我啊!

今后，我一定要向阿炳学习，道路不管有多么艰难，我一定
会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二泉映月课文内容概括篇八

二泉映月是一曲二胡独奏它是阿炳的代表作,创作于20世纪40
年代.



二泉映月是通过月光下二泉意境的描写,抒发了阿炳内心的痛
苦和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

乐曲中有悲,阿炳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他整天戴着墨镜,操着
胡琴,卖艺度日.他忍受了生活的穷困和疾病的折磨,但他没有
因为这些而放弃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光明的向往.他是多么希望
有一天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啊!

乐曲中有恨,阿炳是一个经历坎坷,命运悲惨的'人.命运对他
很不公平,他幼年丧母,接着丧父,中年双目失明.月光虽明,世
道却暗;泉水虽甜,人间却苦.

乐曲中有爱,阿炳的内心充满了爱,他爱那支撑他度过苦难一
生的音乐,他爱那美丽富饶的家乡,他爱那惠山的清泉,他爱那
照耀清泉的月光..........

听着二泉映月这首曲子,就好像看见了阿炳本人,他的爱,悲,
恨全部溶进了二泉映月深情的旋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