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江花月夜音乐欣赏感悟(实用8篇)
心得感悟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那么我
们写心得感悟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春江花月夜音乐欣赏感悟篇一

春天，是春意盎然的，是鸟语花香的，人们都爱那白日里五
彩斑斓的春天，而我却独爱朦胧月色下的春夜。

夜渐渐深了，月渐渐明了。

薄纱般的月色照在春天的江上，江水折射出一道道纯白的光，
与月光交织，沉静灵动。一丝凉风拂过，江水一波一波跟着
涌动，江面上浮现出一圈圈涟漪，闪闪的，水光潋滟。月光
洒在江面上，闪出一丝倒影，倒映出月光的轻柔。绵绵不绝
的江水，缓缓地向那似乎拥有极大吸引力的地方漂去。

花，虽然没有白日那样笑靥迎人、五彩斑斓，但它依旧娇嫩、
坚强，在春作文夜银白色的月光照耀下，亭亭玉立，犹如披
着洁白婚纱的温柔新娘。

在幽静的夜晚，一轮明月向你指引方向。月不仅有着美丽的
传说，还牵引着游子的乡思。月，如一个白玉盘，挂在宁静
的夜晚，散发出一丝丝白光，带给人们光明。月光洒在树丝
中，使树影显得更加斑驳，零乱；月光照在人身上，使人拖
着长长的影子；月光漫步于妆镜台前，离人帘卷月光，月光
卷不去，拂还来。

冬天的寒意还未完全散开，春天的气息已经透露在江水、花
朵、明月、夜晚之中。我爱春天，更爱这朦胧月色下的春江
花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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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花月夜音乐欣赏感悟篇二

这首诗以写月作起，以写月落结，把从天上到地下这样寥廓
的空间，从明月、江流、青枫、白云到水纹、落花、海雾等
等众多的景物，以及客子、思妇种种细腻的感情，通过环环
紧扣、连绵不断的结构方式组织起来。由春江引出海，由海
引出明月，又由江流明月引出花林，引出人物，转情换意，
前后呼应，若断若续，使诗歌既完美严密，又有反复咏叹的
艺术效果。

前半部重在写景，是写实，但如“何处春江无月明”、“空
里流霜不觉飞”等句子，同时也体现了人物的想象和感觉。
后半部重在抒情，这情是在景的基础上产生的，如长江流水、
青枫白云、帘卷不去、拂砧还来等句，景中亦自有情，结尾
一句，更是情景交融的名句。全篇有情有景，亦情亦景，情
景交织成有机整体。

诗歌写了许多色彩鲜明的形象，如皎月、白沙、白云、青枫
等等，这些景物共同造成了柔和静谧的诗境，这种意境与所
抒发的绵邈深挚的情感，十分和谐统一。



诗歌每四句一换韵，平仄相间，韵律婉转悠扬。为了与缠绵
的感情相适应，语言采用了一些顶针连环句式，如“春江潮
水连海平，海上……”“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何
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江潭落月复西斜，斜
月……”。一唱三叹，情味无穷。对偶句的使用如“谁家今
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
水成文”等等。句中平仄的讲求如“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
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平仄变换
与律诗相同，使诗歌语言既抑扬顿挫，又清新流畅。

春江花月夜音乐欣赏感悟篇三

今年的中秋节，月亮还是那么圆。看着金轮在天边冉冉升起，
依旧可以照见你在月轮上的倩影，让我心中不禁溅起了澎湃
的浪花。

牵着你的手，温暖我的梦，因为月中有你，所以，觉得这月
亮是宇宙间最美的女人花。

缕着月色，攀着银河白练，登上月华，揽一怀月色，用天堂
的无极水，沏一壶月华金辉，在悠然中与您斟酌，品味月华
的清幽，尝一尝明媚的皎洁，感一感月色的鲜嫩，辨一辩月
色的娇媚，赏一赏青春的妩媚，在如梦似幻的思念中，再让
那叶梦似的温柔牵系着缕缕微风，约邀来那团绵绵的情意，
在含笑的脉脉中，倾诉诗语中的深沉。听那低徊婉转的月色
溢出箫音中的情愫，吟几句“风吹云影碎，魂共美人归”的
诗句，那还是魂醉神迷的美妙。

也许，在月华的的附近还有几片淡淡的薄云，在变幻着千姿
百态的婀娜情态，我依旧祈愿留驻那柔美娇俏的朦胧，期待
倾听你永远停驻在心底的歌吟，回忆那曾经的缠绵。那时，
觉得月中莺歌燕舞的广寒仙子舒开了粉色的广袖，她伴着月
中韵味悠远的`丝竹，履着那迷人的袅袅之音、在缥缈的音韵
中在广寒宫里轻歌曼舞。此时，你也会感到沁人心脾的乐音



令你痴迷，使你陶醉。那一曲曲缭绕在心头的仙音玉喉的悠
韵，就是永恒在你的耳边身旁萦绕的情愫。微风拂耳，那袅
袅歌吟依旧没有离开你的耳畔，会在你的耳畔永远跟随着、
陪伴着。即或是痴人说梦，但毕竟没有一丝虚假。于我，这，
已经足够了。

“古人未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往今来，文擘诗
圣们都对月亮充满着景仰和崇拜。那些崇月爱月的大家巨擘，
用最动人的诗词，歌颂月色、赞美月色、寄心于月色、眷恋
着月色。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更以他优雅绝妙的诗言，
把对明月的挚爱和感怀推崇到极致。他用空灵而玄妙的诗言，
从永恒的明月，到代代无已的人生，从男女相思相恋，到深
挚的痴情，到不离不弃，赞颂了爱的圣洁与美好。他们常常
把对月轮的气质，摄魂夺魄魅力，与明月联系起来，用自己
的诗句吟哦、称颂古往今来丽媛俏女们的婀娜妖娆，借以表
达对明月的深情挚爱，借以讴歌人们对月色的感怀与赞叹，
隐喻对美女的称赞。

今夜的月色，是我此生永无泯灭的陶醉。而你那人性中永无
阻遏的瑰丽，好似沉淀着万载千年的积淀，那高悬在无极飘
渺之上，垂照万丈红尘之中的月轮，永远是一曲不朽的红尘
恋歌，是一支不息的尘寰乐章，而你的美丽也在月轮中透出，
似乎你那一首诗语，也会永恒地光照人间，也是大写在蓝天
上天章云锦似的赞歌。是的，你玲珑的魂气、你深蕴的才气，
美丽端庄的体态。使人们感受到你的俊靓、真挚、爽朗、质
朴和温柔，使人不由把你和月中人联系在一起。

用心品尝月色，会体察我淋墨的字里行间的心语哝哝，体察
出我素笺浅画中的红尘际遇的美妙。因为有你，寂寞也很美
丽。对你，我要用心灵呵护，使你的令天地生辉的丽质琼香
形象，完美地驻在人们的心海。祝愿你的琼姿玉影象一叶扁
舟似的，永远在人们的心海中飘航、荡漾、潇洒、停靠。

互相斟上满杯的月色，你会感受到青春在生命中无限地延长，



使你在生活的道路上感受了青春的精彩，生命的焕发，步履
的轻捷，活力的生动。因为，在那斟满杯中的月色里，有着
无穷无尽的钟灵毓秀，可供你汲取、吸纳，滋养你的精神、
心灵和魂魄。你会感受到月色不仅形态可人、意念含蓄，而
且在你嗅觉里缭绕的永远是清新、甘怡与舒爽。

饮下杯中的月色，你会感受到，生活是多么美好。你会把握
住真诚的爱，和你的结缘人一路同行，把你们同行的背影留
在大地上，留给时光，留给朝霞和晚黛，留给春风，你会用
那一条条晶莹的雨丝串起的一串串美好、感动、情趣、欢畅，
将细微的真情和深深的感动都小心地珍存起来，留待今后时
时观看。你会时刻用脚步踏着花朵轻轻舒放的节奏前行，你
就会在生命每一程都能嗅到鸟语花香的美妙，春花秋月的浪
漫，杨柳轻飏的婀娜。每一刻，你都会感受到青春不会老、
花香不散、真爱不泯的吉祥。

饮下杯中的月色，你更会希冀读更多的好书，把自己锤炼成
气质高贵、举止雍雅、满腹经纶的心性，让你那动人的诗章
生出强劲翅膀，让你的笔笺飞到天的尽头、在白云落脚的地
方，在山青水秀的海角天涯，在峰峦峡谷都能看见你的身影，
听得到你那青春的美妙乐章。你妙曼的身材、高挑的玉颈、
垂腰的长发、炯炯有神的目光、你天真的笑脸，会和你的诗
文融汇交织在一起。

饮下沏在壶中的月色，你会期望把深情种到梦里，你会希冀
听着时光的节拍，弹奏起轻绝的回音。在天雨如丝，碧水如
玉中丝丝潜入你的心腹，在润物无声中闪烁着你心腹中那份
柔婉。那每一息，每一念，都将生成静美瑰丽的山花，在似
乎停滞的时光中，迤逦着你清丽、婉转、妩媚、旖旎的温婉，
令你悠远的香馨，在辽阔的原野里和摇曳的山花的萦润中，
歌吟着红尘里永远迤逦着的你的最美形象。

饮下这杯中的月色，你也许会懂得，当已逝的丝缕缠绕的往
事，已经散洒在云外天际时，就任它带着岁月的叹慨逝去，



让别样的安好，陪你在每个日子里。让青春的光鲜，依旧纯
净曼妙，让落魄没有归期，让春光驻扎心底，把已经收获了
的回忆放在眼前，演绎在文字里，让生命花圃中的一串串故
事，尽在笔下笺中化蕾、吐蕊、绽放。你要用““罗衣恣风
引，轻带任肩摇”和“娇歌逐软声，薄裙傍日开”的丰采去
面对前边的一切。就能扫荡你每一丝暂短的孤独、惆怅、失
意与落寞。

虽然，离我最近的梦，是最遥远的梦，却又是最酣香的梦，
有着我最深的情。咫尺天涯，离得越远，思恋越深，爱会更
切。朝夕的呼唤，让心中的依恋、期盼的宿愿，那么刻骨铭
心。苦涩，也是享受；煎熬，也是甜蜜。因为，爱就是心灵
的守候，而思念则是爱的凝聚。

饮下壶中的月色，是品位，是情趣，是含蓄。把这壶月色品
饮，为相逢，可以在中秋月圆时谈叙；为关怀，可以在一勾
残月时相互叮嘱；为体谅，可以在繁星满天的无月时相互理
解。为理解，需要交流。以月色为佳酿，斟酌品饮，是会有
如柳永在《浪淘沙慢》中所说的：“殢云尤雨，有万般千种，
相怜相惜”的感受的。

晏殊在《木兰花》中的“美酒一杯谁与共？往事旧欢时节动。
不如恋取眼前人，免更劳魂兼役梦。”虽有他自己的意味，
但终不过是感情的浅薄，心情的落寞，灵魂的孤寂，且有及
时行乐的嫌疑，我以为不可取。

所以，还是留下过去、留下记忆、留下怀念。因为留恋最精
彩、是高格调、最香醇、也最美妙。

春江花月夜音乐欣赏感悟篇四

讲课文，写作文，语文教师往往少不了强调主题（中心）。
也许正因为过分强调了主题，本应该在中学课堂上独领风骚
的语文教学落得个“凄凄惨惨切切”，本应该让学生自由展



露才情的写作令学生敬而远之。

一、受不了人为拔高

我们的语文教学似乎从来都是培养“主题”的。一篇文章，
讲段落大意，讲中心思想，一定要上升到相当高度、总结出
一番“深刻的主题”。这种主题综合症何止仅对学生，不少
教了若干年的语文教师，现在看完一篇文章、听完一个故事，
也总会自发地用一根尺子测量一下其“主题”，有时还会脱
口而出：“通过……的描述，深刻地反映了……”你看，归
纳主题的语言形式都是僵化的。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甚至是自觉的）以“政治”、“社
会”等来解读语文。其实，并非所有的作品都是微言大义、
力透纸背。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关于主题历来的概
括是：通过百草园里自由快乐的生活和三味书屋枯燥无味的
生活相比，表现了热爱大自然，追求自由快乐的`儿童心理，
从而批判了封建制度对儿童的束缚和损害。这一主题源于许
钦文先生《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上海教育出版
社1961年），时至今日，这一主题思想仍被中学语文教学参
考资料所沿袭。但事实上，这一主题概括的前部分是正确的，
后部分完全是牵强附会。这一概括不是从文本出发艺术地客
观地探究它，而是从某种主观理念出发，仅以鲁迅先生革命
的一生为依据，认为该文既然是鲁迅所作，就必然是投向旧
社会的钢刀和匕首，必然带有“火药味”，从而引申到批判
旧式教育制度上来。又如《岳阳楼记》，总是这样来归纳主
题：本文“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阔大情怀和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事实
上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滕建一座楼，范树一块碑。《岳阳楼
记》是范仲淹为滕子京树立的一块记功碑。文章肯定并歌颂
了滕子京在失意时的赫赫功绩，赞扬了他是一位具有古仁
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品德的伟大政治家。这就是本文的主题。
你能说这样的主题有多深刻吗？归到“歌功颂德”这一拍马



屁类主题中也不为过分。再如乔治・桑的名篇《冬天之美》，
明明是抒发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亲近之感，以及由此引
发的对朴实、安详、宁静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但是偏偏有人
挖掘出这样“深刻”的意义来：含蓄而猛烈地批判了资本主
义社会上层阶级奢侈挥霍的腐朽生活。

重峦叠嶂、悬泉飞瀑令人惊心动魄，这些还不够吗？为什么
非要先入为主地冠之以“批判”“赞美”“抨击”“讴歌”
而在本来畅达如行云流水的美文中艰涩跋涉、勉强挤压出一些
“深刻”的主题来呢？绿林清风、小溪流云惹人凝目遐想，
这些还不够吗？为什么非要表现那些并不能打动人心、引人
共鸣的“深刻”的主题呢？人为拔高主题，最是我们要加以
克服的，因为我们“左”惯了！

二、哪里来的局限性

与人为拔高主题正相反的是，我们学习一篇古代的或外国的
作品，归纳主题时总忘不了向学生交代几句“局限性”，这
似乎已成为课堂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脚“台步”。从贯
彻“批判性继承”原则的角度说，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翻
检中学语文教学资料，有不少切中肯綮、合情合理的局限性
分析，如指出《师说》中厚古薄今的儒家观念、《扬州慢》
情调过于哀伤低沉等，无疑都是十分正确且很有必要的。但
另外一些“局限性”的判断（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分析”）
则存在较严重的随意性、简单化的毛病，给人的感觉是为找
局限而找局限。比如学习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有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在归纳主题时便指出
“局限性”，说李白“逃避现实”，“流露了消极思想”。
问题是，李白为什么要“逃避现实”？他“逃避”的又是怎
样的现实？难道他否定溷浊、决绝权贵、不与权贵同流合污
还不够？还非得要使出孙大圣的能耐，“打得那九曜星闭门
闭户，四天王无影无踪”才算功德圆满？如此得出“局限
性”，学生要么好笑，要么反感！



春江花月夜音乐欣赏感悟篇五

《春江花月夜》

八年级上

纯乐器欣赏课

一个课时

多媒体、钢琴

（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充分的聆听歌曲，培养学生热爱民族音乐的感情和学习
民族音乐兴趣。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聆听以及小组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体会歌曲的情绪，
丰富有趣的音乐活动培养学生的`音乐感受力、表现力和创造
力。

（三）知识与技能目标

用自然的、有表现力的演唱歌曲主题片段，理解并运用“同
尾换头”的音乐发展手法。

有表现力的，婉转抒情的歌声表现歌曲，体会歌曲的思想感
情。

掌握歌曲的同尾换头的音乐创作手法并能够进行创编。

（一）激趣导入



通过奥尔夫声势律动的方法进行导入，对歌曲主题音乐的难
点节奏通过拍手捻指等方式引导学生进行模仿，引出新课。

（二）新课教授

1、初听歌曲

（1）多媒体播放，提前提问问题：这部作品给你描绘了怎样
的画面？

（2）钢琴范唱前三个乐段，提前提出问题：歌曲的旋律特点
是什么？

2、深入了解

发声练习：用“mi”做音阶式的发声练习。

跟钢琴对歌曲的主题旋律片段进行视唱并对其情绪方式进行
引导。

通过多媒体对歌曲第一段和第五段的音乐进行分析。

3、整体感受

这一环节针对《春江花月夜》的发展历史知识进行讲解，并
激发他们去探索音乐的兴趣。

（三）音乐活动

对《春江花月夜》的主要创作手法——同尾换头，引导学生
进行即兴创编，并对成果进行展示和评价。

（四）课堂小结

这一环节采用学生主动回答的方式，老师总结升华。



春江花月夜

同头换尾创作手法

民族管弦乐琵琶萧古筝二胡

春江花月夜音乐欣赏感悟篇六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望相似一作：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落月一作：落花)

译文

春天江潮水势浩荡，与大海连成一片，一轮明月从海上升起，
好像与潮水一起涌出来。

月光照耀着春江，随着波浪闪耀千万里，所有地方春江都有
明亮月光。

江水曲曲折折地绕着花草丛生原野流淌，月光照射着开遍鲜
花树林好像细密雪珠在闪烁。

月色如霜，所以霜飞无从觉察。洲上白沙和月色融合在一起，
看不分明。

江水、天空成一色，没有一点微小灰尘，明亮天空中只有一
轮孤月高悬空中。

江边上什么人最初看见月亮，江上月亮哪一年最初照耀着人?

人生一代代地无穷无尽，只有江上月亮一年年地总是相像。

不知江上月亮等待着什么人，只见长江不断地一直运输着流
水。

游子像一片白云缓缓地离去，只剩下思妇站在离别青枫浦不
胜忧愁。



哪家游子今晚坐着小船在漂流?什么地方有人在明月照耀楼上
相思?

可怜楼上不停移动月光，应该照耀着离人梳妆台。

月光照进思妇门帘，卷不走，照在她捣衣砧上，拂不掉。

这时互相望着月亮可是互相听不到声音，我希望随着月光流
去照耀着您。

鸿雁不停地飞翔，而不能飞出无边月光;月照江面，鱼龙在水
中跳跃，激起阵阵波纹。

(此二句写月光之清澈无边，也暗含鱼雁不能传信之意。)

昨天夜里梦见花落闲潭，可惜是春天过了一半自己还不能回
家。

江水带着春光将要流尽，水潭上月亮又要西落。

斜月慢慢下沉，藏在海雾里，碣石与潇湘离人距离无限遥远。

不知有几人能趁着月光回家，唯有那西落月亮摇荡着离情，
洒满了江边树林。

解读

春江花月夜诗评泛滥，网上什么版本都有，若是此时我再浓
墨于其字词运用引经据典，大概就逃不出捡人剩下落魄甚至
会遭蒙抄袭嫌疑。所以作罢，写写我理解就够了，所谓托物
言志或者抑扬顿挫之类文字游戏还是留给有水平大家去做吧。

春江花月夜长度还算适中，可是为了把自己融入进里，也着
实花了我不少功夫。阅诗，最忌讳就是读，不同人不同心境
进而不同语调流转，都有极大可能让诗原本意境面目全非。



人和人之间，不是这么容易便能驾驭了彼此心情。所以我选
择抄写，整整一上午高山流水地沉浮在字里行间，感情毫无
预兆地就漫溢了出来。

张若虚连字号都不为人详，沧海一粟地茫然在唐朝灿如繁星
诗人堆里，却仅凭这一首诗“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春江
花月夜归于乐府，带有乐府诗一贯情愫，缕缕歌章唱都是诗
人曲婉离愁，通篇白话文一般浅显，不需要任何注解，一个
离人立于江岸形象便跃然印入眼帘。我看见他背着双手，傲
然地仰头望向无垠汪汪白水，赞叹自然浩淼荡漾，心意空洞
眼神苍白如昼，流露出了怎样一种哀愁。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他站在辽阔到分不
清哪里是海岸线水边，在熏风里望见明月凄楚地随潮涌翻滚
而来，好像听不见浪涛呱噪和海鸟悲鸣，行云流水地营造了
他自己不被打扰安静和美景。是了，春江某种程度上成了他
情愫归宿，寄托了他情成就了他美，顺便再给我们精彩回放
了那晚夜色妖娆。月色美，在诗人乡思离愁里，却如蚌体内
珍珠，是凄苦延伸和凝固。诗人看“滟滟随波千万里”，月
影倒映，水波涟漪，却突然感到了心理不平衡:为什么月笼春
江千万里，我却望穿了秋水也望不见家舍屋顶袅袅炊烟!就连
江边芳甸也因为有江流不息陪伴，惹人妒忌。

或者他突然发现月亮其实和自己一样孤独。明月爱慕着春江，
却苦于时空蹁跹，一天一地，惟能只知昼夜不知岁月地映照
着白水，不离不弃。就如诗人自己一样，望这长水，只期盼
能望见家中玉帘后牵挂。

又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无奈人与
天绝对力量悬殊，明月一岁一千年，看尽人情薄凉锦暖，世
人却伴月初生，望月临终，至死了也看不透自然玄妙。可他
又说“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人类啊，年华
如水去而不返却繁衍生息绵延久长，看着江月，总该有看尽
一天。诗人天真自我安慰，“哀而不伤”，与李白《把酒问



月》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诗人举目而眺，“有乘扁舟为客者，有登楼而伤别者”，更
有自己不可尽言思念。他似乎还看见了家中“妆镜台”前同
样思念他女子，辗转反侧，苦于月色柔情更添了她愁思。那
多情女子，多想随明月光华一起，“逐月华流照君”，瞬思
闲就能流转到意中人身侧。可惜“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
跃水成文”，望长空:鸿雁远飞，飞不出月光影，飞也徒劳;
看江面，鱼跃深水，只激起阵阵波纹，跃也无功。“;尺素在
鱼肠，存心凭雁足”，向以传信为长鱼雁，如今也无法传递
思念。

对于“水成文”，其实我还有别理解。诗人思念，望穿了秋
水，也望成了幻觉，他好像看到了鱼跃激起水纹里有远方传
来书字，一篇思愁蔓延水面，情深亦如水。

全诗到这里，我激情大约也到了个终点。近乎审美疲劳，后
面内容，已经不足以翻起我思绪。

月复西斜，海雾徒生，潇湘碣石，江树摇情。就以这
个“摇”字作为最后看点，“月华摇晃，树影婆娑，人心起
伏，月摇，树摇，人心亦在摇”。诗人在江边站至夜深，江
风骤起，他看岸上树舞起，好像是在代替谁回应着他思念，
也好像是因为树枝沉甸甸地挂满了他思念，于是他情不自觉
地心中悸动起来，再也平静不下来。只好就此收了笔。

春江花月夜音乐欣赏感悟篇七

著名诗篇《春江花月夜》全诗对春、江、花、月、夜，这五
种事物集中体现了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构成了诱人探寻
的奇妙的艺术境界。

教学目标：



1、让学生在诵读中感受诗歌内容：景、理、情

2、引领学生在品读中鉴赏美景，体悟哲理和情感，提高鉴赏、
表达能力

3、让学生在赏析过程中，学习置身诗境，缘景明情，比较鉴
赏等欣赏诗歌的方法

教学重点：

1、展开联想和想象，进入诗歌意境，鉴赏景物美

2、缘景明情，品悟诗歌哲理和体悟诗歌感情

教学难点：景、理、情的赏析

教学方法：

1、多媒体

2、诵读赏析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老师引导学生自由背诵写月名句)

这节课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二、自读诗文，整体感知

思考：这首诗题为春江花月夜，作者具体写了哪些内容?



学生边读边把握诗歌的内容

教师引导学生初步把握诗的主要内容：月下美景，月下哲理，
月下情思

三、赏析美景、把握情感

(一)赏析美景

1、要求：学生范读，其他学生划出写景的句子，并找出所写
景物

明确：春江、明月、花林、流霜、白沙、江天

2、运用联想和想象，置身诗境，再现画面

教师点评，总结学生结论，描绘画面

学生齐读，再次感受月下美景

3、概括景物特点

月夜特点：幽美、朦胧、静谧、澄澈、空灵

4、方法指导：

鉴赏写景诗，不仅要捕捉画面，感悟美景，还要了解把握景
物特点，把握诗人情思

(二)、品悟月下哲理

1、提出思考：面对美景，作者有怎样的感慨?

明确：作者独立江畔，看到那轮孤月，引发了对宇宙人生的`
思索



2、探究研讨

古往今来，不少文人在面对美好河山，优美风光时都会思考
宇宙与人生

(老师补充资料：曹植：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

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苏轼：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张若虚：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学生讨论交流，比较前三位与张若虚对宇宙人生思考的异同

明确：

相同：感慨宇宙永恒

不同：前三位感慨人生短暂，但张若虚礼赞人类生生不息，
生命永恒

3、诵读诗文

4、方法指导：缘景明情，比较鉴赏

(三)体悟月下情思

1、解读诗歌情感

方法指导：缘景明情

2赏析游子思妇的情思

方法指导：找到直接抒情和借景抒情的句子，体悟情感



学生自读，讨论交流，自由发言

明确：

思妇：离愁牵挂，游子：寂寞思归

3、探究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

把握月与情的关系，

游子思妇：睹月思人，借月抒怀

4、解读明月意象

拓展：中国人的明月情结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总结月亮意象的含义：思归怀人，离愁别恨

5、反复吟诵，在读中再次感受游子思妇相思

学生选择读写游子或者思妇的诗句

教师点评

齐读，感受相思

四、鉴赏小结

五、美读诗文



春江花月夜音乐欣赏感悟篇八

教具录音机、多媒体

1、通过欣赏古曲《春江花月夜》，使学生了解有关的音乐文
化知识，培养学生热爱民族音乐的感情和学习民族音乐的兴
趣。

2、了解一些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特点。

3、背唱《春江花月夜》的主题。

重点难点认识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的两个特点：“鱼咬尾”
和“换头合尾”。

1、民族管弦曲《春江花月夜》力图从音乐的角度来刻画一幅
美丽动人的月夜江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乐曲的旋律流畅
婉转,格调古朴典雅、生动秀美，充分地利用各种音乐手段，
形象地描绘祖国春江月夜的良辰美景，贴切地表现出标
题“春江花月夜”的新意。这首乐曲的生动音乐语言，激发
着人们丰富的联想与想象。因此，它远远地超过了用诗歌语
言所表现的意境。

2、《春江花月夜》原来是一首琵琶曲，曲名为《夕阳萧鼓》，
这首作品已成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一颗光彩夺目的璀璨明珠。
它宛如一幅山水画卷，把春天静谧的夜晚，月亮从东山升起，
小舟在江面荡漾，花影在两岸轻轻摇曳的大自然迷人景色，
一幕幕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给人们以高度艺术美的享受。

这首典雅、优美、抒情的民族管弦乐曲，已成为中国传统音
乐中的一颗光彩夺目的璀璨明珠，它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的结
构特点。在欣赏这首作品之前，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乐曲中这些很有意思的结构特点。



1、江楼钟鼓：

这段江南风格的主题音调（琵琶、古筝、箫、二胡等）丝竹
乐器奏出。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段主题音乐。

请同学们首先视唱主题，在反复地视唱过程中，发现乐句一
头一尾的音都是用同度音贯串连接的。

这段主题旋律如歌，给人以恬静安谧、令人陶醉。也是全曲
的基础。我们可以用一句民间的俗语来形容它叫“鱼咬尾”。
要求学生掌握这个特点后背唱这段主题旋律。

2、这段主题

它在不同的音乐段落里变化展衍，从不同侧面充分展示它所
蕴含的美质。在不同的段落中，这一主要主题往往改变它开
始的部分，引出一些新的因素，给人以新的享受。请同学们
听三个段落“江楼钟鼓”、“月上东山”、“花影层叠”。
归纳出这三个段落有什么相似点。特点是：每段的结尾乐句
相同：

我们把这种中国传统音乐的典型的结构特点叫：“换头合
尾”。

欣赏琵琶演奏的《春江花月夜》片段。

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对欣赏中国古代的音乐作品
有很大的帮助。不但能从音乐作品中获得美的感受，更能从
音乐的本身发现美。让我们在下一节课中共同感受这首《春
江花月夜》给我们带来的古典的美。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同学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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