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光曲教学设计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月光曲教学设计教案篇一

引入新课

出示课题

（3分钟）读课题。

1、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浸透着母亲无数的心血与汗水，蕴涵
着母亲无尽的牵挂与关爱。这一课，就让我们走进这篱笆小
院，在柔和的月色里聆听这位农家母亲的声音。

呈现目标

渗透学法

（2分钟）

学习1～5自然段。1.“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韵。”说
说对这句话的理解。

2.如果你就是篱笆小院那个被妈妈搂在怀里的孩子，听着这
样的歌谣，你会想些什么？

学习6～13自然段

1、找出描写母亲形象的一句话。“此时明月以至中天，母亲



沉浸其中，显得庄严肃穆，有如玉石雕像。”说说你对这句
话的理解。

2.从哪儿可以体会出作者对母亲的感激怀念之情。

自主学习

讨论研究

（10分钟）

1、针对目标逐题进行交流。

2、讨论：作者为什么用“月光启蒙”作为课题？

交流点拨

达成目标

（10分钟）

教师点拨：1、母亲的教育多是在夏夜月光下进行。2、启蒙
教育充满着母爱和诗意的，而月光往往能营造这样的氛围，
以此为课题，与全文的情境相吻合。3、月光朦胧，给人很多
想象的空间，激发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身对孩子也有启
蒙作用。

同步训练

关注慢生

（10分钟）完成课后练习配套练习册。师巡视找出共同的问
题后共同解决。

质疑问难



总结拓展

（5分钟）

1想想你母亲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给过你的关爱，写一封感恩信。

2、试着写一两首童谣。

[《月光启蒙》第二课时表格式教案(苏教版五年级下册)]

月光曲教学设计教案篇二

一、感受文言、了解特点

师：今天我们学一篇古文（板书“古文”）。知道什么叫古
文吗？

生：古代的文章

生：古代的人写的文章。

生：明日之星。

师：对，你们校园墙上就大大地写着这四个字。知道词语的
意思吗？

生：学校让我们好好学习，成为将来的明星。（众笑）

生：就是“的”的意思，明日的星。

师：讲得很明白。谁还能组词？

生：之乎者也。（众大笑）

师：“之乎者也”可不是一个词。这本来是互不相连的四个



字，它们是古文里的一些语助词。不过也有人用它来讽刺那
些白话文还写不通，却老想胡撰两句文言的人，如：“这个
人之乎者也说了半天，谁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明白了
吗？（生答明白）

师：还能组词吗？

生：军属门上有时贴一张”光荣之家“的纸。

师：对。其中的”之“字怎么讲？

生：当“的”讲。

师：也当”的“讲。刚才说了这个”之“字是古文中常用的
一个字。现在用它一般都当”的“字讲；但在古文中，它却
有许多种讲法；我们今天这篇课文里，“之”字先后一共出
现了六次，大致有三种讲法；有时即使是同一个讲法，但所
指的对象也不同，真的有点复杂。大家一会儿读的时侯要注
意细心区分、理解。好了，现在大家打开课文，读一下课题。

（赏析：文言文名篇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的精品，是古代文
学的结晶，也是让学生接受经典文化熏陶侵染的良好载体。
作为语文老师，如果能激发学生阅读文言文兴趣，带领他们
身心愉悦、陶醉忘情地走进古色古香的文言世界，那么，这
将对学生今后古典文学的学习，尤其是文言文的学习发挥十
分积极的作用。支老师开门见山地告诉学生今天学习的文章
特点，然后以“之”的古今不同为切入点，让学生从生活中
体会古今意义的不同，这一教学看似简单其实意义深远。它
紧紧抓住学生的好奇心，消除学生的畏难情绪，让学生初步
感受了文言的特点——一字多用。

二、解读课题、激发兴趣

生：（齐）学弈。（师板书课题）



师：翻开后页的注释。看看这个”弈“字是什么意思。（生
看注释）

生：”弈“就是下棋。

师：”学弈“呢？

生：学习下棋。

师：完全正确。你知道这一课是学习下什么棋？象棋？军棋？
还是跳棋？（该生无语，另一生举手）

生：这一课说的是学下围棋。因为古代肯定没有什么军棋，
跳棋呀！

师：可是象棋自古就有啊！（另一生举手）

生：他们下的是围棋，我从图上看出来的。那个棋盘，还有
那么多子儿，应该是围棋。

师：你很聪明。会下围棋吗？

生：不会，看人家下过。

生：（迟疑了一下）行！

三、初读课文、习得方法

师：好，经过片刻考虑说”行“，看来你说话很负责任。下
面大家各自把课文多读几遍，直到你觉得读通了为止。（学
生各自朗读课文）

师：能读给大家听吗？谁敢为天下先？―――就是谁敢第一
个读？（有生举手）好！敢为天下先的人出现了。请大胆地
读给大家听！



（生读课文，有的地方读不通）

师：敢读就很好！虽然有些地方读得比较吃力，但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最值得称赞。这样吧，你们看一下注释。这篇课文
的注释很多，一下子记不住。你可以按照序号，把注释的内
容简单地标记在课文中相应的字词旁边。然后再读课文，一
边读一边对照注释想想这些字、词、句子的意思。知道意思
了，可能读起来就顺了。大家开始做这个工作：标记注释，
理解字、词、句。开始吧，给大家10分钟时间。（生开始按
要求自学课文）

师：读古文讲究”断句”。原来古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我
们的课文为了大家学习方便，加上了标点。读课文时，有标
点的地方当然需要停顿，但在一些句子中，根据它的意思，
那些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需要拖个长声。这样读，你自己
比较好理解，听的人也容易听懂。大家拿出笔来，听我读一
遍，注意听我读到哪里没有标点却拖长了字音，你就在哪里
画一条斜线。（板书画斜线“／”）为了大家便于听和画，
我读得慢一些，拖音也放长些。明白吗？（生答明白）

（下面是教师示范拖音的读文）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
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
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
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师：下面各自按照画出的斜线朗读一次，拖音的地方，可以
夸张些。（学生各自练习朗读）

师：古人读书讲究吟咏，读得入情后还要摇头晃脑，甚至身
子也跟着节奏晃动。（师示范：“弈秋，通国之……善弈者
也。”生笑。）你们别笑，读出滋味来的人都是这样。你们
也试一试，看看能读出滋味来吗？（学生继续练习，不少人



摇晃起来，气氛很热烈。）

师：大家读得真不错，敢站起来晃一晃吗？（众笑）

师：好多了。再重读一下这一句。（示范：“为／是其智／
弗若与？”）注意是问号。（生重读此句）

师：谁再来读？（先后有四人读课文，师随机指导、示范）

师：你们觉得这样读是不是课文也好懂一点了？生：（齐）
是。

四、研读探究、理解文意

师：那我问几个问题行吗？第一个问题：“弈秋”是什么意
思？讲详细点。

生：弈秋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很会下棋。

师：没有说得太明白，很会下棋到什么程度？

生：他是全国最会下棋的人。

师：啊，放到现在他能拿到全国围棋比赛的金牌！（众笑）
哪句话说了这个意思？读出来。（生齐读：“通国之善弈者
也。”）

师：这句话中那个“者”字是什么意思？

生：“者”就是指那个人。

师：没听懂。我问你，什么叫“作者”？

生：“作者”就是作文章的人。



师：“读者”呢？

生：读文章的人。

师：“胜利者”呢？

生：胜利的……得到胜利的人。

师：不简单！“善弈者”呢？

生：善于下棋的人。

师：说得都对。这样看来，这个“者”字，严格地说应该当
什么“的人”来讲。你看你刚才讲的：作者――作文章的人，
读者――读文章的人，胜利者――获得胜利的人，都是“的
人”，是吗？（生答是）

师：第二个问题：课文里的人让弈秋干什么？

生：叫他教导两个人下棋。

师：听着别扭！老师今天教导我们《学弈》这一课。别扭吧？
怎么说？

生：人们让他教两个人下棋。

师：这样说多顺啊！第三个问题比较难答，他这两个学生表
现怎么样？一个一个说。

生：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教导；另一个人虽然
听弈秋的教导，但一心认为有天鹅将至，想拉弓用箭射。

师：你很会利用注释，所以讲明白了，很好。你这段话说是
说明白了，但听起来有点硬邦邦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你
只是把注释原封不动地套了进去，就显得有点死。其实你把



注释的意思理解了，然后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话，自自然然地
讲出来就行了。现在大家练习说一下，同桌的两个人互相说
一说。（学生练习，有的互相讨论）

师：大家停一下。我这里有几个字不明白，想请教你们，能
帮帮我吗？“一人虽听之”中的“之”字是什么意思？（有
学生翻看注释）

生：这个“之”字的意思是指弈秋的教导。

生：是。

生：一个人虽然也听弈秋的话。

师：你看，这样说就简单明白多了。是不是？第二个
字，“惟弈秋之为听”中的“之”字是什么意思？（学生翻
看注释）这次你不要再看注释了，注释里只是整个讲了这句
话，没有单讲这个“之”字。你得自己动脑子想。

生：这个“之”字还是指弈秋的教导。

师：变成平常的说法怎么说？生：弈秋的话。

师：恭喜你答对了！（众笑）那么“惟弈秋之为听”怎么讲？

生：只听弈秋的话。

师：再次恭喜你答对了！（生答谢谢，众笑）

师：现在我们知道了，刚才的两个“之”字，都指的是弈秋
的话。再看“思援弓缴而射之”中的“之”又是指什么？
（生无人能答）

师：联系上一句“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想一想他想射的是
什么？



生：射天鹅。

师：对。你看这个人，不但不好好学习，上课思想开小差，
他还想猎杀珍贵的野生动物。（众笑）你把两个小句连起来
讲一下。

生：一个人虽然也在听弈秋的话，但他一心以为有天鹅将至，
老想着拉弓用箭射天鹅。

师：对他讲的有什么意见吗？

生：他那个“将至”没讲出来。“将至”就是将要来到了，
就要飞来了。因为“李白乘舟将欲行”的“将”就当“就
要”讲。

师：你真不简单，能联系旧知识解决新问题。还有没有意见？

生：最后那个“射之”的“之”是指天鹅，但他前面已经说
了天鹅就要飞来了，所以他要射的肯定是天鹅，不会是别的。
所以最后这个“之”字说成“它”就行了。称动物的那个宝
盖头“它”。（众笑）

师：你说得非常正确。按你的`说法把两个小句连起来说一下。

生：一个人虽然也在听弈秋的话，但他一心以为有天鹅就要
飞来了，他就想拉弓用箭射它。（掌声）

生：书上有一句话说：“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就是讲
结果的。意思是：这第二个学生虽然和第一个人一起学，但
学习成绩不如第一个人好。

生：两个“之”字都指的是那个好好学习的人。

师：非常好！这两个“之”字也有一个没加注释，他根据句
子的意思也解释出来了。请坐！最后一个问题：造成他们学



习结果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作者是怎样分析的？先把有关
的原句读出来。大家一起读，我看你们的想法一致不一致。

生：（齐读）“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师：谁能直接用自己的话把它解释出来？

生：有人说，是他的智慧不如前一个人吧？有人说：不是这
样。

生：我认为应该这样说：有的人说，是他的头脑不如前一个
人吧？也有人说，不是这样啊。我把他说的“智慧”改成
了“头脑”，说“脑子”也行。因为人们平常都这样
说：“这个小孩脑子好！”不会说：“这个小孩智慧好。”
（鼓掌）

师：这是这节课第二位获得老师们掌声的同学，祝贺你！

生：老师，我说得比他们还简单，您看行不行？

师：你真客气！（众笑）你说吧，让大家共享一下！

生：有人说他不够聪明，有人说不是这样。（掌声）

师：老师们的掌声说明了一切，你到前面来，站在台口，向
老师们说声谢谢。

（该生走上前，但行动有些局促忸怩，抓耳挠腮。众笑）

生：不知道。（笑声）可能是笑话我吧？

师：大家的笑还是善意的，是看见你一下子变得那么腼腆，
那么不好意思，觉得挺有趣。一个人不但要有知识、有学问、
有道德，而且行为举止也要大大方方，礼仪周全。特别是面
对大庭广众，更要落落大方、文雅而又潇洒，你愿意这样吗？



（生答愿意）那就大大方方到台前向老师们敬礼致谢。老师
们再给点掌声鼓励他！（掌声热烈）看老师们多爱护你，去
吧！

（该生大方地敬礼：“谢谢老师们！”老师鼓掌）

师：看，这样多好！回座位吧。好了，这几个问题一讨论，
课堂内容就都明白了。谁还有不懂的地方，提出来。

生：老师，课文里有两个“也”字，好象都没讲，它们是什
么意思？

师：你把这两个句子读一下。

生：第一个是：“通国之善弈者也”，第二个是：“非然
也”。

师：问题提得好。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不知道，听我说。这
个“也”字在现代语中最多见的是当“同样”讲。比
如：“你去我也去。”“他朗读也很好。”都是这个意思。
但在古文中，它一般放在句子的最后，表示某种语气，它本
身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跟现在
的“吧”“吗”“呀”“啊”“了”等相似。如“非然也”，
可以理解为：“不是这样啊”；“通国之善弈者也”，可以
理解为：“全国最善于下棋的人了”。你说这个“啊”
和“了”是什么意思。

生：没意思。（大笑）

五、故事改编、深化表达

师：对，它本身没有什么含义。下面我们进行最后一项活动。
看谁能把这篇课文所讲的故事完整地讲出来。这次讲，不要
求越简单越好。刚才我们理解句子，越简单越清晰。现在要



讲故事，应该在符合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发挥，
也就是说：可以添油加醋。（众笑）但要添得合情合理，加
得有滋有味！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只能找三位同学讲。大家
推荐三位同学吧！

生：我推荐王亚欧。

生：我推荐秦浩然。

生：我推荐我自己，我叫史维荣！（笑声掌声）

师：好一位维护自己尊严与荣誉的女同学！有个成语，就是
讲自己推荐自己的，知道吗？

生：毛遂自荐。

师：差不多，只差两点！在你说的“遂”字上面加上两点变成
“遂”（板书“遂”），“毛遂自荐”。毛遂也是一个人名，
是战国时代平原君的门客。他自己推荐自己当一次“谈判代
表”把事办成了。后来人们就用“毛遂自荐”来表示自我推
荐的意思。好吧，现代女毛遂――史维荣女士请上台！（笑
声）

（三位学生并排站在讲桌前，面向同学）

生：（自荐的史维荣）大家好！（师插话：很好，先行问侯！
出于礼貌，哪位同学讲完了，我们都要报以掌声！对不起，
打断你的讲演，重新开始吧！）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一
个古代的故事。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就在
四千多年前（众笑），有一个人名字叫弈秋。他为什么起这
样一个怪怪的名字呢？因为他是全国最善于下围棋的人了，
所以叫弈秋，说明他的棋艺已经到了丰收的秋天，结满了累
累的硕果。人们见他棋下得这么好，就请他出面教两个人学
习下棋。



师：想在他丰硕的果园里再增添两只金苹果！（众笑）

生：这两个字下棋的学生一个叫李中芳（学生大笑，纷纷往
后看），一个叫赵迪。（学生又笑又看）

生：不是，他俩是我的好朋友。这个李中芳还不错，上课专
心致志，聚精会神地上课，她只听弈秋讲课；可是那个赵迪
就不行了。（众笑）她一边上课一边走神，看起来好象是在
听课，但她一个心眼想着：要是有一群天鹅飞来有多好呀！
我拿起弓射它几只下来，可以饱一顿口腹。

师：那叫“一饱口福”，“福气”的“福”。

生：可以一饱口福。结果两个人虽然一起跟弈老师……（众
笑）

师：最好不要说“弈老师”，你不是说“弈秋”是人们称赞
他的一个称呼吗？他不一定姓“弈”，也没听说有姓弈的。

生：两个人虽然一起跟弈秋学棋，可是赵迪很快就跟人家李
中芳差远了。（众笑）可赵迪还说：“我的脑子不如你，没
你聪明！”但是弈秋却摸着胡须说：“错了，不是这个原因
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管你干什么事，学什么本领和
知识，都要一心一意，专心致志，不然就什么也做不好，什
么也学不会。现在我们用的成语“专心致志”就是从这个故
事中来的。

师：真的不简单啊！下一位讲。（该生发言略――编者）

生：（讲演得过奖的王亚欧）先生们，女士们。（笑声）

师：这种称呼是从国外传来的，他们比较尊重女性，所以应
该把次序调过来。



生：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光临今天的故事大全！（笑
声）话说唐朝天宝年间，正是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的故
事“越演越热”的时侯。地球人都知道，杨贵妃和唐玄宗两
人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人，一点不假。这天，正是春末
夏初，贵妃娘娘刚刚在华清池洗完了温泉。觉得无事可干，
就想下一盘棋。

师：弈秋终于快出场了！（众笑）

生：可是下棋唐玄宗不是杨贵妃的对手。于是，玄宗皇帝传
来了太监高力十，问他通国上下谁人下棋最好。高力士
说：“启奏万岁，小臣听说诗人李白棋艺不低。”玄宗
说：“传我口谕：宣李白进宫。”李白进得宫来，听说了下
棋的事，赶忙奏曰：“微臣李白不才，不敢在娘娘面前现丑。
臣推荐一人必能令娘娘满意。”玄宗说：“此人是谁？什么
背景？快快道来！”

师：这回弈秋该来了吧？

师：告诉大家什么叫手谈。

生：手谈就是对弈，也就是下棋，是一种文雅的说法。我接
着讲。结果日本人也大败而去。（众笑）这时玄宗皇帝已被
说得兴起，说：“派两个学生去向他学弈。这件事就交给你
办了。”李白说：“臣领旨谢恩。”然后李白就给弈秋送了
两个徒弟过去。其中一个名叫聂卫平……（大笑）

师：怪不得聂卫平人称棋圣，原来师出名门！另一个便是享
誉全国、名扬欧亚的本人――王亚欧！（全场鼓掌大笑）

师：啊，你也是弈秋名下高徒！请问先生，您会下围棋吗？

生：不瞒您说，本人粗浅涉猎，学艺不精。曾想与马晓春小
试牛刀，就是没有机会！（大笑）话说开学以后，聂卫平兢



兢业业、专心一意好好学棋，惟师傅弈秋之言是听；而王亚
欧那小子（众大笑）虽然也貌似听课，但身在曹营心在汉。
他眼见秋去冬来，（师：又扯远了！）大雁准要南飞。（师：
不是大雁吧？）天鹅也是侯鸟，到冬天也要迁移。

师：那不叫迁移，一般称其为“迁徙”。（师板书“迁徙拼
音”并写“徒”与之区别）

生：好。天鹅也和大雁一样要迁徙。于是那个王亚欧就一心
想着天鹅就要到来了。我得引弓射箭，命中几只，好献给老
师弈秋。但时间一长，好坏就显出来了。虽然他与聂卫平同
师学艺，但两个人的棋艺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师：孙悟
空翻一个筋斗都追不上）就是。所以聂卫平成了棋圣，王亚
欧明年才能小学毕业。（大笑）唐玄宗听到这里说：“这个
王亚欧可能是小儿痴呆症吧？”但杨贵妃却说：“圣上此言
差矣，那个亚欧小儿，非智不如人，是其不务正业，一心贪
玩、不求上进也！”（鼓掌）

师：太好了。我问你，我国的四大名著你读过几本，最喜欢
哪本？

生：都看过。《红楼梦》没多大意思，尽是家庭琐事。我最
喜欢《水浒传》，里面一百零八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
煞，他们的绰号我能背着说出一大半，《三国演义》我也喜
欢。

生：不会。我没学好下棋就已经后悔了！（笑）

师：幽默本身就是知识和智慧的结晶。大家要像他一样多读
书，好吗？还有一点我得告诉大家：讲故事可以创造发挥，
展开想象，但这种想象一定要符合一般的人情和事理，不能
有硬伤。例如，亚欧刚才说他曾想与马晓春小试牛刀。这可
以，因为马晓春确实是一个围棋高手；但如果要说成想与姚
明小试牛刀，就成了硬伤了。至于故事中把唐玄宗、李白都



扯进来，好坏就是一种幽默了，是可以的。

月光曲教学设计教案篇三

山东济南李莉娜

笔录：翟运胜

……

师：谁能用徐州话，把这个童谣说一说呢？

师：同学们，著名的诗人孙友田在小时候也像我们这样唱童
谣，他写了这样一篇散文《月光启蒙》，看老师写课题。

师写课题。

师：蒙这个字比较难写，来，和老师一起来写，不要忘了这
里面还有一小横。

师：来读课题。

生：月光启蒙（声音响亮）

师：月光是那样的轻柔，来，再读。

生：月光启蒙（声音柔了许多。）

师：再轻一点。

生：月光启蒙。（声音轻柔起来。）

师：这样读就味道有了。

师：什么是启蒙呢？课前我们已经阅读过这篇文章，里面有



一句话告诉我们了，打开课本，读一读，看谁能找到。

生读：母亲用歌谣把故乡的爱，伴着月光给了我，让一颗混
沌的童心豁然开朗。

师：大家同意他找的这句吗？

生：同意。

师：咱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

生齐读这句话。

师：在句话中启蒙就是由什么到什么呢？

生：由混沌到豁然开朗。

师：你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吗？

生：由模糊到清楚。

师：还可以怎样说？

生：由不明白到明白。

师：是呀，由不会到会，由模糊到清楚，由不明白到明白，
由糊涂到明白，由混沌到豁然开朗，这就是启蒙。

生：母亲是用唱歌谣、讲故事唱童谣、猜谜语对我进行启蒙
的。

师板书：唱歌谣、讲故事、唱童谣、猜谜语。

师：母亲就是从这四个方面对我进行启蒙的。首先让我们看
一看母亲为我唱歌谣时的情景，谁来读一读。



生读：“月亮出来亮堂堂，打开楼门洗衣裳，洗得白白的，
晒得脆脆的。”

“月儿弯弯像小船，带俺娘们去云南，飞了千里万里路，凤
凰落在梧桐树。凤凰凤凰一摆头，先盖瓦屋后盖楼。东楼西
楼都盖上，再盖南楼遮太阳。”（生读得一般）

师：噢，你是这样读，其实在文中有一句就是告诉了我们该
如何去读，谁能找到呢？

生读：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三月的
和风，小溪的流水。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韵。

师：让我们先自己来读一读。

学生自己读。

师：读完了这一段，你感觉刚才那两段歌谣该怎样去读？

生：深情的。

生：轻轻的，柔柔的。

生：甜甜的。

师：那谁来给大家读一读这两首歌谣？

生读：“月亮出来亮堂堂，打开楼门洗衣裳，洗得白白的，
晒得脆脆的。”

“月儿弯弯像小船，带俺娘们去云南，飞了千里万里路，凤
凰落在梧桐树。凤凰凤凰一摆头，先盖瓦屋后盖楼。东楼西
楼都盖上，再盖南楼遮太阳。”（师相机点拨，引导孩子读
得轻一点柔一点。



师：多么富有想象的歌谣啊，有了以课文的理解，我们的诵
读就会更有味道。

师：我们是读出来的，而母亲却是唱出来的。大家想听吗？

生：想！

师：现在你们都是小孙友田，正依偎在妈妈的怀里，让我们
一起走进在那充满诗情画意的夜晚，去静静地感受。

音乐起，师范读：童年的夏夜永远是美妙的。暑热散去了，
星星出齐了，月亮升起来了，柔和的月色立即洒满了我们的
篱笆小院。这是孩子眼里最美的时辰。母亲忙完了一天的活
计，洗完澡，换了一件白布褂子，在院中的干草堆旁搂着我，
唱起动听的歌谣。师范唱：月亮出来亮堂堂，打开楼门洗衣
裳，洗得白白的，晒得脆脆的。”（掌声）

师：此时此刻你有怎样的感受啊？

生：身临其境。

师：说得具体点。

生：仿佛来到了孙友田的篱笆小院。

师：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可以说的。

生：看到孙友田幸福地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听着妈妈唱着动
听的歌谣。

生：小孙友田妈妈正深情地为他唱歌谣，小孙友田躺在妈妈
的怀抱里。

师：你觉得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



生：幸福的画面。

生：是一幅温馨的画面

生：对故乡的爱。

师：母亲那么深情搂着我，那么深情地为我吟唱，你看到了
母亲的什么？

生：母亲对我的爱。

师：是啊，从母亲的歌谣中我们看到了母亲的那浓浓的爱。

师：老师把课文变成这样的句子，你还会读吗？

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三月的和风那样
（），像小溪的流水那样（）。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
韵。

生：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三月的和
风那样柔和，像小溪的流水那样清净，小院立即飘满了芳香
的音韵。

师：清净是形容流水的，能换个词语吗？

生：轻柔。

师：换清脆好不好？再说一遍。

生：像小溪的流水那样清脆。

师：像小溪的流水那样清脆。还可以怎样说？

生：像小溪的流水那样悦耳。



生：像小溪的流水那样欢畅。

师：同学们的词语真丰富，那像三月的和风那样柔和还可以
怎样说？

生：像三月的和风那样轻柔。

生：像三月的和风那样清爽。

生：听到了母亲的歌声就像闻到了花香。

师：这美妙的歌声令人？

生：令人陶醉。

师：还可怎样说？

生：心旷神怡。

师：我也想到了一个词语，如痴如醉。课文又变成了这样，
你还会说吗？

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三月的和风那样
（），像小溪的流水那样（）。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
韵。令人（），这是多么（）的夏夜，这是多么（）的画面。

生：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三月的和
风那样（柔和），像小溪的流水那样（清脆）。小院立即飘
满她那芳香的音韵。令人（如痴如醉），这是多么（美妙）
的夏夜，这是多么（温馨）的画面。

师：谁还有不同的说法？

生：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三月的和
风那样（柔和），像小溪的流水那样（悦耳动听）。小院立



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韵。令人（陶醉），这是多么（美妙）
的夏夜，这是多么（动人）的画面。

师：你能把这种陶醉的感觉读出来吗？

生尝试读

生深情的读：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
三月的和风，小溪的流水。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韵。

师：听了你的朗读，我们的礼堂也仿佛飘满了芳香的音韵。

生齐读这一段。

师：我们从第四自然段读出母亲的爱与芳香的诗情，那我们
从第五自然段又能读出什么呢？请静下心来默读第五自然段。

生默读课文。

29分。

师：谁来说一说你读出了什么？

生：母亲对家乡的爱与对我的爱。母亲用歌谣把故乡的爱，
伴着月光给了我，让一颗混沌的童心豁然开朗。

师：你还读出了什么？

生：那时，我们日子清苦，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黄河留给
家乡的故道不长五谷，却长歌谣。

师：在这句话中有两个“长”，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生：黄河留给家乡的故道不长粮食，我们故乡的人却都会唱
歌谣。



师：不长五谷的长就是生长的意思。

师：长歌谣是里的长是？

生：创作歌谣唱歌谣。

师：为什么创作歌谣、传唱歌谣就是长歌谣呢？不着急，好
的词语是需要慢慢地去品的。

生:我们家乡是歌谣的故乡。

师：这里的人们口口相传，广为流传，这就是长歌谣我们读
出长歌谣的一层意思了。

生：代代相传。

师：是呀，家乡的歌谣在不断流传，代代相传，这就长歌谣，
我们又促进会的另一层意思。

生：对歌谣的热爱。

师：这里的人们发自内心地创作歌谣，不断地产生，不断地
传唱。

这一个长字大家却能体会这么多的意思。大家可真不起。

师：投影，这就是那块贫瘠的土地，人们的生活，他们的精
神他们却创作出了那么多的民歌民谣：《茉莉花》、《小放
牛》、《打麦歌》你又能从中体会到什么呀。

生：那里的人们很乐观。

生：对故乡的爱。

师：对长歌谣读出了人们的乐观精神，还读出了他们对故乡



的爱。

师：你能读出来吗？

生读：那时，我们日子清苦，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黄河留
给家乡的故道不长五谷，却长歌谣。

师：

生读，师下位巡视。

师：通过刚才的读，你读出了什么？谁来说一说。

生：母亲给我讲故事，给了我想象力。

师：母亲给我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生：母亲唱出了童谣的那风趣幽默的特点。

师：你能读出来吗？

生读：“小红孩，上南山，割荆草，编箔篮，筛大米，做干
饭。小狗吃，小猫看，急得老鼠啃锅沿。”

师：小狗大，小猫小，小老就更没有份了，怎么读呢？（师
范读）

生再次读这个间

师：猜谜语又给你什么呢？

师提示：狂猜谜语要动脑筋呀，我跟着我妈妈猜谜语，母亲
又给我了什么呢？

生：母亲给了我无限的智慧。



师：这都是咱自己读出来的，大家可真了不起。母亲究竟给
我了什么呢？

师出示：伴着月光，母亲用（）把（）给了我，使我（），
谁能用这样的句子说一说，放开声音说一说。

生：伴着月光，母亲用（歌谣）把（故乡的爱）给了我，使我
（一颗混沌的童心豁然开朗）

生：伴着月光，母亲用（动听的歌谣）把（故乡的爱）给了
我，使我（混沌的童心豁然开朗）

师：故事、童谣、猜谜语都可说呀！

生：伴着月光，母亲用（风趣幽默的童谣）把（丰富想象力）
给了我，使我（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生：伴着月光，母亲用（谜语）把（智慧）给了我，使我
（插上了文学的翅膀，飞向了文学的宝库）

师：伴着月光，母亲，母亲用

生读。

生：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师：在这里处处流露了作者的感激之情。

师：多年以后，母亲去世了，当作者回忆在母亲在月光启蒙
我，他又有怎样的感情呢？

生：怀念。

师：对呀！还有作者无限的怀念。在这里有感激与怀念之情，
你想带着哪一种感情呢？待会儿找同学起来读。



师：谁愿意读。

师：谁来读感激之情，谁来读读怀念之情？

配乐起。

师范读：母亲不识字，却是我的启蒙老师。长大后，

生读（感激地读）：是母亲用一双勤劳的手为我打开了民间
文学的宝库，给我送来月夜浓郁的诗情。她让明月星光陪伴
我的童年，用智慧才华启迪我的想象。她在月光下唱的那些
明快、流畅、含蓄、风趣的民歌民谣，使我展开了想象的翅
膀，飞向诗歌的王国。

师：母亲去世了，她永远是心中的那一轮明月。

生读（怀念地读）：是母亲用一双勤劳的手为我打开了民间
文学的宝库，给我送来月夜浓郁的诗情。她让明月星光陪伴
我的童年，用智慧才华启迪我的想象。她在月光下唱的那些
明快、流畅、含蓄、风趣的民歌民谣，使我展开了想象的翅
膀，飞向诗歌的王国。

师：这就是我的母亲，我永远感激怀念的母亲。

师：同学们，此时此刻看一看题目，为什么题目不用母亲启
蒙，而是月光启蒙呢？谁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生：是作者把母亲对他的爱当作月光来形容。

生：作者看到了月光就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生：是因为母亲把歌谣把故乡的爱伴着月光给了我，所以用
月光启蒙。

师：月光启蒙把我们带进了那诗情画意的意境，在作者的心



目中，母亲在就像一轮明月那样圣洁，用月光启蒙更能表达
作者的感激与怀念之情，用月光启蒙来得更含蓄，更深刻、
更有诗意。

[《月光启蒙》课堂实录(苏教版五年级下册)]

月光曲教学设计教案篇四

一、导入

师：关于描写月光的词语你知道几个？

生1：月光融融

生2：月光皎洁

生3：月光如水

生4：《静夜思》这首诗中也写到了月光，“窗前明月光，疑
是地上霜。”

[评：这是从学生原有的知识和经验入手，建立了文本与语言
积累的联系。可谓精妙。]

师板书课题。

生1：文章写了他与穷兄妺俩的一件什么事？

生2：是什么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生3：贝多芬在这首曲子里要表达自己的什么感受？

生4：他的这种感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生5：作者是怎样描写的？



二、整体感知，畅谈所得

生自由读。

师：读了文章之后你有什么感受，谁来谈一谈？

生1：姑娘很喜欢贝多芬的曲子，很崇拜他。

生2：盲姑娘家很穷，她买不起音乐会的入场券。

生3：贝多芬是一位很善良的人，他对穷人有同情心。

生4：贝多芬演奏的曲子太好了，兄妺俩都陶醉了。

生5：我有个问题：“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哪！您，您就
是贝多芬先生吧？”贝多芬为什么不回答姑娘的话，而却要
再为她弹一曲呀？师：问得好，真会动脑筋！

生7：老师，我知道为什么？

师：请讲。

生7：这首曲子是他现想出来的，

师：这叫即兴创作。

生7：对，他即兴创作，害怕忘了，所以才飞奔回客店连夜把
刚才弹的曲子记录下来。

生8：他为什么能够即兴创作？

师：也就是说是什么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呢？问得太好了，
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现在咱们就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三、分节细读，探究贝多芬创作灵感的产生



师：请同学们先读一读文章的第二小节，仔细体会一下贝多
芬的心情。

生读。

师：从“幽静”一词能想像到什么？

生：光线不明亮，只有淡淡的月光，周围很安静。

师：对，这样的环境就叫“幽静”。能体会到贝多芬的心情
吗？

生1：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他肯定很愉快。

生3：弹得断断续续的，肯定不熟悉，有没有人教他？

师：体会得好，所以他就--

生：走近茅屋。

师：接下去读第三小节，继续体会他的感情。

生读。

师：从兄妺俩的对话中你能体会到什么？

生1：姑娘渴望能亲耳听一听贝多芬是怎么弹的。

生2：兄妺俩相互体贴。从哥哥的话中我体会到他很伤心，因
为他不能满足妺妺的心愿。妺妺感觉到了，就连忙安慰他，
说自己不过是随便说说罢罢了，实际上她非常渴望能听到贝
多芬的演奏。

生3：盲姑娘很善良。



师：假如你是贝多芬，听了他们的对话你会有什么感受？你
会为他们做些什么？生：很激动，我会进去为他们弹奏一曲。

[换位思考，注重人文的情怀--生命的弘扬]

第四、五、六三个小节。

生读。

生1：盲姑娘觉得只有贝多芬才能弹得这么好。

生2：从两个叹号可以看出盲姑娘听到贝多芬演奏的音乐太激
动了。

生：很激动

师：此时对贝多芬来说，告诉对方自己是谁并不重要，他只
想--

生：为姑娘再弹奏一曲。

师：是的，他想为姑娘再弹奏一曲，以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
就在他要再弹一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请读课文第
八小节。

生读。

四、体会月光曲的内容

师：借着这清幽的月光，心情激动的贝多芬开始即兴弹奏了，
他的琴声带给这对穷兄妹什么感受呢？练习读课文的第九小
节。

生读。



师：请同学们再重点练习读一读皮鞋匠所联想到的，体会怎
样读才能读出景物的变化。

生练读，指名读，师范读，生再读。

师：同学们读这几句话，语气由轻而重，由缓而急，你能想
像到乐曲的旋律吗？

生：乐曲的旋律也应当由轻而重，由缓而急。

师：能由乐曲的旋律想像到贝多芬弹奏时的表情和动作的变
化吗？谁来表演表演。

生表演，开始动作优雅舒展，面带微笑，后来动作迅速而有
力，整个身体都晃动起来。（众笑）

师：演得好。能由此领会到贝多芬赋予乐曲的情感吗？

生：老师，我明白了，贝多芬表达的正是自己见到盲姑娘前
后的感情。

师：真聪明！结合贝多芬见到盲姑娘前后的情感变化再来读
一读皮鞋匠所联想到的。

生再读。

五、巧设情境，说写训练

师：月光曲多美啊！请同学们读最后一小节。（生读）

师：联系上下文想一想“陶醉”是什么意思。

生：从“苏醒”一词我觉得“陶醉”是说兄妹俩被月光曲迷
住了，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连贝多芬走都没有发觉。



师：真会动脑筋。等他们醒来之后，兄妹俩会交谈些什么？
前后的同学一起讨论讨论，一会儿给大家表演表演。

（生讨论）表演过程略

六：作业：

1、搜集《月光曲》，认真地欣赏欣赏。

2、练习背诵最后三个自然段。

[《月光曲》教学实录(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月光曲教学设计教案篇五

一、教材分析：

课文讲述了德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因同情穷鞋匠兄妹而为他
们弹琴，有感于盲姑娘对音乐的痴迷而即兴创作出《月光曲》
的传奇故事。文中所流露出的兄妹之间的手足亲情、盲姑娘
对音乐的热情和音乐家博大高尚的情怀让读者感动。课文以
生动的文字，借皮鞋匠的联想表达出听钢琴曲时的感受，为
学生学习现实与联想相结合的写作方法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二、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尝试背诵第九个自然段。

2.了解贝多芬创作《月光曲》的经过，体会他在创作过程中
情感的变化，感受他对兄妹俩的同情和关爱。

3.想象课文描绘的画面，感受乐曲的美妙。

三、教学重点：



想象课文描绘的画面，感受联想的表达作用，初步尝试在音
乐中联想并进行练笔。

四、教学难点：

想象课文描绘的画面，感受乐曲的美妙。

五、教学过程：

（一）谈话简介，情境导入

孩子们，你们喜欢听音乐吗？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一段音乐，
请大家静下心来，闭上眼睛，默默欣赏（放音乐）。音乐是
声音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音乐是空间的艺术。听了
这段音乐，你觉得音乐让你感受到了什么？（请生回答）是
啊，音乐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有一位作曲家关心民众生
活，感受人间疾苦，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他就是德
国著名音乐家、作曲家贝多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世界
名曲《月光曲》的创作历程，请大家齐读课题。

（二）自读课文，感知传说

1.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
么事？

2.看到同学们轻轻地放下课本，相信这些词语难不倒大家了，
我们来读一读吧。

3.谁能试着用简洁的语言说一说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请
生答）

（三）研读课文，体会感动

1.贝多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月光曲的呢？请大家快速
浏览课文，找到相关句子。



抓住幽静一词，让学生体会当时的情景，想象画面。

2.在这样幽静的夜晚，正是这断断续续的琴音引起了他的好
奇心，促使他走进茅屋，请同学们默读课文3-7自然段，找出
茅屋里的三次对话，用横线画出来。

（1）第一次对话是发生在谁和谁之间的？（盲兄妹俩）从第
一次对话里你读懂了什么？

预设一：从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有多好
哇!我读懂了盲姑娘对音乐的渴望。

（2）你的理解很深刻，走进了盲姑娘的内心。

预设二：从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读懂了
哥哥因为不能让妹妹去听音乐会而感到内疚。

（3）你真是个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孩子。

预设三：从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读懂了盲
姑娘的善良。

（4）你的理解能力可真强，老师也同意你的观点。

小结：兄妹俩的对话触动了贝多芬的内心，贝多芬曾经说过
这样一句话：“我的音乐只应当为穷苦人造福，如果我做到
了这一点，该是多么幸福啊”贝多芬把为穷苦人造福当作一
件幸福的事，所以听了兄妹俩的对话，他毫不犹豫地走进茅
屋。

3.分组读第二次对话，体会人物内心。

4.贝多坐在钢琴面前，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盲姑
娘听得入了神，激动地说（生读盲姑娘的话）



小结：当盲姑娘感觉到是在听贝多芬本人弹奏的时候，贝多
芬也如获知音，知音难遇，所以贝多芬没有回答，他只问盲
姑娘（读句子）

(四)想象曲境，读读写写

1.贝多芬不忍离去，他愿意为知音再谈一曲。这时候一阵风
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了窗子，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
一层银纱，显得格外清幽，这时候，贝多芬按起了琴键，你
听！（播放音乐）

2.在优美的音乐声中，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徐徐打开了一幅画
面，兄妹俩身处这美妙的音乐声中，更是心驰神往。他们仿
佛看到了什么？（齐读第九自然段）

3.如果你是皮鞋匠，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预设一：他仿佛看到了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
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银光。

4.你找得真准确，这是皮鞋匠看到的月亮刚刚升起时候的画
面。

预设二：他仿佛看到了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
的微云。

5.这是皮鞋匠看到的月亮穿过微云的画面。

6.这是皮鞋匠看到的波涛汹涌的大海。

7.如果你是盲姑娘，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

8.此时，你们的脑海中一定也浮现出皮鞋匠看到的三幅画面，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9.看到这三幅画面，皮鞋匠的心情也在发生着变化。

10.月光曲一共分为三个乐章，老师分别节选了三个部分，请
你们听一听，那一段音乐配那一段文字更合适？在朗读的时
候该怎样读。

预设一：第一段音乐节奏缓慢，仿佛月亮刚刚升起来，我觉
得第一段音乐配第一段文字更合适，在读的时候语速要慢一点
（请生试着读一读）

预设二：第二段音乐比较轻快，仿佛看到月亮越升越高的画
面，我觉得配第二段文字更合适，在读的时候节奏加快（请
生读一读）

预设三：第三段音乐比较激昂，节奏较快，配第三段文字比
较合适，在读的时候节奏更快，读出激动的感觉（请生试着
读一读）

10.黑板上呈现的三个画面有一次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些
画面是皮鞋匠亲眼所见吗？（不是）他是在音乐声中想象出
来的。根据音乐旋律的高低，节奏的快慢，皮鞋匠联系生活
实际想象到了大海。

总结：这是一种写作方法，当我们看到美好事物的时候，也
可以关联生活实际，运用联想和想象的方法把他们记录下来。

11.欣赏音乐，想象画面，并把画面记录下来。

五、作业布置

选一首喜欢的歌曲，想象歌曲描绘的画面，把这个画面写下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