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月光启蒙教学设计(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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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启蒙教学设计篇一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凭借课文的语言材料，感悟作者从母亲那里受到的启蒙教
育，体会作者对母亲的深深怀念之情。

3．受到热爱母亲的思想教育。

二、教学重点

1．感悟作者从母亲那里受到的启蒙教育，体会作者对母亲的
深深怀念之情。

2．受到热爱母亲的思想教育。

三、教学准备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投影幻灯片：课文插图。看到这温馨的画面，你会想起什
么？或者想说些什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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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篱笆小



院，在柔和的月色中听一听从这小院中传出的动听的歌声。
（板书：月光启蒙）

二．学习课文1至3自然段

1．书上哪句话描绘了这美妙的月色？

2．投影幻灯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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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感情的朗读这句话。

4．在这美妙的月色当中，母亲为我唱起了动听的歌谣。投影
歌谣的幻灯片。

5．逐一朗读两支歌谣，理解歌谣的意思。齐读，边读边打节
拍。

6．这歌词写得美，母亲的歌声也美。作者怎样描写母亲的声
音？

7．投影幻灯片：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
像三月的和风，像小溪的流水。小院立即飘满了她那芳香的
音韵。

指名朗读

理解“芳香的音韵”

指导配乐朗读。

8．简介黄河的改道：作者孙友田的故乡在安徽省。我们知道
由于黄河水含沙量太高的原因，黄河经历了多次的改道，曾
经黄河就从作者的家乡安徽的北部流过。由于黄河留给家乡



的故道黄沙沉积，泥土十分贫瘠，自然就长不出丰盛的五谷
来。

9．投影幻灯片：黄河留给家乡的故道不长五谷，却长歌谣。

理解：“长歌谣”

10．歌谣创造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对于童年的作者来说，歌
谣的内容不一定会懂但母亲甜甜的嗓音，芳香的音韵却会久
久留在作者幼小的心灵里，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投影
幻灯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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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名朗读

理解：“混沌的童心豁然开朗”

投影幻灯片：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
三月的和风，像小溪的流水。小院立即飘满了她那芳香的音
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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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配乐朗读。

三．学习4至8自然段

1．过渡：母亲用歌声让我一颗混沌的童心豁然开朗，开始懂
得要爱什么，要喜欢什么，这就是得到了启蒙的教育。请同
学们再读读下面的课文，看看还有什么地方让我受到了启蒙
的教育。

2．学生自由读课文。

3．交流。



唱童谣

（1）投影童谣幻灯片

（2）逐一朗读，边读边打节拍

（3）这些童谣当中都有小狗、小猫、小老鼠之类的小动物，
这些小动物都是小孩子再熟悉不过的了，自然会引起我的兴
趣和联想。

（1）分角色朗读猜谜语的`段落

（2）猜谜活动，又一次使我的混沌的童心豁然开朗，使我懂
得怎样用联想和想象去猜谜，这又是一种启蒙。

四．学习第9自然段

1．过渡：所以作者写到：“母亲不识字，却是我的启蒙老师。
”

投影幻灯片：母亲用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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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指名朗读。

3．练习用“母亲用_________________让（为）
我__________________。”这样的句式说话。

4．从这三句话中，你能看出“我”想对母亲说些什么吗？
（感激）

5．教师配乐简介写作背景：同学们，你们说的太好了。是的，



作者孙友田是多么想对他的母亲说这些话呀！但是在写这篇
文章的时候，作者的母亲因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而失去了记忆。
孙友田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当我赶回老家去看她时，
她安详地坐在藤椅里，依然那么和蔼、慈祥，但却不知道我
从哪里来，不知我来干什么，甚至不知我是谁。不再谈她的
往事，不再谈我的童年，只是漠然地对着我笑，笑得我泪流
满面。”面对着失去了记忆的母亲，如果你就是孙友田，此
时此刻，你还想对母亲说些什么？（怀念）

6．指导配乐朗读这段话。

五．课外延伸，升华主题

1．投影幻灯片：有一个人，她永远占据在你心最柔软的地方，
你愿用自己的一生去爱她；有一种爱，它让你肆意地索取、
享用，却不要你任何的回报。这一个人叫“母亲”，这一种
爱叫“母爱”。教师配乐引读，学生跟读最后一句话（连续
读三遍）

2．孙友田在《月光启蒙》的原文的结尾还这样写到，投影幻
灯片：“母亲失去了记忆，而我心中却永远珍藏着那一轮明
月……”

学生齐读

3．今天老师还带来了一篇孙友田所写的散文《母爱似水》。

投影幻灯片：散文《母爱似水》。教师配乐朗诵《母爱似
水》。

5．同学们，让我们将她铭记于心，永远地爱她吧，她就
是――母亲。

六．完成作业。



五、作业设计

1．说一说

对母亲说一句最想说的话。

2．写一写

试着写一两首童谣。

六、板书设计

唱民谣

讲故事

月光启蒙

母爱

唱童谣

猜谜语

月光启蒙教学设计篇二

一、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了解民歌民谣的特点，感受民间文学的魅力。

3．通过对课文具体语言文字的朗读、感受、体验、品悟、表
达，感悟作者在月光下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启蒙教育，感受浓
郁的母子亲情，在真情的喷涌中获得文化的洗礼与亲情的陶



冶。

二、教学重点、难点：

引导学生通过对课文具体语言文字的朗读、感受、体验、品
悟、表达，感悟作者在月光下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启蒙教育，
感受浓郁的母子亲情。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

1、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月光启蒙》

2、时光匆匆流逝，但童年的夏夜却永远留在作者记忆的最深
处，配乐朗读第一小节

3、读着这段文字，你的眼前会浮现出一幅怎样的画面？

4、出示孙友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母亲不识字，但
她为我吟唱的歌谣，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成为我一辈子最
温馨、最幸福的回忆。

（二）、学习歌谣、童谣

1、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读读母亲的歌谣、童谣，去感受母
亲的启蒙吧！

3．谁来把你喜欢的一首歌谣读给大家听听？并说说喜欢的理
由或自己的感受。（学生交流；多形式、个性化朗读。）

4．你对民歌童谣又有了哪些新的了解？

5．你们的发现和孙友田的感受是一样的，民歌民谣明快、流
畅、含蓄、风趣，充满乡土的气息，浓郁的诗情，能给我们



带来无穷无尽的遐想。

（三）、感悟月光、母亲、启蒙

1．母亲吟唱歌谣时又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怎样的感受呢？（出
示农家月夜场景）配乐引读第一自然段。

2．你们听！母亲的歌声从篱笆小院里传了出来……（播放：
清唱的歌谣）

3．听着母亲的歌声，你有什么感觉呢？

4．孙友田的感受和你们是一样的，他在文中写到：

（出示：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三月
的和风，像小溪的流水。小院立即飘满了她那芳香的音韵。）

（1）指名读。

（2）你们能想象，当时的“我”是怎样听母亲唱歌谣的呢？

（3）那时的我，快乐着、幸福着、陶醉着……把这些美好的
感受也读出来。（指导朗读）

5．母亲不识字，她怎么会唱那么多的歌谣呢？请大家静心默
读第五自然段，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1）学生默读。

（2）学生互动交流，教师随机引导。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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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是我的启蒙老师！除了用歌谣，天资聪
颖的母亲还用神话故事、谜语启迪我的童心。读读后面的部
分，想想我从中受到怎样的启蒙。



7.看着高深莫测的夜空，“我”可能会好像看到些什么呢？

8．出示：此时明月已至中天，母亲沉浸在如水的月色里，像
一尊玉石雕像。）

（1）为什么在“我”的眼里，月光下的母亲就像一尊玉石雕
像呢？

（2）指导朗读。

9．现在，你知道课文为什么要用“月光启蒙”作课题了吗？

10．小结：母亲在月光下用歌谣、故事、谜语给“我”播下
了一粒粒爱生活、爱文学的种子，使它们生根、发芽、生
长……如今，孙友田成了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那是因为母
亲从小给了他――月光启蒙。孙友田对母亲满怀感激、敬佩
之情，请读读文章的最后一段。

（1）学生自由读。

（2）（把最后一段改成诗歌形式）配乐读。

（四）、表达怀念之情

1．同学们，40年后，孙友田赶回老家去看望母亲时，（出示
母亲画像，补充原文片段）

2．小练笔：当看到那一轮明月，我就会想起

3．学生交流练笔

月光启蒙教学设计篇三

教学目的：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让学生对歌谣、童谣有一定的认识。

3、凭借课文的语言材料，感悟作者从母亲那里受到的启蒙教
育，体会作者对母亲的深深怀念之情。

教学过程：

课前教师里响起妈妈唱的歌谣。

一、导入：

1、同学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什么？下面，让我们静静地来听
妈妈为我们唱的歌谣。（音乐响起）

二、学习课文：

1、在炎热的夏夜，朦胧的月光下，当这一首首歌谣飘过你的
耳边，你有什么感觉？

2、幼时的孙友田的每一个夏夜都是聆听妈妈的歌谣度过的。
每当孙友田听妈妈唱起歌谣时，他觉得妈妈唱的那么轻柔，
就象是三月的和风，小溪的流水。这甜甜的，深情的嗓音一
直回荡在他的耳边。

3、打开课本，快速浏览，找出直接描写妈妈歌谣唱的好的部
分。（课件出示第四小节）

（1）仔细的读一读，你从哪些词中体会出了妈妈的歌谣唱的
好？

（2）指导朗读。

（1）指导学生观察插图。



（2）（课件出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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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你知道母亲一天忙了些什么吗？

（4）试着把这句话读好了。

5、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在童年的夏夜为自己的孩子唱着一首
又一首动听的歌谣。我们再来听歌谣，在这歌谣中你听懂了
什么？（音乐响起，出示歌谣）

（1）学生交流。

（2）师小结：我的家乡不长五谷，日子过的十分清苦。在妈
妈的歌谣里却有美丽的凤凰，有漂亮的云南，有一座座又高
又大的房子。妈妈唱歌谣想告诉我们对美好的生活要充满向
往。

（3）读读这两首歌谣，把你们感受到的通过读表现出来。

6、母亲不识字，但她会唱很多好听的歌谣，她用歌谣不仅给
我送了月夜浓郁的诗情，更用歌谣把故乡的爱，伴着月光给
了我，让我一颗混沌的童心豁然开朗。（出示）

（1）说说你对“豁然开朗”的理解。

（2）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

（3）在第五小节中我们懂了许多，谁来读读这小节。

7、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些美妙的夏夜，我沉浸在母亲的歌谣中。
你们听，母亲的童谣又在耳边响起了。（音乐响起）

（1）听完了这些童谣，你们仿佛看到了什么？



（2）这么有趣的童谣就让我们来读读吧。读出你们看到的，
读出你们的心情来。

8、母亲不识字，可她的肚里不仅有动听的歌谣，还有很多东
西，有什么？

（1）你知道母亲还会给我讲什么故事吗？

（2）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她唱的那么深情，说的那么投
入，此时明月已至中天，母亲沉浸在如水的月色里，像一尊
玉石雕象。（出示）

提问：母亲怎么会象一尊玉石雕象呢？

（3）夜色越来越浓，母亲还在给我说谜语，可我怎么也解不
开，她笑着对我说：“……”

提问：从她的口中，你听出了什么？

9、母亲不识字，她用甜美的嗓音给我唱歌谣，说故事，讲谜
语，用她特有的智慧启迪了我的想象，为我打开了民间文学
的宝库，让我一颗混沌的童心豁然开朗，真不愧是我的（启
蒙老师）。

10、时光如流水，伴着浓郁的月光，伴着母亲的爱，我展开
了想象，飞向了诗歌的王国，长大后的作者成了著名的诗人。
再次回到母亲的身边，却发现……（出示：母亲患了老年痴
呆症，失去了记忆。我赶回老家去看她时，她安详地坐在藤
椅里，依然那么和蔼、慈祥，但却不知我从哪里来，不知我
来干什么，甚至不知我是谁。不再谈她的往事，不再谈我的
童年，只是对着我笑，笑得我泪流满面。）

11、面对着已经痴呆的老母亲，作者又回想起童年美妙的夏
夜，耳边又荡起母亲那甜甜的，深情的嗓音，那象三月的和



风，象小溪流水般的声音。作者不由地提起笔来在文章的最
后用包含深情的话语赞美了他那不识字，却充满了智慧的母
亲。（出示最后一节）

（1）试着动情地对妈妈说说。

（2）推选你们班读书最好的同学来读。

（3）让我们一起饱含深情地来赞一赞这位不识字，却充满智
慧，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三、总结：

1、随着时光的流逝，什么都会慢慢地淡去，惟独母亲那甜甜
的歌谣总在我的耳边荡起，让我们再次回味母亲那芳香的音
韵。（再放歌谣）

2、介绍课外写母亲的文章。（出示）

3、母亲是平凡的，她们付出了养育的艰辛，换来的是孩子成
长的快乐。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部精彩的童话，故事里的主
人公是美丽的妈妈。课后同学们从这些文章中选择一两篇去
读读，听听这些歌曲，还可以搜集一些歌颂母亲的名言警句。

月光启蒙教学设计篇四

1、上节课我们知道了母亲为我“唱歌谣、讲故事”

2、童谣和歌谣让大家产生了兴趣，老师希望大家把对歌谣和
童谣的喜爱之情放在自己的脸上。

（1）指名读

（2）你觉得这首歌谣怎么样？



（3）还有谁想读呢？

（4）你为什么喜欢呢？

（5）再指名读

二、新授

1、妈妈的声音就更好听了，请大家自己读读课文这一部分

（1）学生自己读

（2）说说在妈妈的歌声中，你们感受到什么？

（3）师生交流

妈妈很勤劳

（4）老师想请大家读读这一段，看看你们体会到什么？

妈妈的声音很甜，为什么？给你的感觉呢？

“吟唱”是怎样地唱吗？

轻轻地唱，柔和地唱

妈妈为什么要轻轻地唱呢？

（5）请大家找出文章中描写月色的词去体会体会，

2、学生读书

学生说：星星……月亮升起来，月色立即……

谁能像她一样，让我们感受到月色的宁静。



还找到了哪些词和句呢？

同学们，为什么把母亲比作玉石雕像呢？

从母亲的歌谣中感受着母亲的圣洁和美丽，让我们再来读读
这段，感受一下。

4、文章的哪些地方也能让你感受浓浓的母爱呢？

（1）学生说：

（2）指导“混沌”、“豁然开朗”的意思。

（3）同学们读读这句话，你们明白了什么？“让一颗混沌的
童心豁然开朗。”

（4）为什么我们生活清苦，却充满了快乐了

（5）这两个“长”的意思一样吗？

学生交流

（1）学生齐读

（2）文章中还让你感受到浓浓的母爱

（3）你们有这样被妈妈搂过呢？你有什么感觉吗？什么情况
下？请你带着这种被搂的感觉读读这句话。

（4）其实同学，母亲也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天伦之乐啊，老
师和学生一起读相应的课文内容。

（1）指名读－女生齐读－

7、有同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芳香的音韵，是怎样理解的呢？



（1）学生说

（2）听起来妈妈的歌声就是闻到了花香，我们也用甜甜的嗓
音来读读妈妈的歌谣呢……

（3）指名读dd再指名

诗一般的感受，诗一样的语言，让我们再来读读吧

打断大家了，谁愿意来读读。再指名

8、童年的孙友田是幸福的，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作家了，他
说母亲不识字却是他的启蒙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大家
读读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

（1）学生读课文

（2）谁来说说看，母亲是我启蒙老师

（3）因为母亲在歌谣中交我……为我打开了民间文学的宝库

（4）如果你用自己话说说就更好了。这是老师点评的话。

读：

但是是母亲读：“启迪”

虽然母亲不认识一个字读“飞向王国”

（1）小组交流

（2）师生交流

（3）载月光下启蒙我的，把母亲比喻成月亮，照亮自己混沌
的童心，母亲和月光一样……母亲用甜甜的嗓音衬托出了月



光的柔和。

（4）让我们再来读读这段课文吧

10、一切的一切都是母亲，我长高了，母亲……我长大
了……我……

（1）听人读课文，

（2）这就是现在的母亲，

（3）教师说：甚至不知我是谁，可是曾经……读

可是曾经想三月的和风，学生读。

学生谈自己谈感受：童年的幸福，

11、同学们，让我们在走回那个美好的夜晚，看看母亲年轻
的时候为我们做的一切

（1）出示flash，《明月千里寄相思》

（2）再读读吧（出示相应的文字）

（3）现在的母亲，……如果你是孙友田，你会说些什么呢？

（4）请大家把你想说的写下来，写给自己的母亲。

音乐，柔美的音乐，图片，一个半月，一张大手握着小手的
图片，在黑与白的颜色中，感受着点点滴滴的爱，母亲的爱，
深切的爱。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写，写出自己想对母亲说的
话，很好的一种情境。宋非担心孩子会不会流泪，因为这是
一种表象的内容，但是周锋说得对，上这样的课文，不是为
了孩子哭，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感受到母爱。



（6）同学们，这是多么美妙的一首诗歌，母亲给我的歌谣，
是很美的。

12、老师谢谢大家陪伴我过度过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谢谢
同学们

月光启蒙教学设计篇五

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3、凭借课文的语言材料，感受浓郁的母子亲情，体会作者对
母亲终身难忘的感激、怀念之情。

重难、点

形象再现歌谣意境，体会作者对母亲终身难忘的感激、怀念
之情。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设计

一、情境导入

1、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月光启蒙（齐读课题）。解
题：“启蒙”是什么意思？

2、看着这样温馨的画面，想一想，该怎样读好课题？（齐读）
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多了。

3、通过预习，你们知道是谁在月光下给了我“启蒙”？（母



亲）“母亲不识字，却是我的启蒙老师。”那么，母亲是通
过什么给了我启蒙？请同学们打开书快速地浏览课文，在课
文中找答案。（读后交流，板书：歌谣、故事、童谣、谜语）

4、这些都是民间文学宝库中的奇葩，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洒满月光的篱笆小院，去聆听，去感
受。

二、朗读感悟

学习唱歌谣部分

1、师朗读课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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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静悄悄的，月
色多么美，你能把这月夜的美读出来吗？指名俩生读，读后
评议，全班齐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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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起了动听的歌谣。”课件出示
歌谣，指名读。

（1）从歌谣中你能明白母亲是个怎样的人吗？（勤劳、智慧、
对美好生活十分向往……）云南云南，彩云之南，那儿有凤
凰栖息的梧桐树，有云南典型的建筑瓦屋和楼。歌谣表达了
母亲对生活的热爱和未来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首
歌谣吧。

3、师引述：母亲深情的为我吟唱的这些歌谣，如同春雨点点
滋润了我的心田。

出示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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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读这句话。问：



（2）理解了词语的意思，相信你们一定能把句子读好。全班
齐读。

4、那时，我们的日子虽然清苦，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出示
句子：“黄河留给家乡的故道不长五谷，却长歌谣。”指名
读。在这句话中，有两个“长”，这两个“长”意思一样吗？
（前：生长。黄河留给家乡的故道黄沙沉积，这样贫瘠的泥
土长不出庄稼来。后：产生。家乡的歌谣正是劳动人民在生
产生活中智慧的结晶。）

过渡：月光下的母亲，除了唱歌谣，还从哪些方面给了我启
蒙？（讲神话故事、说童谣、猜谜语）

学习神话故事部分

1、指名读神话故事部分的内容。问：神奇的故事又让作者一
下子明白了什么呢？（高深莫测的夜空竟是个神话的世界。）

2、神奇的.故事给懵懂的我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时间一分一
秒的过去了，母亲讲的那么深情，说的那么神奇，此时明月
以至中天。出示句子：“母亲沉浸在如水的月色里，像一尊
玉石雕像。”

问：为什么把母亲比作“玉石雕像”？联系课文前面内容想
一想。（月光如银，母亲身穿白布褂子沉浸其中，显得美丽
圣洁，有如玉石雕像）

这样打比方表达了作者对母亲怎样的感情？（崇敬）让我们
带着对母亲崇敬的心情再来读这句话（齐读）。

学习童谣部分

过渡：在母亲的神话故事里，天空是这样神奇，可我们的人
间生活以很有趣。



课件出示童谣

1、学生自由读。读后，这些童谣你们读起来感觉怎么样？

（朗朗上口、好听、有趣）“朗朗上口、好听、有趣”。这
就是童谣的特点

2、童谣中有可爱的小老鼠、小猫、小狗，这些风趣幽默的

童谣让作者对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丰富的想象，那颗混
沌的童心豁然开朗，这也是一种启蒙。

学习谜语部分

1、同学们喜欢猜谜语吗？指名读猜谜语部分的内容。

2、猜谜语让我知道了怎样想象，这些谜面和谜底都来源

于我们的生活。猜谜语也是母亲月光下的成功的一次启蒙教
育。

出示句子：“母亲不识字，却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母亲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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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读，齐读。

三、总结全文

1、母亲不识字，她用甜美的嗓音给我唱歌谣，讲故事，猜谜
语，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混沌的童心豁然
开朗，母亲真不愧是我的。启蒙老师。正是这种启蒙教育影
响了我一生，所以，我对母亲有着深深的感激、怀念之情。
（板书：感激、怀念）

2、让我们怀着对母亲月光下的启蒙感激、怀念之情再读课题。



（齐读课题）

3、而今，作者孙友田长大了，也出息了（课件出示孙友田简
介）

5、此时此刻，老师想通过朗诵来表达对这位伟大母亲深深的
敬意，你们愿意听吗？

四、拓展延伸

1、师配乐朗诵。

“然而，时间的车轮无情的碾碎了母亲的青春。我个子高了，
母亲的脊背却弯了；我长大了，母亲却老了；现在生活好了，
母亲却感受不到了，不少的记忆都渐渐流逝了。有一年，当
我赶回老家去看她时，这个曾经拥有甜美嗓音和玉石般美好
形象的她安详的坐在藤椅里，依然那么和蔼、慈祥，但却不
知我从哪里来，不知我来干什么，甚至不知我是谁。不再谈
她的往事，不再谈我的童年，只是对着我笑，笑得我泪流满
面。微风吹乱了母亲的满头白发，如同故乡的天空飘满愁
絮……坐在面前的母亲忘却了她给我的那份爱。而故乡的天
空不会忘记，这份爱，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母亲失去了
记忆，而我心中却永远珍藏着那一轮明月，那月光下的启
蒙……”

2、同学们，此时此刻，你们有什么话想对你的母亲说吗？
（学生谈感受，随机出示关于“珍惜”的句子）

五、结束全文

1、结束语：随着时光的流逝，什么都会慢慢的淡去，唯独母
亲那甜甜的歌谣总在我的耳边荡起，最后，让我们在母亲那
芳香的音韵中结束这节课的学习（再次播放歌谣）



2、课件出示作业

板书设计：

18、月光启蒙

歌谣

故事感激、怀念

童谣

谜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