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欣赏二泉映月课后反思 二泉映
月教学反思(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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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音乐欣赏二泉映月课后反思篇一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四、五自然
段。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读准多音
字“强”的不同读音。

3、通过朗读和背诵课文的训练，感受民间艺人阿炳创作不朽
名曲《二泉映月》的艰辛历程，学习他敢同命运抗争，矢志
不渝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

通过朗读、感悟并背诵课文，从而体会盲人阿炳创作不朽名曲
《二泉映月》的艰辛历程，及这首名曲的丰富内涵。

挂图或投影、配乐歌曲《二泉映月》、配乐朗诵带、搜集有
关阿炳的资料。

（播放《二泉映月》）你听过这首曲子吗？能向我们介绍一
下吗？

（出示华彦钧的挂图）

1、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哪几自然段写了《二泉映月》的诞生过程？

出示生字词小黑板。

1、这些字在书写时要注意什么？

2、小结，指导书写：

锡、坎、坷、腾、跌、饶：左右结构，左小平齐上，左让右。

葱：上中下结构，上下宽出，中间收拢。

疾、厉：半包围结构，冲出包围。（师巡视）

3、齐读生字词。

4、你用什么方法理解了哪些词的意思？

5、分自然段读课文。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6、哪几自然段写了《二泉映月》的'诞生过程？

3、小结分段及段意。

1、指读第一段，思考：你对二泉有什么样的印象？

2、讨论交流：你喜欢这样的景色吗？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

1、指读第一段，思考：你对二泉有什么样的印象？

2、讨论交流。

《二泉映月》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音乐欣赏二泉映月课后反思篇二

需要从以下方面反思：

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袁振国先生批
评现在教育弊端——去问题教育。主张“以问题为纽带组织
教学”，即“让学生会带着问题走进教室，然后带着更多的
问题走出教室。”这就是以问题为纽带的教育。当然，“去
问题教育”的教学普遍存在，语文教学也一样，这节公开课
尤甚。

譬如，整课没有一处学生的问题，只有老师的问题。一开始，
老师就不遗余力地零碎的提问，目的就是“去老师的问题”，
最后找到老师心中的答案——“茫茫月夜如银月光一泓清泉
静影沉璧流水淙淙蜿蜒而来”。让学生一遍又一遍让学生脱
离语境的空读与傻读，目的是让人感觉重“工具”了，虽然，
教者强调读出什么什么样的感觉，那纯粹是隔靴搔痒
的“秀”。

下面的实录就是证明：

师：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上的课叫《二泉映月》，大家回去



都读了，是吧？其实啊，我不说，你们也知道，《二泉映月》
是一首著名的二胡曲。但是，还有一点，如果我不说，可能
你不一定知道，《二泉映月》它不光是一首二胡曲，实际上
它还是无锡惠山的一道非常著名的风景，这个可能我们不一
定清楚，是吧？除非你去过无锡，去过惠山，你才知道：哦，
“二泉映月”是一个风景点，非常著名。但是实际上在咱们
今天的这篇课文当中就有不少地方在写“二泉映月”这一道
风景。这样，打开课文，自己大声地朗读《二泉映月》这篇
课文，完了，做一件事情，把你能够发现，能够找到的描
写“二泉映月”这一道风景的话都找出来，行吗？生：（自
由朗读课文，画出描写“二泉映月”这道风景的文字。）

师：好，发现了风景的举手。……嗯，这样，咱们一处一处
地去找。第一处，谁来读？好，来，请你……生：第一处在
第二自然段的……第二自然段的第二句话：水面月光如银，
师父静静地倾听着泉声。师：这是一处。（示范）“水面月
光如银，师父静静地倾听着泉声。”……好，第二处？第二
处……生：第二处在第四自然段的第二句：水光……月光似
水，静影沉璧，但阿炳再也看不见了。师：很好。这是第二
处。找到了赶紧划下来。还有，第三处……第三处……不用
心去感受，第三处不一定能划下来，来，这位……生：第三
处在第五自然段的最后一句：月光照水，水波映月，乐曲久
久地在二泉池畔回响，舒缓而又起伏，恬静而又激荡……师：
非常好。这一处我说过，不用心去感受，不一定找得出来，
赶紧把它划下来，赶紧。但是，最容易的一处，你们却没有
发现。最容易的那一处，谁来？哎，这位。生：第一自然段
的第一句：无锡的惠山，树木葱茏，藤萝摇曳。山脚下有一
泓清泉，人称“天下第二泉”。师：太好了，划下来。划好
了？（好了）好，你看，就在写“二泉映月”的过程当中，
作者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地写到了四处二泉映月的这一番风
景，好，把笔放下来，抬头。王老师做了一件傻事，本来这
件事应该你们做的，我把刚才你们读过的四处当中描写二泉
映月风景的那些优美的词语都摘了下来。我们来看（屏幕出
示八组词语）



茫茫月夜如银月光

一泓清泉静影沉璧

流水淙淙蜿蜒而来

月光照水水波映月

从价值观来看：

阿炳是生活中的弱者——失明了，同时是艺术上的强者——
不朽的“曲子”。阿炳肉体的视力降至“冰点”，精神的视
力二胡曲却升至“沸点”，二者成反比发展，是文章的一条
潜在的暗线。

然而，教者对教材的这一内在价值体系把握不准，甚至不到
位，所以，教学中，枝枝漫漫了许多似乎关于“人文”的东
西，其实是一种“伪人文”。

例如，抓“坎坷”，那只是教者单方面的一种理解，那时的
啊炳怎样理解，谁说得清？

至少不是“坎坷”能包含了的！

师：因为他什么都看不见。在他的眼前有的只是黑暗，有着
孤独，除了黑暗，还是黑暗，除了孤独，还是孤独……就在
那个八月十五，中秋之夜，阿炳再一次来到了二泉池畔。孩
子们，读课文，把目光聚集到阿炳在二泉池畔的那一个特写
镜头上，孩子们，仔细地看，仔细地看，看，这个时候的阿
炳，他正在做些什么，他正在想些什么，把这些话划出来，
再用心地读一读。生默读、划。

师：划完了以后，大声地读一读啊。（生自由读）

师：看到什么？阿炳的这些镜头看到什么？看到了吗？把你



看到的说出来，把你看到的说一遍。

生：他想起了师父说过的话，想到了自己坎坷的经历，渐渐
地，渐渐地，他似乎听到了深沉的叹息，伤心的哭泣，激愤
的倾诉，倔强的呐喊……师：好的，你看到了什么，读给大
家听。生：我看到了阿炳在回忆他自己的人生路程。

师：那是怎样的人生旅程啊！生：那是非常地……非常地伤
心，嗯，也非常地无人倾诉。

师：你看到了什么？生：我看到了小阿炳他……师：不是小
阿炳，已是大阿炳了。

生：他情绪激愤，他在倔强地呐喊着。

师：来，把你们看到的阿炳的特殊镜头读出来。预备，“月
光似水，静影沉璧，但阿炳再也看不见了，只有那淙淙的流
水声萦绕在他的耳畔。……”读下去。

师：谁能把你们刚才读到的长长的三句话，读成一个
词？……读成一个词语。而这个词语最能概括三句话。

生1：我觉得是坎坷。

生2：坎坷。

生3：坎坷。

生4：坎坷。

生5：坎坷。（师板书：坎坷）

三、懂教材

遗憾的是执教者没有读懂教材的内蕴，并深入浅出地教学。



音乐欣赏二泉映月课后反思篇三

翻开《二泉映月》，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阿炳的人生
坎坷，音乐内涵十分丰富，要让五年级的学生完全理解这些，
有一定难度。如何恰当地引领学生披文入境，这应该是教学
中的重中之重，我自然想到了用音乐。

我在教学中围绕这个想法设计了三个步骤：

1、借助音乐激发兴趣。

2、依据音乐诱导入境。

3、通过音乐体会情感。

悠扬美妙，跌宕起伏的音乐给学生插上了想像的翅膀，课堂
上随着音乐的高低起伏，气氛发生了变化，同学们被深深吸
引了，整个个体，整个思维都投入其中。同学们很快地进入
了课文的情境，学生在想象的过程中，不仅走进了课文的情
境，也走进了音乐的情境，甚至走进了阿炳的心境。与音乐、
与阿炳发生了情感共鸣，学生就能酣畅淋漓表述心中的`愿望，
叙述心中的真实感受和真切情感。

在体会琴声内涵的时候，本来打算让学生读作者的感受，来
体会阿炳的情感。但是后来却调整了教学思路。或许那些文
字也只是作者听了乐曲后的感受，是他在彼时彼景的想象？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让学生自己听去乐曲，自己去想象和
感受呢？想到这，我临时作了调整，舍弃了原定的教学方案，
在向孩子介绍了阿炳坎坷的人生经历，如何靠着一把二胡来
勉强维持自己的生计，但即便如此他也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尊
严，不去给走狗和日本人拉二胡等这种经历后，学生对阿炳
有了更深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委婉连绵的《二泉映月》
的二胡曲在教室里回荡开来，学生边听边想象边感受，然后
交流。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学生不但感受到了书上的内容，



还感受到了书上以外的很多情感。有些学生说阿炳是融自己
的感情在自己的音乐中，他虽然穷困潦倒但仍然有着骨气，
这似乎是他内心底不屈不挠的心声。还有些学生说，这是阿
炳对人生的感悟，把音乐和人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不愧
为一代著名的音乐大师！瞧，正是这临时的改变，才有了意
外的精彩的生成，不但丰富了课文的内容，还深刻理解了乐
曲的内涵，真是一举两得！看来，有的时候，课堂是需要一
些临时的“奇思妙想”的！

音乐欣赏二泉映月课后反思篇四

需要从以下方面反思：

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袁振国先生批
评现在教育弊端——去问题教育。主张“以问题为纽带组织
教学”，即“让学生会带着问题走进教室，然后带着更多的
问题走出教室。”这就是以问题为纽带的教育。当然，“去
问题教育”的教学普遍存在，语文教学也一样，这节公开课
尤甚。

譬如，整课没有一处学生的问题，只有老师的问题。一开始，
老师就不遗余力地零碎的提问，目的就是“去老师的问题”，
最后找到老师心中的答案——“茫茫月夜如银月光一泓清泉
静影沉璧流水淙淙蜿蜒而来”。让学生一遍又一遍让学生脱
离语境的空读与傻读，目的是让人感觉重“工具”了，虽然，
教者强调读出什么什么样的感觉，那纯粹是隔靴搔痒
的“秀”。

下面的实录就是证明：

师：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上的课叫《二泉映月》，大家回去
都读了，是吧？其实啊，我不说，你们也知道，《二泉映月》
是一首著名的二胡曲。但是，还有一点，如果我不说，可能
你不一定知道，《二泉映月》它不光是一首二胡曲，实际上



它还是无锡惠山的一道非常著名的风景，这个可能我们不一
定清楚，是吧？除非你去过无锡，去过惠山，你才知道：哦，
“二泉映月”是一个风景点，非常著名。但是实际上在咱们
今天的这篇课文当中就有不少地方在写“二泉映月”这一道
风景。这样，打开课文，自己大声地朗读《二泉映月》这篇
课文，完了，做一件事情，把你能够发现，能够找到的描
写“二泉映月”这一道风景的话都找出来，行吗？生：（自
由朗读课文，画出描写“二泉映月”这道风景的文字。）

师：好，发现了风景的举手。……嗯，这样，咱们一处一处
地去找。第一处，谁来读？好，来，请你……生：第一处在
第二自然段的……第二自然段的第二句话：水面月光如银，
师父静静地倾听着泉声。师：这是一处。（示范）“水面月
光如银，师父静静地倾听着泉声。”……好，第二处？第二
处……生：第二处在第四自然段的第二句：水光……月光似
水，静影沉璧，但阿炳再也看不见了。师：很好。这是第二
处。找到了赶紧划下来。还有，第三处……第三处……不用
心去感受，第三处不一定能划下来，来，这位……生：第三
处在第五自然段的最后一句：月光照水，水波映月，乐曲久
久地在二泉池畔回响，舒缓而又起伏，恬静而又激荡……师：
非常好。这一处我说过，不用心去感受，不一定找得出来，
赶紧把它划下来，赶紧。但是，最容易的一处，你们却没有
发现。最容易的那一处，谁来？哎，这位。生：第一自然段
的第一句：无锡的惠山，树木葱茏，藤萝摇曳。山脚下有一
泓清泉，人称“天下第二泉”。师：太好了，划下来。划好
了？（好了）好，你看，就在写“二泉映月”的过程当中，
作者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地写到了四处二泉映月的这一番风
景，好，把笔放下来，抬头。王老师做了一件傻事，本来这
件事应该你们做的，我把刚才你们读过的四处当中描写二泉
映月风景的那些优美的词语都摘了下来。我们来看（屏幕出
示八组词语）

茫茫月夜如银月光



一泓清泉静影沉璧

流水淙淙蜿蜒而来

月光照水水波映月

从价值观来看：

阿炳是生活中的弱者——失明了，同时是艺术上的强者——
不朽的“曲子”。阿炳肉体的视力降至“冰点”，精神的视
力二胡曲却升至“沸点”，二者成反比发展，是文章的`一条
潜在的暗线。

然而，教者对教材的这一内在价值体系把握不准，甚至不到
位，所以，教学中，枝枝漫漫了许多似乎关于“人文”的东
西，其实是一种“伪人文”。

例如，抓“坎坷”，那只是教者单方面的一种理解，那时的
啊炳怎样理解，谁说得清？

至少不是“坎坷”能包含了的！

师：因为他什么都看不见。在他的眼前有的只是黑暗，有着
孤独，除了黑暗，还是黑暗，除了孤独，还是孤独……就在
那个八月十五，中秋之夜，阿炳再一次来到了二泉池畔。孩
子们，读课文，把目光聚集到阿炳在二泉池畔的那一个特写
镜头上，孩子们，仔细地看，仔细地看，看，这个时候的阿
炳，他正在做些什么，他正在想些什么，把这些话划出来，
再用心地读一读。生默读、划。

师：划完了以后，大声地读一读啊。（生自由读）

师：看到什么？阿炳的这些镜头看到什么？看到了吗？把你
看到的说出来，把你看到的说一遍。



生：他想起了师父说过的话，想到了自己坎坷的经历，渐渐
地，渐渐地，他似乎听到了深沉的叹息，伤心的哭泣，激愤
的倾诉，倔强的呐喊……师：好的，你看到了什么，读给大
家听。生：我看到了阿炳在回忆他自己的人生路程。

师：那是怎样的人生旅程啊！生：那是非常地……非常地伤
心，嗯，也非常地无人倾诉。

师：你看到了什么？生：我看到了小阿炳他……师：不是小
阿炳，已是大阿炳了。

生：他情绪激愤，他在倔强地呐喊着。

师：来，把你们看到的阿炳的特殊镜头读出来。预备，“月
光似水，静影沉璧，但阿炳再也看不见了，只有那淙淙的流
水声萦绕在他的耳畔。……”读下去。

师：谁能把你们刚才读到的长长的三句话，读成一个
词？……读成一个词语。而这个词语最能概括三句话。

生1：我觉得是坎坷。

生2：坎坷。

生3：坎坷。

生4：坎坷。

生5：坎坷。（师板书：坎坷）

遗憾的是执教者没有读懂教材的内蕴，并深入浅出地教学。

音乐欣赏二泉映月课后反思篇五



我在课堂中多次用了音乐，想借此烘托气氛，让学生尽快进
入文本，我的设计是这样的：用音乐渲染激情，上课前，我
先播放二胡曲《二泉映月》，让优美凄苦的乐声把学生的深
思凝聚起来，带入一个优美的意境中，接着引入课题：这段
旋律你们熟悉吗？叫什么名字？引入课题并板书，接着让学
生质疑：你最想了解什么？随着学生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提出，
就让他们带着问题自读课文，解决生字词，课文朗读，乙级
让学生将自己最喜欢读的段落多读几遍，为第二课时做好准
备。

第二课时，我是用重组的方式（这也是借鉴了其他老师的方
式），以文章的4、5自然段作为中心，这似乎似乎是阿炳在
赞叹惠山二泉的优美景色，这句带到了文章的第一小节，随
即让学生积累描写环境优美的词语；在怀念对他恩重如山的
师父，带到了文章的第二自然段，体会师父对“我”的重要
性，在思索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随机学习文章的第三自然
段，想象阿炳失明后的生活是如何的，让学生在想象中感受
阿炳对音乐的热爱，第二课时的教学中，我也用到了音乐，
让学生学习第五自然段的时候，我自己配乐朗读了让学生找
描写泉声的句子，以及这泉声告诉人们什么？在知道朗读后
的齐读，我也用了音乐做背景，课后自己还吁了一口气，感
觉很顺利。

1、先以音乐导入，在优美又激昂的旋律中帮助学生奠定感情
基调——对曲子创作者的敬佩。然后给予学生“自主”，选
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读课文。学生在敬佩与好奇的情感驱使
下，必然会兴趣盎然地开始自己的朗读。

2、放课文朗读磁带，用优美的朗读引领学生，激起他们朗读
的欲望，让他们主动参与朗读。

3、用小组比赛的方式，点燃他们朗读的激情，让他们不但要
参与而且要努力，展现他们最好的朗读水平。



4、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更易把握课文情感，理清文本所要
表达的思想，帮助学生进行情感朗读。

第二课时，我播放《二泉映月》，让学生聆听，说感受，但
学生较为困难。然后再引导学生抓住第四自然段的重点
句“渐渐地，渐渐地，他似乎听到了深沉的叹息，伤心的哭
泣，激愤的倾诉，倔强的呐喊……”体会阿炳为何会产生这
样的情感。通过练习上文，“失去师父，患眼疾双目失明，
操着胡琴 ，卖艺度日。”我再次创设情境，进行了这样的想
象说话练习。

a、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阿炳怎样卖艺？

b、夏天，骄阳似火，烈日炎炎，阿炳又是怎样卖艺的呢？

c、一天，阿炳发烧生病了，为了度日，他又是怎样卖艺的呢？
使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中，更深刻地体会阿炳的坎坷经历，再
次为阿炳的不幸而感到伤心难过。

当阿炳在无人倾诉的情况下，把情思寄托于音乐表达时，我
再次播放《二泉映月》二胡曲的视频，一曲而终，学生被深
深地吸引住了。.

当悦耳动听的音乐铃在耳边荡漾开去的时候，我与我的学生
都在心底松了一口气，终于，《二泉映月》欣赏“完”了，
也欣赏“懂”了！面对着一张张因收获而快乐的脸庞，注视
着一双双因兴奋而清凉的眼睛，我又一次想到了“以人为
本”这个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的，课程改革最关键的是改
变过去教师“满堂灌”的现象，聚焦于学生的探究、发现、
动手操作的能力，培养其交流合作的能力；不是只注重知识
的传授，而要使学生在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获得基本知识
与基本技能的同时学会学习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