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月光曲教学反思(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语文月光曲教学反思篇一

让孩子们自由读，一边读一边思考乐曲的变化，从而进一步
感悟课文资料。紧之后让孩子们试着把这样的变化给读出来，
品悟语言文字，并安排了孩子们分层读出这种曲调的变化，
让孩子们悟出这种变化实际上也正是贝多芬情感的变化。最
后在孩子们水到渠成到达感情朗读后，我又有了进一步的要
求，那就是配乐让孩子们把这几句皮鞋匠联想的话再读一读，
进一步体会乐曲的变化，如果课堂上还有时间的话还能够安
排学生及时背诵这部分资料，这样文中的语言就变成了孩子
们的语言积累。

就这样，我引导学生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循序渐进在读书的
“读”上面做文章，读的不空洞，不单调，读出质量，读出
韵味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整节课是贴合《语文课程标准》
的要求“注重了情感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构成良好的语
感。”“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
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读书的过程
中，比较注重语言感悟和运用，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

还有最后这部分听音乐写话，事先我准备了那首《苗岭的早
晨》，我认为这首曲子比较容易听得懂容易想象，原本我想
给学生限制一下想象的范围，介绍一下这首曲子的背景，但
之后我想既然要听音乐联想就让学生天马行空，自由发挥，
不要限制学生的思维空间。但是可能是缺乏引导，学生的想



象还是比较局限于森林动物的联欢上了。

在上这节课前我十分自信，因为我精心准备这节课，付出了
许多的心血，心里比较有底，但是课堂效果却并不象我预期
的那样精彩。我太想把每一步走扎实，到位，却因为太过了，
反而显得比较烦琐、迂回、浪费一些不必要的时间。如在解
决学生提出的那三个问题时，三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但我
却没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将三个问题结合起来解决。另外，我
自己感觉在教学设计上比较均衡用力，缺乏侧重点，个性是
学生在突破教学难点：理解《月光曲》的创作过程及贝多芬
的情感变化与乐曲和穷兄妹俩的联想之间的关系引导得但是
深入透彻，估计有些学生还是一知半解。

总之，这节课上完了，给我留下的思索是很多的，既有成功，
也有不足。我想就在这样的反复锤炼中，我的教学水平也会
逐渐提高吧！

语文月光曲教学反思篇二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充满着挑战和机遇的信息时代，是
立足现代、走向未来，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的教育创新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的价值追求必须反映新时代的'价
值观念。在追求教育价值的过程中，教师的观念更新是关键。

《月光曲》这篇课文，记叙了音乐家贝多芬谱写《月光曲》
这首著名钢琴曲的传说。那天，贝多芬来到一个小镇演出，
夜晚“在清幽的小路散步”，来到小茅屋被盲姑娘懂音乐、
爱音乐的谈话所感动，即兴为盲姑娘演奏，表现了贝多芬同
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执教《月光曲》一课，如果拘泥
于“同情劳动人民”这一主题，千方百计地引导学生围绕老
师的意图转，学生就很可能众口一辞说“同情”，落人教师
的窠臼，归根结底还是回到了传统教育的轨道上。而追求教
育价值的创新教育则要求教师必须敢于打破教参的束缚，树
立适应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的时空观，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



理念。因此，教学《月光曲》在确立情感目标的基础上，要
着眼于学生发展，建立开放式的目标意识：

１、公德意识：

贝多芬乐意为穷人盲姑娘演奏，这是艺术家良好素质的体现，
要引导学生领会其高尚的首先情操。

２、创新意识：

艺术的创新源于生活，艺术的真谛在于为全人类服务，要培
养我们“地球村”小村民的艺术追求和创新精神。

３、挫折意识：

盲姑娘又目失明，却酷爱音乐，要引导学生体会盲姑娘对生
活的信心和对人生的执著追求。

以《月光曲》的目标定位转变为例，可见，不能满足于已有
的教育模式。追求教育价值的创新教育，无论何时都应成为
学生和教师的共同追求。对学生来说，要善于从多角度去思
考问题，悟出真知灼见；克服依赖心理，养成主动的探索精
神。对教师来说，教学创新要适应服务现实的需要，适应中
国现代化、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需要，它不能停留在操作层
面上，停留在方法、手段上。教师必须扩大素质教育视野，
着眼于现代型、未来型、国际型人才的培养，以全新的观念、
全方位的视野，构建阅读教学开方式的发展性目标体系。

语文月光曲教学反思篇三

《月光曲》是一篇精读课文，这篇课文的内容是关于德国著
名音乐家贝多芬谱写《月光曲》的传说。课文内容意境隽永、
文质兼美，蕴含着丰富的美育因素。无论是乐曲、语言、情
感，都能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教学时，我主要从以下三方



面引导学生感悟体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课文塑造了贝多芬、穷兄妹俩两种人物形象。教学时，抓住
人物的外在形象，揭示人物的心灵美，能使学生受到人格力
量的熏陶。贝多芬是德国著名的钢琴家，理解这一人物形象
时，我着重向学生介绍他的生平事迹，以及他的名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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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贝多芬为穷兄妹俩弹奏乐曲这一故事中，让学生感
受到贝多芬不辞劳苦、一心为民作曲弹琴的精神。穷兄妹俩
作为劳苦大众的代表，他们生活很困苦，但十分爱音乐，对
生活充满了乐观的态度。通过指导学生充分朗读兄妹俩的对
话，能深切体会到穷兄妹俩相互关心、相互体贴、相依为命
的善良品性。

《月光曲》曲子值得一听再听，而文中的词句更值得反复诵
读体会，以帮助学生领略语言文字的生动优美。例如，在朗
读第九自然段时，我指导学生抓住“水天相接”“波光粼
粼”“霎时间”“一缕一缕”“波涛汹涌”等词句，让学生
想象并练说：“通过这些词句，你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怎
样的画面？”从而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这段话，体会海面
由平静到波涛汹涌、乐曲由舒缓流畅到高亢激昂的变幻。此
时，学生虽然没有亲耳聆听《月光曲》，也能通过充溢着优
美意境的语言文字，想象出《月光曲》的基本旋律。

《月光曲》是贝多芬创作的经典乐曲之一，其优美的旋律倾
倒了无数音乐爱好者。课文中，美妙的琴声让兄妹俩深
深“陶醉”，“等他们苏醒过来，贝多芬早已离开了茅屋”，
这些都体现了音乐艺术的巨大感染力。教学中，在学生通过
语言文字体会了课文的意境之后，我运用多媒体播放《月光
曲》的音乐，让学生配乐诵读，从而切身体会《月光曲》的
旋律，感受艺术的魅力。

当然这堂课也有几个不足的地方：本篇课文景美情深，朗读
时应该是徐缓、抒情的基调，只有个别地方，如描写风起浪



涌的语句，语调是激昂的。指导学生朗读时，要把人物思想
感情变化的层次表现出来。比如盲姑娘想听贝多芬演奏的急
切心情，皮鞋匠因买不起入场券的隐隐痛楚，贝多芬说明来
意时的诚恳、热情，盲姑娘听完一曲后的赞美、惊喜等，都
应该读出其中蕴含的感情。课堂上，由于急于完成本节课的
教学任务，学生个别地方朗读不够到位。在今后的教学中将
不断改进提高，以达到理想效果。

语文月光曲教学反思篇四

在设计这一课的过程，教案先后修改了好几次，我反复读课
文，理解着课文每一句话，细细品读，我对课文有了更深的
认识。

作为一个音乐家，能来到一个偏僻的小镇演出，肯定没有华
丽的演奏大厅，没有那么多上流社会的人，说明他想把自己
的音乐散播到每一个角落，他想让他的音乐给更多的普通的
人带来享受。他走在幽静的小路上，只有幽静的地方才能听
到这断断续续的琴声，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只有低矮的茅屋，
却传出的是他的音乐，这样穷的人是听不起他的音乐会的，
却弹奏着他的曲子怎能不让他好奇？因此，他走近茅屋。

这对穷苦兄妹的对话又引起了我的`深思。贝多芬是著名的音
乐家，他的曲子肯定不好弹，而姑娘没有看谱，只是听过别
人弹过几遍就能断断续续的弹，说明姑娘确实不简单，也反
映了姑娘的音乐天赋，可是弹不好曲子让这个姑娘苦恼，她
是那样渴望听贝多芬亲自弹。姑娘的话中流露出了对音乐的
热爱与渴望，可是哥哥的话让我知道了她的家境，这对穷苦
的兄妹虽然贫寒，却依然相互理解，互相关心。此时，门外
的贝多芬的听了这番话后会有怎样的反应？送他们两张门票？
还是把谱子写给姑娘？当他看到这位姑娘竟然是个盲人的时
候，他唯一能满足姑娘的就是为她弹一曲。贝多芬没有自报
家门，而是选择了给姑娘弹琴，他认为姑娘知不知道他没关
系，只要听到她渴望的旋律就好，在姑娘面前，他并没有把



自己当作一个音乐家，而是一个把音乐的美带给姑娘的使者，
当姑娘渴望听到的琴声响起的时候，姑娘自然是入了神。因
为只有贝多芬才能弹得这样纯熟，姑娘的音乐天赋让她听出
这个弹琴的人就是贝多芬，可是她又难以置信，但感觉分明
是贝多芬，因为她能真正体会贝多芬音乐中的感情，她对音
乐的理解正是贝多芬对音乐的理解。从这里可以看出，姑娘
和贝多芬是默契的，这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贝多芬没
有想到，在这样偏僻的小镇上竟然有如此热爱音乐的人，也
没有想到一位盲姑娘竟然有这样的音乐天赋，更没有想到这
位姑娘能通过音乐体会到他的内心世界。

对于贝多芬来说，这样的知音是可遇不可求的，他抑制不住
内心的激动，他被这对穷苦兄妹对音乐和生活的热爱深深的
打动了，胸中的感情有如波涛汹涌的大海。此时，一阵风把
蜡烛吹灭了，月光透进窗子，月亮是美好的象征，表达的是
祝福，贝多芬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这样贫寒的人家，遇到了
懂得自己音乐的人，他此时心里是温馨的，他有太多太多的
话要说，有太多太多的祝福要送给这位姑娘，借着清幽的月
光，作为一个音乐家，一个以音乐为语言的人，他不需要说
些什么，那样太苍白了，只有用音乐来抒发他内心的情感，
因此即兴创作了《月光曲》。在反复的试讲中，我也不断反
思一些问题。

怎样抓住孩子的注意力

用语言调动孩子的情绪。平淡的语言会让孩子感到乏味。当
老师自身的语言抑扬顿挫的时候，孩子的情绪也会随之起伏，
能够自然地引领孩子进入课堂，进入学习状态。

用微笑拉进师生的距离。一堂课下来，如果教师一直板着脸，
无形之中孩子就会疏远你，从而产生一些厌学情绪，因为他
觉得老师不喜欢他，所以他也不喜欢老师，就更不会喜欢这
样的老师的课堂了。



用评价激发孩子的兴趣。孩子每回答一个问题，最期望的就
是老师给他一个针对他回答的恰当的评价。当你的评价给他
以肯定的时候，他会有学习的成就感；当你的评价给他以鼓
励的时候，他会有学习的动力；当你的评价给他以建议的时
候，他会有学习的方向。可当你的评价给他以批评的时候，
他会有挫败感，会伤害他的自尊心，引起他的自卑甚至是厌
学的情绪；当你没有评价的时候，他会失落，因为他没有引
起你的重视，从而失去继续学习的兴趣。

所以我尽力用亲切的态度，温和的语气引导学生走进课文。

语文月光曲教学反思篇五

上《月光曲》这课前，我提前要求学生把课文读准、读通，
进行三查一想：一查生字表，看看生字出现在课文中的什么
地方，组成哪些新词；二查字典、词典，弄懂自己不懂的词
语在文中的意思；三查有关资料初步了解贝多芬；一想是想
想每个自然段主要讲了什么内容，预习中把遇到的问题做上
记号，课堂上与同学、老师一起讨论。

《月光曲》这课的情境教学，我主要采用语表情境和音乐帮
助想象情境。第八自然段采用语表情境，学生才能把当时的
情景通过朗读表现出来；第九自然段采用音乐帮助想象情境，
学生才能体会乐曲由舒缓到明快到激昂，从而才能把九自然
段读得有滋有味。

教学中，不同形式的感情朗读，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使学生在读中与作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在读中进入美的意
境，在读中感悟美的语言，以至熟读成诵，熟读成背，达到
积累语言的目的。

在阅读教学中，学生所产生的感悟、体验并不全面、合理时，
教师及时、积极地指出来，灵活地引导学生作出正确的回答。
只有这样，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才能得到发展，个性才能得



到真正的飞扬。

联想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培养学生的联想能力
非常重要。教学中，引导学生对音乐进行深入、丰富多彩的
联想，既活跃了学生的思维，又训练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还培养了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使学生对联想的含义有了更
深入地了解。

教完全文后，问学生：“还有哪些地方不理解呢？”学生在
学中思，在思中疑，鼓励他们敢于超越课本，敢于超越教师，
敢于用挑剔的眼光去思考并发现问题，这不仅无碍于对书本
知识的掌握，还会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所以，钻研教材，吃透文本是一切生成的基础，也是教学创
新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