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泉映月说课稿初中音乐(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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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二泉映月说课稿初中音乐篇一

《二泉映月》是一篇文质兼美的课文，课文生动地记叙了盲
人阿炳创作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的艰辛历程，表现阿炳热
爱生活、热爱音乐，追求美好理想，敢于同命运抗争的精神。

本单元的主题是“有志者，事竞成”旨在让学生通过学习课
文去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和敢于同逆境、命运抗争的精神。
基于对教材、学情的分析，根据新课程标准对五年级阅读教
学的要求，我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
这三个维度，制定以下的教学目标：

所以我制定本课教学目标如下：

1、联系课文内容，理解文中描写月夜景色和由琴声联想《二
泉映月》乐曲丰富内涵的语句的意思。

2、感受阿炳创作不朽名曲《二泉映月》的艰辛，学习他敢同
命运抗争、矢志不渝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

3、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的4、5节。

教学重难点：体会阿炳创作《二泉映月》的艰辛历程和这首
名曲的丰富内涵。

由于本课主人公阿炳生活的年代离我们现在的孩子比较遥远，
对于缺乏生活经验的小学生来说，领悟文章的中心以及乐曲



所表达的情感，有一定难度。于是，我采用“创设情景，以
读代讲、读中感悟”的方法进行教学。以情感为纽带，通过
多种途径，让学生置身于情感体验之中，把蕴含于语言文字
中的情感读懂读透，以获得真真切切的情感熏陶，努力体
现“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

承接第一课时的教学,教学伊始我让学生用笔勾画出文章中描
写二泉映月的好词佳句,,既理清了文章的脉络，又倡导了不
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

紧接着，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用图片展示了月夜美景创
设了文章中词语所体现的优美意境。我依次展示了“树木葱
茏、藤萝摇曳、月光如银、静影沉璧、月光似水、水波映月、
月光照水”等词语的图片。这些图片的展示不仅深化了主题，
而且也揭示出美景的熏陶是乐曲创作的前期基础。

本堂课的教学重难点突破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音乐欣赏，创设情境。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
的一半.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播的本领,而在于善
于激励、唤醒、鼓舞。所以我在开课伊始，就让学生倾听乐
曲，旨在吸引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的兴趣和情感。使学生
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到最佳的学习状态，从而激发了学生
自主阅读课文的强烈愿望。听曲后我让学生谈谈听这首曲子
的感觉，并引出《二泉映月》曲名及其创作者——阿炳。

第三部分：品读琴声，体会内涵。用为什么这首乐曲深受我
国人民的喜爱？为什么它在国际乐坛上享有盛誉两个问题，
把学生引入学习第5自然段，让学生品读琴声，体会内涵。这
部分是本课教学的一个重难点，我先让学生潜心、专心地听
一遍乐曲。先听，再说，最后接触文本。符合人们整个认知
过程，强化思考，水到渠成。我本着“以读代讲，读中感
悟”的方法让学生从每一种琴声所寄托阿炳怎样的思想感情
分三个步骤来读，使他们读懂读好。接着更深一层让学生带



着感悟来读好，读中感悟，悟后再读，在一次次的朗读中，
一次次的提高中，学生读懂了乐曲，融入了阿炳的内心世界。
从而体会了文章的中心，使人物形象在学生头脑中突现出来。

第四部分：了解乐曲《二泉映月》的不凡成就。通过知识拓
展补充人们对《二月映泉》乐曲的评价，尤其是对日本有名
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先生 “这首乐曲太感动人了，像这样的
乐曲应该跪下来听”中的“跪”字进行讨论，激发学生学习
阿炳敢于同命运抗争、矢志不渝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进而
升华文章的主题。课文总结朗读，音乐声再次响起，曲到酣
至，学生不仅强化了语言文字的积累，而且也记住《二泉映
月》这首表达心声的名曲，记住一个平凡的名字——阿炳。

听：叹息 哭泣 倾诉 呐喊

感悟:人生如泉声

倾吐：化心声为琴声

琴声 ——— 情怀

委婉连绵 赞叹 怀念 思考

步步高昂进入高潮 抗争向往

舒缓起伏 恬静激荡 爱…爱…爱…爱 敢于同命运抗争，矢志
不渝追求理想的伟大精神

二泉映月说课稿初中音乐篇二

《二泉映月》是一篇文质兼美的课文，课文生动地记叙了盲
人阿炳创作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的艰辛历程，表现阿炳热
爱生活、热爱音乐，追求美好理想，敢于同命运抗争的精神。



本单元的主题是“有志者，事竞成”旨在让学生通过学习课
文去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和敢于同逆境、命运抗争的精神。
基于对教材、学情的分析，根据新课程标准对五年级阅读教
学的要求，我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
这三个维度，制定以下的教学目标：

所以我制定本课教学目标如下：

1、联系课文内容，理解文中描写月夜景色和由琴声联想《二
泉映月》乐曲丰富内涵的语句的意思。

2、感受阿炳创作不朽名曲《二泉映月》的艰辛，学习他敢同
命运抗争、矢志不渝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的4、5节。

教学重难点：体会阿炳创作《二泉映月》的艰辛历程和这首
名曲的丰富内涵。

由于本课主人公阿炳生活的年代离我们现在的孩子比较遥远，
对于缺乏生活经验的小学生来说，领悟文章的中心以及乐曲
所表达的情感，有一定难度。于是，我采用“创设情景，以
读代讲、读中感悟”的方法进行教学。以情感为纽带，通过
多种途径，让学生置身于情感体验之中，把蕴含于语言文字
中的情感读懂读透，以获得真真切切的情感熏陶，努力体
现“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

承接第一课时的教学,教学伊始我让学生用笔勾画出文章中描
写二泉映月的好词佳句,,既理清了文章的脉络，又倡导了不
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

紧接着，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用图片展示了月夜美景创
设了文章中词语所体现的优美意境。我依次展示了“树木葱
茏、藤萝摇曳、月光如银、静影沉璧、月光似水、水波映月、



月光照水”等词语的图片。这些图片的展示不仅深化了主题，
而且也揭示出美景的熏陶是乐曲创作的前期基础。

本堂课的教学重难点突破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音乐欣赏，创设情境。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
的一半.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播的本领,而在于善
于激励、唤醒、鼓舞。所以我在开课伊始，就让学生倾听乐
曲，旨在吸引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的兴趣和情感。使学生
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到最佳的学习状态，从而激发了学生
自主阅读课文的强烈愿望。听曲后我让学生谈谈听这首曲子
的感觉，并引出《二泉映月》曲名及其创作者——阿炳。

第二部分：走进阿炳，了解坎坷，感悟创作的艰辛历程。这
一部分也是本课教学的一个重难点。我通过课件出示相关资
料，让学生真正走近阿炳，了解阿炳，叙述引读课文内相关
的段落三小节，从而感受阿炳的“人穷志不穷”，不向命运
屈服的骨气。紧接着读文直奔重点段四、五自然段紧紧围
绕“渐渐的，渐渐地，他似乎听到沉沉的叹息，伤心的哭泣，
激愤的倾诉，倔强的呐喊……”这句话，让学生反复朗读，
逐渐深入阿炳的内心深处。从而理解阿炳创作《二泉映月》
的冲动来源于他十多年的坎坷经历与身心的巨大折磨，进而
体会到他创作《二泉映月》的艰辛历程。《二泉映月》说课稿
（第二课时）

二泉映月说课稿初中音乐篇三

《二泉映月》是苏教版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五年级下册的一
篇精读课文。课文浓缩了民间音乐家阿炳艰辛苦难的一生，
记叙了《二泉映月》这首名曲的形成过程，再现了《二泉映
月》的丰富内涵，表现了阿炳热爱生活、热爱音乐、追求理
想、敢于同命运抗争的精神。

《二泉映月》是一部传世之作。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作



者以自己辛酸痛苦的人生体验，经过长期的积淀创作出这首
动人心弦的乐曲。乐曲向人们倾诉了对他坎坷的一生，既有
对人生的无奈，又有对痛苦生活无尽的愤怒与抗争，其中缠
绵不尽的愁思、慨叹，动人心弦。

音乐本是天籁之声，只有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人才能听懂；
文字本是有温度的，只有热爱生活，善于品词析句的人才能
感受得到。本文的重点应落在让学生读中悟，悟中读方面，
进而了解阿炳生活坎坷，学习阿炳不向命运屈服，勇于抗争
的精神，领会曲子的意境。同时，使学生学会正确面对困难、
挫折。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能联系课文内容，理解文中描写月夜景色和由琴声联想
《二泉映月》乐曲丰富内涵的语句的意思。

3、通过朗读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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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五自然段创设音乐情境，让学生在倾听、感受、朗读、
感悟中深切理解语言文字的内涵，并能熟读成诵。

课前布置学生查找搜集有关《二泉映月》及主人公阿炳的有
关资料。

学情分析

乐曲柔中带刚，深刻地揭示了作者内心的生活感受。这是一
位刚直顽强的盲艺人在向人们倾吐他坎坷的一生。学生不易
产生共鸣。阿炳生活的年代距学生较远，学生对其坎坷经历
及情感的理解是难点。对乐曲内涵的理解是重点。在阅读课
文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明白，物是人非，经历就是财富。苦



难也许是人生为我们打开的另一扇窗，苦难也许就是一笔财
富。可通过三点解决：1品读文字，在研读文字的过程中，领
悟阿炳借“乐声”倾吐自己的“心声”。2听曲子，在鉴赏中
体味韵律美，与语文的审美功能相结合。3读中悟，悟中读，
在批注中静思，在与同学交流中引发思维碰撞。

媒体运用：多媒体、ppt课件

一、介绍课题及作者、欣赏名曲《二泉映月》。

让学生谈谈从这悠扬的琴声，你听到了什么？板书

二、整体感知课文。

1、让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阿炳为什么能创造出如此高超
的乐曲？）

2、认识词语，整体感知课文。

三、学习课文第二、四、三自然段。

1、拿出笔来，快速浏览课文，从课文中找出带有“二泉风
景”的句子。

2、课件出示第二节，指名读。问：小啊炳听到了奇妙的声音
了吗？引入第四段教学。

3、教学第四段。激情：为什么没有听到“奇妙”的声音？

4、从“双目失明”、“卖艺度日”来帮助学生理解。设
计：“闭眼感受”环节。引入第五段教学。

四、学习课文第五自然段。

1、问：他为什么要把这些通过琴声来倾吐给月夜呢？让学生



感受啊炳的孤苦伶仃。

2、指导朗读。读出起初的委婉连绵，高潮部分的升腾跌宕。

3、学生练习朗读。

五、总结课文。

1、学生朗读课文的最后一段，感受《二泉映月》在中国乃至
国际上的地位。

2、幻灯片打出：1978年，小泽征尔应邀担任中央乐团的首席
指挥，席间他指挥演奏了弦乐合奏《二泉映月》他感动得热
泪盈眶，呢喃地说：“这种音乐只应跪下来听。”进一步感
受阿炳对命运抗争、对光明向往的这种不屈的精神！

3、在音乐中结束本节课。

苦难本来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悲痛、哀伤、哭泣。但是对一
个生活的强者，对于敢于和命运抗争的人来说，苦难是一笔
巨大的财富。同学们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苦难吧！下课。

二泉映月说课稿初中音乐篇四

《二泉映月》是一篇精读课文，安排在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
五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单元主题为“有志竟成”。本单元课
文中，无论是海伦凯勒不畏艰辛，刻苦学习，还是司马迁忍
辱负重，发奋著书，还有郑和顽强探索、七下西洋，都在给
我们读教材的人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强者的声音——敢于
同命运抗争，追求美好理想。在这样一个主题单元里，选编
《二泉映月》这样的文章，更有非凡的意义。《二泉映月》
是世界十大经典名曲之一，是我国民族音乐的代表，是人间
绝唱，在国际乐坛上享有盛誉。这样的民族瑰宝，我们的孩
子应该了解；再说到“二泉映月”的创作者阿炳，他是生活



在社会最底层的、身患残疾的民间艺人，他是千千万万社会
最底层的人的代表。他所生活的年代是我国正处于风雨飘摇
的时期。阿炳的苦难人生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但阿炳的音乐
透露着一中来自底层的健康而深沉的气息，是我们中华民族
精神的凝聚。我想这是编者所选文章的意义所在。

《二泉映月》一文文质兼美。课文浓缩了民间音乐家阿炳艰
辛苦难的一生，记叙了《二泉映月》这首名曲的形成过程，
再现了《二泉映月》的丰富内涵，表现了阿炳热爱生活、热
爱音乐、追求理想、敢于同命运抗争的精神。阿炳以自己辛
酸痛苦的人生体验，经过长期的积淀创作出这首动人心弦的
乐曲，乐曲向人们倾诉了他坎坷的一生，既有对人生的无奈，
又有对痛苦生活无尽的愤怒与抗争，其中缠绵不尽的愁思、
慨叹、动人心弦。所以，这首世界名曲的孕育、创作过程自
然就成了本课的一个学习重点。

《二泉映月》这首二胡曲是阿炳的用心之作，凝聚着许多复
杂的感情，这情感是阿炳在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和痛苦后的爆
发，所以，不了解阿炳的人生，不了解阿炳的苦难，无法体
会到此曲的无限内涵。然而，我们的学生缺乏的正是这些体
验，虽然文字很美，但要透过文字去领悟，对于我们的孩子
来说还是难以与作者，与阿炳产生情感共鸣。课堂上，让学
生读懂阿炳的人生经历，读懂乐曲的心声，读懂乐曲的内涵，
就成了我们必须要突破的难点。

结合课标对本学段的阅读教学的要求，我们在分析文本特点
与学情的基础上，将本节课的目标制定为：

知识与技能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



2、能联系上下文，了解阿炳的艰辛历程，感悟阿炳的满腔情
怀，体会琴声的变化及其表达的思想感情。

情感态度价值观

3、学习主人公敢于同命运抗争，矢志不渝追求美好理想的精
神。

由于本课主人公阿炳生活的年代离我们现在的孩子比较遥远，
对于缺乏生活经验的小学生来说，领悟文章的中心以及乐曲
所表达的情感，有一定难度。于是，本节课，我们采用“创
设情境、赏析词句、以读促讲、读中感悟、读写结合”等方
法进行教学。整节课的设计以情感为主线，通过听、说、读、
悟、写等多种途径，让学生置身于情感体验之中，把蕴含于
语言文字中的情感读懂读透，以获得真真切切的情感熏陶。

（一）谈乐曲价值

开门见山，揭示课题后，从课文最后一自然段切入，齐读了解
《二泉映月》这首二胡曲后人给予很高的赞誉。接下来再让
学生交流课前搜集到的资料，了解《二泉映月》的地位及影
响，让学生在思想上感受到《二泉映月》是受世人仰视的音
乐作品，非同反响，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师适时介绍阿
炳——这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给学生认识上形成了强
烈的冲击，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通过设疑：阿炳怎样
创作出这样的曲子，真正唤醒学生的思维。

（二）赏二泉美景

首先借助多媒体，创设声音、画面一体的情境，让学生找出
描写月光的词语，进行赏析，通过朗读体会二泉映月的静谧
美好，学生能感受到这样的美景，对于后面体会阿炳对惠山、
对清泉、对月光的爱作了铺垫。这种环境的熏陶也是阿炳创
作二泉映月的条件之一，即使双目失明，依然爱着旧时目睹



的美丽风景。这样一连串的设计，旨在让学生明白这是二泉
映月产生的环境和背景。

（三）读坎坷人生

“一把二胡，道尽人世沧桑；两根细弦，诉尽命运悲凉”是
阿炳一生真实写照。课文仅用了短短的二十三个字来描述。
这寥寥数语，怎能让我们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孩子品味到这
人间悲苦，读懂阿炳的坎坷呢？所以，我们大刀阔斧，创作
性地使用教材，作了这样的设计：

1、读文字，诉说命运。学生能较容易地找到师父离世、双目
失明、卖艺度日等词。

2、想画面，体味悲苦。在这里，老师先出示了一段文字资料，
意在起到一石三鸟的功效。这是阿炳的真实经历，是一处情
境创设，将学生带入阿炳的世界，还是一处写作示范，引导
学生去描摹阿炳种种不堪的遭遇，落实高段阅读教学中
的“读写结合”。在这里，学生越是能想象的丰富，越是能
描摹的细致，就越能体味这人生的“坎坷”，感受着坎坷中
抗争的伟大。当然，越能接近阿炳的内心世界，为后面学
习“从泉声中听到心声”做深厚的铺垫。

（四）悟琴声内涵

前面有了对阿炳苦难人生的铺垫，有了对阿炳丰富的内心世
界的铺垫，我们就觉得二泉映月的创作是曲随情生，情动辞
发。再来体会琴声内涵，就顺理成章，这部分教学，采
用“读中感悟，以读促讲”的方法。首先让学生静静地与文
本对话，先感悟琴声，再去体悟阿炳的心声。在学生若有所
悟之时，将学生领入乐曲的世界，潜心聆听。而后，让学生
畅所欲言，描述乐曲意境。这样做，旨在融学文与赏乐相结
合，既让学生读懂课文，又培养学生音乐方面的审美能力。
最后，再进行朗读，在一次次朗读中提升，在一次次朗读中



感悟阿炳对历经苦难但不屈抗争的情怀。然后再以小泽征尔
的话“听这样的音乐要跪下来听”引导学生深层次思考，让
学生明白令人震撼的不仅仅是乐曲本身，更是阿炳这个人。
是他的不屈的精神，是他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是他人性的伟
大征服了小泽征尔，征服了所有的听众，进而深化本课的中
心。

（五）赞精神品质

课后的拓展延伸，紧紧围绕单元主题——有志竟成，让学生
通过大量的人物事例，感悟强者的不屈于抗争。东方有阿炳
双目失明，拉出了《二泉映月》，西方有双耳失聪的贝多芬
奏响了《命运交响曲》，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课后让学生
收集贝多芬、旭日阳刚的事迹读一读，让这种不屈的、抗争
的精神，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浸润到学生的生命之中。

本节课的学习，将学生置身于浓浓烈烈的情感体验之中，把
蕴含于语言文字中的情感读懂悟透，获得真真切切的情感熏
陶，体味到了阿炳的人生情怀，让学生受到优秀文学作品的
感染与激励，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

本节课的板书设计凝练，泉声、琴声、心声，这是本课的教
学主线，也是《二泉映月》创作的主线，更是我们所有参与
者的情感主线。淙淙的泉声引发了优美的琴声，优美的琴声
倾诉着阿炳的心声。泉声、琴声、心声、声声入耳；你心、
我心、他心、心心相印。

二泉映月说课稿初中音乐篇五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苏教国标本小学语文第十册第9课《二泉
映月》第二课时，课文既浓缩了阿炳苦难的一生，也形象地
阐释了《二泉映月》的丰富内涵，文情皆美，适宜朗读感悟。
在教学中，我结合信息技术，以情感为纽带，从阅读二泉映
月的景色入手，在如银的月光中走过阿炳十多年的坎坷经历，



走进阿炳的内心，走向《二泉映月》。为此我预设了如下三
维目标。

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是

体会阿炳坎坷的人生经历与《二泉映月》的丰富内涵，学习
他敢同命运抗争、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

因为学生对阿炳其人其事了解甚少，课文呈现的又只是文字
符号，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基于学科、教材及学生特
点，我借助电子白板的交互、大容量的优势，创设情境，实
现视、听等多感官的联合，引起学生情感的共鸣。结合活动
单导学模式，我设计了以下三个活动。

这是本课的教学流程

为了让学生获得真真切切的情感熏陶，我将电子白板与语文
教学作了如下有机整合：

整合一、音乐先声夺人，形成阅读期待

传统的语文教学手段非常单一，教学内容也仅是一些枯燥的
文字和板书、插图，学生学起来枯燥乏味。而在本课上课伊
始，我便“先声夺人”——利用媒体呈现《二泉映月》的音
乐和画面，创设一个基于课文的情境，让学生尽快地走进课
文，形成一种阅读期待。

整合二、媒体展示音像，理解乐曲内涵

语言文字是单一的,可是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是多种感官的综合
刺激。《二泉映月》所表达的意境和内涵相当丰富，为了让
学生更加深入透彻地理解，我将图文影音俱全的资源与文本、
想象等进行有效整合，在活动二的学习中插入《二泉映月》
影片片段以及“夏天卖艺”、“冬天卖艺”、“生病卖艺”



的相关图片，利用电子白板的播放、拖动等功能，带领学生
试着走进七十年前阿炳“卖艺度日”的艰难岁月。提高了视
觉效果，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充分地体现了互动课堂
的特点。

整合三、配乐深情朗读，走进阿炳内心

没有信息技术加入的阅读教学是空洞的，教学效果也是不太
令人满意的。而信息技术的参予可以为朗读平添色彩，让朗
读更具艺术美感。为了深刻体会阿炳创作《二泉映月》的艰
辛与这首名曲的丰富内涵，真正地走进阿炳的内心世界。我
利用电子白板的圈画功能，引导学生圈画有关乐曲旋律变化
的词句，接着反复朗读，反复涵咏，揣摩意蕴，配乐朗读，
深入感悟语言的文字美和乐曲的意境美。

在开发教学资源时，我精心筛选了与课文内容联系紧密，针
对性强的信息，与文本资源整合制作了白板，激活了形象思
维，丰富了语言积累，拓展了交流空间。让学生的课堂学习
得以延伸，真正实现了课内外的链接，解决了传统教学中涉
及内容的宽泛性与课堂教学时间的有限性这对比较突出的矛
盾。

这样，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把图片、声音和视频等信
息有机整合，为学生呈现丰富多彩而又极具感染力的画面和
情境，为语文课堂教学增添了无穷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