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月光曲教学设计一等奖乔美(优
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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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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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曲教学设计一等奖乔美篇一

第一课时

课题18、月光启蒙

课型阅读课课时第一课时

学材分析

这是一篇淳朴优美，感情真挚的散文。作者回忆了自己童年
时，在夏夜月光的沐浴下，母亲唱民谣，童谣和讲神话故事
的情景，表达了作者对母亲启蒙教育的感激，怀念之情。

学情分析童谣、歌谣，神话故事，这是每个孩子心中美好的
事物。但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过这样的童年回忆。因此，这
篇课文能很快地吸引孩子。并能留给孩子一个美好心灵体验。

学习目标知识目标教学要求：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联系上下文，理解作者用“月光启蒙”作课题的深刻含义。

能力目标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情感目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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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和敬爱之情。

学习重难点

1.课文语言优美，其中民歌民谣风格明快、流畅、含蓄、风
趣，值得好好体味。

2.文中插图精美，在指导读书感悟时，可结合插图，引导学
生感悟语言内在意蕴感情。

导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法教法点拨法自读自悟法

导学流程学生学习活动教师导学活动设计意图

引入新课

出示课题

（3分钟）生齐读课题。

1.出示孙友田的经典诗句，相机介绍诗人。

2、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母亲不识字，却是我的启蒙老师。
这是位怎样的母亲，竟能给她的孩子带来如此丰富的精神财
富？板书课题。设疑导入，能很快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呈现目标



渗透学法

（2分钟）1、自由读课文，要求：

（1）画出生字，注意读准字音，读顺课文。

（2）画出生词及不理解的词语，联系上下文理解。

自主学习

讨论研究

（10分钟（1）读生字词，师相机正音。

（2）指名读，注意轻声（裳）、前鼻音（辰）、后鼻音（蒙、
凤、凰、嫦、荆、帐）

（3）指名试读课文，了解掌握情况。

启蒙：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智慧得以初步
开发。

混沌：形容无知无识的样子。检查学生自学情况。

交流点拨

达成目标

（10分钟（此环节包含在前一个环节中，互相渗透）

同步训练

关注慢生

（10分钟）写生字作业。师从后进生起，巡查保证全班当场



过关。

质疑问难

总结拓展

（5分钟）生质疑，师组织解决。

[《月光启蒙》第一课时表格式教案(苏教版五年级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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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教案）

通师三附杨丽丽

教学要求：

1、联系上下文，理解作者用“月光启蒙”作课题的深刻含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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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和敬爱之情。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1.课文语言优美，其中民歌民谣风格明快、流畅、含蓄、风
趣，值得好好体味。

2.文中插图精美，在指导读书感悟时，可结合插图，引导学
生感悟语言内在意蕴感情。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出示课文插图：看了这温馨的画面，你会想起什么？或想
说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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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我们走进这篱笆小院，在柔和的月色
里聆听这位农家母亲的声音。

二、精读指导

1、文中有母亲唱的许多有趣的歌谣，能找到吗？请同学们打
开课本，迅速浏览

全文，找一找。（学生自由读）

2、学生汇报，电脑出示五首歌谣、童谣。

3、谁愿意站起来大声读给大家听听？（指名朗读）

4、你喜欢这些歌谣吗？为什么喜欢呀？（有趣，节奏明快，
朗朗上口）

5、从这些有趣的歌谣中你读懂了什么呢？

（2）勤劳致富，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师：对，美好的
生活要靠勤劳的双手来创造，读好这首有意义的歌谣吧！

（3）哟，还有人将母亲的童谣画成了简笔画呢，赶快给大家
展示展示吧！

6、多么可爱的图画，多么有趣的童谣啊！想记住它们吗？用
你们喜欢的方式读一读吧！（自己练读--指名读--齐读）



7、在母亲的歌谣声里，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那么你知
道母亲是在什么情况下给我唱歌谣、童谣的吗？仔细读读课
文第一、四自然段）

读了这两段文字，你感受到了什么？

（2）母亲十分辛劳，但十分关心我，十分重视对我的教育
（抓住“忙完了”“唱累了”）

相机指导朗读

8、我喜欢母亲唱歌谣、童谣吗？为什么呢？

（1）母亲的嗓音甜润、轻盈：轻轻的，像三月的和风，像小
溪的流水。师：是

的，母亲的声音甜美，充满深情，谁能读好这句话？（指名
读--女生齐读）

（2）母亲的声音仿佛芳香四溢，沁人心脾。师：母亲动人的
音韵使我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悠然飘逸。一起读好这一自
然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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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日子虽然清苦，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因为--
（引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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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母亲的歌谣故事，使我童年的夏夜变得分外的美妙。所以
（引读：虽然母亲不识字，但她却是我的--启蒙老师。）

10、现在知道作者为什么用“月光启蒙”作课题了吗？（出
示：最后一段文字）



从这段文字中，你能看出“我”想对母亲说什么吗？（感激，
怀念）

11、是啊，母亲在月光下给我唱的这些歌谣对我的一生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你们知道作者是在什么情形下写下这篇文章
的吗？其实这篇课文还有开头和结尾呢，想读读吗？（出示
文字）（自由读）

你读出了什么？

12、总结：美丽动人的神话，诙谐幽默的童谣是妈妈给我的
启蒙教育，她用月夜诗情为我打开了民间文学的宝库，用智
慧才华启迪了我，使我展开想象的翅膀，飞向了诗歌的王国，
因此，我对母亲有着深深的感激与怀念之情。

13、电脑出示：孙友田图片，作者简介

（1）这就是孙友田，简介：（孙友田，1936年12月生，当代
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文学创作
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诗集《煤海短歌》、
儿童长诗《带血的泥哨》、《矿山鸟声》等10部，儿童知识
读物《在黑宝石的家里》等。作品多次获奖，诗歌《我要演
一个童工》被选入《少年朗诵诗选》，诗选《去打开大自然
绿色的课本》、散文《师恩难忘》被编入全国小学语文教科
书。）

（2）今天，杨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一首孙友田创作的诗歌，一
起来欣赏欣赏吧！

（出示：您告诉我）读懂了什么？

二、拓展升华

内容：南通歌谣、如东歌谣、海门歌谣



形式：说、唱、录音、电视

[月光启蒙(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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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入

1、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月光启蒙》。

2、《月光启蒙》的作者是？介绍作者。

二、细读课文，理解内容。

1、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2、出示最后一段。指名读。

3、说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一是他用月夜诗情为我打开民间
文学的宝库，二是他用智慧和才华启迪我的想象，使我展开
想象的翅膀，飞向了诗歌的王国。

4、齐读。

5、母亲是怎样引导我走进诗歌的王国的呢？她做了什么呢？
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想一想。

6、生汇报并板书：唱歌谣、讲故事、唱童谣、猜谜语。

7、小结：母亲就是通过这些形式，启迪我的想象，使我展开
想象的翅膀，飞向了诗歌的王国。

三、学习第一部分。唱歌谣

1、出示课文插图，图上画了什么？



2、谁来给大家描绘一下？

3、读么美妙的夏夜呀！书上是怎么说的？自由的读一读！

4、愿意听老师读吗？（示范读）

5、听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夏夜多美妙呀！）

6、读出美妙，（指名读---齐读）

7、最美的时辰，就应好好享受母亲唱的歌谣！母亲唱了什么
歌谣？美美的读出来！

8、指名读

9、听了它的读，你发现了什么？（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
很有节奏）

10、你愿意读吗？给你这个机会，自由读歌谣，想一想，透
过歌谣你读出了什么？

a、母亲白天忙忙碌碌，晚上还要洗衣裳。真辛苦呀！再读读
出对母亲的深情！

b、要实现理想就要好好努力！齐读

11、夏天的夜晚是美妙的！母亲的童谣是美妙的！现在我们
就坐在农家小院，请静心听。（示范读）

12、你觉得老师读得怎样？好在哪里？用一个比喻句说说！
书上是怎样说的？（生述第三小节）

13、为什么说是“芳香的音韵”？（歌谣美、声音美）

14、齐读



15、小结：母亲那美妙的歌谣启迪了我的想象，为我打开民
间文学的宝库。

四、唱童谣

1、母亲唱了美妙的歌谣，又唱了有趣的童谣。她唱了那些童
谣呢？

2、指名读

3、听了有什么感觉？是呀！童谣读起来节奏感很强

4、再读，你的感受会更深！童谣寄托了家乡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无限向往。让我们感觉到，那里的人们乐观向上的精神。

5、一起打节奏读。

6、妈妈心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民谣童谣呢？

7、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8、读文中的话。

10、家乡的人们勤劳，勇敢的与自然做斗争，最求美好生活
的精神寄托在歌谣民谣中，使孩子明白了要爱什么？要追求
什么？使他那颗混沌的心豁然开朗！

11、再读五首歌谣童谣。

五、讲故事

过渡：歌唱累了！又讲起了故事，讲了什么故事呢？

1、这些故事，都发生在“高深莫测”的夜空中，能引起孩子
无限的遐想。所以在孩子眼里，母亲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什



么变化？为什么会变？母亲和它的故事一样，都边美了！！

2、齐读讲故事的部分。

六、说谜语

过渡：歌谣童谣唱完了，故事也讲完了，他还不想睡！他还
要听谜语！

1、谁来分角色读一读？

2、你似乎看到了什么？

3、母子间的亲情令我们感动，愿意读吗？集体分角色读！

七、小结

1、母亲的歌谣、童谣、故事、谜语，使我童年的夏夜变得分
外美妙。

2、出示最后一节，引读。

3、现在你明白作者为什么用“月光启蒙”做题目了吧？

4、是母亲在月光下，对我进行的启蒙教育。我母亲充满了感
激之情。

5、带着这样的感情读

八、延伸

母亲的恩情是我们无法忘记的，让我们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
感谢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深情的说一声：妈妈，
谢谢您！（出示：齐说）



九、作业

1、收集孙友田的诗文

2、收集家乡的民谣、童谣。

[月光启蒙(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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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著名诗人孙友田写的一篇散文。文章回忆了自己童
年时，在夏夜的沐浴下，母亲唱民谣、童谣讲故事的情景。
文中夏夜的月光，母亲甜美的嗓音，明快、含蓄的歌谣、民
谣以及温馨的插图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意境的美、语言的.美、
亲情的美。可以说这是一篇引导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训练并让
学生获得精神享受的绝好的教材。但是，今天的课堂教学效
果却着实有点差强人意，主要表现在：

一、课堂节奏不够紧凑。课堂教学中试图面面俱到，学生不
会的要讲，学生会的也讲，讲了不会的还是要讲，结果整篇
课文用了三课时，却似乎还没有讲完。更糟糕的是，自己
的“东拉西扯”似乎让学生坠入了云里雾里，学生茫然地跟
在我后面完全不知所措，课堂上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完全被剥
夺了。

二、学生始终在文本之外徘徊。首先表现在“读”上。文章
的语言优美、感情真挚，尤其是那些民歌、童谣，富有童趣，
原本以为学生会很感兴趣。然而，课堂上学生读得机械、呆
板；其次，学生的思维不够活跃积极，一个问题问下来只有
几个学生在主动的思考，其他学生似乎游离于课堂之外，那
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了。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只要是：



一、学生的许多语文习惯没有养成，如课前预习。尽管老师
已经布置了，但很多学生并没有很好地去完成，只是把它当
作一个任务去应付。这直接影响着第一课时的教学任务的完
成。

二、教师本人对教材钻研的不够，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课堂
上目标不明确，不能抓住重点引领学生真正地走进文本和文
本对话。

文档为doc格式

月光曲教学设计一等奖乔美篇五

1、古往今来，以月亮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苏轼的“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成为千古绝唱；
阿炳的《二泉映月》凄婉、绵长，而世界著名钢琴曲《月光
曲》表达了音乐家内心的独白，倾入了作者炽热的、真挚的
情感，关于它的谱成，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同学们，你们
想了解吗？那么就请大家跟随老师一起走进课文《月光曲》，
去聆听那美妙的乐章吧！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3、通过读题，你想知道什么？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同学们提出的这些问题都隐藏在课文中呢，请大家带着自
己的问题和老师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到文中去寻找答案。请大
家把课本打到38页，自由地朗读课文。

课件出示问题：

（1）贝多芬是谁？你对他还有哪些了解？



（2）课文主要写了什么事？

（3）课文几次提到弹曲子？分别是什么？

2、课文读完了，课文中的生字你们都认识了吗？老师要考考
大家。

3、卡片出示：纯熟、霎时、谱写、恬静等词语。并相机提问：
纯熟、霎时、谱写、恬静的含义。

4、刚才老师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同学们认真思考了吗？谁来汇
报？

三、品读课文，理解感悟

5、同学们，你们刚才在读到课题时就提出了很多的问题，这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同学们记住，小疑小进，大疑大进，
读课文之时，无论是看到了课题，还是读里面的内容，都要
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去解决它。你们的疑问全部都解决完
了，那现在老师还几个问题，你们能帮老师解决吗？这篇课
文的题目是“月光曲”，我们知道，“月光曲”是一部音乐
作品，那么课文中哪部分描写月光曲音乐的内容了呢？《月
光曲》的旋律应该是什么样的？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研
读。

课件出示：

（1）课文的哪部分写了《月光曲》音乐的内容？

（2）皮鞋匠兄妹看到了什么？这是他们亲眼看到的景象吗？

（3）《月光曲》的旋律应该是什么样的？

a舒缓—渐强—高昂



b高昂—舒缓—较弱

c较弱—舒缓—高昂

6、小组汇报，师让学生不看课文说他们看到的画面，相机出
示图片。

7、穷鞋匠兄妹真的看到这些景象了吗？那是什么呢？对，是
听到《月光曲》后穷鞋匠兄妹听后产生的联想。

10、谁来读一读？

（1）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
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遍了银光。（应用平静、舒缓、
柔和的语气去读）大家试着读一读，声音要轻，语速要慢。

（2）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旋律渐
强，语稍速快一些）

（3）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
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地朝着岸边涌过来？？（旋律激昂，
语速要快）

11、月光曲究竟有怎样的魔力，让盲姑娘兄妹看到了这样的
画面？大家想不想听听？请大家一边听，一边看。（播放音
乐）

12、听完这首曲子，你有什么感受？

13、同学们，关于这篇课文，你们还有什么疑惑？

15、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贝多芬为盲姑娘弹了两首曲
子，那么贝多芬为什么要为她弹奏两首曲子呢？弹奏每一首
曲子的原因都是什么呢？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学习。



16、从贝多芬在清幽的小路上散步到走进茅屋为盲娘兄妹弹
奏一曲，再到弹奏一曲之后盲姑娘懂他的音乐，贝多芬即兴
又创作一曲，你认为贝多芬的心情有什么变化呢？（板书：
平静——同情——激动）

17、请大家观察板书，你有什么发现？

18、由此可见，乐曲的意境与人物的心境是统一的，情感是
艺术的灵魂，美好乐曲的产生不仅要靠丰富的想象力，更要
靠高尚而真挚的情感。

19、贝多芬胸中的情感，犹如大海的波涛，他用音符把他这
些情感献给了这对特殊的知音，让我们用朗读的方式送给这
对贫苦却热爱生活的兄妹。请大家齐读课文第八、九自然段。

22、《月光曲》的谱成是一个传说。有人说，传说是假的，
不是真的，但也有人说，传说也许不真实，但传说是美的，
它让那么多人把这个故事记在了心里，又让那么多人从此留
下了这一页，但无论是穷苦的鞋匠兄妹，还是大音乐家贝多
芬，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们都相信一点，真正的
音乐是献给那些追求幸福、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的，就像海面
上的月光，它也许会被乌云笼罩，但它最终会走向光明。

作业：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个美丽的传说吧！背诵课文第八、九自然
段。

搜集和欣赏贝多芬的其它音乐作品，选择其中一首写下自己
听后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