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光启蒙的教学反思与评价(汇总7篇)
竞聘是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提升，
我们才能在竞争中获得成功。写竞聘材料时，我们要注重语
言的精准性和逻辑性，使其更具说服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整理的一些经典竞聘范文，希望能够对大家在写作过程中提
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月光启蒙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月光启蒙》是五年级第十册中的一篇重要的讲读课文，作
者是著名的诗人孙友田。文章用细腻的笔触回忆了自己的母
亲及为好的童年生活。母亲不识字，却是“我”的启蒙老师，
用民间文学给我启蒙，引领“我”走进了诗歌的王国。

我抓住启蒙展开教学，当让孩子们谈到母亲是怎样给作者启
蒙的时候，几个孩子说到母亲说神话故事这个片段，说得真
棒啊！

一位孩子说道：“原来，估计作者和我们大家一样，到了晚
上，仰望天空的时候，只是看见星星和月亮，但是在受过母
亲启蒙后，在作者的眼中，天空已变成了高深莫测的世界，
满是神话故事，天空变得神奇起来。”

另一位孩子说道：“作者在这里把母亲比作一尊玉石雕像，
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那时，月光洒满了小院，也洒在了母
亲的身上，作者被母亲搂着，抬头看母亲的时候，已被那些
神话故事所深深陶醉，母亲，仿佛就变成了知识的使者，带
着作者飞向诗歌的王国。”

最后我注意拓展情感，当孩子本以为课文已经结束了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其实，文章还有段结尾呢，多年后，作者回到
了离别已久的故乡，再一次看到了母亲……配上音乐，我出



示了下面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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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范读的时候，我注意到孩子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
他们也在感受着啊，当我让他们来齐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
分明见到他们眼中的泪花！

我接着又说道，虽然母亲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道眼前
站的是谁，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更不知道那些好听的民谣了，
但是那些民谣却深深地，刻在了作者的心里……说完便出示
课文中所有的民谣，我指名让孩子去读他们认为最能打动他
们的民谣，于是一个孩子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缓缓地，
读起了本应该轻快活泼的民谣。一个接一个，孩子们体会着
每一个民谣，他们说：如果我是作者，那么回忆这些民谣，
念一念这些民谣，将是对母亲最好的怀念。

趁感情还在激荡，我又出示了文章的最后一段，我范读着，
孩子很快也加入了我的队伍，和我一起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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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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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快结束课文了，我让孩子们谈谈对这篇文章有着什么
样的感受时，孩子感受到了母爱。

另外《月光启蒙》也让我进一步反思自己教学中的不足。



1．“对话”问题。语文的课堂教学是一个师生平等对话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彼此分享对文章的理解，探讨重点
问题。作为教师，比孩子早一步解读教材，其实在整个“对
话”过程中更应该是充当“引路人”和“排雷兵”的角色。
也就是说教师对“对话”在备课中是早有预设的。对于预设，
在备课中我是相当细致的，从学生角度出发，设想了许多情
境，同时也设计了必要的引学过程。但课堂又是一个动态生
成的过程，在课堂上，我总是“情不自禁”地陷入自己的预
设，特别是当学生的理解深度与预设有差距时，往往是“不
依不饶，生磨硬套”这其实就不再是真正的“对话”了。

月光启蒙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月光启蒙》是根据我国著名“煤矿诗人”、民间文学家孙
友田的《月光母亲》改编的。课文回忆了自己童年时，在夏
夜月光的伴随下，母亲唱民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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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课的教学设计中，我打乱文本段落顺序，抓住重点段
落——文章的最后一小节让学生有感情反复朗读、细细品味。
为了加深印象，我以最后一个自然段为起点，以母亲吟唱的
儿歌童谣为主线，帮助学生从歌谣内容、从自身和作者的感
受、从母亲的情感等不同角度去领会母亲的启蒙。教学时层
层深入，环环相扣，让学生在快乐中作者对母亲启蒙教育的
感激、怀念之情。首先，通过让让学生自由地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去读文中的五首歌谣，想画面，感受画面中景色之美，
体会歌谣给我爱劳动，爱生活的启蒙。学生读得方式很多，
用活泼的语气读，用舒缓的语气读，用拍手的方式读等等。
学生通过读歌谣感受到童谣带给自己的快乐，想到母亲带给
作者的启蒙，这既是对文本本身的迁移，又是对自己情感的
迁移。其次，让学生听歌谣，感受母亲唱歌时音韵之美，再
从作者的感受出发，抓住“芳香”体会歌谣的音韵美，感受
歌谣给予我们的启蒙是热爱民间艺术。第三，联系母亲劳累
了一天还不忘搂着我，给我唱歌谣，还唱得如此动听，如此



悦耳，来体会浓浓的母爱。通过这一部分的教学，学生
对“母亲把对故乡的爱伴着月光给了我，让一颗混沌的童心
豁然开朗”这句话的理解水到渠成。并且遵循了一般的阅读
规律，引导学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思考与认识，由易到
难、由简到繁、由具体到抽象地去认识与掌握，学生学得轻
松、愉快。

在教学完课文后，我又出示了《月光启蒙》的部分原文，并
深情并茂地娓娓读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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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我来赶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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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中慈爱聪颖的母亲与
此时痴呆傻笑的母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冲击着学
生的心灵，唤起了学生的生命激情和自由感受。不仅如此，
我还找到了一首根据最后一小节课文改编的诗歌，这样不仅
让课堂充满活力，更延续着生命。

月光启蒙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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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启蒙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月光启蒙》是五年级第十册中的一篇重要的讲读课文，作
者是著名的诗人孙友田。文章用细腻的笔触回忆了自己的母
亲及为好的童年生活。母亲不识字，却是“我”的启蒙老师，
用民间文学给我启蒙，引领“我”走进了诗歌的王国。

我抓住启蒙展开教学，当让孩子们谈到母亲是怎样给作者启
蒙的时候，几个孩子说到母亲说神话故事这个片段，说得真
棒啊！

一位孩子说道：“原来，估计作者和我们大家一样，到了晚
上，仰望天空的时候，只是看见星星和月亮，但是在受过母
亲启蒙后，在作者的眼中，天空已变成了高深莫测的世界，
满是神话故事，天空变得神奇起来。”



另一位孩子说道：“作者在这里把母亲比作一尊玉石雕像，
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那时，月光洒满了小院，也洒在了母
亲的身上，作者被母亲搂着，抬头看母亲的时候，已被那些
神话故事所深深陶醉，母亲，仿佛就变成了知识的使者，带
着作者飞向诗歌的王国。”

最后我注意拓展情感，当孩子本以为课文已经结束了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其实，文章还有段结尾呢，多年后，作者回到
了离别已久的故乡，再一次看到了母亲……配上音乐，我出
示了下面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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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范读的时候，我注意到孩子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
他们也在感受着啊，当我让他们来齐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
分明见到他们眼中的泪花！

我接着又说道，虽然母亲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道眼前
站的是谁，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更不知道那些好听的民谣了，
但是那些民谣却深深地，刻在了作者的心里……说完便出示
课文中所有的民谣，我指名让孩子去读他们认为最能打动他
们的民谣，于是一个孩子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缓缓地，
读起了本应该轻快活泼的民谣。一个接一个，孩子们体会着
每一个民谣，他们说：如果我是作者，那么回忆这些民谣，
念一念这些民谣，将是对母亲最好的怀念。

趁感情还在激荡，我又出示了文章的最后一段，我范读着，
孩子很快也加入了我的队伍，和我一起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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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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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快结束课文了，我让孩子们谈谈对这篇文章有着什么
样的感受时，孩子感受到了母爱。

另外《月光启蒙》也让我进一步反思自己教学中的不足。

1．“对话”问题。语文的课堂教学是一个师生平等对话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彼此分享对文章的理解，探讨重点
问题。作为教师，比孩子早一步解读教材，其实在整个“对
话”过程中更应该是充当“引路人”和“排雷兵”的角色。
也就是说教师对“对话”在备课中是早有预设的。对于预设，
在备课中我是相当细致的，从学生角度出发，设想了许多情
境，同时也设计了必要的引学过程。但课堂又是一个动态生
成的过程，在课堂上，我总是“情不自禁”地陷入自己的预
设，特别是当学生的理解深度与预设有差距时，往往是“不
依不饶，生磨硬套”这其实就不再是真正的“对话”了。

2．“评价”问题。在课堂上适时的评价是推动教学，促进学
习的一种有效的办法。我在评价上做得总欠火候，表现在：
用重复学生的话代替评价；评价的时机把握不够自然，其实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发言或朗读都需要用一长串的话语去评价，
有时一个手势、一个微笑、适时的示范都是评价，往往“无
声胜有声”；评价的到位率不够。学生是否从评价中获益，
并有所提高，是评价有效与否的标准。在本课的教学中，对
朗读的评价是重点，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从评价中理解课文应
该怎么读好，读出味道。如对歌谣的朗读第一次我是意图让
孩子在理解第四节的基础上读得柔美、深情。第二次则是让
孩子在理解歌谣含义的基础上读出文字蕴涵的意韵。但在教
学中，因为评价的意向性不够明确，孩子没有读到位就急于
推进教学，而使读的层次体现得并不分明。



月光启蒙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课刚开始,多媒体出示课文的插图,然后让学生从课题入手,图
文对照,感悟《月光启蒙》的美好境界。此时教师动情地描述，
学生认真聆听，用心体验想象：

师：童年的往事是难忘的，童年的夏夜是美妙的，让我们随
作者孙友田再一次走进这洒满月光的篱笆小院。（师描述情
景，语调轻缓，饱含亲情，眼里流露出令人神往的神情，随
即出示多媒体画面。）

师：同学们自由读课文，把你体会最深的句子读给大家听。
（学生自由读课文，进入文中描写的情境）

生：（有感情地朗读第一节）我体会了母亲的爱。

生：从“搂”“轻轻”“洒满月光”，我体会到了作者的童
年很幸福，很美好。

生：我喜欢母亲的歌谣，从中我体会到了母亲对美好生活的`
无限向往。

师：能读给大家听吗？（学生轻轻得读了起来）

师：谁来评评他读得怎么样？

生：很有感情，真像母亲在唱歌呢！

生：很动听，甜甜的。

生：美，真有一种三月和风吹面的感觉。

师：让老师做一回母亲读一读。（师动情地读）谁来评评老
师读得怎么样？



生：轻柔、甜美中还饱含深情。

师：谁能再深情地读一读？（学生深情地读）

师：你读得这样好，能说说你的体会吗？

生：我体会到母亲很疼爱自己的孩子，要带着他走上千万里
去寻找幸福生活。

生：我体会到母亲很勤劳。

师：是的，黄河两岸勤劳的人们世世代代传唱着这些歌谣，
它像滔滔的河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黄河儿女。（生自由读
第5、6小节）

师：还想说些什么吗？

生：月光下的母亲很美。

生：是母亲甜甜的歌谣，父亲的（莲花落）使我的童心豁然
开朗。

生：披着月光的母亲，真像玉石雕像。

[反思]没有牵强附会，没有生灌硬输，所产生的感受是入情
入境朗读的自然流露。此时学生已经在真切的体验中达到
了“文心合一”。就这样，学生轻松地体味到了母亲那甜甜
的嗓音，真实地到那洒满月光的篱笆小院中走了一回，在那
飘满芳香的小院中陶醉了，在甜甜的歌谣中陶醉了。当读完
课文第二部分时，学生对月光下的玉石雕像也有了更深切的
体会，在每一位学生心中，母亲身上带上了圣洁的光环。学
生通过深情的朗读再次走进教师为其铺设的语感空间。

师：（动情地幽默风趣的童谣）此时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童谣很有趣。

生：佛看到了那可爱的小老鼠。

生：体验到了这童谣的欢快、活泼。

师：谁读读看？（生动情读歌谣）

师：（轻轻地走到了孩子中）瞧，我现在就是月光下的母亲，
你们就是月光下的孩子。

月光启蒙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六

《月光启蒙》是内蕴丰富的散文，作者是著名的诗人孙友田。
作者回忆了自己童年时，在夏夜月光的伴随下，母亲唱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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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友田感谢“月光启蒙”，我也同样感谢
《月光启蒙》。

《月光启蒙》让我享受了一次流畅的教学过程。孩子们真好，
在课堂上我分明能感觉到他们的投入，与他们的'眼神的交流，
聆听他们精彩的发言、朗读，让我享受着教学的过程，体验
着作为语文教师的幸福。在教学中，我能通过欣赏图片所创
设的情境，用已有的情感体验打开学生情感的闸门，为全文
的学习，架设情感的桥梁。 由于课文中的童谣分段的出现，
穿插在作者的行文中，通过对教材的重组，更好地将学生的
情感集中，并且自主的学习方式，更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开放，
由浅入深，层层递进，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在学生
初尝到由自己的自主学习获得的成功之时，恰到好处地创设
情景，借助多媒体营造的氛围，让学生真正走进课文
来“赏”，而非在课文的大门口徘徊，浅尝则止。 用问题为
学生探路，通过学生自主探究，抓住语言文字，用智慧赏读
文本的同时，发现并感悟，享受成功的快乐。 紧抓语文的人
文性，不拘泥于小文本，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同时，赏人情，



明事理，获取精神的滋养。

《月光启蒙》让我进一步反思自己教学中的不足，而且这些
不足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习惯成自然的“积习”了。

1．“对话”问题

语文的课堂教学是一个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师生彼此分享对文章的理解，探讨重点问题。作为教师，比
孩子早一步解读教材，其实在整个“对话”过程中更应该是
充当“引路人”的角色。也就是说教师对“对话”在备课中
是早有预设的。对于预设，在备课中我是相当细致的，从学
生角度出发，设想了许多情境，同时也设计了必要的引学过
程。但课堂又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在课堂上，我总
是“情不自禁”地陷入自己的预设，这就不再是真正的“对
话”了。

2．“评价”问题

在课堂上适时的评价是推动教学，促进学习的一种有效的办
法。我在评价上做得总欠火候，有时一个手势、一个微笑、
适时的示范都是评价，往往“无声胜有声”。学生是否从评
价中获益，并有所提高，是评价有效与否的标准。在本课的
教学中，对朗读的评价是重点，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从评价中
理解课文应该怎么读好，读出味道。如对歌谣的朗读第一次
我是让孩子在理解第四节的基础上读得柔美、深情。第二次
则是让孩子在理解歌谣的基础上读出文字的意韵。但在教学
中，因为评价的意向性不够明确，孩子没有读到位就急于推
进教学，而使读的层次体现得并不分明。

月光启蒙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七

课刚开始,多媒体出示课文的插图,然后让学生从课题入手,图
文对照,感悟 《月光启蒙》的美好境界。此时教师动情地描



述，学生认真聆听，用心体验想象：

师：童年的往事是难忘的，童年的夏夜是美妙的，让我们随
作者孙友田再一次走进这洒满月光的篱笆小院。（师描述情
景，语调轻缓，饱含亲情，眼里流露出令人神往的神情，随
即出示多媒体画面。）

师：同学们自由读课文，把你体会最深的句子读给大家听。
（学生自由读课文，进入文中描写的情境）

生：（有感情地朗读第一节）我体会了母亲的爱。

生：从“搂”“轻轻”“洒满月光”，我体会到了作者的童
年很幸福，很美好。

生：我喜欢母亲的歌谣，从中我体会到了母亲对美好生活的
无限向往。

师：能读给大家听吗？（学生轻轻得读了起来）

师：谁来评评他读得怎么样？

生：很有感情，真像母亲在唱歌呢！

生：很动听，甜甜的。

生：美，真有一种三月和风吹面的感觉。

师：让老师做一回母亲读一读。（师动情地读）谁来评评老
师读得怎么样？

生：轻柔、甜美中还饱含深情。

师：谁能再深情地读一读？（学生深情地读）



师：你读得这样 好，能说说你的体会吗？

生：我体会到母亲很疼爱自己的孩子，要带着他走上千万里
去寻找幸福生活。

生：我体会到母亲很勤劳。

师：是的，黄河两岸勤劳的人们世世代代传唱着这些歌谣，
它像滔滔的河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黄河儿女。（生自由读
第5、6 小节）

师：还想说些什么吗？

生：月光下的母亲很美。

生：是母亲甜甜的歌谣，父亲的（莲花落）使我的童心豁然
开朗。

生：披着月光的母亲，真像玉石雕像。

[反思]没有牵强附会，没有生灌硬输，所产生的感受是入情
入境朗读的自然流露。此时学生已经在真切的体验中达到
了“文心合一”。就这样，学生轻松地体味到了母亲那甜甜
的嗓音，真实地到那洒满月光的篱笆小院中走了一回，在那
飘满芳香的小院中陶醉了，在甜甜的歌谣中陶醉了。当读完
课文第二部分时，学生对月光下的玉石雕像也有了更深切的
体会，在每一位学生心中，母亲身上带上了圣洁的光环。学
生通过深情的朗读再次走进教师为其铺设的语感空间。

师：（动情地幽默风趣的童谣）此时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童谣很有趣。

生：佛看到了那可爱的小老鼠。



生：体验到了这童谣的欢快、活泼。

师：谁读读看？（生动情读歌谣 ）

师：（轻轻地走到了孩子中）瞧，我现在就是月光下的母亲，
你们就是月光下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