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光曲教案结束语(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月光曲教案结束语篇一

一、教学目得要求：

1、了解《月光曲》是怎样谱写成得，从中体会音乐家贝多芬
同情，热爱劳动人民得思想感情。

2、分辨课文中哪些是实在得事物，哪些是由实在得事物引起
得联想，并体会二者结合得作用。

3、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课文内容。分辨事物和联想。

难点：引导学生体会贝多芬弹奏第二音乐曲时得情和景。

三、教具准备：幻灯片

四、教学过程：

（一）提出单元训练重点——分辨事物和联想

（二）简介贝多芬，导入新课。

板书：9、月光曲



（三）讲授新课。

1、弄清弹奏第一音乐曲得经过。

（1）一天夜晚，贝多芬在幽静得小路上散步听到了什么？

（2）这琴声为什么引起他得特别注意？

（3）贝多芬靠近茅屋，又听到了什么？（指名读这一段话）

弄清这段话中得重点词，体会这段话得含义。

（4）贝多芬为什么要走进茅屋？

（5）贝多芬走进茅屋干了什么？

（6）他为什么弹琴？

让学生在文中找到贝多芬是怎样说得？

（7）贝多芬弹完第一首曲子盲姑娘有什么反应？

（8）为什么盲娘推测出陌生人是贝多芬呢？

（9）这时贝多芬用什么来回答盲姑娘得问话？

2、理解弹奏第二首乐曲得经过。

（1）让学生默读，找出课文中哪些是描写《月光曲》得内容。

引导学生体会当时得环境。

（2）在这清幽得月光下，听着美妙得琴声，皮鞋匠好象看到
什么？



（3）盲姑娘仿佛看到了什么？（放录相，老师范读，学生体
会。）

（4）听到这首乐曲，盲姑娘得神态怎样？

（5）乐曲弹奏完了，贝多芬离开了茅屋。兄妹俩发觉没有？
为什么？

引导学生在文中找出有关词句。

（6）贝多芬飞奔回旅店干什么？

（7）记得是什么曲子？

（四）归纳小结：

归纳本课三个要点，并强调单元训练重点。用以联系后面几
课。

1、掌握文章得主要内容（听——弹——记），是《月光曲》
得谱写经过。

2、按事情得发展，了解贝多芬感情得变化。（同情——激
动——激情）

3、分辨哪些是事物，哪些是联想。文章中运用事物和联想这
种知识，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写文章时，我们分辨哪些是事
物，哪些是联想，从而帮助我们很好地了解文章得思想感情。
写文章时，在记事中，加上自己合理得联想，能使文章深刻、
感人。

分辨事物和联想，是这课得重点，也是这个单元得训练重点。
今天，我们初步学习了这种知识，在这个单元得几篇课文还
要进一步学习。并把它运用到写作中去，使这种语文知识转
化为阅读能力和作文能力。



（五）练习

1、学生朗读《月光曲》8、9自然段。

2、布置片断练习：《贝多芬回到客店》

月光曲教案结束语篇二

1、听《月光曲》。师：这时，贝多芬看到盲姑娘听到他的曲
子是这样的兴奋，这样的喜悦，贝多芬心里怎么样?”

2、师生对读盲姑娘和贝多芬的话。

(1)师：“于是，贝多芬又给她弹了一曲，这个曲子就是《月
光曲》。这首曲子是贝多芬早已谱写好的，还是趁着兴致当
时弹出来的?从哪一句里可以看出?”

(2)师：“同学们想一想，当时是怎样的情景使贝多芬创作出
这样一首世界著名的乐曲呢?盲姑娘和皮鞋匠是怎样听的?他
们听着，听着，又展开了怎样的联想?”“请你们看看插图、
带着这个问题自学第二部分。”

3、(学生自学)全班交流。

“是怎样的情景使贝多芬创作出这样一首世界闻名的乐曲
呢?”(老师读课文“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按起琴键来。
”)

读后描述，把学生带入课文描写的情景：“课文中有一幅插
图，这个情景多美啊。蜡烛灭了，屋子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
银纱，那么白，那么亮，那么美。

交流：为了描写这个环境，课文中用了什么词?“(清幽)”这个
“清”是“亮、清朗”的意思;“幽”给人宁静的美感。前面



也讲到贝多芬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清幽、幽静”，
都有幽雅、美和静的含义。但“清幽”有光亮的意思。月光
是那么亮、那么美，也给人宁静的感觉。”

1、“现在就请你们把这一节课文读一下，眼睛闭起来想一想，
月光怎么清幽，小屋子里是什么情景?屋子里人物的形象怎么
样?然后请你们讲这幅图。”(学生各自准备，同座两人对话。
)

教学预设：(描述插图)一阵风拂过，把蜡烛吹灭了。皎洁的
月光透过窗户，照亮了茅屋。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
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月夜呀，身边的穷兄妹是这样的穷
苦，他们同样需要音乐，我一定要用我的音乐给他们带来快
乐，给盲姑娘带来光明，贝多芬望了望穷兄妹俩，借着月光
弹起琴来。

3、学生读写实的部分：皮鞋匠静静地听着。皮鞋匠看看妹妹，
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他睁得大大的眼睛。

4、学生读联想，体会情境。

(1)读书想象第一幅画面：体会月光照耀下海波粼粼的画面

(2)体会第二幅画面：月亮越升越高……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
涌过来……的情境。

(3)随着音乐体会第三幅画面：皮鞋匠听着听着，觉得海上刮
起了大凤，卷起了巨浪的情境。再引导再看图：“想一想皮
鞋匠听了琴声，仿佛觉得大海卷起了巨浪，贝多芬在怎样弹
琴，琴声怎样?”(贝多芬越弹越激动，身子也可能摇摆起来，
节奏也越来越快。)

师：这个传说之所以写得这么感人，这么富有美感，是与文
章中记叙中展开了联想有很大的关系。”



引导对比：如果把联想部分去掉，看文章会变得怎么样?(不
那么深刻感人。)不信，可以读读。

指导读：读这类文章时，要搞清楚哪是叙事，哪是联想，从
而很好地了解文章的思想感情。

指导写：作文时，不仅要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有
时还要把想到的写下来。在记事中恰当地加进自己的联想，
文章就会更加充实，表达的感情就会更加丰富、深刻。

“盲姑娘听到贝多芬的第一个曲子是“入神”“激动”，听了
“月光曲”是“恬静”是“陶醉”，我们想想看这个穷苦的
盲姑娘此刻心里觉得怎么样呢?她心里可能要说什么?我们帮
她说出来。”

“贝多芬说过，我的音乐只应当为穷苦人造福，而且说如果
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幸福的，这时贝多芬的心情
怎么样，从哪个词儿说明他也很激动?”(飞奔)。

师：“同学们，我们再读读课文吧。大家可以跟着录音小声
读一次，再大声读一次。”

月光曲教案结束语篇三

1、学会生字“券”，理解部分词语及课文第二段第一部分，
回答课后第1题d小题。

2、初步感受《月光曲》美的意境，感受音乐家贝多芬同情劳
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1、回答课后1题的第1小题。

2、感受《朋光曲》美的意境，感受贝多芬同情劳动人民的思
想感情。



课文录音，《月光曲》音乐带、投影、小黑板。

一、引题

听说咱们五（1）班的同学都很喜欢听音乐，今天，老师给大
家带来了一首著名的钢琴曲《月光曲》，谁来告诉大家它是
谁创作的？介绍一下贝多芬。

二、新授：

1、不过，今天老师不是上音乐课，而是上有关《月光曲》的
课文。出题、读题：

17、月光曲。

先请大家闭上眼睛，一起来感受一下音乐的意境。

听《月光曲》后：在音乐声中，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2、刚才，同学们都把自己感受到的描绘得如诗如画，那么，
课文又是怎么来描写的呢？请找出来自己读读，仔细体会一
下。（他仿佛看到了大海？）

（1）你读懂了什么？

“霎时”：极短的一点时间。

这部分由内容是曲子所表现出来意境，表现在音乐的旋律上
该怎么去体会？（曲调是一下子转入澎湃激昂的？这中间是
不是有个过程？乐曲开始是轻而舒缓，后来是澎湃激昂。）

（2）师小结：边出图

（3）指名读（评议），师范读（伴音），自由读（你认为读
得好的可站起来读），齐读。



（4）试说，结合出图。

4、听录音、看课文（2——9节）

要求：

（1）注意生字、多音字、注音，划出不理解的词语。

（2）思考：传说主要讲了什么？贝多芬共弹了几首曲子？

反馈：

（1）正音、提出不理解的词。

（2）回答两个问题。（板书：听到琴声，看到兄妹，遇到敌
意）

5、传说中，贝多芬并不认识盲姑娘，那他为什么要给盲姑娘
弹曲子？你是怎么

看的？（生答）

再看看课文有关段落，划上说说你读懂了什么？（或你知道
了什么？你还找到了什么？）

（1）读议：“一天夜晚......弹的正是他的曲子。”

理解“幽静”：幽雅寂静

“断断续续”：说明姑娘很喜欢贝多芬的曲子，但弹得不熟
练。

“是他的曲子”引他靠近茅屋。

（2）读议兄妹对语。



（听了几遍，虽然家穷，买不起入场券，但谱子可以抄或习
得起，假如有谱子，就会弹）

“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有多好啊！”充
满对贝多芬的崇拜，听曲的愿望。

重点：不过“随便说说”：与姑娘内心是矛盾的，但她怕哥
哥因为家里穷买不起音乐会的入场券而心里难过，所以这样
说，这是劝慰的话。

（穷还表现在哪儿？）

穷：茅屋、旧钢琴、歌的话。

其实她是十分渴望能听到贝多芬的演奏，说明她很懂了，体
谅哥哥，同时也说明她非常喜欢音乐，特别是贝多芬的曲子。

这些对话该怎么读？（姑娘渴望而又装作毫不介意，哥哥：
失望、难过）

指名读后：师引读（分角色）

（3）听了盲姑娘的话，贝多芬心里会怎么想？怎么做？引
读4、5节。

你读懂了什么？

读议：“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

（哪句话最能表达他当时的心情，产生这种心情除了由于听
到说话外，还表现在贝多芬心理活动的直接表达）体现他同
情穷人（劳动亿）的思想品质，读出热情诚恳、充满激情的
语调。

6、学到现在，你们可知道为什么贝多芬要给盲姑娘弹曲子？



（出问题）

7、再读2——5节，读出语气。（先自由准备读、后齐读）

三、小结：你学到了什么？

月光曲教案结束语篇四

1、学会本课1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幽静、入场券、
蜡烛、纯熟、琴键、微波粼粼、霎时、一缕、汹涌、记录。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最后三个自然段。

3、抓住贝多芬的言行举动及感情变化，体会《月光曲》的创
作过程及内容。培养联想和想象的能力。

4、感受贝多芬同情热爱贫苦人民的思想情怀。

使学生了解贝多芬是怎样创作出《月光曲》的，以及在创作
过程当中思想感情的变化。

贝多芬感情变化的原因。

生字词卡片、多媒体课件

两课时。

一、检查预习(从课文结尾入手)。

1、（《月光曲》音乐起）齐读课题：“曲”是什么意思？

2、从课文中你结识了谁？贝多芬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他著
名的？（相机教学§1）

3、课文写了他谱写《月光曲》，那课文中还有哪一段和他创作



《月光曲》没有关系？（相机教学最后一小节）

4、过渡：一个曲子为什么这么着急，贝多芬为什么要“飞
奔”回客店，还要连夜写下来？

二、直奔重点，体会乐曲的意境。

2、出示§9：（指名读课文）

（1）这段写了什么？（大海和月光的变化）那怎么说是《月
光曲》呢？

（2）引导学生理解月光、大海变化的内容，通过朗读来体会，
并在熟读的基础上练习背诵。

（相机出示课件）月亮升起微波粼粼

月亮升高风卷巨浪

月光照耀波涛汹涌

（3）分清事物与联想：

有力快速

高昂激荡）

（6）是这样的音乐（指板书）引起了这样的联想（指板书）。
这是我们的猜想，贝多芬的《月光曲》真是这样的吗？想不
想听一听？不过我想：贝多芬是伟大的音乐家，不一定象我
们研究的那样简单，可能在一片平静的大海中，也会偶尔跳
起几个雪白的浪花，也可能在汹涌的浪峰之间有低沉波谷，
是不是？这样，就使乐曲的旋律更丰富了。（音乐欣赏）

（7）想象练习：你听着这首曲子好象看到了什么？



三、追根溯源，了解人物的心境。

1、如此美好的乐曲，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学到这儿，你有没
有什么新的疑问产生？（学生质疑）那么，他的创作激情、
创作灵感从何而来？带着问题自读第二至第八自然段：

2、学生分小组研读§2——§8

3、引导学生理解创作的源泉：

板书：一分触动

十分感动

万分激动

（2）寄情于月光：他把这份感情寄托给了谁？（出示朗读
第8小节）

4、现在你还认为《月光曲》是反映月光和大海变化的吗？
（是反映贝多芬那天晚上和空兄妹俩接触的过程和他的感情
变化的。）

五、课外延伸：

1、教师：贝多芬悄然而来，悄然而去，给穷兄妹俩带来一片
温馨的人间之爱，一次美的艺术享受，给自己的艺术创作带
来了一次意外的收获，给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艺术财
富，也给我们带来了今天这个美丽动人的传说。音乐不仅给
人以美的享受，还可以陶冶人的性情，让我们借助网络去感
受贝多芬的音乐魅力。

2、（点击网络）介绍：他的乐曲热情激昂，像一团熊熊的烈
火，迸发着炽热的激情。



一、复习导入：

1、通过学习，你结识了谁？对他有哪些了解？

2、背诵《月光曲》的内容（§9）（伴《月光曲》）

二、写作迁移：

1、分清课文中哪些是实实在在的事物？哪些是联想到的事物？

2、写作练习：给《荷花》这一段加上适当的联想：

多美的荷花啊！碧绿的荷叶把池塘挤得满满的。白荷花、红
荷花竞相开放，全开的、半开的，姿态各式各样异，争奇斗
艳。一朵刚刚绽开的花骨朵躲在荷叶后面，一只蜻蜒在上边
飞来飞去。

3、组织交流。

三、巩固生字词：

1、出示生字词：指读

2、引导学生从汉字的构字规律对字词进行分析比较。

3、理解词语的意思。

月光曲教案结束语篇五

1、了解《月光曲》是怎样谱写成的，从中体会音乐家贝多芬
同情，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2、分辨课文中哪些是实在的事物，哪些是由实在的事物引起
的联想，并体会二者结合的作用。



3、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重点：理解课文内容。分辨事物和联想。

难点：引导学生体会贝多芬弹奏第二音乐曲时的情和景。

板书：9.月光曲

1.弄清弹奏第一音乐曲的经过。

（1）一天夜晚，贝多芬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听到了什么？

（2）这琴声为什么引起他的特别注意？

（3）贝多芬靠近茅屋，又听到了什么？（指名读这一段话）

弄清这段话中的重点词，体会这段话的含义。

（4）贝多芬为什么要走进茅屋？

（5）贝多芬走进茅屋干了什么？

（6）他为什么弹琴？

让学生在文中找到贝多芬是怎样说的？

（7）贝多芬弹完第一首曲子盲姑娘有什么反应？

（8）为什么盲娘推测出陌生人是贝多芬呢？

（9）这时贝多芬用什么来回答盲姑娘的问话？

2、理解弹奏第二首乐曲的经过。

（1）让学生默读，找出课文中哪些是描写《月光曲》的内容。



引导学生体会当时的.环境。

（2）在这清幽的月光下，听着美妙的琴声，皮鞋匠好象看到
什么？

（3）盲姑娘仿佛看到了什么？（放录相，老师范读，学生体
会。）

（4）听到这首乐曲，盲姑娘的神态怎样？

（5）乐曲弹奏完了，贝多芬离开了茅屋。兄妹俩发觉没有？
为什么？

引导学生在文中找出有关词句。

（6）贝多芬飞奔回旅店干什么？

（7）记的是什么曲子？

归纳本课三个要点，并强调单元训练重点。用以联系后面几
课。

1、掌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听——弹——记），是《月光曲》
的谱写经过。

2、按事情的发展，了解贝多芬感情的变化。（同情——激
动——激情）

3、分辨哪些是事物，哪些是联想。文章中运用事物和联想这
种知识。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写文章时，我们分辨哪些是事
物，哪些是联想，从而帮助我们很好地了解文章的思想感情，
写文章时，在记事中，加上自己合理的联想，能使文章深刻、
感人。

分辨事物和联想，是这课的重点，也是这个单元的训练重点。



今天，我们初步学习了这种知识，在这个单元的几篇课文还
要进一步学习。并把它运用到写作中去。使这种语文知识转
化为阅读能力和作文能力。

1、学生朗读《月光曲》8、9自然段。

2、布置片断练习：《贝多芬回到客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