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泉映月第二课时教学设计(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二泉映月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一

1.今天老师要和大家一起学习一篇课文

2.《二泉映月》是什么？

（1）是一首二胡曲

（2）二泉映月还是无锡惠山的一道美丽的风景。

3.下面请大家打开书，把你看到惠山的景色都划下来，好吗？

二、新授

1.学生自读课文

2.师生交流

（1）学生说：

（2）美还在什么地方呢？学生说

（3）学生说：月光……

（4）月光照水，水波映月……



3.同学们看，这就是刚才大家找到的，你们最喜欢哪处风景，
你们就放声地去读一读。（学生自由读）

（1）指名读（学生说他的“淙淙”的音没有读准）

老师想请一个学生读“静影沉璧”。老师来读，你们感觉自
己看见了什么？

学生说：沉下去的应该是月亮。

（2）还有哪个地方你很喜欢，请你为一个学生来读读

学生读

学生再读其他的话语

（3）你们想看看这惠山的天下第二泉吗？

（4）课件播放，教师语言过渡

4.同学们，美吗？我们一起来通过朗读感受着美美的句子吧

（1）学生读

（2）请大家接着说说惠山和二泉的风景（教师板书；风景优
美）

5.播放《二泉映月》的二胡曲给学生欣赏

（1）这曲子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啊？

（2）学生说：优美、动听

（3）这优美的曲子是谁创作的呢？（介绍阿炳）



（4）你们能不能通过预习，告诉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吗？

（5）学生说：他看不见东西；阿炳生活中十分坎坷；遭受别
人的歧视。

（6）同学们，面对生活困苦，他屈服了吗？

6.课文哪里说他没有屈服呢？请你找出来，好好地读读。

（1）学生自读，放声读

（2）师生交流，阿炳屈服了吗？

学生说；阿炳对音乐的热爱，他多么希望有一天……

她找对了，还有谁把自己的感受读进去呢？课件出示

再指名读：……我听出了他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齐读“但是生活的穷困……安定幸福的生活啊！”

（1）学生说：他十分的寂寞、困苦……

（2）他带着一颗颤抖的心，操着二胡演奏起来。

8.师生交流：这时阿炳在倾诉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对生活的热
爱

（1）找到这段话，读一读，看看阿炳究竟在表达一种什么样
的情怀？

（2）学生读

（3）指名读



（4）还有补充吗？再读

（5）学生再读

9.课件出示：

起初，琴声……恬静而又激荡。

（1）你觉得哪一段旋律最吸引你？指名读，并指导朗读

（2）还有同学希望其他段落的吗？

（3）随着旋律东西升腾跌宕，步步高昂，乐曲进入了高潮，
它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表达出对命运的抗争，抒发了对美好
未来的无限向往。

（4）学生说自己的理由，音乐起伏

（5）指导学生进行描红（“腾”、“宕”）

（6）起初这一段，谁喜欢，请学生读。（教师点评：你读出
了自己的美好感受，再请一个学生来读）

（7）阿炳想通过这个曲子什么呢？

（8）学生说：阿炳想告诉人们他爱那……

（9）学生齐读：“阿炳用这动人心弦的琴声告诉人们，他爱
那支撑他度过苦难一生的音乐，……”

10.知道阿炳为什么会创作出这样动人心魄的曲子的呢？

（1）是阿炳的坎坷经历才创作出这样的曲子。

（2）还有他师傅告诉他的话，还有他自己坎坷的经历。



（3）你最喜欢读那一处的声音，就放开声音去好好地读，
（学生自读――指名读――齐读）

11.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伤心的哭泣有人聆听吗？他只有将他的
一腔感受倾诉给这个茫茫月夜。

（2）此时此刻，你觉得这首二胡曲仅仅是动人吗？

学生说；人人都会经历困难，只要克服就好

这个曲子仅仅是感人吗？

还有一点悲凉、伤心（教师板书）

（1）播放音乐学生听

（2）学生读自己想读的句子

（3）教师随机点评

三、小结

时间虽然到了，但是我们对于阿炳的对于音乐的向往和追求
却是难以忘怀的。

二泉映月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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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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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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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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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过程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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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
凄凉、抗争、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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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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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板书设计：

二泉映月

听：苦难凄凉抗争怀念



听：叹息哭泣倾诉呐喊

二泉映月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三

教学过程：

一、欣赏音乐，奠定情感基调

1、假如没有音乐，社会将是一个无声的世界；假如没有音乐，
生活就没有了生机，没有了乐趣，世界就不再丰富多彩。上
课前，张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首二胡曲，想听吗？听的时候
老师希望同学们不仅要用耳朵听，更要用自己的整个心灵来
听这首《二泉映月》。

2、告诉老师，这悠扬的二胡声，让你听到了什么？

小结：同一首曲子，有人听出了爱，有人听出了……，不同
的人听出了不同的内容。一首名曲当我们用心去感受的时候，
就能听到作者许许多多的心声。

二、初感人物，发现一道美景

1、师：无锡的惠山，树木葱茏，藤萝摇曳。山脚下有一泓清
泉，人称“天下第二泉”。这首世界名曲《二泉映月》诞生
在这里。齐读课题《二泉映月》。

2、《二泉映月》是谁创作的？（阿炳）

3、大家对阿炳有哪些了解？

4、阿炳是个苦难的人，是一位民间音乐家，是一位盲人音乐
家。他的《二泉映月》代表了阿炳的最高水平，几十年来，
这首曲子深受我们人民喜爱，就在国际乐坛上也享有盛誉。



5、同学们，为什么一位民间艺人，一位双目失明的艺人，一
位苦难一生的艺人能创作出《二泉映月》这样不朽的作品？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阿炳，走进他那艰苦的创作历程。请同
学们带着问题自由读课文。

倾听月光如银委婉连绵双目失明

倔强月光似水　升腾跌宕卖艺度日

激愤静影沉璧　步步高昂经历坎坷

搀扶月光照水舒缓起伏热爱音乐

积淀水波映月恬静激荡向往光明

谁有信心把它们都读准了？

让我们一起来读准、读好这些词，齐读。

三、分层感悟，体会坎坷人生。

1、这么美的月色，这么悠扬的乐声，作为一个盲人的阿炳他
只能用心去感受、用耳朵来听。

2、请同学速读课文，思考文中出现了阿炳几次听泉？哪几个
自然段分别讲了这几次泉声？

3、交流：两次听泉。第一次（1-2），第二次（3-4），创作
出不朽名曲(5-6)。

（一）第一次听泉声

1、阿炳在第一听泉的时候，发现了什么呢？请同学们自由读
一读课文第二自然段。



2、谁来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阿炳听到奇妙的泉声了吗？为什么他没有听出呢？】

……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从文中寻找答案。

（二）第二次听泉声

1、师：又是一个中秋夜，阿炳在邻家少年的搀扶下，来到了
二泉。他多么希望师父说的奇特而美妙的声音出现在他的耳
畔啊，他听到了什么？谁来读一读课文第四自然段？（板书：
叹息哭泣倾诉呐喊）

2、能在泉水声中听到这些声音，你们觉得奇妙吗？

（板书：坎坷）齐读

4、请同学们再到书上找一找，看看课文哪些地方写了阿炳的
坎坷经历？（结合文章第三小节感受阿炳的坎坷经历）（板
书：双目失明卖艺度日）

5、齐读“双目失明”。你读这个词，只要几秒钟。可是“双
目失明”对一个人来说是多大的打击呀。同学们，你们把眼
睛闭起来。（闭眼一分钟左右）

师：【语调沉郁地】一片黑暗，沉浸在一片黑暗中。阿炳再
也看不见了，看不见什么？【沉痛凄凉地】对啊，由于双目
失明，阿炳再也看不到这美好的一切了。对他而言，他的人
生必将是——指板书：坎坷的。由于双目失明，他只能
靠——卖艺度日。

6、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阿炳又是怎样挣钱度日的呢？书上
虽然没有写，但是，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试着走进阿
炳的生活的那段岁月，去体验他的那段人生。



阿炳就是这样卖艺度日的，大家可以从中选择一个镜头，去
想象体验说说阿炳卖艺的情景。（播放《二泉映月》，大屏
幕出示：）

场景一：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双目失明的阿炳是怎
么卖艺的呢？

场景二：夏天，骄阳似火，烈日炎炎，阿炳是怎么卖艺的呢？

场景三：一天，阿炳生病了，烧到39、40度，浑身发抖……

阅读是学习，摘抄是整理，写作时创造。以上就是给大家分
享的11篇《二泉映月》第二课时优秀教学设计，希望能够让
您对于二泉映月教学设计的写作更加的得心应手。

二泉映月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四

我的《二泉映月》教学设计八

二泉映月

一、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你们喜欢听音乐吗？都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指名说）

师：今天这节课，顾老师想先播放一段曲子。世界著名的指
挥家－－小泽征尔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时，感动地流下了眼
泪，他泪流满面地说道：“听这首曲子，应该跪下来听。”
究竟是什么样的曲子，能如此地打动人心呢？请同学们现在
就闭上眼睛，用心去聆听，用情去体会。

(播放：二泉映月)



师：听了这段曲子，你们有什么感觉？（指名说）

师：你们对这首曲子有什么了解？（指名说）

（板书：二泉映月）

二、了解阿炳。

师：《二泉映月》这首二胡曲是阿炳用纤弱的琴弦、苦难的
人生、坎坷的经历，用长期积淀在心的种种情怀创作的。他
一生的悲、一生的恨、一生的爱全部融进了这深情的旋律中。
欣赏这感人的旋律，我们得首先走近阿炳，了解阿炳。同学
们，你们看，这就是阿炳（出示图片）

师：他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这个世界再多么五彩缤纷，
然而对他来说却只有漆黑一片。他从小就没有了爹娘，浓浓
的父爱、伟大的母爱，对他来说却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他
流落街头、形同乞丐，他生活穷困，疾病缠身。为了生活，
他只得以卖艺为生，饱受了人间的艰辛和苦难。更是雪上加
霜的是，他唯一的亲人，对他恩重如山的师父也离开了人世。

师：请同学们用心去读一读这些浓缩了阿炳悲惨一生的词语，
用心去感受这位盲人的不幸命运。

唯一的亲人------师父离开了人世

师：读完了这些词语，你想说些什么？（指名说）

三、初读课文。

师：就是这样一位尝尽人间酸辛的盲人，他为什么能创作出
这样一首不朽的乐曲呢？现在让我们打开课文，听一听顾老
师给大家带来的配乐朗读。你们仔细地看课文，跟着音乐，
随着朗读认真地听、仔细地想。（播放课文范读）



师：听完了朗读，你们觉得我读得好吗？好在哪里？（指名
说）

师：我读得时候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很大？有没有像有的同学
一样读书都用大嗓门？有时候读书不一定都要用很大的力气，
不一定要发出很大的声音。读书讲究的是轻重缓急，虚实浓
淡，刚柔隐现。表现内心思考的文章，要用气把声音送出来。
你们会读吗？听着音乐，自己试着读一读吧！

（学生试读课文）

师：都读完了，感觉怎么样？有感觉吗？

师：今天由于时间有限，顾老师就不让大家一节一节地读了。
顾老师很想听一听大家读这篇课文中的一个自段然，猜猜看，
我会让大家读哪个自然段？为什么？（指名说）

师：第五自然段集中体现了二泉映月这首名曲所体现的内容
和意境，你们要是能把这一节读好，其它的内容也一定能读
好。就这一节，谁来试着读一读。（指名读）

四、练读第五自然段。

师：你们觉得他读得怎么样？听的时候，你们发现他读的有
什么毛病吗？（指名说一说）

师：对读书的学生说：第一次站起来读这么一个高难度的自
然段，读不好，顾老师原谅你。同时也要敬佩你的勇气。好，
坐下。大家想不想把这一节读好？要想读好，我送给大家几
个字。（板书：用心灵诵读）知道，什么叫“用心灵诵读”
吗？（指名说）“用心灵诵读”咱们得首先学会“心与心的
交融”，“心与心的交融”就是要让你们走进阿炳的内心世
界，试着去了解、琢磨阿炳的内心想法。现在，就请大家再
好好地读一读这一节，你从中读出了阿炳内心世界的哪种心



情？（学生再次读第五节）

师：谁来说一说，读了这一节，你从中读出了阿炳内心世界
的哪种心情？为什么？（指名说）（说完后让学生将这些词
语写在黑板上）

（悲伤、痛苦、爱、信心......）

师：同学们，这首乐曲以“悲”为主题，在凄楚的叹息声中
又让我们看到阿炳那颗敢于同命运抗争，矢志不渝地追求美
好理想的信心。现在来，让我们听一听一位著名的演讲家是
如何将阿炳的内心世界通过朗读表现出来的。（播放第五节
录音）同学们，可以跟着录音的声音轻轻读，跟着它学，好
吗？（好！）

师：后面的同学也可以跟着轻轻地读，轻轻地学，老师们也
可以，咱们一起来感受阿炳的内心世界。

师：“曲罢不知人在否，余音嘹亮尚飘空。”啊！多么伟大
的音乐啊！听完了，似乎我们的心情早已就沉浸在阿炳的心
灵之中。你们谁来试着配乐读一读。（学生练读）

师：谁来试着读一读。（指名配乐读）

师：让我们一起在心与心的交融中，用心灵去诵读这一节吧！
（学生一起配乐读）

师：同学们，阿炳用他那纤弱的琴弦、苦难的人生谱写了如
此不朽的作品，而如今音犹在而人已亡。此时此刻，你能用
一两句话来表达我们对阿炳由衷的敬佩吗？（指名说）

（指板书，师生共同总结）

师：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谢谢同学们，下课！



板书：

二泉映月

用心灵诵读心与心的交融

一首曲子一段经历一番情怀一种精神

二泉映月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五

设计理念：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
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新课标指出，
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
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
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各种能力。

设计思路：

以朗读为主线，抓住主要问题，理解课文，了解欣赏乐曲。

教学目标：

1.能通过朗读、查阅交流资料了解阿炳坎坷的一生，并通过
朗读理解4、5两个重点段。从而能理解欣赏音乐《二泉映
月》。

2.能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这两个重点段。

教学重点：

美读课文，通过朗读理解课文，了解阿炳坎坷的一生，理解
欣赏音乐《二泉映月》。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课文，了解了故事的内容，同学们
提出了许多自己不懂的问题，让我了解到同学们个个都是善
于思考的孩子。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要通过各种手段解决这
些问题，还要能够通过朗读表达出文章的思想感情。

二、找精彩片断练读

1．下面，老师请同学们找出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自己练习朗
读，要求正确、流畅，如果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有感情地朗读
就更好了。（板书：读）

2.生自由朗读，教师巡视指导。

3.生个别朗读。

三、理解重点片段(1)并指导美读

1.出示“他想起了师父说过的话，想到了自己坎坷的经历。
渐渐地，渐渐地，他似乎听到了深沉的叹息，伤心的哭泣，
激愤的倾诉，倔强的呐喊……”

2.这两句是同学们问题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同学问：阿炳为
什么小时侯听不到声音，长大了就能听到了呢？还有的同学
问：阿炳为什么能从泉水中听到这么多声音呢？其实，解决
这些问题并不难，只要知道阿炳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就可以
了。课文中就有关于阿炳身世的介绍，看谁读书最仔细，把
它找出来有感情地读一读。

3.一生有感情地朗读。

5.（学生纷纷谈阿炳的故事。教师适时引导学生了解查阅资



料的途径：可以上网、去图书馆、咨询专业人士等。）

6.师小结，指导朗读：

阿炳，原名华彦钧，江苏无锡人。在中国音乐家的故事里找
不到他的名字，因为他只是一个民间艺人。他是道士之子，
自小便生活在道观之中。父亲和道观中的乐器班子给了小阿
炳最初的音乐熏陶，他就是在那时学会了二胡、琵琶、笛子
等乐器的。后来，他又流落街头，卖艺为生。不幸的是，21
岁时，阿炳因病双目失明。从此，阿炳坠入了黑暗的深渊，
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在生死线上痛苦地挣扎着。
正因为他的一生坎坷不平，经历了太多的痛苦、悲伤，所以，
当他在这个万家团圆的中秋之夜，孤独地坐在二泉池畔，心
中百感交集，才能从泉水中听到--（引读）深沉的，伤心的，
激愤的，倔强的……（板书：叹息、哭泣、倾诉、呐喊）

6.下面请同学们再次朗读这两句，这次朗读要求同学们能做
到美读。（板书：美）所谓美读，就是在文章的激昂处还他
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

7.生练读，师巡视。

8.生个别、集体美读这一部分。必要时教师范读。

四、理解重点片段（2）并指导美读

1.出示“他禁不住拿起二胡，他要通过琴声把积淀已久的情
怀，倾吐给这茫茫月夜。”

2.对于这句话，也有不少同学问：阿炳积淀已久的情怀是什
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书上，请你仔细读读，划下来。

3.生有感情地朗读有关片段。



4.这些情感积淀在阿炳心中，久久无法宣泄，他要用琴声倾
诉自己对命运的抗争，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就让我们一起来
欣赏吧。

5.放音乐，师随着音乐的旋律朗读有关片段（注意朗读与音
乐的结合要恰当）。

7.指导朗读。

五、熟读成诵

1.同学们读得真投入，已经做到了美读，想必其中的精彩片
断已熟读成诵了吧。请你们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片段，背下
来。

2.指导背诵。

六、总结、布置作业

今天这节课，我们解决了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做到了美读，
有些片段还会背了。下课后请同学们把4、5小节全部背诵下
来。

同学们，我国像华彦钧这样的民间艺人还有很多，像《二泉
映月》这样不朽的民间音乐也有无数，这些都是我们民族艺
术的精华。你还了解我国哪些传统的民族乐器、民族乐曲？
课余时间收集，下节课我们不妨开个音乐欣赏会。同学们，
语文和音乐是相通的，希望同学们课余时间多读美文，多赏
美乐，陶冶我们的情操，让我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附：板书设计：

二泉映月

叹息



美读哭泣

倾诉

呐喊

[二泉映月（第二课时）(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