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月光曲说课稿(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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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月光曲说课稿篇一

本文较长，为完成教学目标，我设计用两课时进行教学。

第一课时：学会生字新词，反复阅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
容。

第二课时：在细读课文，朗读的基础上，品味歌谣、童谣的
魅力，升华延伸。

这里，我着重说第二课时教学流程

（一）复习导入

课伊始，我让学生看课文插图，听我描绘插图内容。提
问：“如果图上小朋友是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学生谈完
之后，我出示第一段中心句：“夏夜永运是美妙的。”学生
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感受夏夜的美妙！此时，我播放课文录
音，学生边听录音，边找出文章中心句。

这样设计以角色转化，辅以优美的画面、动情的音乐范读，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有利于学生创造思维的迸发，又有利于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构建。使学生在最强的
学习欲望、最佳的学习条件下进行学习。

（二）品味歌谣、童谣的魅力



本文特色是民歌、民谣风格明快、流畅、含蓄、风趣。因此
品味歌谣、童谣的魅力是本文教学的重点，对于本环节的教
学我采取四步进行：

1、学生找出歌谣、童谣。

2、通过不同形式的读。

3、说自己由这些歌谣、童谣所想到的美景。

4、学生之间议论。

结合学生找出歌谣、童谣，我先后出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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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三月的
和风，像小溪的流水。小院立即飘满了她那芳香的音韵。”

（3）“黄河留给故乡的故道不长五谷，却长歌谣。”

（4）“此时明月已至中天，母亲沉浸在如水的月色里，像一
尊玉石雕像。”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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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设计我认为既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
的学习方式，又有利于教学难点的突破。有了第一课时的初
读课文，又有了上述教学环节和我的适当点拨，突破难点可
谓水到渠成。同时我通过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
期待、阅读反思等环节，拓展了思维空间，提高了阅读质量。
提高了学生参与于是意识，调节了课堂气氛，突出教学重点。
可谓“一石三鸟”



（三）感情升华，表达怀念之情

在教学中我抓住母爱的“无私、不求回报”的特点，让学生
读文感受作者母子“情深”。然后提问：“同学们，你们学
了这篇课文后想对自己的妈妈说写什么呢？”请写在纸上，
送给妈妈。

这样设计既让西红柿将文本的内涵牢牢地抓住，理解作者对
母亲的感激、怀念之情，又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的人文渗透。
同时对学生进行小练笔的锻炼。

（四）课外延伸

在新课结束之际，我拿出孙友田的散文《母亲似水》、《月
光母亲》，推荐给学生。

这一设计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学生的课外阅读量。
从而把《课标》“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要
求落实到实处。

语文月光曲说课稿篇二

（一）教材

《月光启蒙》是苏教版小学语文第十册第五单元的一篇课文，
本单元的主题是“亲情依依”，这一单元向我们展示了人间
最美好的感情：爱情、亲情、友情，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本文是一篇内蕴丰富的散文。课文以“民
谣、童谣、谜语”的形式，充分展露“母爱、童心、智慧”
这一主题。作者回忆自己童年时，在夏夜月光的沐浴下，母
亲唱民歌、民谣和讲故事的情景，表达了作者对母亲启蒙教
育的感激怀念之情。这篇课文淳朴优美，感情真挚，是上节
课的延伸，更是本单元主题展示。



（二）说教学目标

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的总目标结合教材结构特点及学生的
实际情况，我把这篇课文分为两课时，今天我说第二课时，
这课时的教学目标是：1、能体会重点词句在文中的意思和用
法。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师生、文本之间的对话，体会月色的美与母亲对孩子
无尽的爱。领会“月光启蒙”的真正内涵，感悟作者对母亲
的深深感激和怀念之情。

3、体会把握民歌、民谣的内蕴美。借助民歌民谣，插图，让
学生走进文本，感悟课文内涵。迁移延伸，搜集民歌民谣，
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

（三）说重点、难点

这课时重点是：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母亲终身难忘的
感激、怀念和敬爱。

这课时难点：联系上下文、理解作者用“月光启蒙”作课题
的深刻含义。

教学重、难点突破：

1、能体会重点词句在文中的意思和用法，正确、流利、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

2、精读课文，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感受作者童年夏夜的美
妙，感悟作者从母亲那里受到的启蒙教育，体会作者对母亲
深深怀念之情。

3、以读促悟，加强朗读训练，在满怀深情的朗读中受到感染，
领会“月光启蒙”的真正内涵，感悟作者对母亲的深深感激



和怀念之情。

二、说教法和学法

根据本课教材特点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遵循“积极指导自
学、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教学理念，运用情境教学法
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创造学习、前后联系、读中感悟、角色
体验，多渠道接受信息。

三、说教学步骤

根据本课特点和学生认识水平，为了贯彻新课标的精神，我
将本课的教学过程分为如下几步设计：

教学思路：

这里，我着重说一说第二课时的教学思路：

（一）直接揭题，自主定位

课始，我直接揭题，并让学生说说：“这节课在学习中你想
学到什么呢？”

这一设计既符合“媒体组合教学设计的基本原理”中的第一
条原理：目标控制原理，又有利于“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的构建，使学生在最强的学习欲望、最佳的学习条
件下进行学习。

（二）歌文对应，初步感知

1、快读课文，找出表明母亲给予我《月光启蒙》的词句。板书
（智慧启迪）

2、课件出示语句（最后一小节），配乐范读，并让学生说
说“你认为学习这篇课文我们要重点理解、体会什么？”



我认为这样设计以优美的画面、抒情的音乐、动情的范读构
成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磁场，有利于学生创造思维的迸发，
同时让学生自己谈谈“学习这篇课文我们要重点理解、体会
什么？”更是贯彻、落实《语文课程标准》中所提出的“学
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的具体体现。

3、初步理解课文，分4小步进行：

第一步：找：默读课文，找出文中民歌民谣。

第二步：读：读出所找的民歌民谣，课件根据学生回答相机
出示对应的语句。

第三步：说：说说你由这些民歌民谣所想象到的美景，会说
哪一句就说哪一句，课件根据学生回答突出相关语句。

课件这样设计主要是因为学生的回答具有不可预测性，而我
们设计成网页形式，可选性强，加强了师生互动，提高了教
学效率。

第四步：议：互相讨论，试着把自己感悟到的意境以读一读、
画一画、唱一唱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认为这一环节的设计既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
合作”的学习方式，又有利于教学难点的突破。有了第一课
时的反复熟读课文，又有了上述三步的对应，再加上这一环
节中教者的适当点拔，突破难点可谓是水到渠成。

4、师生共同小结，回读文末语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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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体验感悟，感情朗读



1、快读课文，找出文中描写体现母亲智慧才华的语句。

2、感悟课文前一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句的出示并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而是
根据学生回答相机出示，使得教学过程更具灵活性，从而使
教师从黑板、粉笔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拓更广阔的教学领
域。同时我认为这一设计通过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利用
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阅读批判等环节，拓展了思维空间，
提高了阅读质量。

我认为这样设计既使学生在阅读中加深感悟，体会了语文学
科的人文性，又以“回读”这一特定形式体现了语文课堂教
学中的自主灵活性。

3、感悟后一部分

请同学们继续找出文中体现“母亲的智慧才华”的语句，并
分读、看、悟、品四步来体验感悟，感情朗读。

一读，读文中句子。

二看，看课件演示。（第6自然段开始展示的场景）

这一设计符合媒体组合教学多感官配合原则，充分调动学生
多种感官参与学习，做到视听结合，动静结合，进一步调动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意识；这一设计同时也体现了现代
教育媒体的延伸功能，向学生提供了当时当地无法看到的现
象与过程，加深了学生对“母爱与童心”的感悟。

四品：出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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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拔学生品读。

综观这四步的教学，既展示了媒体组合教学的优化功能，提



高了教学效率；又提高了学生参与意识，调节了课堂气氛；
还加深了学生感悟，突出了教学重点。可谓是一箭三雕。

这一部分的2、3两个模块中的师生互动生成也没有固定的先
后顺序，力求充分体现在主题性阅读中整体建构，在个性化
阅读中主动感悟，在“无字书”阅读中涵育人格的阅读教学
理念。

4、师生共同小结：回读课文最后一自然段。

（四）升华理解，拓展延伸。

1、课件配合下的师生合作，分角色朗读全文。

议一议，还可以给课文加个什么题目？比较体会文题《月光
启蒙》意境美。

2、通过小博士提问，学生自主总结所学知识，交流、吟唱已
收集的民歌童谣。

3、通过小博士挑战，出示实践性、延伸性阅读练习：继续体
会文章意境美，继续收集家乡民歌童谣。

这样设计既体现了师生民主合作的理念，又激发了学生的主
动意识和进取精神，还贯彻了“综合性学习”的要求，有利
于语文教学资源的开发。课件配合下的师生合作分角色朗读
为全课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学生喜闻乐见的卡通动画形象更
是调动了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为学生课后语文实践活动的高
质量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说板书设计

19 月光启蒙

母亲 我



智慧-启迪

混沌-开朗

我认为这一板书设计从文字上看简洁明了，紧扣文意；从形
式上看回环交融，寓含文意；从媒体运用的角度看，与课件
演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语文月光曲说课稿篇三

我说课的内容是九年义务教育新课标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教
科书第26课《月光曲》。这是一篇精读课文，讲述了德国著
名音乐家贝多芬因同情穷鞋匠兄妹而为他们弹琴，有感于盲
姑娘对音乐的痴迷而即兴创作出《月光曲》的传奇故事。作
者借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既表现了大音乐家贝多芬对穷苦
人命的同情和热爱，又表现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才华，
同时也告诉人们，美好乐曲的产生不仅要依靠丰富的想象力，
更要依靠高尚而真挚的情感。文章文字美、情感美、意境美，
融传说、美景、深情于一炉。

根据新课标提出的三维目标，在结合人教版教材的特点和学
生实际，我确立了以下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方面：学会本课生字新词，理解“人物的心境
和乐曲的意境”的统一。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最后
三个自然段。

2、过程与方法方面：学会根据实在的事物，展开适当的联想。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了解贝多芬创作《月光曲》的经
过，体会贝多芬同情穷苦人民的思想。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领悟《月光曲》的内容。



教学难点：理解“人物的心境和乐曲的意境”的统一。

为了紧扣大纲，突破重点，解决难点，实现本课的教学目标，
结合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我采用了尝试教学、变序
教学等多种方法，利用多媒体软件，运用“以读代
讲”、“尝试练习”、“点拨议论”的方法。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新时代人们对
教育的要求开始转向追求个体的自由，“授之以鱼不如授之
以渔”，重视学法指导，是改革课堂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
力的需要，更是让学生终身受益的需要。为此我让学生充分
去感知语言材料，让学生自己去读书感悟、合作学习，研究
语言文字，渗透“读”、“思”、“议”、“悟”、“勾”
等学法。

本课安排两个课时，为了体现新一轮课程改革对教育提出的
崭新要求，我设计了以下几个教学环节：

(一)创设情景氛围，激发学生情感。

讲课伊始，我应用情景教学，多媒体出示贝多芬画像和他的
名言：“我的音乐只应当为穷苦人造福，如果我做到了这一
点，该是多么幸福。”随后播放贝多芬的《月光曲》，并随
乐声简介贝多芬，让学生明确贝多芬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他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演奏，人民对他十分爱戴和敬仰。创
设出浓郁的情景氛围，使学生进入情景，既激发了学生兴趣，
又暗示了课文的内容中心，引出课题。

(二)倡导合作学习，培养问题意识。

教学想要真正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就应该营造一个合作
学习的民主氛围，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是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的基础，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发明千千万，起问是一点，
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就在每事问。”显



而易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相当重要。在
本课教学中，我让学生初读悟文后，合作学习，促进学生相
互启发，相互影响。让学生质疑提问，教师梳理学生懂或不
懂的内容，以学定教。这一步，体现了尝试教学法的“自
练”;体现了学法“读”、“议”、“悟”。

(三)直奔文章重点，体会乐曲意境。

本篇课文的重点是引导学生领悟《月光曲》的内容，而文章
并没有描写《月光曲》的琴声、节奏及旋律，而这一内容文
章是通过皮鞋匠听音乐时的联想表现出来的，为此，我让学
生勾画出皮鞋匠听音乐时联想的文字，合作学习，初步体会
乐曲的三层变化，再用多媒体施放月色海天的图画，即“月
亮升起，海面平静”、“月亮升高，穿过微云”、“月光照
耀，风起浪涌”。并配与月色海天图画相对映的《月光曲》
的三具乐段，即轻松舒缓的、渐强发展的、高昂激越的。教
师再用富于感情的语言朗读三层文字。这样，以图画展现情
景、以音乐渲染情景、以语言描绘情景的方法被有机的结合
起来。音乐、美术、语文三门学科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深
深地撼动了学生的心灵，从而突破了重点，并让学生分辨了
事物和联想。这一步，体现了学法“勾”和“议”。

(四)追溯作曲根源，了解人物心境：

如此美好的乐曲，贝多芬是在怎样的心境和激情中创造出来
的呢?我让学生尝试自学后，出示插图，师生共同讨论得出贝
多芬作曲的根源：夜深人静，听到琴声;走进茅屋，引起同
情;遇见知音，非常激动;环境清幽，创作名曲。让学生明白
兄妹贫穷的现状与贝多芬憎恶社会的激情，使得贝多芬的心
情在变化，而穷兄妹俩，特别是对爱音乐又懂音乐的盲姑娘
的.深切同情和对她求知若渴心理的理解，是贝多芬创作《月
光曲》的感情基础，从而让学生体会了贝多芬的卓越才华，
和她对劳动人民的关心、热爱。



(五)突破文章难点，解决“两境”统一。

为理解本课难点“人物的心境和乐曲的意境”的统一，我让
学生连贯全文，体会贝多芬散步时心里平静，正像第一乐段
轻松舒缓，也如皮鞋匠听到音乐联想的第一层文字描写，当
贝多芬听到琴声和兄妹的谈话十分感动，正象第二乐段节奏
渐强发展，也如皮鞋匠联想的第二层文字描写，当第一曲完
了，盲姑娘认出贝多芬，贝多芬更加激动，正像第三乐段高
昂激越，也如皮鞋匠联想的第三层文字描写，从而解决了文
章难点“人物的心境和乐曲的意境”的统一。

(六)释放情感欲望，强化朗读训练。

进入新世纪的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已经充分意识到读书感悟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读书是课堂训练的主
线。为此，在教学中，我贯穿了多种形式的读，如自由读、
齐读、分读、品读、读句、读层等，通过读使学生入情入境，
产生共鸣，受到启迪并释放了自己的情感，进一步体现
了“以读代讲”、“以读悟情”、“以读达情”。

(七)重视想象能力，拓展创新意识。

在作业设计上，为了让学生化知为能，迁移应用，我出示文
中联想的语段，并提问“这一幅美妙绝伦的月色海天图，兄
妹俩真的看到了吗?”进而抓住“好像”、“仿佛”引导学生
进一步分辨事物和联想，并体会写作时应用联想的条件和好
处。之后出示两幅图画，并配以音乐，让学生领会美妙的音
乐给我们带来的无限遐想，给我们带来美的熏陶和享受，从
而丰富和提高了学生的精神世界。再让学生发挥想象，练习
写作，力求读写结合，课外延伸。

总之，在整个教学设计中，我旨在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
生为主体，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培养学生多种能力的指导
思想。



语文月光曲说课稿篇四

在这个环节，首先会为同学们播放钢琴曲《月光曲》，让学
生感受这是一首什么样子的曲子，并引导学生说出文章的课题
《月光曲》。

说出文章题目后，会对学生说，看到题目后，你们会有什么
样的想法与问题呢？

然后问学生文章的作者是谁，让学生自己介绍作者，教师对
不足的地方进行补充，指导学生掌握重要的地方。

播放月光曲是让学生得到美的陶冶、美的享受，诱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并引入《月光曲》的意境中。

因为上一环节、提出看到题目后有什么感想的基础，因此在
这个环节首先会让学生带着这个问题通读课文，然后教学生
读字，学会本节课的生字，并会组词。学会生字后，我会找
学生起来读课文，在读完课文后，指出刚才学生读错或不准
的字和字词，引导学生读准这些字词，并理解个别字词。

字词教学是阅读的常规训练，在课堂上安排部分的时间练读，
便于教师进行个别指导，同时减轻了学生的课后作业负担。

在学生掌握字词后，通读文章，并让学生小组讨论研究文章
的大意。

通过上面对贝多芬的介绍，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通过对文
章大意的了解，初步感受贝多芬对贫苦劳动人民同情的思想
感情。

让学生再次带着看到题目后的问题继续读课文，然后通过贝
多芬为什么要给盲姑娘弹一曲为引子，进入文章，通过反复
朗读课文，体会文章的思想，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进行分析



课文，朗读课文体会课文，并着重分析《月光曲》的三幅画
面，来体会贝多芬的心情，并指导学生学习作者运用了什么
写作手法，在这个学习中，我主要采取让学生自问自答的方
式来完成。

在读课文时，我会伴着音乐，让学生陶醉于音乐中，感悟音
乐的意境，使学生潜意识进入情境，感受贝多芬对贫苦劳动
人民同情，体会《月光曲》的在幅画面，感悟其画面的美景，
并充分兼顾学生实际，帮助学生顺利地理清文章脉络。

通过多次朗读训练，培养学生的语感，达到熟读百遍，其意
自现，体会文章的思想，培养思维的严密性，分角色朗读为
下一步的背诵理清思路，在细读中悟境，于悟境上背诵，既
能完成教学目标之一，又突破难点，让学生提问题、回答问
题，培养学生质疑难的习惯和解决问题能力。

文章多处运用“读”来贯穿全文，是以读为本，驾驭文本，
立足文本，超越文本。

1、熟读课文，背诵第九自然段。

2、，对肖邦《夜曲》的描写。

要求：

1、运用“实写”与“联想”的写作方法；

2、用一段简短的文字来写。

板书设计是为教师的教学设计服务，板书设计的合理有利于
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思路和层次，感悟画面。

板书设计:

26月光曲



茵、蜡、陌、盲

键、粼、霎、录

三幅画面：月亮升起——轻幽、舒缓

月亮升高——渐速、有力

月亮照耀——高昂、激荡

语文月光曲说课稿篇五

一、教材简析

《月光启蒙》是苏教版小学语文第十册新增进的课文，本教
材以“动态生成”的观念引领教者优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
用。

课文以民谣、童谣、谜语的形式，充分展露“母爱、童心、
智慧”这一主题。

二、教学目标

根据20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苏教版这一类
文章的特点，以及学生的认知水平，我拟订如下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能体会重点词句在文中的意思和用法。

2、技能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体会、把握民谣、童谣的内蕴美。

3、情意目标：

学生在品味朗读的基础上，让知识生成智慧，使智慧与情感
共生。

三、教学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形象再现歌谣意境，感受民谣、童谣的
深远意境。

难点是：互动生成，价值引领，意境领悟。

四、教学准备：

网页形式、可选性强、动画演示、运行环境基
于windows2000下的电脑课件。

五、教法与学法：

“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本课采用多媒体教
学手段，根据本课教材特点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遵循“积
极指导自学、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教学理念，运用情
境教学法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创造学习、前后联系、读中感
悟、角色体验，多渠道接受信息。

六、教学思路：

在传统教学手段的运行之下，本课教学目标需三教时达成，
但由于本课凭借电脑课件辅助教学，加之，本课件制作采用
网页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所以在网页式多媒体课件支持下，本课可采用两课时达成教
学目标。



第一课时：学会生字新词，反复读熟课文。

第二课时：在细读课文，品味朗读的基础上，创设情景，增
强体验，拓宽延展。

这里，我着重说一说第二课时的教学思路：

(一)直接揭题，自主定位

课始，我直接揭题，并让学生说说：“这节课在学习中你想
学到什么呢?”

]

(二)歌文对应，初步感知

1、快读课文，找出表明母亲给予我《月光启蒙》的词句。板书
(智慧启迪)

2、课件出示语句(最后一小节)，配乐范读，并让学生说
说“你认为学习这篇课文我们要重点理解、体会什么?”

3、初步理解课文，分4小步进行：

第一步：找：默读课文，找出文中民歌民谣。

第二步：读：读出所找的民歌民谣，课件根据学生回答相机
出示对应的语句。

第三步：说：说说你由这些民歌民谣所想象到的美景，会说
哪一句，课件根据学生回答突出相关语句。

第四步：议：互相讨论，试着把自己感悟到的意境以读一读、
画一画、唱一唱的形式表现出来。



4、师生共同小结，回读文末语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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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体验感悟，感情朗读

1、快读课文，找出文中描写体现母亲智慧才华的语句。

2、感悟课文前一部分。

根据学生回答出示“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
的，像三月的和风，像小溪的流水。小院立即飘满了她那芳
香的音韵”

这一句教学在自由读的基础上个别读，点拔“你已经知道这
里体现了‘母亲的智慧才华’，怎样才能读得更好呢?”并引
导评读，激励再读，体会“深情与芳香”。

根据学生回答出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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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教学让学生读中谈体会，相机板书“混沌开朗”，再
次体会“母亲的智慧才华”。

在学生细读基础上穿插理解“黄河留给家乡的不长五谷，却
长歌谣。”

回读“她让明月星光陪伴我的童年，用智慧才华启迪我的想
象。”谈体会。

3、感悟后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