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光曲教学设计及设计意图(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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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月光曲教学设计及设计意图篇一

《月光曲》文中讲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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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借着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既
表现了大音乐家贝多芬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和热爱，又表现了
他的丰富的想象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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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依靠高尚而真挚的情感。

1.学会本课8个生字，正确读写"谱写、幽静、蜡烛、失明、
纯熟、陌生、清幽、琴键、陶醉、苏醒、飞奔、记录、莱茵
河、霎时间、微波粼粼"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九自然段。

3.了解贝多芬创作《月光曲》的经过，体会音乐的魅力，体
会贝多芬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爱，从而培养学生热爱人民的
思想感情，并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

4.体会写实和联想相结合的写法，初步学习在写实的过程中，
展开适当的联想，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逻辑思维的能力。

第一课时：自学课文，理清文章层次，范读课文，学习课文
第一段和第二段的第一部分。



第二课时：学习课文第二段第二部分，总结课文、练习。

教学课件：《月光曲》

一、揭示课题

"同学们，这一课我们要学习一个传说，那就是《月光曲》的
故事。"运行课件《月光曲》，音乐声起，幕徐徐拉开……)"
这篇课文很美，也写得比较深，看哪些同学能自己读懂课文，
读好以后能回答两个问题：

1.《月光曲》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子，是谁写的?

2.《月光曲》这篇课文写的是什么?"

[设计意图：音乐拉近学生和文本的距离，问题提出引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

二、初读感知

1.师：《月光曲》是首什么曲子?

2.结合学生回答，课件出示贝多芬资料，以激起学生学习情
绪，让我们来看看乐圣贝多芬的一生吧：

贝多芬是世界上著名的音乐家。他对贫苦的人民非常同情，
他曾经写下过这样的句子：我们的艺术应当只为贫苦的人造
福。……做到这一点，我将是多么的幸福!

[设计意图：让学生了解贝多芬博大高尚的情怀，了解《月光
曲》是什么。]

三、学习生字词语

1.学生自学生字词，遇到容易出错的生字多分析一下字型结



构，不懂的词语联系上下文多读几遍，还可以和同桌交流交
流。

2.给本课的生字组词语辨析。(点击字形结构，会显示例
词。)能说说“幽静”“纯熟”“陶醉”这三个词语的意思
吧?会用这些词语写个句子吗?(点击课件出示解释和例句。)

3.学生在练习本上写生字词。

4.辨析部分词语的近义词和反义词。

四、学习第一自然段

1.齐读。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课文讲贝多芬创作《月光曲》的传说。什么是“传说”?(民
间流传的说法。)既然是传说，也就说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
能不是真的。

2.理解"谱写"：

“‘歌谱’同学们是知道的，根据歌词写谱，叫‘谱写’。
如果没有歌词，单纯作曲子，也叫‘谱写’，简单的说法
叫‘谱曲子’。曲子写好了，就叫什么?”(‘谱成’)

写曲子叫“谱写”，写出非常壮丽的诗，也可以说"谱写了一
首壮丽的诗篇“谱写”了一首扣人心弦的诗篇。

[设计意图：让学生感知一自然段总的介绍了《月光曲》的来
历。]

五、学习课文第二意义段

1.读书。弄清弹奏第一首乐曲的经过。



一天夜晚，贝多芬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听到什么? (断断续续
的弹琴声)

这琴声为什么会引起他的特别注意?(弹的正是他的曲子。)贝
多芬是人民喜爱的音乐家，他到各地旅行演出，甚至来到一
个小镇上，盲姑娘也在弹他的曲子。

启发学生联想：“同学们想一想，这幅画上除了一轮明月、
莱茵河、小路，还有在小路上散步的贝多芬外，根据故事的
发展，画面上还应该有什么?”(一间小茅屋，茅屋的墙壁上
最好画上窗口，而且从窗口里透出微弱的亮光，甚至有两个
人影。)

师：为什么那琴声是断断续续?(她看不见乐谱，只是听别人
弹过几遍，就能弹贝多芬的曲子，尽管断断续续，不大熟练，
但是很不容易。)

3.指名分角色读第五、六两自然段的对话。教师示范;学生练
习朗读。

板书：

月光曲

/太贵谱写幽静纯熟

听 \太穷谱谱成

一、音乐导入，学习课文第二段第二部分(第九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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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再读想象，体会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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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引导体会联想在文章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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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意图：体会联想与写实的妙处。]

五、朗读全文，体会文章的前后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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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难句讲解梳理

“断断续续”，说明弹得不熟练。因为环境的幽静，所以贝
多芬能听到“断断续续”的琴声。这琴声把他吸引住了。

2.姑娘说：“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这句话既表明盲姑娘想听贝多芬的演奏，又让哥哥不要因为
这件事难过。

3.她激动地说：“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哪!您，您就是贝
多芬先生吧?”

“多纯熟”，是说弹奏的技能熟练;“多深”，是说把曲子里
的感情充分表现出来了。这样高超的演奏技巧，只有贝多芬
才行，而贝多芬正在附近旅行演出，所以姑娘猜想弹奏者便



是贝多芬。姑娘的话说明她对音乐有很强的理解力，不仅爱
音乐，而且懂音乐。

4.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她
仿佛也看到了，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在月光照
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

“恬静”，形容姑娘被音乐唤起了想象后，脸上表现出来的
专注、平静的神色。“仿佛”，指哥哥看陶醉在琴声中的妹
妹，从妹妹专注而平静的神情中产生的感觉，感觉妹妹也和
自己一样，被琴声带到了月光下的大海。

5.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

“陶醉”，完全沉浸在美妙的琴声之中了。这句话说明贝多
芬弹奏的曲子是多么的美妙!

[设计意图：复习巩固，突破重难点。]

二、佳句赏析

1.月光照进窗子来，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格
外清幽。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穷兄妹俩，借着清幽的
月光，按起琴键来。

“好像披上了银纱”、“清幽”描写出了清亮如水的月光下，
茅屋里的美好景象。这样的美，盖过了茅屋里的穷困和凄凉。
贝多芬“望了望”穷兄妹俩，寄予深深的同情。此情此景，
使贝多芬想到，美好的音乐应当给予穷苦的然而爱好音乐的
人们，就像清幽的月光照进茅屋一样。这样的联想，使他接
起琴键来。

皮鞋匠听着贝多芬的琴声，联想到海上明月升起的奇丽画面。
第一幅：月亮刚从“水天相接”处升起，海面上“洒遍银



光”。这是一个平静的大海的月夜。此刻，贝多芬轻轻地按
着琴键，音乐轻幽、舒缓。第二幅：月亮越升越高，天空出
现了“一缕缕轻纱似的微云”。随着天气的变化，音乐逐渐
增强，曲调出现了波折。第三幅：“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
风，卷起了巨浪。”强音乐骤然响起。浪花“涌过来”，气
势凶猛，音乐高昂激越，节奏越来越快。这样联想，从侧面
描写出了贝多芬的琴声，融进了他心中强烈的感情，美妙动
人。

[设计意图：让学生体会文章的景美情深。]

三、归纳训练

本文记叙了德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在一个秋天的明月夜，走
进简陋的茅屋为穷兄妹俩弹琴的故事。他触景生情，谱写了
著名的《月光曲》。

分段段意：

第一段(第1节)：讲贝多芬曾经谱写过《月光曲》。

第二段(第2.3节)：讲贝多芬在茅屋外边听见琴声。

第三段(第4—7节)：讲贝多芬为盲姑娘弹琴。

第四段(第8—10节)：讲贝多芬弹奏《月光曲》。

中心思想：

本文主要讲了关于德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谱写《月光曲》的
传说，表现了他对穷苦人的同情和爱。

写作特点：

课文在描写实实在在的事物时，加进了人物由实实在在的事



物引起的联想，使文章表达的感情更深刻。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归纳概括的能力和写作的表达特点。]

板书设计

月光曲教学设计及设计意图篇二

1 、了解贝多芬创作《月光曲》的经过，体会他所具有的卓
越的才华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2、继续学习围绕课题说说课文主要内容

3、在理解课文内容的过程中，初步学习分辩事物和联想。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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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体会贝多芬在即兴创作《月光曲》的过程中思想感情的变
化。

多媒体课件

练习组词（见课件）

《月光曲》这篇课文是讲谁的？

贝多芬是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他著名？

对了，是他谱写的乐曲很著名，当然他也就著名了。这篇文
章说的是他的什么曲子？



好请大家大声朗读全文，围绕题目说说课文主要内容。

1、出示：句子1、一天夜晚——弹的正是他的曲子。

生读。

师：从“幽静”一词能想像到什么？当时这是怎样的一种环
境。（光线不明亮，只有淡淡的月光，周围很安静。）

（很惊讶，很好奇），这么一个小镇上有人在弹我的曲子，
他是谁呀？这琴声是怎样的，从（断断续续）的琴声中你听
出什么？（说明盲姑娘喜欢弹贝多芬的曲，但弹得不熟炼。）

你觉得此时贝多芬心理会怎么想？

师：体会得好，所以他就——

过渡：贝多芬走近茅屋，又听到了什么？

2、出示：“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读读从兄妺俩的对话中你能体会到什么？

师：贝多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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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善良的品质和她对音乐的热
爱，让贝多芬为之激动，正你们所想，他推门进去要为这位
盲姑娘弹奏一曲，满足她的心愿。请同学们轻轻地读课文第
四、五、六三个小节。

生读。

过渡：贝多芬面对纯洁、善良、酷爱音乐的盲姑娘，思绪万
千，心情激

荡，决定再给她弹一首曲子。这时，一阵风把蜡烛吹灭，月



光照进窗子来，屋里显得格外清幽，这些描写的都是实实在
在的事物。

看到这些是实在的事物，贝多芬此时弹起的是什么曲子？他
弹的《月光曲》内容是什么？

4、出示《月光曲》内容……贝多芬此时弹起的《月光曲》，
正是从实实在在的事物引起的音乐联想。

板书：联想

请看图，这正是课文中描写的哪句话。

5、朗读指导。

练习说话：贝多芬不仅（ ），而且（ ）

不仅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家，而且是一个关心热爱劳动人民音
乐家。

板书：

海面升明月（轻柔、舒缓）

联想：海面洒银光（逐渐增强语气）

海面刮大风（急促、高昂）

海面卷巨浪

《月光曲》是义教版第十册第六单元第二篇精读课文，讲述
了著名音乐家贝多芬同情盲姑娘而为他们弹琴，有感于盲姑
娘对音乐的痴迷而即使创作了《月光曲》的传说。重点是
《月光曲》的创作过程，体会贝多芬在即兴创作《月光曲》
的过程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我就引导学生抓住重点部分，抓



住贝多芬音乐创作情感这一条线阅读课文，并在此基础分清
课文中的现实事物与联想，我的板书重点突出皮鞋匠的音乐
联想，也是月光曲的内容，引领学生通过欣赏音乐、观看图
片以及朗读皮鞋匠的联想感受月光曲所赋予的情感。从而让
学生进一步了解贝多芬，体会他所具有的卓越的才（敬请期
待好文网更好文章）华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在教学过程中我体会到有许多不足：

1、指导朗读还不到位，学生朗读面太窄、朗读指导太机械。
虽然学生欣赏音乐、观看图片后，正处于情境中，本来是有
助于学生的理解。但在指导朗读时，我只是机械地问学
生：“你认为这部分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学生只会
说“平静的、缓慢、激动”等字样。这样机械地指导，只会
让学生仅仅停留在朗读的最低层，根本无法达到声情并茂，
抑扬顿挫的程度。现在，我回想起来，觉得当时如果我能范
读，也许会更好。因为，有了教师的范读，学生就有了模仿、
学习的榜样。

2、因为一节课按排内容较多，急于完成教学任务我不自觉地
过多关注优等生，教师跟中等生的互动有所局限。

月光曲教学设计及设计意图篇三

1、了解贝多芬及其创作《月光曲》的经过，体会贝多芬对穷
苦人民寄予的深厚感情。

2、品读课文，从字里行间揣摩真挚的感情是艺术家创作的源
泉，初步受到音乐艺术的熏陶。

3、感情朗读课文，学习生字新词，积累语言。

感受音乐与语言的内在相通之处，感知真挚的感情是艺术的
源泉。



《月光曲》音乐磁带，ppt投影片。

就让我们再次走进音乐的圣殿，用心灵倾听，乘着音乐的翅
膀，用想象把音符变成文字，将旋律转化成画面。

播放《月光曲》，请学生静静地欣赏。然后交流听音乐所想
象到的情景。

预设1：学生自由发表听音想象到的画面，可以一个词，可以
是一句话，也可是几句话。

预设2：如果学生缺乏对音乐的感受力，老师事先准备一段特
别美妙的语言描述音乐呈现的画面，为学生做示范，让学生
享受语言与音乐的荟萃。

【设计意图】本单元的主为“艺术的魅力“，把音乐引进语
文课堂，一是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能力，一是乘着音乐的
翅膀，展开丰富的想象中，用比较准确的语言描述想象的画
面，让音乐与语言没有界限，把音乐的感受与语言的发展结
合起来，避免把语文课上成音乐欣赏课，使语文学科产生错
位，甚至丢失自我。

第一部分，出示第9自然段文字。

教材解读

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
的地方升起来。【音乐是舒缓的】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
间洒满了银光。【稍有变化，总体是轻柔的】月亮越升越高，
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旋律是跳跃的，曲调上有反
复之处】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曲子快
速而有力】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
过来……【高昂、激荡，节奏感特别强。】皮革匠看看妹妹，
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



佛也看到了，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下
的波涛汹涌的大海。

天高云淡，月朗星稀，海在轻微地呼吸，一切都那么幽静，
那么美好！渐渐地，月光照亮海面，唤醒了海水，海开始奔
腾汹涌，纵情地舞蹈。一切都是那么光明而美好，这是一个
自由宽阔的世界！

【设计意图】本单元的主题是“艺术的魅力”，所以教学本
课时用音乐作为熏染的载体，创设情境，在唯美的音乐旋律
中展开学习，用最智慧的语言——音乐开启学生想象的天窗，
推开学生思维的大门。直奔本课用语言再现《月光曲》的第
九自然段，使单元主题与语文学习实现零距离。

（一）品味语言

1、学生自由朗读第9自然段。总结写了什么？皮鞋匠听贝多
芬弹奏曲子的联想。

2、用四字词语概括画面：水平如镜（风平浪静）——微波粼
粼——朗月穿云（月明星稀）——巨浪滔天（洪波涌
起）——波涛汹涌（惊涛拍岸）

3、用感情朗读表现景象的变化，用声音创设情境。

【设计意图】语文学习的根是研究语言，任何时候都是不二
的法门。学习的启程从读到思，明白内容层面的指向，首先
弄懂写了什么，才可能进一步学习怎么表达的，步步为营，
方符合学生学习语言的规律。

穿插用精炼的语言概括内容，即运用自己的语言库存进行具
有表现力的表达和概括，这也是在有效的训练是培养能力，
在运用中实现能力的发展。



心中对语言有了感觉，用绘声绘色地朗读个性化塑造文本的
内容，再现文本的情境，是语言学习独有的魅力。其实，学
生的读的过程，就是再创造的过程，就是内化语言的过程，
就是积淀语感的过程。

（二）用想象架设语言与音乐的桥梁，让优美的旋律流淌在
心间。

1、借助皮鞋匠的想象，把每幅画面转化成自己能够感受的音
乐，让音乐像小溪一样在心间流淌起来。（见第9自然段的括
号内容）

2、连盲姑娘也仿佛乘着音乐的翅膀见到了她从来不曾见到过
的美好的景象，更说明这是一首（ ）的乐曲。（表现力极强，
极具感染力，令人震撼，终生难忘，余音绕梁，美妙绝
伦……）

3、欣赏《月光曲》，沉浸于音乐的意境之中，提升艺术品味。

【设计意图】随着学习的深入，让语言与音乐在高层面上相
通相谐，应当是本文最大的优势。而连接二者的桥梁就是自
由的想象。通过丰富而自由地想象，把文字转化为画面，进
而把画面转化为旋律，这是艺术的提升，是语言的提升。

渗透衬托的写法，用双目失明的盲姑娘能够看见自己生平从
未见过的大海的景象来有力地说明《月光曲》的表现力，这
是作者写作的匠心。是读写不着痕迹的结合。

带着交流感悟再次欣赏这首世界名曲，相信每个孩子的感觉
都会有所不同，这可能是音乐的启蒙，这可能是音乐的顿悟，
这可能是音乐的引领，无论怎样，都是一次用音乐的灵泉对
孩子们的洗礼。

（三）了解贝多芬，加深对音乐家艺术才能与人格魅力地双



重折服之情。

1、自由汇报对贝多芬的了解。

2、出示（课后资料袋）贝多芬资料，提取信息。

贝多芬是德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对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尊称为“乐圣”。贝多芬生活道路非常
坎坷，26岁时听力开始减弱，晚年失聪，只能通过书写跟人
交谈。他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一生创作了许多不
朽的作品，如广为流传的交响乐《恐龙》《命运》《田园》
《合唱》。

【设计意图】课后的资料袋中的内容应当巧妙地为学习语文
服务，为加深感悟服务。这里，在充分感受《月光曲》的震
人心魄的魅力之后，进行作者简介，既是对学生音乐知识的
石室，更是对贝多芬这位伟大音乐家的人格魅力的仰视，这
样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是从文本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老师强
加的，更容易入脑入心。

有效的拓展链接是语文学习开放性的需要，我们要为语文学
习减肥，但是适当的丰满与装饰必不可少，这是语文学习的
特质。

第二部分，回溯上文，了解创作《月光曲》的经过。

这样一曲世界著名的钢琴曲背后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可以
说，是这个传说，让《月光曲》更加如梦似幻，是《月光曲》
以及他的创作者贝多芬先生，使这个传说更加耐人寻味。

月光曲教学设计及设计意图篇四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8个生字，正确读写“谱写、幽静、蜡烛、失明、
纯熟、陌生、清幽、波光粼粼、陶醉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9自然段。

3、了解贝多芬创作《月光曲》的经过，体会音乐的魅力，感
受贝多芬博大高尚的情怀。

4、分辨课文中哪些是实在的事物，哪些是由事物引起的联想，
体会两者结合的作用。

教学重难点：

1、了解贝多芬是怎样创作出《月光曲》的，以及在创作的过
程中思想感情的变化。

2、体会贝多芬感情变化的原因。

教学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月光曲》。

教学时数：    2课时

教学设计：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板题。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月光曲》，这篇课文讲了一件



什么事？主要内容是什么？

——这篇课文主要讲的是德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在一个小镇
上为皮鞋匠兄妹弹琴的事。主要内容是贝多芬即兴创作《月
光曲》的过程。

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月光曲》，感悟其中的意境。

二、品读感悟

2、指名交流谈感受。

3、教师引导，重点抓住：

（1）什么样的琴声引起了贝多芬的注意？这样僻静的小镇上，
有人在弹他的曲子，他的心里会怎样想？　      
（板：听）

——弹的是他的曲子；幽静，深远；琴声时断时续；（板：
弹琴）

（2）贝多芬靠近茅屋听到了什么？有什么感想？

——兄妹俩的对话，指导朗读感悟兄妹之情。　（板：谈话）

（3）贝多芬弹完第一首曲子后，盲姑娘有什么反应？为什么
盲姑娘推测出弹琴的陌生人是贝多芬呢？       
（板：弹　一曲）

——朗读感悟盲姑娘的话语。

三、感悟意境

过渡：这样懂音乐，用心灵倾听音乐的人是一位盲姑娘，贝
多芬在寂静的小镇遇见知音，心情好不激动啊！所以，贝多



芬即兴想为盲姑娘再谈一首曲子，那就是——《月光
曲》。                  （板：又一曲）

2、指名交流并理解“清幽”。

过渡：同学们感受得真深刻。下面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贝多芬
为穷兄妹弹奏月光曲的情景，来领略一下《月光曲》的美妙
意境。注意观察景物的变化和兄妹俩的神情，从中感受到了
什么？       （播放情景剧）

3、指名交流。

4、请带着这些感受，指名朗读第九自然段。

5、默读第九自然段想一想：皮鞋匠兄妹好像看到了什么？哪
些句子是穷兄妹听琴声的事实，哪些句子是穷兄妹听琴声产
生的联想？用“~~~~~~”勾画标注。

(体会联想和想象在文章中的作用。）

（板：皮鞋匠：好像······   盲姑娘：仿
佛······    联想）

6、     分析三个场景，教师出示图片帮助理解，后品
读感悟乐曲的意境。

——月亮从水天相接处升起，海面上“洒满银光”。 琴声轻
幽、舒缓。

月亮越升越高，出现“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  琴声渐
强。

7、     指名朗读表演。（配乐）

过渡：同学们读得真美！这么美的意境穷兄妹听后是什么反



应呢？用文中的一个词概括。（陶醉）

四、总结升华

1、指名述
说。                       （板：
记《月光曲》）

2、学习了这篇课文，你认为贝多芬是个怎样的人？用自己的
话说一说。

五、作业

1、背诵第九自然段。

2、学习作者运用联想和想象的写法写习作。

板书：

26.月光曲

听：弹琴  谈话      皮鞋匠：好像······

记：《月光曲》     盲姑娘：仿佛······

月光曲教学设计及设计意图篇五

1、学会本课8个生字，正确读写"谱写、幽静、蜡烛、失明、
纯熟、陌生、清幽、琴键、陶醉、苏醒、飞奔、记录、莱茵
河、霎时间、微波粼粼"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九自然段。

3、了解贝多芬创作《月光曲》的经过，体会音乐的魅力，体
会贝多芬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爱，从而培养学生热爱人民的



思想感情，并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

4、体会写实和联想相结合的写法，初步学习在写实的过程中，
展开适当的联想，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逻辑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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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点：贝多芬的感情变化的原因。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板书课题

哪些同学能自己读懂课文，读好以后能回答两个问题：《月
光曲》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子，是谁写的？《月光曲》"

二、出示学习目标：

1、学会本课8个生字，正确读写"谱写、幽静、蜡烛、失明、
纯熟、陌生、清幽、琴键、陶醉、苏醒、飞奔、记录、莱茵
河、霎时间、微波粼粼"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九自然段。

3、了解贝多芬创作《月光曲》的经过，体会音乐的魅力，体
会贝多芬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爱，从而培养学生热爱人民的
思想感情，并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

三、出示自学提示

1、自读课文，学习生字词语。不懂的词语联系上下文多读几
遍，还可以和同桌交流交流。

2、这篇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3、默读课文一自然段，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4、默读2——6自然段，弄清弹奏第一首乐曲的经过。

学生自学，全班交流。

师：《月光曲》是首什么曲子？

结合学生回答，课件出示贝多芬资料，以激起学生学习情绪。

贝多芬是世界上著名的音乐家。他对贫苦的人民非常同情，
他曾经写下过这样的句子：我们的艺术应当只为贫苦的人造
福。……做到这一点，我将是多么的幸福！

全班交流遇到容易出错的生字，多分析一下字型结构，

给本课的生字组词语辨析。（点击字形结构，会显示例词。）
能说说幽静纯熟陶醉这三个词语的意思。会用这些词语造句。
（点击课件出示解释和例句。）

学生在练习本上写生字词。

辨析部分词语的近义词和反义词。

交流第一自然段

1、齐读

课文讲贝多芬创作《月光曲》的传说。什么是“传说”？
（民间流传的说法。）既然是传说，也就说有可能是真的，
也有可能不是真的。

2、理解"谱写"：

“歌谱”同学们是知道的，根据歌词写谱，叫"“谱写”。如



果没有歌词，单纯作曲子，也叫“谱写”，简单的说法叫”
谱曲子”。曲子写好了，就叫什么？（”谱成”）

写曲子叫"谱写"，写出非常壮丽的诗，也可以说"谱写了一首
壮丽的诗篇""谱写了一首扣人心弦的诗篇。

交流课文2—6自然段

一天夜晚，贝多芬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听到什么？（断断续
续的弹琴声）

这琴声为什么会引起他的特别注意？（弹的正是他的曲子。）
贝多芬是人民喜爱的音乐家，他到各地旅行演出，甚至来到
一个小镇上，盲姑娘也在弹他的曲子。

启发学生联想：“同学们想一想，这幅画上除了一轮明月、
莱茵河、小路，还有在小路上散步的贝多芬外，根据故事的
发展，画面上还应该有什么？”（一间小茅屋，茅屋的墙壁
上最好画上窗口，而且从窗口里透出微弱的亮光，甚至有两
个人影。）

师：为什么那琴声是断断续续？（她看不见乐谱，只是听别
人弹过几遍，就能弹贝多芬的曲子，尽管断断续续，不大熟
练，但是很不容易。）

指名分角色读第五、六两自然段的对话。教师示范；学生练
习朗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