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月光曲》教学设计（精选 5 篇）  

《月光曲》教学设计 1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课文，积累幽静、波涛汹涌、陶醉等词语。 

2、在教师引导下，有感情朗读课文。 

3、开展想象，根据提示进行说话练习。 

4、通过学习课文，了解贝多芬是个同情劳动人民的人。 

【教学重点】 

1、开展想象，根据提示进行说话练习。 

2、了解贝多芬是个同情劳动人民的人。 

【教学难点】 

了解贝多芬是个同情劳动人民的人。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教学过程】 

一、引新，导入新课 

1、听音乐，揭示课题： 

月光曲。 

2、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首名曲背后的故事。 

（音乐月光曲的引入，让学生伴着优美和谐的曲子，进入课文的情境中，从听觉上刺

激了学生，也激发了他们内在的情感因素，对课文产生学习的兴趣。） 

二、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1、检查预习，完成填空： 

《月光曲》是由著名的音乐家（ ）谱写的。 

说说你对贝多芬有什么了解？补充介绍贝多芬。 

（适时对学生进行课外知识的补充，为进一步了解人物的品格作铺垫。） 

2、快速阅读课文，找出月光曲的内容： 

⑴指名交流。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⑵学生自由读，找出旋律变化的内容，说说理由，指导朗读。 

⑶合作读整段文字。 

（采用倒叙的手法，让学生从文字上感受《月光曲》所描绘的魅力意境，再利用音乐、

图片进一步从听觉视觉上刺激学生，进行朗读训练，使学生的语言和乐曲融为一体。） 

三、讲读课文，深入感悟 

1、过渡引入故事，理解茅屋这个词，开展想象，说话练习。 

2、引读兄妹俩的对话，开展想象，体会贝多芬的心情变化。 

3、学习盲姑娘与贝多芬的对话，开展想象，体会贝多芬的惊喜。 

4、读句子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显得格外清幽。体会贝多芬的创作灵感。 

（以讲故事的形式，让学生通过对《月光曲》的创作过程的学习来体会贝多芬的人格

魅力，在学习过程中主要是引导学生换位思考，进行想象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四、回顾前文，点明主题 

1、再读月光曲的内容，体会作家创作的动力。 

2、再一次感受乐曲的力量。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读，学生表达。） 

3、理解兄妹俩的陶醉。 

4、总结。 

（通过反复的朗读训练，以读代讲，感受乐曲带来的震撼力，提升学生的情感，把课

堂教学推向高潮。） 

【板书设计】 

月光曲 

好奇 同情 激动 

贝多芬 走近走进茅屋 

月夜美景 

同情穷人 

《月光曲》教学设计 2 

一、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1、生字：芬、券、盲、纯、汹。 

2、新词：幽静、纯熟、陶醉、断断续续、水天相接、记录、微波粼粼。 

3、重点段：第 8、9 自然段。 

（二）能力训练点 

1、理清脉络，概括段意。 

2、理解课文内容，初步学会分辨事物和联想。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从贝多芬创作《月光曲》的经过，体会贝多芬的思想感情。 

（三）德育渗透点 

教育学生不仅要学习贝多芬的卓越才华，更要学习他的善良和爱心。 

二、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一）分辨课文中哪些是实在的事物？哪些是由实在事物引起的联想？主要通过抓重

点段落，有感情地反复朗读来解决。 

（二）贝多芬在即兴创作《月光曲》过程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既是教学重点，也是难点，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主要通过理解重点词句包含的意思来解决。 

三、课时安排 

三课时 

四、教学活动设计 

（一）回答课后设计的思考题，勾画重点词句。 

（二）自学重点段，讨论、交流分辨事物和联想。 

（三）观察幻灯片，发挥想象，说说贝多芬创作《月光曲》时穷兄妹俩陶醉的情形。 

（四）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配乐朗读）。 

五、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一）明确目标 

1、检查预习，质疑问难。 

2、通读全文，理清脉络，概括段意。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二）整体感知 

《月光曲》是一首世界著名的钢琴曲。__写的是一个传说，生动地记叙了贝多芬谱写

《月光曲》的经过。 

（三）目标完成过程 

1、激趣导入，板书课题。 

放录音《月光曲》。同学们，刚才我们听了一首世界著名的钢琴曲，谁知道这首钢琴

曲的名字叫什么？（对，《月光曲》。）《月光曲》是怎样谱写成的呢？今天，我们一起

来学习一个传说《月光曲》。板书课题。什么叫传说呢？“传说”，民间流传的说法，意

思是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 

2、检查预习，质疑问难。 

（1）指名朗读课文（分节朗读），正音。 

（2）生字（要求读准字音、掌握字形、理解字义、会组词）： 

（3）新词： 

幽静：偏僻、清静。 

纯熟：指功夫深，技能熟练。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陶醉：很满意地沉浸在某种境界或思想活动中。 

记录：本指把听到的话或发生的事写下来。课文指贝多芬把刚才弹奏的《月光曲》写

成曲谱。 

断断续续：时断时续，__指琴声不连贯。 

水天相接：水和天连接在一起。 

微波粼粼：水清澈的样子。微小的波浪闪闪发光。 

（4）质疑问难，教师点拨。（简介贝多芬） 

3、配乐朗读或范读课文，学生自悟。 

（1）说说课文写的是什么事，主要内容是什么？（课文写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在一个小

镇上为皮鞋匠兄妹弹琴的事，主要是写贝多芬谱写《月光曲》的经过。） 

（2）《月光曲》是在怎样的情景中创作的？把文中讲贝多芬弹奏《月光曲》的内容找

出来，做上记号，然后读一读。 

4、理清脉络，概括段意。 

（1）再读课文，想想__按总起、传说可以分为几部分。 

__可分两部分：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第一段（1）总起。介绍贝多芬，点明题意。 

第二段（2—10）传说。详细介绍贝多芬谱写《月光曲》的经过。 

（2）找学生读传说部分，按传说的起因、经过、结果把第二部分分层，并归纳层意。 

第二部分可分三层： 

第一层（2）讲贝多芬散步时听到一所茅屋里传出钢琴声。 

第二层（3—9）讲贝多芬为盲姑娘弹了一曲后又即兴创作并弹奏《月光曲》。 

第三层（10）讲贝多芬“飞奔回客店，花了一夜工夫”把曲子记录了下来。 

（四）课堂练习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明确目标 

1、了解《月光曲》创作的经过，体会创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 

2、理解课文内容，分辨事物和联想。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重点、难点及目标完成过程 

1、复习检查： 

指名读课文，说说__写了一件什么事？（__主要写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创作谱写《月光

曲》的经过。） 

2、教师点拨，突破重、难点： 

（1）学习第一段。 

齐读课文，思考：从这一段中你学懂了什么？（学懂了贝多芬是德国著名的音乐家，

了解到作家生活的年代，引出《月光曲》的传说。） 

（2）学习第二段。 

①指名读第一、二层，思考回答： 

a、贝多芬是在怎样的环境里散步？是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 

b、从兄妹俩的谈话中，你能看出什么？贝多芬听了兄妹俩的谈话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他会怎样想？怎样做？ 

c、贝多芬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一曲弹完了，为什么又弹一曲？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a、贝多芬是在秋夜，莱茵河畔一个小镇的幽静的小路上。时断时续的琴声吸引了他

的注意。 

b、从兄妹俩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兄妹俩亲密友爱，互相关心、体谅，手足情深。贝多

芬听了兄妹俩的谈话很感动，他想我一定要为姑娘弹琴，于是轻轻地推开门进屋。 

c、贝多芬弹的第一首曲子是盲姑娘弹不好的那首曲子。一曲弹完了，贝多芬听到盲姑

娘激动的赞美，想到盲姑娘不仅爱音乐，而且懂音乐，从琴声就能分辨出弹奏的人是我，

想不到在这儿遇到了知音，因此贝多芬也很激动，决定再为盲姑娘弹奏一曲。） 

②出示幻灯片：阅读重点段第 8、9 自然段，联系上下文回答下面问题： 

a、贝多芬看到了什么？ 

b、贝多芬按起琴键来弹的是什么？他弹的和看到的有什么联系？ 

c、皮鞋匠听着琴声，好像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d、皮鞋匠看到妹妹脸上的表情想到了什么？为什么说盲姑娘“仿佛也看到了”？ 

讨论、交流、点拨提高： 

a、贝多芬看到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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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还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穷兄妹俩。这些都是他看到的实在事物。 

b、贝多芬按起琴键来弹的是《月光曲》。他弹的是由他看到的实在事物产生的联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因为茅屋里的一切和穷兄妹俩使贝多芬想到，美好的音乐应当给予穷苦的然而爱好音乐的

人们，就像清幽的月光洒进茅屋一样，这样的联想，使他按起琴键来。他用乐曲把这种思

想感情表达出来了。 

c、皮鞋匠听着琴声，好像看到了月光下的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

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遍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

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

这些都是皮鞋匠听到美妙的琴声产生的联想。 

d、皮鞋匠看到妹妹脸上的表情想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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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皮鞋匠从妹妹的表情中产生的联想。因为盲

姑娘眼睛瞎了，是看不见的，但是她懂音乐，能理解、感受贝多芬弹奏的内容，她听得入

神了，所以说她“仿佛也看到了”。 

③指导有感情地分角色朗读第二层。 

（注意体现出穷兄妹俩不同的语气，盲姑娘与贝多芬的不同语气。例如，盲姑娘想听

贝多芬演奏的不同语气，皮鞋匠因买不起入场券的隐隐痛楚，盲姑娘懂事地安慰哥哥以及

贝多芬说明来意时诚恳、热情，盲姑娘听完一曲后的赞美、惊喜，贝多芬见盲姑娘认出自

己的深深激动等，都要读得恰如其分、真实感人。） 

（三）课堂练习 

1、找出八、九自然段中哪些是看到、听到的实在事物，哪是由实际事物产生的联想。

分别用“～～”“——”标在书上。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2、说说贝多芬创作《月光曲》时感情的变化过程。（贝多芬同情穷兄妹俩，贝多芬被

盲姑娘所感动，即兴弹奏《月光曲》，抒发自己遇到知音而激动的思想感情。） 

第三课时 

（一）明确目标 

1、学习第二部分第三层。 

2、回归全文，归纳中心。 

3、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最后三个自然段。 

（二）目标完成过程 

1、复习检查。 

（1）有感情地朗读最后三个自然段。（齐读指名读） 

（2）说说文中哪些是看到、听到的实际事物，哪些是由实在事物产生的联想。 

2、学习第二部分第三层。 

（1）齐读第 10 自然段。 

（2）默读、思考：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①穷兄妹俩完全被音乐陶醉了，想想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打出幻灯片，让学生仔细

观察图，启发学生想象，用一段流利的话把穷兄妹俩陶醉的情形表达出来。） 

（一阵风把茅屋里的蜡烛吹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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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处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

霎时间洒遍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

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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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在月光照耀下波涛汹涌、

向岸边涌过来、涌过来……兄妹俩如痴如醉，深深地被美妙的琴声所吸引、感染，贝多芬曲

终人去，他们居然没有及时发现。贝多芬悄然而来，悄然而去，给兄妹俩带来一片温馨的

人间之爱和一次美妙的艺术享受。） 

②此时的贝多芬又怎样？情感有了什么变化？ 

（贝多芬飞奔回客店，花了一夜工夫把《月光曲》记录了下来。从“飞奔”一词可以

看出贝多芬的心情异常激动，他要把《月光曲》记录下来的心情也非常急切。） 

③指导有感情地朗读第 10 自然段。（要把兄妹俩被琴声陶醉、贝多芬异常激动的语

气读出来。） 

（3）回归全文，归纳中心。 

（让学生依据板书快速浏览全文，然后讨论、交流。）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__记叙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创作、谱写《月光曲》的传说，表现了贝多芬卓越的才华，

表达了贝多芬对劳动人民和大自然的热爱。 

3、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放演奏带，让学生边听边进入情境，展开丰富的联想。） 

（1）整篇课文应该用徐缓、抒情的基调读。 

（2）贝多芬弹奏的《月光曲》的内容：最初月亮升起，平静的海面上洒遍了银光，这

时用舒缓的语气读；继而月亮升高，穿过微云，这时用逐渐增强、有曲折的语气读；接着

风起浪涌，宁静完全被破坏了，这时用高昂激越的语气读。 

可以齐读、指名读，反复练习，把握好语气、感情。必要时教师示范读，以达到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的目的。 

4、指导背诵最后三个自然段。 

（三）总结、扩展 

1、围绕重点，学习表达。 

（1）__在写作上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谈谈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 

（__最大的特点是根据看到的、听到的实实在在的事物产生的联想。这样写的好处是

使__内容更具体、更丰富，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2）读出文中哪些是由实实在在的事物产生的联想，并说说这样写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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