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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4523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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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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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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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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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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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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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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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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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悟：领悟两个问题：从“哪些

词可以看出‘母亲的智慧才华’？”“能谈谈你认为读得好

的经验吗？”并配乐朗读，分能朗读10－13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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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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