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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C_88_E5_85_89_E6_c38_58990.htm 一、说教材 1．说课内

容：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第十册第17课。 2．教学内

容的地位、作用。 《月光曲》是本册第六单元第二篇阅读教

学教材，是继第五单元安排的“用段落大意归并法归纳课文

的主要内容”的训练后，进行“用几个问题，再把问题的答

案连起来归纳课文主要内容的方法”的阅读训练。这也是本

册教材阅练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的阅读训练就是将上

一课《两块银元》中学到的方法在本课的学习时加以尝试、

运用，也为下一课《五月端阳》的教学即“回答问题把答案

连起来归纳课文主要内容”的第3次训练作了奠基。 3．教材

特点，教学的重点、难点和关键。 这篇课文记叙了德国著名

音乐家贝多芬谱写钢琴曲《月光曲》的传说。全文可分为两

段，第一段仅仅是个引子，第二段是个完整的故事，而整个

故事的内容又分两部分加以叙述，其中分别叙述了贝多芬从

了解到盲姑娘的家境及爱好从而走进茅屋为她亲自奏了两曲

，从而产生激情，在月光如水的夜晚谱写了《月光曲》的情

景。课文语言优美，感情丰富，意境优雅，适宜于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是阅读训练的好材料。若是进行多媒体教学，更

能激发学生情感，不仅能让学生体会美的意境，更能让学生

受到同情劳动人民这一思想感情的熏陶。 为了充分发挥本教

材的优势，关键在于让学生正确回答课后问题，能把答案连

起来归纳课文主要内容，突破难点：想象第九自然段中描绘

《月光曲》的内容，感受其意境美；理解贝多芬说的两次话



，体会他同情盲姑娘的情感。 4．教学目标 根据本课教材的

内容，依照单元教学要求和学生实际，确定如下的教学目标

： （1）进一步学会运用“问题答案归并法”归纳课文的主

要内容。 （2）学会生字“券”，理解13个词语的意思，运用

“谱写、传说、幽静、纯熟、陶醉”等词，描述画面进行语

言训练。 （3）会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9自然段。 

（4）感受《月光曲》美的意境，感受音乐家贝多芬同情劳动

人民的美好的思想感情。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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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课时安排：3教时 第一教时：初读课文，学习生字新词，

了解课文大意，理清文脉，并学习第一段。 第二教时：按课

后练习1的问题细读课文的第二段，初步感受文章的思想感情

，然后归纳课文的主要内容。 第三教时：指导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背诵第9自然段。总结课文，句段练习，进一步感受《

月光曲》美的意境。 二、学法和教法的选择 教材是知识的载

体，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中介物，它对教学起着指导作

用。根据教材本身特点，为了更好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更有效地达成教学目标，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在设计过程

中不仅着重考虑如何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并且更重要的

是考虑如何让学生在参与上耗费精力少，而收效高，以充分

发挥学生的思维参与度，提高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 学

法： 1．运用尝试、自学的方法，掌握归纳主要内容的方法

。 2．各种感官的共同参与，调动思维的积极性。 3．沟通“

语言情感语言”的关系，文道得到结合。 教法： 1．创设情

景，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运用音乐、投影、语言描绘、简笔

画等来创设情境，将学生引入《月光曲》的传说中，使学生



的情感活动参与认知活动，优化全文的教学情境。 2．讲练

巧配，引导知识的迁移。 学习目标的第一条落实，根据三个

问题的功能和作用，有机地配合语言文字的讲解，设计层次

训练步骤，让学生掌握学法，运用学法。 3．引入各种媒体

，进行语感训练。 4．利用想象，进入角色，读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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