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泉映月音乐课后反思 二泉映月教
学反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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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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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泉映月音乐课后反思篇一

《二泉映月》这篇课文，浓缩了民间音乐家阿炳艰辛苦难的
一生，记叙了这首名曲的形成过程，再现了《二泉映月》的
丰富内涵，表现了阿炳热爱生活，热爱音乐，追求理想，敢
于同命运抗争的精神。教学中如何让学生从阿炳的故事中获
得人性的熏陶，如何让学生走进灵动美妙文字中感受这不朽
名曲的丰富内涵？我在教学中的几点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朗读，心曲琴曲水乳交融

了解阿炳的苦难经历，体会其创作的艰难历程，我注重采用
了想象引读的教法，让学生在教师看似无痕的引导中，一遍
又一边读阿炳孑然一身独坐二泉池畔时复杂的内心情怀，在
反复的递进的朗读训练中学生真正走进了阿炳的生活，阿炳
的情感世界中，成为盲人阿炳的知音。

《二泉映月》第五自然段描写了乐曲旋律变化，用的几乎是
音乐上的专业术语，教学中，我让学生先读文，划出描写旋
律变化的句子，在读中体会。再让学生听乐曲，我配合乐曲
旋律变化进行讲解，并让学生边听边想象，阿炳用琴声在倾
诉什么？引导学生逐步地了解乐曲的丰富内涵。其中，我设
计了个别读、指导读、分角色读、示范读、齐读等多种形式
的朗读，以期对乐曲内涵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对比，阿炳精神回荡心间

阿炳是生活中的弱者——失明了，同时是艺术上的强者——
不朽的“曲子”。阿炳肉体的视力降至“冰点”，精神的视
力二胡曲却升至“沸点”，二者成反比发展，是文章的一条
暗藏的线索。教学结尾回顾全文时，我用心强调了这一点，
情感的升华教育无痕渗透，学生也深深记住了阿炳，记住了
苦难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意义。

二泉映月音乐课后反思篇二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四、五自然
段。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读准多音
字“强”的不同读音。

3、通过朗读和背诵课文的训练，感受民间艺人阿炳创作不朽
名曲《二泉映月》的艰辛历程，学习他敢同命运抗争，矢志
不渝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

通过朗读、感悟并背诵课文，从而体会盲人阿炳创作不朽名曲
《二泉映月》的艰辛历程，及这首名曲的丰富内涵。

挂图或投影、配乐歌曲《二泉映月》、配乐朗诵带、搜集有
关阿炳的'资料。

（播放《二泉映月》）你听过这首曲子吗？能向我们介绍一
下吗？

（出示华彦钧的挂图）

1、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哪几自然段写了《二泉映月》的诞生过程？

出示生字词小黑板。

1、这些字在书写时要注意什么？

2、小结，指导书写：

锡、坎、坷、腾、跌、饶：左右结构，左小平齐上，左让右。

葱：上中下结构，上下宽出，中间收拢。

疾、厉：半包围结构，冲出包围。（师巡视）

3、齐读生字词。

4、你用什么方法理解了哪些词的意思？

5、分自然段读课文。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6、哪几自然段写了《二泉映月》的诞生过程？

3、小结分段及段意。

1、指读第一段，思考：你对二泉有什么样的印象？

2、讨论交流：你喜欢这样的景色吗？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

1、指读第一段，思考：你对二泉有什么样的印象？

2、讨论交流。

二泉映月音乐课后反思篇三

《二泉映月》这篇课文记叙了这首名曲的形成过程，再现了



《二泉映月》的丰富内涵，表现了阿炳热爱生活，热爱音乐，
追求理想，敢于同命运抗争的精神。我先让学生品读描写二
泉月夜景色的`词语，将之整合在一起，学生从整体上感知二
泉美景。

学生在读中走近这泓清泉，感受那如水的月色。接着，引导
学生走进阿炳坎坷的人生，想象阿炳生活的场面。如：大雪
纷飞，寒风刺骨中，阿炳是如何卖艺……炎炎盛夏，烈日当
空，阿炳又是……学生在想象中感受阿炳那苦难而又不屈的
坎坷人生，感受阿炳的叹息、哭泣、倾诉和呐喊，努力使学
生走进阿炳的内心世界。

感悟其创作起因。最后引导带领学生品味《二泉映月》二胡
曲。学生内心猜有所触动，感同身受中。

二泉映月音乐课后反思篇四

苏教版第10册《二泉映月》

课，正随着我精心设计的教案进行着。忽然，一个学生站了
起来。下面是本课的部分课堂实录：

（学生在愣了数秒后，有的从书上去找答案，有的思索起来）

生：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阿炳生活困顿，又身患眼疾，他没有
亲朋好友，只能将积淀已久的情怀倾吐给茫茫月夜。

生：因为惠山的月夜是很美的，从课文的“月光如
银”、“月光似水，静影沉璧”、“月光照水，水波映月”
等词语中可以看出来，我想阿炳一定是觉得这月夜太美了，
情不自禁就倾吐起来，就像我们看见美丽的东西要情不自禁
赞美一样。（全班笑）

生：月亮是光明的象征，夜虽然是黑的，但因为有了月亮，



月夜也亮起来了。阿炳向“黑暗中的光明”倾诉对光明的向
往，很合适。

生：课文中有一句话：“他爱那照耀清泉的月光”，可见阿
炳很喜欢月亮，把月光当成了一个可诉心事的朋友，他就将
自己积淀已久的情怀倾吐给它听了。

师：说得真好。让我们来当一回皎洁的月亮，闪烁的群星，
茫茫的月夜，来倾听阿炳的积淀已久的情怀吧。

（放《二泉映月》，学生欣赏，体会乐曲表达的思想感情）

“老师，我发现书上错了。”“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完全
对。”“老师，我有补充。”……面对这群越来越有主见的
学生，为人师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将精心设计的教
案进行到底呢，还是大大方方随着学生有价值的问题深入下
去？这是一个摆在教师面前的真实而严肃的单项选择题。

在本堂课中，我选择了后者。《新课程标准》强调：阅读是
学生的个性化行为，要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随着新课程理
念的深入人心，老师们对学生越来越尊重，基本上都能建立
这样的学生观：把学生看成是独特的人，珍视学生的独特性，
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尊重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的独特感受。
既然学生在阅读中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如本案例中学生提
出的“为什么阿炳一定要把自己积淀已久的情怀倾吐给茫茫
月夜”）我们就有责任去帮助他解决。

我们需要惊喜，课堂需要惊喜。面对学生的“灵光一闪”，
面对课堂中的意外，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怎样才能满足学生
的需求，适应新课程的要求呢？我觉得：

第一是“宽容”，容纳学生在与文本对话中提出的不同观点
和意见，欣赏孩子的真情告白，表扬学生勇于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的精神，允许学生犯错，即使学生的声音是那么的怯



懦，理由是那么牵强。

第二是“倾听”，老师，要认真地倾听学生的发言，将自己
摆在与学生平等的位置，做到真正的“学生、教师、文本之
间的民主对话”，及时地汲取学生传输的信息。

第三是“筛选”，学生的发问，有研究的价值吗？有研究的
必要吗？老师要迅速地做出“筛选、判断”，如果真的是一
些无关紧要的、离题十万八千里的话题，教师马上可以一笔
带过，话锋一转步入正题；但如果学生的发问有研究的价值，
那么就要进一步深入，让此话题转化为师生共同的营养了。

第四是“思考”，这个意外的话题，教师要找到一个结合点，
使之不露痕迹地纳入预设的轨道中来，利用它促使师生之间
双方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引发全体学生对该生发表的这一
信息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第五是“提升”，围绕新话题，让文本、学生、教师全新对
话，改变原有知识结构。使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把课堂
构成了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让平等民主对话落到实处。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的技巧并不在于能预见到课的所
有细节，在于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巧妙地在学生不知不觉
之中做出相应地变动。”仔细想想，更觉得在理。

的确，教学有预设的一面，但同样也离不开生成的一面。在
生成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都能被调动起来，他们
可能发挥出创造性，产生灵感，课堂的精彩往往缘于生成。
让我们这些为人师者，都来在预设中宽容生成，接纳生成，
融合生成，让我们的课堂意外不断，惊喜不断！

二泉映月音乐课后反思篇五

“苦难本来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悲痛、哀伤、哭泣。但是对



一个命运的强者，对于敢于和命运抗争的人来说，苦难是一
笔巨大的财富。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苦难吧！”伴随着委婉动
人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孙双金老师宣布“下课！”可
是，不仅是孩子们，在座的众多听课者们也沉浸在这动人的
乐章里，不忍离去。

这是在“金陵之秋全国小学语文名师精品课观摩活动”中孙
双金老师执教《二泉映月》时出现的一个场景。师生缘何如
此动情呢？让我们走进这节课。

（一）

师：你对阿炳有些什么了解？

生：阿炳是一个盲人，而且他的身世很悲惨。

生：他的母亲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

（播放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全场屏息静气悉心聆听。）

这是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第一次在会场响起，带着课前对
阿炳苦难身世的大致了解，孩子们开始走近《二泉映月》。
可谓“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二）

（播放《二泉映月》，大屏幕出示：）

场景一：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双目失明的阿炳是怎
么卖艺的呢？

场景二：夏天，骄阳似火，烈日炎炎，阿炳是怎么卖艺的呢？



场景三：一天，阿炳生病了，烧到39、40度，浑身发抖，他
又是怎么卖艺的呢？选择一个画面，想象一下。

（《二泉映月》凄苦、悲哀的旋律回荡在礼堂。）

师：说一说，你看到了怎样的情景？

生：冬天……

生：夏天……

生：一天，阿炳生病了，发烧已经烧到了四十度……

这是《二泉映月》这首曲子第二次在会场响起，带着对阿炳
身世的进一步了解，带着对阿炳苦难生活的想象，曲子扣动
了在场每个人的心弦。

（三）

师：他深深的叹息，有人倾听吗？

生：没有！

师：他伤心的哭泣，有人倾听吗？

生：没有！

师：他激愤的倾诉，有人倾听吗？

生：没有！

师：他倔强的呐喊，有人倾听吗？

生：没有！



师：（情感激越的）没有！一个对音乐充满热爱的阿炳，一
个充满音乐天赋的阿炳，只能把自己的满腔情怀倾诉给这茫
茫月夜。

（播放《二泉映月》，乐声又一次响起在礼堂上空）

当二胡曲《二泉映月》第三次在会场响起的时候，人们听到
的不仅仅是苦难，在悲凉的曲调中，抗争、呐喊的声音已经
跳出了音符，我们听到了“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
鸣。”

（四）

生：（伴乐）起初，琴声委婉连绵……他爱那照耀清泉的月
光。

（学生读得全情投入，回肠荡气，字字掷地有声，读毕礼堂
内教师热烈鼓掌。）

（五）

师：起初，琴声委婉连绵，你仿佛听到了什么？你仿佛看到
了什么？

生：我仿佛看到了二泉优美的月夜景色。

生：我听到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

师：（播放音乐）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课文，把感情投放进去。

四、五两次，当学生的朗读和着音乐在会场响起的时候，老
师、学生、听课者与这首二胡名曲已经融为一体，此时的孙



老师已经不是授课者，而是一位顶级的指挥家，指挥棒轻轻
一挥，带着人们走进了音乐；此时的学生已不是学课文，而
是在品味音乐，在乐曲声中深情地读着民间艺人阿炳的身世；
此时的听课者，也不是在学习名师的讲课方法，他们忘记了
笔记，融进了课堂，他们与课堂上的师生同喜同悲。

,

（六）

生：今天我们应该用心认认真真地去体会《二泉映月》。

师：用心，让我们用我们整个心灵再一次感受那动人心弦的
《二泉映月》。

（播放《二泉映月》。）

此时此刻，“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首二
胡名曲《二泉映月》带着人们走进了阿炳的一生，走进了对
人生的思索之中。余音绕梁，绵延不绝。

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而“情”从何而发？
孙双金老师在这节课上给了人们最好的诠释：感情只能用感
情去触摸，感情只能用感情去领悟，感情只能用感情去交融。

阿炳，这位旧社会的民间盲人艺人，离今天的孩子是遥远的；
《二泉映月》这首二胡名曲，对天真单纯的孩子们来说，是
陌生的`。但在孙双金老师的课上，他用自身丰富的情感引领
学生在多次“一唱三叹”的朗读中，积淀了情感，走近了阿
炳，走近了《二泉映月》。

片段1：

师：又一个中秋夜，阿炳来到了二泉边，他听到了什么呢？



一起把最后一句话读读。

师：阿炳他听到了什么？（相机板书：叹息、哭泣、倾诉、
呐喊）

生齐读：叹息、哭泣、倾诉、呐喊

生：他似乎听到了深沉的叹息，伤心的哭泣，激愤的倾诉，
倔强的呐喊……

生：（接读：“渐渐的，渐渐的，他似乎听到了深沉的叹息，
伤心的哭泣，激愤的倾诉，倔强的呐喊……”）

师：凄惨的琴声传遍了大街小巷！阿炳坐在二泉边，他没有
听到奇妙的声音，却听到了——“渐渐的”

这个教学环节中，孙老师紧扣“叹息、哭泣、倾诉、呐喊”，
饱含深情地反复引读回诵，步步为营，层层推进，在他的感
染下，孩子们的情感逐渐与作者产生共鸣，走进了阿炳的内
心世界。

片段2：

师：他爱着支撑他度过苦难一生的音乐。什么支撑他？

生：音乐。

师：当阿炳沉浸在茫茫的黑夜时，他拉起了动人的曲子，他
仿佛看到什么？

生：仿佛就看到了二泉美丽的景色。

生：仿佛就看到了惠山树木葱茏。

生：仿佛看到为他日夜操劳的师父。



生：我认为阿炳仿佛感到了他的师傅就在他身边为他指导。

生：我觉得他已经感到了他正在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

师：当阿炳孤身一人在冰冷寂寞的小屋里，拉起了动人心弦
的琴声，他仿佛感到什么？

生：他仿佛感到了寂寞已久的孤独慢慢地远离了他。

师：是音乐安慰他孤寂的心。

生：我想说是音乐让他不再孤独，他感到很多人在陪伴着他。

师：所以是什么支撑着他苦难的生活？读——“他爱……”

师：再读。

师：再读

师：他爱那美丽富饶的家乡，他爱惠山的清泉，他爱照耀清
泉的月光。是音乐带给了他光明，是音乐带给了他安定幸福，
是音乐安抚他孤寂的心灵。

一个旧社会的盲人民间艺人*什么战胜苦难的生活？*什么度
过坎坷的一生？*什么创造出世界闻名的二胡曲？*的是他的
精神支柱——音乐。孙老师紧紧抓住“他爱着支撑他度过苦
难一生的音乐”这句话，用低沉的声音、精心设计的提示语，
把孩子们一步步带入阿炳苦难的生活，感受着音乐对阿炳心
灵的抚慰，一字字、一句句，将学生的情感引入高潮，师生
的情感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于是饱含深情的朗读脱口而出，
一声声，一遍遍，不是简单的朗读堆砌，而是来自天簌的深
情地表白。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
观文者披文而入情。”可见一篇文章负载着作者与读者之间



的双重情感交流。听了孙老师的课，我们感觉到：他不仅仅
在引领学生学习语言文字，更是在引导学生与作者对话的过
程中，唤醒学生直面生活、品味生活，领悟生命的真谛。

师：小泽征尔认为应该怎么听《二泉映月》？

生：跪下来听。

师：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无比崇拜的时候才会朝他跪下。
小泽征尔崇拜阿炳什么呢？他要跪阿炳什么精神呢？你说。

生：他要跪阿炳不怕苦难折磨。

生：我觉得他要跪阿炳这种目标专一，坚持不懈，而且写出
这么美妙的音乐。

生：他要跪阿炳美丽的心灵和坎坷的经历。

师：他要跪坎坷的经历，凄惨的人生。他仅仅跪这吗？

生：他跪他勇敢的同病魔作斗争。

生：他跪的是阿炳对命运的抗争。（师板书：对命运的抗争）

生：（齐读〉对命运的抗争

生：他跪的是阿炳对光明的向往。（师板书：对光明的向往）

生：今天我们应该用心认认真真地去体会《二泉映月》。

师：用心，让我们用我们整个心灵再一次感受那动人心弦的
《二泉映月》。（播放《二泉映月》。）

师：（在乐曲声中）苦难本来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悲痛、哀
伤、哭泣。但是对一个命运的强者，对于敢于和命运抗争的



人来说，苦难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苦难吧！

多么发人深省的话语！我想：学了这节课以后，在孩子们以
及所有听课者的心中的，《二泉映月》这首曲子表现的不再
仅仅是苦难，更有一种超越苦难，战胜苦难的精神动力。这
是孙双金老师在孩子们的心中悄然播下的精神“种子”，这
是对这首世界名曲的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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