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月亮的心愿说课稿 月亮的心愿教学
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月亮的心愿说课稿篇一

郊游，可以饱览山川秀美的风光，可以呼吸大自然清新的空
气，可以忘情地欢呼雀跃，可以尽兴游戏玩耍，不光孩子们
喜爱，大人也非常喜欢。珍珍也很想去郊游，说不定她也像
月亮姐姐看到的那个正在睡觉的小姑娘一样，已经做好了充
分的准备；但是，她知道，**的病还没好，需要人照顾。如
果自己去郊游了，谁给妈妈端水，谁给妈妈拿药？她想，妈
妈病了，照顾妈妈最重要。《月亮的'心愿》这篇童话故事以
月亮的内心变化为线索，先写月亮为了孩子们去郊游，希望
太阳公公让明天的天气好起来；接着写月亮为了让珍珍照顾
病中的妈妈，又建议雷公公让明天下雨；两天后，是一个艳
阳天，两个孩子都参加了郊游。本文借小女孩珍珍为了照顾
生病的妈妈放弃郊游的事，赞扬了关心父母、体贴长辈的美
好品质，既有童趣，有极富人情味，寓孝敬父母、体贴长辈
的教育于生动感人的故事之中，进一步深化了本组关爱家中
的每一个人的主题。

教学本课，我紧扣一个"爱"字，突出一个"读"字，强化一个"
悟"字，实践一个"学"字,把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感悟课文所蕴含的思想感情上。三读课文，各有侧重。
先整体感知、后部分研读，先感悟内容、后积累语言，先课
内学习、后课外延伸。在自主、合作、探究的过程中，让学
生受到潜移默化的人格熏陶，真正达到了"润物细无"的效果。



月亮的心愿说课稿篇二

课后，张老师给我讲评。没想到张老师给与我的是充分的肯
定，我知道我的课并不像张老师说的那样好，是她对于我们
年轻人的爱护。同时张老师也给我讲了怎样能更好的上好这
节课，就是要加强孩子的直观体会。让我顿时明白不是孩子
不愿回答问题，可能是因为我的问题过于抽象，他们无法理
解。我开始为我在心中无端的指则孩子而感到懊悔不已。

月亮的心愿说课稿篇三

上课伊始，我先从课题入手，给学生质疑的机会，孩子问题
提的很准，“月亮的心愿是什么呢？”为了让孩子自己能寻
找到答案，必须把课文读好。因此我先让孩子们读课文，读
准字音，在课文情境中认识生字，然后出示文中词语，带拼
音读，去掉拼音读，指名读、齐读、开火车读、跳读等多种
方法，我觉得通过复现巩固学字，孩子们认字较快，掌握也
较好，而且通过做游戏，也使他们在游戏中巩固了生字，强
化了他们的记忆。初读课文，要求孩子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在此基础上，以月亮的感情变化为线索，指导他
们有感情地朗读，通过不同形式的读：自读、互读、听读、
齐读、分角色读，逐步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清楚了月
亮的情感变化的原因，明白了：

（1）月亮为什么要和太阳商量，让明天有个好天气？

（2）月亮为什么又希望明天下雨？

（3）月亮的心愿是什么？小女孩的心愿是什么？

这样不但能提高孩子的读书识字的能力而且提高了他们读书
感悟的能力，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孩子的语文表达能力。
在落实读的同时，要积极引导孩子们进行自读、互读，让学
生体验成功的喜悦，增强自信心，使其爱读、乐读、读好。



教师在教学中还必须做到心中有学困生，要做到耐心帮助和
积极鼓励相结合。如有些孩子，胆小且学习成绩差，叫他读
课文时，不是念错字，就是加字、落字，一句话往往重复几
遍才以读对。此时教师决不能急躁，要不断地提醒、鼓励。
当然，在这节课上，在读月亮担心发愁的语气时，孩子们读
得不到位。我想如果把学生引导的更深一些，把自己当成月
亮，读出自己发愁时的语气的话，就会比较容易让孩子们接
受，把文中的对话部分读得更好。

月亮的心愿说课稿篇四

新课程标准倡导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评价的主体。学生
在学习中学会自我评价进而学会自我反思是我们要追求的目
标。所以，在教学中我尝试让学生自己参与到评价中来，要
求学生养成评价自己和评价别人的习惯，更要学会正确评价
自己、评价别人。

在教学《月亮的心愿》这篇课文时，我找一个同学读课文，
读完了又找同学进行评价。一个学生说：他读错了一个字，
于是，其他孩子就纷纷跟着提意见。当时，我注意到读书同
学的情绪有些低落，于是，我就及时的加以调整，对同学说：
大家的评价不要一味的停留在挑毛病上，首先要看到同学的
优点和长处，然后再提出不足。在我的引导下，大家先找出
了他的优点，比如“我喜欢听他读得课文，像听故事一
样。”“我要向他学习。”“虽然你读错了几个字，可是，
你的声音很响亮，你可以再试着读一遍。”听到这些评价刚
才读书的同学脸上露出了笑容。增强了自信心。这样，学生
慢慢学会了发现别人的优点，学会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别人，
适时地、恰当地给别人以赞扬和鼓励，这样不但营造了互帮
互学、轻松愉快、和睦相处的课堂气氛，而且培养了将来立
足社会的一种为人处世的原则和能力。



月亮的心愿说课稿篇五

《月亮的心愿》是人教版新课标教材一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
一篇课文。本单元是以家庭亲情为主题，本课侧重对学生进
行关心父母，心中有他人的生活情感的体验教育。

这篇课文讲述了月亮看到一个小女孩准备第二天去郊游，于
是想让明天是好天气。后来又看到另一个小女孩因为要照顾
生病的妈妈，而宁可不去郊游，她决定还是让明天下雨。第
三天，孩子们一个也不少地走在郊游的路上。

在授课过程中我先让学生认识字、词熟读课文之后，通过画
出心形图来引导学生想到词语“心愿”“爱心”，然后创设
问题情境进行激疑：月亮为什么会改变心愿?我想抓住学生思
维的热点和疑点，让学生快乐地参与到学习中来，与月亮对
话，与太阳公公对话，与雷公公对话。

并让学生在对话过程中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不断的感悟和
品味，把书本的语言内化为自己的语言。教学中，重点采用
了角色朗读和角色表演的方式进行。本课的亮点是：

一、活用文本，与实际生活相联系

我注重调动学生直接生活的经验，通过创设情境对话，让学
生通过看图，从有限的画面想到无限的画外。从而来畅谈自
己在郊游前的激动心情。让学生从文本走进生活，再从生活
走入文本，实现文本和生活的有机结合。

创设情境：月亮姐姐怎样去跟太阳公公商量的，让学生体
会“商量”应该是怎样的一种语气，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
运用到自己的口语交际中，同时也感受到月亮姐姐的美好心
愿。按照语文新课标的要求，让课文的学习和生活的体验相
结合。



二、抓住重点，科学引导

在课文教学的过程中，先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找出描
写月亮心愿的段落，体会月亮的两个不同的心愿：一个是明
天晴天，一个是明天下雨，产生这样的矛盾心情，让学生带
着新奇，带着疑问，去学习整篇课文。然后借助文中插图月
亮的不同表情，结合课文描写，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在学到
最后一小节时，我先问：最后孩子们去郊游了吗?让学生齐读
最后一段，得出答案。

课文没有明讲两天后是晴天还是雨天，只是说“两天后的一
个艳阳天，孩子们一个也不少地走在郊游的路上”这时我问
学生，月亮的心愿实现了吗?月亮的最终心愿是什么?虽然学
生中发生很多争执，但仔细阅读课文的同学还是找到了正确
的答案。最后我用在心形图中的“爱”作为板书总结，表明
了月亮的最终心愿和本课的教育主题。

三、读中感悟

我让学生通过朗读，在朗读中感悟。通过不同方式的朗读和
小组讨论之后，学生们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说出了自己
的情感。从这让我更感觉到朗读的重要性。在最后一段的教
学中，通过朗读学生感受到了月亮的心愿。

但是，最后我遗忘了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是“艳阳天”我没
有给孩子们进行解释。这是我的一个失误。此外，本课的不
足之处还有：

1、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不能够全情投入。

一年级的阅读课在第一课时的教学，我们通常以识字为主，
学生对这一教学内容的理解不够，我在教学时引导的也不够，
所以学生学得不够投入，理解不够就更谈不上感悟了。在教
学中可以做如下处理：



(1)从“月亮的心愿”入手，读出问题，但是最后又抛开了问
题来理顺课文了。

(2)“照顾”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看图想象珍珍的动作、语言、
心理活动。这样，学生可以更好的感受到珍珍为了照顾妈妈
而放弃春游的行为是对他人的爱与关心，体会其中的难能可
贵，这样对孩子的教育意义会更好些。

2、更要注重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

教学常规应贯穿整堂课的始终，这样更有助于学生良好学习
习惯的养成。学生在读书时，不能养成拖音的坏习惯。这一
切都应在平时落实养成，良好习惯的养成决不是一朝一夕能
够达到的。

3、作为第二课时，导入和生字认读花费了大约15分钟，时间
有点长，课堂有前松后紧的感觉，应该把重点放在课文讲解
上才对。

总之，我的教学生涯虽然还不长，但我必须抓住每次上课的
机会，好好准备来锻炼自己。更重要的是，每次上完课后，
要看清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更快地提高自己。

所以，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我要好好的研读教材和学生，同
时不断的提高自身应有的语文教师素养把语文课变成快乐的
书香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