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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唱吧　跳吧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音乐能给儿童带来欢乐和友谊,儿童生活离不开音乐,本单元意在通过儿童

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寓音乐知识学习于快乐的音乐活动中,让学生在愉快的音

乐实践活动中,自然、轻松地认识７个音的唱名,感受音的高低、强弱,感受不同

的节拍、节奏及音乐的不同风格和情绪.让学生在主动参与活动中,体验、学习

“do、re、mi”３个音的柯尔文手势,并能做到自信、自然、有表情地歌唱.
本单元由三个层层递进的二级标题构成:１．快乐的doremi;２．歌声真美妙;

３．大家跳起来.首先让学生在愉快的音乐游戏中认识７个音的唱名及相对应的

简谱标记;然后通过唱歌、欣赏以及歌表演等形式,引导学生用自然、具有美感的

声音歌唱并乐于进行歌表演,从而体会歌曲的速度变化和强弱对比带来的不同

效果,并在活动中学会“do、re、mi”３个音的柯尔文手势,能随琴听唱,让学生在

听、唱、玩中,自然、轻松地掌握音乐知识和基本技能,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二)内容结构

唱
吧

跳
吧

—

—

快
乐
的
do
re
mi

—

— 唱歌«七个好朋友»
— 活动«搭积木»
— 活动«小音符真有趣»
— 欣赏«DoReMi»(领唱、齐唱)

—

歌
声
真
美
妙

—
— 唱歌«山谷回声真好听»
— 活动«山谷回声»

—

大
家
跳
起
来

—
— 欣赏«跳圆舞曲的小猫»(管弦乐)
— 欣赏«小狗圆舞曲»(钢琴独奏)
— 歌表演«我们来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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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目标

１．能认识７个音的唱名,学会“do、re、mi”三个音的柯尔文手势.感受音的

高低,并能用唱名模唱简单的曲调.

２．乐于参与音乐活动及歌唱表演,初步感受音的强弱,能用圆润、自然的声

音,自信、有表情地歌唱,并能在歌曲演唱中表现强弱.

３．在欣赏和歌曲演唱中,初步感受不同节拍、节奏的音乐作品所表现的音乐

形象,并能用恰当动作表现出来.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唱歌«七个好朋友»

　　这是一首帮助学生认识唱名的音阶歌曲.歌曲为大调式, 拍,一段体.

全曲由四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四小节.旋律从主音“”开始,每个乐句的

旋律基本按音阶的上、下行模进进行,结束在主音“”上,鲜明地呈现了C大调的

调性色彩.
在节奏上,一、二、四乐句采用了完全相同的节奏排列,十分规整,只有第三

乐句,在节奏上略有变化,每个乐句都结束在二分音符的长音上,给人以稳定感.

整首歌曲情绪欢快、活泼,用拟人的手法把七个音名比作七个好朋友,用阶

梯的形式展示了音的高低,具有儿童情趣.

(二)欣赏«DoReMi»(领唱、齐唱)

歌曲«DoReMi»是美国音乐故事片«音乐之声»中的一首插曲,大调式,二段

体, 拍.歌曲轻快、活泼、生动有趣,旋律既简洁明快又富于变化,唱起来朗朗

上口,富有儿童情趣,尤其是把自然音阶的７个唱名与英语中和这些唱名发音接

近的词巧妙地编在一起,更显得妙趣横生.

附谱:

Do　Re　Mi
(领唱、齐唱)

稍快

[美国]奥斯卡哈默斯坦　词

　[美国]理查德罗杰斯　曲

　　　　　　　章珍芳　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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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唱歌«山谷回声真好听»

这是一首D大调的儿童歌曲, 拍,带再现的二段体歌曲.歌曲的第一至

第八小节为第一乐段,第九至十六小节为第二乐段,歌曲的最后四个小节为第一

乐段的变化再现.
歌曲的第一乐段由两个相似乐句组成,每个乐句四个小节,旋律从“”开始,

主要由“”“”“”三个音组成,呈现出大调式的调性色彩.乐句中出现了四度与

五度音程的连续大跳,使歌曲的旋律富有动感.两个乐句采用了完全相同的节

奏排列,节奏规整,基本采用的是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相结合的均匀排

列方式,第一乐段在主音“”上结束,给人以终止的感受.
歌曲的第二乐段由两个乐句组成,第一乐句是由两个相同的乐节构成,每个

乐节有两个小节,第一乐句从主音“”开始,采用了向上级进的方式结束在“”音
上,第二乐句则采用小三度的向下跳进进行,在规整的排列中,每个乐句都结束

在二分音符“”音上.
歌曲的再现部分由一个乐句构成,更加鲜明地强调了山谷回声真好听,并与

歌词“真稀奇”“有回音”“真好听”的内容紧密结合,非常有趣.
整首歌曲情绪欢快,歌曲中两处采用重复短句和强弱对比的手法,形象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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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出回音的效果.全曲生动有趣,能激发儿童的想象. 拍的节拍,让歌曲的强

弱有了一定的变化,增添了音乐的神秘感和趣味性.
(四)欣赏«跳圆舞曲的小猫»(管弦乐)

«跳圆舞曲的小猫»是一首专为孩子们写的管弦乐曲.由美国作曲家安德森

作曲.曲调诙谐幽默,描绘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在音乐声中跳起了优美的圆舞曲.
乐曲具有写实与拟人化的特点.该曲为三部曲式(A＋B＋A１),四小节的引子,
好似一只充满自信的小猫一步步走进了舞池,准备翩翩起舞.A 段主题旋律优

美抒情,用弦乐器主奏,其中小提琴滑奏技巧的运用,形象地模拟了小猫的叫声,
增添了乐曲的诙谐情趣,突出了主题内容,旋律进行中快慢交替,充分表现了小

猫那顽皮好动的特点.B段旋律欢快活泼,一气呵成,用木管乐器主奏,表现了

十分热烈的场面,描绘了小猫欢快旋转的情景.音乐进行中不时传来几声小猫

的叫声,好像时刻提醒着欣赏者:这是小猫在跳舞.尤为有趣的是在乐曲的结尾

处,突然传来了几声狗叫,使正在专心跳舞的小猫惊慌失措,在一连串的上行音

后,突然结束了全曲,形象地描绘了小猫听到狗叫后迅速逃离舞池的情形,巧妙

地结束了全曲.它的音乐主题是:

(五)欣赏«小狗圆舞曲»(钢琴独奏)

«小狗圆舞曲»又称«一分钟圆舞曲»或«瞬间圆舞曲»,由波兰作曲家肖邦于

１８４６年完成.最初是钢琴曲,后被改编为长笛曲、管弦乐曲等.经朋友的介绍,
作曲家结识了法国女作家乔治桑(１８０４－１８７６),她养的那只小狗常喜欢飞快

地旋转着追逐自己的尾巴.于是,乔治桑想用音乐表现这只憨态可掬的小狗,
便请肖邦写成此曲.全曲篇幅短小,速度很快,一气呵成.

乐曲采用三部曲式写成.四个小节的引子之后,在圆舞曲节奏伴奏下呈现

出带有急速旋转感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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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围绕尾音“”不断发展,带有“无穷动”的体裁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

顽皮的小狗团团旋转的动态.随后,乐曲出现了甜美抒情的中间部主题,轻松而

悠闲.

接着,乐曲再现开头部分后结束了全曲.
肖邦(１８１０—１８４９)　伟大的波兰音乐家.从小喜爱波兰民间音乐,７岁写

了«波兰舞曲»,８岁登台演出,不满２０岁已成为华沙公认的钢琴家和作曲家.
后半生正值波兰亡国,在国外度过,创作了很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钢琴作品,
以此抒发自己的思乡情、亡国恨.其中有与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相联系的英雄性

作品,如«第一叙事曲»«A大调波兰舞曲»等;有充满爱国热情的战斗性作品,如

«革命练习曲»«b小调谐谑曲»等;有哀恸祖国命运的悲剧性作品,如«b小调奏

鸣曲»等;还有怀念祖国、思念亲人的幻想性作品,如不少夜曲与幻想曲.在国外

经常为同胞募捐演出,为贵族演出却很勉强.１８３７年严词拒绝沙俄授予他的

“俄国皇帝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舒曼称他的音乐像“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

炮”,向全世界宣告:“波兰不会亡.”晚年生活非常孤寂,痛苦地自称是“远离母亲

的波兰孤儿”.临终嘱咐亲人把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

(六)歌表演«我们来跳舞»

这是一首bE大调式, 拍,从弱起小节开始的一段体歌曲.歌曲由两个等

长乐句组成.
乐曲的第一乐句从弱起节奏开始,由两个乐节构成,每个乐节两小节.旋律

从属音“”开始,由“”“”“”三个动机构成,音乐发展从属“”—主“”—属“”,
最后结束在半终止中音“”上,呈现出了典型的大调性色彩.两个乐节采用了完

全相同的节奏排列,节奏规整,基本采用了八分音符的均匀排列形式,在旋律的

走向上,全部采用了大跳的方式进行,使旋律更有起伏,给人以跳跃欢快的感受.
歌曲的第二乐句同样从弱起节奏开始,第二乐句和第一乐句一样,由两个乐

节构成,每个乐节两个小节.第一乐句旋律以属音“”为动机发展,经过了一个

八度的向上大跳后,后面的旋律全部采用了级进的方式进行.进行方式同第一

乐句形成对比,使得旋律的连贯性更强.乐句第二乐节通过三度的大调音阶式

进行 ,最后结束在主音“”上,给人以稳定的、完全终止的

感受.从节奏上来看,两个乐节的节奏型完全相同,与第一乐句相似,采用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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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音符的连续排列的形式.在规整的排列中,只有八分休止符变为八分音符,使
得旋律连接更加紧凑,一气呵成,完整性更强.

整首乐曲情绪欢快、活泼,通过弱起节奏改变了歌曲节奏的强弱关系,丰富

了音乐的表现力;强调“伸”“收”“摇”“转”四个动作,会让学生在聆听中留下更深

刻的感受,使舞蹈编创更加简单.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３~４课时完成.

(一)快乐的doremi

１．«七个好朋友»是一首音阶歌曲,学生不难掌握.在学唱时要注意让学生

唱准每个音.这首歌曲学生会唱后,可在演唱形式上变化,比如接龙视唱、分组

对唱、部分乐句跟琴演唱等,总之通过多种形式让学生掌握好７个音符的音准.

２．在音乐活动«搭积木»中,教师可做７张画有彩色积木的卡片,让学生根据

教师弹奏的琴声,快速贴在音阶图上相应的位置,也可采用分组竞赛的方式进

行,目的是让学生感受、分辨音的高低.“小鸽子找家”这个小游戏,可让学生用

连线法独立完成,看谁连得又好又快.

４．音乐活动«小音符真有趣»,主要是让学生能边做手势边听辨和模唱,培养

学生良好的音准感和听辨力.
活动要求:
(１)老师边唱“do、re、mi”这３个音,边教学生做这３个音的柯尔文手势.
(２)老师反复示范和教唱,让学生基本学会以后,进入“看谁听得准,看谁做

得好”环节,老师按顺序弹奏“do、re、mi”,让学生加深印象,然后可以慢慢打乱顺

序弹奏,让学生进行练习.
(３)在这个游戏过程中注意让小朋友互相纠正,老师及时指导.

５．欣赏«DoReMi»的时候,教师可结合教材上的画面,讲讲«音乐之声»这个

故事,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播放电影片段,帮助低年级学生理解这个作品.在

反复欣赏中可以带领学生做一做“do、re、mi”３个音的柯尔文手势,并随着音乐

进行简单的表演.

(二)歌声真美妙

１．在学唱歌曲«山谷回声真好听»时,启发学生说说山谷回音是怎么回事.
也可用课件展示小朋友去山谷游玩时喊山的情景,感受声音的强弱变化.

２．音乐活动«山谷回声»,通过让学生模仿山谷里的回音,感受声音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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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活动方法:
(１)在教室引导学生想象:来到山谷中聆听大山回声.安排一部分小朋友自

由即兴地面向大山问候或唱歌,另一部分小朋友模仿大山回音,形成此起彼伏的

山谷回声效果.
(２)老师要启发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即兴编创或演唱学生熟悉的

歌曲片段,着重体验、感受声音的强弱变化.

(三)大家跳起来

这部分教学是希望通过欣赏、唱歌、音乐表演活动,让学生感受、体验不同风

格的音乐作品所表现的音乐形象.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用即兴编创的动作

去表现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并能随不同的音乐(如舞曲、进行曲)表演,让学生感

受不同的节拍和节奏.同时,让学生自由选择唱歌、舞蹈、器乐演奏等不同的表

演形式,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让学生在音乐中尽情歌舞,去感受美、表现

美、创造美.

１．紧扣音乐本质,欣赏教学一定和聆听息息相关,一切的活动都以聆听为前

提.让学生学会关注音乐,从音乐中寻找答案.

２．在欣赏«跳圆舞曲的小猫»之前可以用一段三拍子的乐曲引入,带领孩子

们学跳圆舞曲,初步感知圆舞曲的步伐特点和节拍特点,在欣赏«跳圆舞曲的小

猫»的时候,带着孩子用双手模仿小猫跳舞的舞姿,并要求孩子在听到小猫叫声

的地方模仿小猫的动作,老师可以用形象的图谱表现音乐的变化,描述小猫叫声

出现时图形有什么变化.这一活动,不仅带着孩子熟悉乐曲旋律,又让他们清楚

了为什么小猫叫声出现时图形变高了,那是因为旋律也变高了.图谱的设计要

和音乐的变化吻合,感受音乐三段的变化.重点欣赏«跳圆舞曲的小猫»以后,可
以采用比较法欣赏«跳圆舞曲的小猫»和«小狗圆舞曲»这两首乐曲,让学生感受

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之间的差异.也可播放两首作品的主题音乐让学生听辨,
并让学生用动作把感受到的音乐形象表现出来,用体态动作表现不同的音乐形

象,特别是乐曲的速度、情绪、旋律起伏.

３．在进行歌表演«我们来跳舞»的时候,要注意先让学生尽快学会这首歌,在
教唱时可让学生边唱边记歌词,虽然歌词有四段,但是短小简单,韵律感强,节奏

感强,容易上口.只有在教会并基本记住的情况下才有条件让学生进行歌表演,
注意发挥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在观察教材图片和模仿老师动作的基础上,鼓励

学生加上自己喜欢的动作进行编创,最后可让学生进行分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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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歌声真美妙”

(一)教学思路

让学生感受和表现音乐的力度变化.老师组织学生通过敲、听、想等有趣的

活动,引导学生在轻松的音乐学习环境中、在生动有趣的音乐游戏中,去听一听、

动一动、唱一唱,加深学生对音乐强弱的理解,为感受、理解渐强、渐弱以及旋律

的起伏奠定基础.

(二)教学目的

１．在聆听声音的活动和游戏中,能够辨别出声音的强弱.

２．能用自然圆润的声音演唱歌曲«山谷回声真好听»,并能用歌声表现声音

的强弱.

３．能够用声音模仿、表现回声,编创简单的歌词放进歌曲里进行演唱.

(三)教学重点

能找准歌曲强弱变化的地方,并创造性地用动作和声音表现声音的强弱.

(四)教学过程

１．音乐律动«七个好朋友»

老师:小朋友,让我们随着音乐唱起来、跳起来,跟着老师一起去做游戏吧.
(播放上节课学习的歌曲«七个好朋友»,老师带着学生随着音乐律动进教室坐

下)

老师:大家的动作都能跟着音乐的节拍,你们都有一双会听音乐的耳朵.让

我们一起进入下面更精彩的游戏.

２．多角度感受音乐的力度变化

(１)谁的声音强,谁的声音弱.(对比感受不同力度的动物叫声)

老师:为了让我们的音乐游戏更有趣,有一对音乐新朋友和我们一起做游

戏,我要请同学们仔细听,把它们找出来.

老师分别戴上小鸡和老虎的头饰,请学生分别模仿这两种动物的叫声,感受

它们声音的强弱区别.(老虎声音强,小鸡声音弱)
(２)听鼓声,做动作.(感受同一打击乐器的不同力度声响效果)

老师:今天我们将和强、弱这一对新朋友一起度过愉快的音乐课.(老师展

示一只小鼓,告诉学生它也能“说”出强弱,老师示范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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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带领学生一起来敲击,想办法使鼓声有强与弱的声音变化,并在学生操

作基础上试问:你是用什么方法使声音有强与弱的变化的? (即力度的大小)
老师引导学生做“听鼓”活动.

①学生坐在座位上,老师敲鼓,学生听到强的鼓声跺脚,听到弱的鼓声拍腿.

②学生围成圆圈站立,老师敲鼓,学生听到强的鼓声跳,听到弱的鼓声走.
老师给予评价,并请个别学生上台敲鼓指挥.

(３)发声练习,表现力度.
老师:刚才同学们用耳朵听、用动作表现了音的强弱,你们还能用声音来表

现强弱吗?
老师给学生一个固定音高并带领学生学火车发出的“wū”声,引导学生根据

老师的手势发出不同强弱的声音.
老师带领学生再来做一个“小手变变变”的游戏:

①我来做,你来唱.
老师利用已经学过的“do、re、mi”这３个音的柯尔文手势,打乱顺序做手势,

学生看着手势唱出音高.

②你来做,我来唱.
学生做手势,老师唱;老师做手势,学生唱.
组织学生学会聆听并进行游戏评比,看谁做得好,看谁唱得准,大家就向他

学习.

３．欣赏感受歌曲,多形式学唱新歌

(１)回声游戏.
老师:下面请听一个«奇怪的声音»的故事.(出示一幅图画,并讲解)有一个

孩子到住在山里的外婆家玩.一天,他独自在山里唱歌,发现山那边有人和他对

唱,他感到奇怪,就问:“喂! 喂!”山那边也立刻传来了“喂! 喂!”的声音.他又

奇怪地问:“你是谁?”山那边也问:“你是谁?”他又惊奇又高兴,摸摸头想:我问一

句,他也问一句;我唱一句,他也唱一句,不同的是什么呢? (学生回答:不同的是

我的声音强,那边的声音弱,而且那个声音总是跟在我后面,到底是谁啊?)同学

们能告诉他这是什么声音吗? (学生回答:回声)有很多同学都爬过山,在爬山途

中也一定“喊过山”.你们在山里说话、唱歌有什么感受? (学生:有回声)我们就

一起来做一做回声的游戏.假设我们面对大山,有谁愿意对着山谷喊话? 大家

都来当回声.
一学生:“大山,你好!”(强)
大家:“大山,你好!”(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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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下面老师来唱原声,你们来当回声.

师:
(强)
　

生:
(弱)
　

教师:同学们,你们要用最美的声音唱,山谷才会用更美的声音回答你哟.
(可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进行练习)

(２)学唱歌曲«山谷回音真好听».

①初步感知歌曲.
老师:同学们,山谷里响起了动听的歌声,听一听,歌曲里都唱了些什么?

②再次聆听歌曲,边听边跟唱.
老师:同学们,再仔细听,歌曲中哪里出现了回声? 请同学们小声跟着唱,并

想想,要怎样的声音才能表现歌曲的回声呢? (老师带领学生反复练习回声部分)

③接龙游戏学习歌曲.
老师:下面老师来唱歌曲,唱到回声的部分你们来唱.然后再反过来跟琴学

唱歌曲.(针对学生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特别是旋律的相同与不同、乐句的连

与断等处理)

④分组表现歌曲,抽个别同学唱歌曲.

⑤编创歌词.
老师:同学们,你们还在哪些地方听到过回声呢?
学生:在缙云山、金刀峡,还有话筒
老师:那你们能把这些编在歌里唱一唱吗?
老师示范,带领学生将新编歌词填进歌里唱一唱.
“缙云山谷真稀奇,真稀奇,唱歌讲话有回声,有回声,啦啦缙云回声真

好听,真好听;金刀峡谷真稀奇,真稀奇”

４．课堂小结

老师:今天我们玩了回声的游戏,知道了声音的强弱,还用歌声表现了强弱,
并在“小手变变变”的游戏中练习了表现音高的手势,还编创了很多新的歌词来

唱回声,老师感受到回声真好听.听,山谷爷爷还有美妙的礼物送给我们,听一

听,让我们一起去享受生活中美妙的音乐吧.(老师播放无伴奏合唱«回声»)
张妍　吴相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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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音乐之声»(美国音乐故事片)根据美国当代著名戏剧家、电影作曲家理

查罗杰斯创作的同名音乐剧改编拍摄.剧情取材于１９３８年发生在奥地利的

一个真实故事.修女玛丽亚来到退役军官特拉普上校的家里担任家庭教师,能
歌善舞的玛丽亚十分爱护特拉普的亡妻留下的７个儿女,并用动人的歌声和各

种有益的游戏教育孩子们,使他们得到慈母般的温暖和良好的教育.最后,上校

与玛丽亚建立了纯真的感情,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他们组成了家庭合唱

团到处演唱奥地利民歌和爱国歌曲.主题歌«音乐之声»以独唱、合唱等形式在

影片中多次出现,歌曲以一连串巧妙动人的比喻,抒发了玛丽亚对音乐的热爱.
影片中,由罗杰斯和词作者奥斯卡哈默斯坦合作写成的插曲«DoReMi»是影

片精彩的组成部分.作者把自然音阶的７个唱名与英语中和这些唱名发音接近

的词巧妙地编在一起,使整首歌曲显得十分生动有趣.全曲在旋律上运用了模

进等手法及灵活的乐句变化,显得既简洁明快,又富于变化,唱起来朗朗上口,富
有儿童情趣.影片中玛丽亚教孩子们玩木偶时唱的那首«孤独的牧羊人»,吸取

了流行于瑞士、奥地利等国山区的约德尔民歌调的风格,歌中频繁出现的七、八、
九度音程的大跳,真假声的交替以及领唱、重唱、合唱与色彩绚丽的伴奏的交融,
使整首歌曲跌宕起伏、诙谐风趣.插曲«雪绒花»是上校因看到孩子们欢乐嬉戏

的情景而回忆往事时所唱的,深情悠长的歌调以 拍唱出,全曲通过对雪绒花的

赞美,真挚地倾吐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其他插曲如«我心爱的一切»也具有独

特的韵味.玛丽亚由英国演员兼歌唱家朱莉安德丝扮演,她热情奔放的歌声

和表演为影片增添了很强的艺术魅力.这部影片曾荣获奥斯卡金像奖,在世界

影坛上被誉为最动人的音乐故事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