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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摇呀摇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第一板块“小宝宝要睡觉”是根据摇篮曲发展而来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

幼年,而在入睡时都会从母亲那儿感受到最自然、最原始、最温馨的歌声,这种歌

声就是摇篮曲的原形。因此,采用了“小宝宝要睡觉”这个板块,其目的就是要使

学生一看见这个标题,那发自母亲肺腑的最自然、最原始、最温馨的歌声———《摇
篮曲》,就马上回响在耳边。

根据这一要求选用了《睡吧,小宝贝》《催眠曲》《小宝宝睡着了》。这一编排

基本上表现了小宝宝从入睡到睡熟的全过程,环节紧紧相扣,情节性较强。
《睡吧,小宝贝》题目形象生动,作品通俗易懂,学生学习起来容易,又能了解

摇篮曲的不同体裁形式,且能紧扣主题,使情节有序地往下发展。
在小宝宝快要入睡时给他听催眠曲,能帮助他快快入睡,而这首《催眠曲》在

侗族是很有代表性的。在湖南、贵州、广西及毗邻的地区,居住着大约一百万侗

族人。侗寨一般都是依山傍水,有供行人歇脚的“风雨亭”“风雨桥”,集会娱乐的

鼓楼,建筑精巧雅致。另外侗家人人会唱歌,更以唱“侗族大歌”享有盛名。多声

部的合唱歌曲使侗族民歌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歌的重要标志。
六角鼓楼是侗族的吉祥物,代表着团结幸福。把王瑜珠的《小宝宝睡着了》

放在侗族民歌《催眠曲》之后,既让学生了解了侗族的风土人情和侗族音乐的风

格特点,又使主题情节的发展环环相扣,学生表演起来非常自然。
第二板块“甜甜的梦”是第一个板块的内容的延续。小宝宝在妈妈的歌声中

渐渐进入梦乡,甜蜜、幸福的梦境使人向往,我们借着这美好的梦境表达了小朋

友们一个美好的心愿———爱护小鸟、保护环境。小小童话剧易于表演更让学生

喜欢。选用了弗利斯的《摇篮曲》作为背景音乐与剧中的情节密切配合,达到一

种较为理想的效果。
欣赏《唱给妈妈的摇篮曲》这是在前两首歌的基础上引申发展而来的。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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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是妈妈摇着我入睡,长大点看到辛苦劳累的妈妈伏在桌上睡着了,心疼妈妈的

小宝宝就学着妈妈摇自己入睡的样子摇着妈妈睡觉,并哼唱歌曲《唱给妈妈的摇

篮曲》。这是一次模仿表演,也是一场爱心教育。最后让学生在欣赏肖邦钢琴曲

《摇篮曲》中进一步感知摇篮曲的风格特征,并为本单元摇篮曲的音乐特点作一

个归纳总结,让学生对摇篮曲的特征有一个更深入的感知与了解。

(二)内容结构

摇
 

篮
 

曲

小
宝
宝
要
睡
觉

唱歌《睡吧,小宝贝》

欣赏《催眠曲》(独唱)

歌表演《小宝宝睡着了》

甜
甜
的
梦

欣赏《唱给妈妈的摇篮曲》(独唱)

童话剧《摇篮摇着一个梦》

欣赏《摇篮曲》(钢琴独奏)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本单元学习、初步感知摇篮曲的风格特征。

2.通过歌曲学唱、学习用轻柔连贯的声音歌唱。

3.认识三角铁,了解、感知三角铁的音色特点,并能用正确的姿势和方法为

歌曲伴奏。

4.通过演唱演奏进一步感知二拍子、三拍子的强弱规律。

5.通过音乐童话剧表演,发展学生想象力,培养学生的编创能力,让学生具

有环保意识,培养与同学合作的精神。

6.通过一个梦境表现小朋友的内心活动,达到爱护小鸟、保护环境的效果。

7.聆听肖邦的《摇篮曲》,使学生对钢琴音色有一个初步的感受。

8.通过欣赏、表演《唱给妈妈的摇篮曲》,使学生懂得关心亲人、关心同学,
从小学会关爱他人,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唱歌《睡吧,小宝贝》

这是一首具有摇篮曲风格特征的儿童歌曲。旋律优美、流畅,节奏平缓、规
整。歌曲为四二拍,一段体,大调式。歌曲表现了小朋友学着妈妈哄布娃娃睡觉

时的生动形象,尤其是其中的哼鸣,更表现了小朋友的天真可爱和纯真美好的

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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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欣赏《催眠曲》(独唱)

音乐为四二拍,五声商调式,音域在十度以内。乐曲第一小节即奠定了全曲

的基调,以后各乐句采用逐句模进或变化重复的手法,全曲结束处节奏放慢一

倍,表示孩子已经入睡,由于模进使旋律有较大的起伏。这首歌成功地塑造了一

个幼儿在大人的爱抚下甜蜜地进入梦乡的音乐形象,温馨而甜美。
附谱:

催 眠 曲
(独唱)

 
  

慢 安静地
侗族民歌

(三)歌表演《小宝宝睡着了》

这是一首四三拍,五声宫调式的歌曲。晴朗的夜空,星星月亮都睡着了,白
云也不动了,地上的虫儿、鸟儿也都安静了,小宝宝也睡着了,表现了星空和大地

都睡着了的意境,是一首很美的抒情摇篮曲。让学生在五度(1~5)的音域内把

声音控制得甜美、柔和。

(四)欣赏《唱给妈妈的摇篮曲》(独唱)

这是一首优美抒情的摇篮曲,中速稍慢,深情宁静。此曲为四二拍,六声徵

调式,结构为带尾声的一段体。前奏以一个下行的音调奠定全曲深沉平稳的风

格。在前奏的提示下,第一句下行“ ”,接着一个八度大跳到

“ ”,把夜深人静的意境表现得很到位。在这个美好的意境下,把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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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妈妈伏在桌上睡着了的情景很顺畅地表现了出来。以稚气的口吻讲述了一

个可爱的孩子关爱母亲的故事。歌词句式较自由,有三字句、五字句,也有七字

句、十字句,这正反映了儿童的心理与思维特点。曲作者对歌词作了极好的处

理:第一、二段歌词的前三句句式为三字、五字、七字,然而第三段歌词却成了五

字与十字,曲作者巧妙地将它们处理为旋律与节奏相互并列的两个乐句;第三乐

句因歌词较长,一个五字,一个七字,所以音乐处理为六小节,歌词到这里已结

束,曲作者为了进一步推动乐思的发展和取得音乐上的平衡,重复了歌词中的最

后一个七字句,其旋律是从第三乐句的后两小节衍生而来的。歌曲到这里本应

结束,曲作者为突出摇篮曲的特点和韵味,又做了九个小节的“呣”哼唱的扩充,
并把它作为尾声结束全曲,其意境更加深远。

歌曲的前奏是从歌唱部分的第三、四乐句提炼加工而来的。
附谱:

唱给妈妈的摇篮曲
(独唱)

 
 

深情、轻柔、宁静地

马业文
 

词

 张枭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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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欣赏《摇篮曲》(钢琴独奏)

这是肖邦的一首具有独特魅力的摇篮曲。曲中的和声、旋律以及伴奏音型

都很简单,只用了两个和弦,不断地重复,同一伴奏音型模仿摇篮节奏。朴素的

主题 旋 律 更 增 添 了 其 中 优 美 的 情 趣:

主题在以后的装饰变奏中不断产生诗意般的抒情效果。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3~4课时完成。

1.本单元主要通过欣赏、演唱、表演、演奏,让学生从多角度感知摇篮曲的

风格特征,了解什么是摇篮曲,为今后学习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了解并能分辨

不同体裁音乐作品的风格特征作准备。因此,学习本单元时,要重点让学生感知

摇篮曲的情绪、速度、力度。

2.在欣赏三首不同国家、地区及不同表演形式的摇篮曲时,可随音乐摆动

身体,随音乐朗诵歌词,随音乐哼唱主题旋律,随音乐表演。引导学生感知摇篮

曲的风格特征,感知妈妈无私的爱。

3.在学唱歌曲时,要注意引导学生用轻柔、连贯的声音来演唱,同时感知不

同节拍的歌曲,如 拍、 拍、 拍的不同韵律感,可采用边唱边表演或为歌曲伴

奏等形式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理解与表现能力。

4.在学习打击乐器三角铁时,让学生感知乐器的音色特点、演奏姿势。同

时通过鼓和三角铁两种不同乐器对比,感知力度变化及力度的作用。

5.在参与音乐童话剧《摇篮摇着一个梦》的表演时,老师可创设情境,学生

身临其境,了解童话剧的内容,也可让学生根据教科书上的插图说说童话剧的剧

情内容,然后引导学生分角色扮演,如小草、小花、大树等自然景物。学生参与表

演前的讨论,剧中主要角色“小孩、小鸟、小动物”的动作怎样设计等拿出一个表



第
三
单
元
 
摇
呀
摇

29   

演方案,然后根据方案进行表演。最后一定要做评价,让学生参与评价,评价自

己的表现,也评价同学的表现。总之,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进来,共同分享成功

的快乐。

四、课例

音乐表演课《摇篮摇着一个梦》

(一)教学内容

感受与鉴赏 表  现 创  造 音乐与相关文化

感受《摇篮曲》优美抒

情的音乐风格

复习歌曲《小宝宝睡着

了》,表演童话剧《摇篮

摇着一个梦》

设计母亲哄小孩入睡的

动作,编创音乐童话剧

的不同角色

音乐与童话剧的结合,给了

学生完整的情感体验,表达

小朋友们美好的心愿

(二)教学目标

1.通过表演音乐童话剧,培养学生爱护小鸟、保护环境的意识。
2.感受《摇篮曲》的风格特点及三拍子的强弱关系。
3.能积极参与表现预设情景中的音乐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与创新

能力。

(三)教学重、难点

利用背景音乐《摇篮曲》和《野鸟情歌》与剧中的情节密切配合,让学生充分

感受童话剧,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如,语言表达能力、表演能力等;表演要

有想象力、有创新。

(四)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等。

(五)教学时间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1.律动引入,初步感知

  播放音乐《摇篮曲》,学生做律动进教室。(抓住三拍子的起伏感来表现歌

曲,为后面的三拍子歌曲做准备)

2.复习歌曲《小宝宝睡着了》(创设情景,激发兴趣)

老师:我们在婴儿时期,就躺在妈妈的怀里,感受妈妈的温暖。当我们躺在

摇篮里的时候,妈妈还会唱着优美的歌曲哄我们入睡。下面,请你们学着妈妈的



30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一
年
级
下
册

样子,为小宝宝唱首动听的歌曲。(指导学生看书上的插图,用“lu”小声哼唱旋

律。老师让学生讨论小宝宝在摇篮里要入睡时的情景)
老师:小朋友们唱了这首歌,就仿佛看到了什么画面? (启发教学:繁星点

点,皎洁的月光照在大地上,月亮阿姨露出了笑脸)你知道月亮阿姨是在笑谁吗?
原来是在笑睡在摇篮里的小宝宝。此刻小宝宝玩得太累了,躺下休息,不知不觉

睡着了,还发出轻微的打鼾声。(展示课件)
老师:如果小宝宝睡不着,妈妈会用什么样的动作哄小宝宝入睡呢? 你能学

学妈妈的动作吗? (让学生跟着乐曲旋律拍布娃娃,做些合适的动作,进一步体

验摇篮曲优美、抒情的特点)
老师:如果你是这个小宝宝,在睡着了以后,你会做什么样的梦呢? 你能告

诉大家,你做过哪些梦吗? (学生答略)
老师:小朋友们有不同的梦,那么现在请你用不同的声音表现各种各样的

梦。谁来表现愉快的梦? 谁来表现神奇的梦? 谁来表现可怕的梦? 谁来表现忧

伤的梦?
老师:你们说《小宝宝要睡觉》这首歌是表现什么样的梦? (学生答略)对,是

一个美丽的梦。接下来,请小朋友跟着音乐,用你的动作来表现这个美丽的梦!
(播放音乐动画)

3.童话剧《摇篮摇着一个梦》(指导学生表演,想象体验)

老师:刚才我们用声音表现了各种各样的梦,现在老师就给大家讲一个小男

孩做的梦。(让小朋友看教材上的插图,自己想象一下发生在梦中的事)
老师:在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夜晚,明明做了个神奇的梦。到底他梦到了些什

么呢? 让我们闭上眼睛,随着优美的音乐进入他的梦乡。(播放动画和背景音乐)
老师:你觉得在这个梦里,哪些时候明明最愉快? (学生答略)又有哪些角色

(花、草、人、鸟)是可以表演的? 请设计不同角色的动作。
学生学鸟“飞”的动作:用手臂模仿飞翔,可双人转圈飞。教师示范侧飞、高

飞、低飞等不同体态,并加上脚的动作。除了小鸟飞翔的动作,还可以用动作表

现“翅膀受伤”的小鸟,鼓励学生大胆想象。
老师让学生十人一组,自编童话剧,自由创造队形,并提示学生,主角是小男

孩与小鸟,配角是森林里的小草、小花、小树。老师播放音乐动画,并绘声绘色地

讲故事,学生自己表演。
故事内容:
在明明家的后花园,有一个小树林,那可是明明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春天来

了,花儿开了,草地绿了,春姑娘的好朋友小燕子也从南方飞回来了。明明最喜

欢的小伙伴要数会唱动听歌儿的小鸟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小鸟吗? 因为明

明喜欢把高兴的事和不高兴的事说给小鸟们听。久而久之,鸟儿们也把明明当

成好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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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一天,明明到小树林里玩,玩了老半天,也没见鸟儿的踪影,这可急坏

了明明。他东张西望地找,到处呼唤着小鸟们的名字……突然,明明听见从不远

的地方传出一声鸟儿的哀鸣,他循着声音找了过去。这一找,可把明明吓了一

跳,只见一只受伤的小鸟停在树枝上,苦苦地哀求“别伤害我”。而他的同学———
鹏鹏,正得意洋洋地拿着一个弹弓对准了小鸟的另一只翅膀。正在这关键的时

刻,明明跑过去,夺过鹏鹏手中的弹弓,大声叫道:“鸟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请不

要伤害它!”
伤心的明明把受伤的小鸟带回家,拿出医药箱,为小鸟包扎伤口,没过多久,

小鸟在明明的精心呵护下,重新飞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
现在,鸟儿们可把明明当成保护神了! 每当明明在后花园里做功课时,小鸟

们就会围在他的身旁,陪伴着他。如果你有机会到明明家做客,说不定也能和鸟

儿们一起嬉戏哟!
老师:小朋友们今天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 你们能不能用手中的画笔描绘

出你心中最美的梦呢? (学生自由创作)

4.教师小结

老师:小朋友们,鸟是人类的朋友,它们为我们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

每个人都要爱鸟、护鸟,让更多的鸟能在蓝天中飞翔。最后,让我们一起加油,让
美梦成真!

(冉静)

五、补充资料

感受人生第一首歌———《摇篮曲》
巩成国

  每个人都会经过幼年。在幼年入睡的时候,都会感受到来自母亲最原始的

歌声———催眠曲。它是母亲心灵最自然的流露,恬静、柔和、安详温存,因此被人

们誉为最具有人性化的歌曲。这种亲切的歌声艺术化后,被称为“摇篮曲”。它

的节奏舒缓,旋律优美,感情真挚、动人,歌词通俗易懂。
在我国浩瀚的民族、民间歌曲中,摇篮曲也是历史久远、丰富多彩的。最具

有代表性的一首是东北民歌《摇篮曲》,词曲所刻画的环境、气氛,以及情绪的渲

染,都极富乡土气息,别具一格。特别是歌曲的最后一句“娘的宝宝,闭上眼睛,
睡了(那个)睡在梦中”,以及演唱的拖腔,生动传神,沁人心扉,给人留下一个想

象的空间。
在作曲家将摇篮曲这种体裁创作后,电影、电视往往根据剧情的需要,将曲

子作为主题歌或插曲,随着影片放映而广为流传。我国的电影《自由女神》《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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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歌声》《夜明珠》《多情》《海外赤子》等,印度电影《两亩地》中的插曲《催眠

曲》,风格浓郁、形象鲜明,有的已经成为经典歌曲。
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20世纪60年代演唱的一首印度尼西亚民

歌《宝贝》,描写的是一个妻子对丈夫深切的惦念和美好的祝愿,母亲对孩子的亲

昵和爱抚。结尾时唱道:“睡吧,我的好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宝贝。”连续不断的

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更使人感到韵律奇特,意味深长。她声情并茂的歌声,曾
风靡全国。老听众几乎将这首歌与刘淑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每次听到这首歌

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的往事、趣事。
摇篮曲历来就受到世界音乐大师的关注和喜爱,他们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

朽之作。莫扎特、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都曾作有摇篮曲,其中最

著名的当属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了。1863年,在汉堡任合唱团的指挥时,勃拉

姆斯结识了法柏及其夫人。后来法柏的夫人生下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勃拉姆斯

特意创作了一首《摇篮曲》,作为礼物表示祝贺。这首歌问世后,不仅受到了法柏

全家喜爱和欢迎,也成为歌唱家保留的曲目,后来也被改编、移植在多种乐器上

独奏或合奏,其效果更佳。
勃拉姆斯的《摇篮曲》

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是通过强弱节奏的起伏,来塑造摇篮摆动的形象。这

也是一首具有民歌风格的歌曲。曲调温柔美丽,表现了母亲对孩子的亲切祝愿。

摇 篮 曲

  温柔地 勃拉姆斯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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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人声创作的摇篮曲外,还有为各种乐器演奏而作的摇篮曲。这种器

乐摇篮曲在内容和规格上都比声乐摇篮曲有更多的发展。器乐摇篮曲不局限于

催眠和描写婴儿入睡,而更多地是抒发内心的思想感情,刻画宁静而富于诗意的

精神境界。

肖邦的《摇篮曲》

静谧的夜,黑沉沉的夜。
明亮的灯光映照着妈妈慈爱的容颜。她轻轻地推动着摇篮,摇篮里睡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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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天使。妈妈轻声哼唱的摇篮曲,节奏虽然总是那么单调,音调中却蕴含着无

限的情意。刚才,孩子还在睁着明亮的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牙牙学语;此刻,
在摇篮曲的歌声中,却经不住睡意的侵袭,沉沉地睡去了。孩子已经睡了,妈妈

却还在唱着,唱着……那温暖的气息穿透了沉沉的黑夜,使周围的一切都沉浸在

母爱温柔而亲切的气氛里。
听到肖邦的《摇篮曲》,我们常常会联想到上述熟悉的生活场景。
世界各民族的民歌里几乎都有摇篮曲,它是最古老的声乐体裁之一。世界

上也曾有不少作曲家尝试以这一体裁写作声乐曲和器乐曲。代表作如勃拉姆斯

的为女声合唱而写的《摇篮曲》等。肖邦的《摇篮曲》却是其中别具匠心之作,肖
邦将这一古老的音乐体裁给以艺术加工和提高,使之散发出夺目的光彩及诗意,
自这首乐曲于1843年问世以来,在同类体裁的钢琴作品中还未有足以相媲

美者。
乐曲一开始的两小节序奏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音型,它生动地描绘了摇篮轻

轻地摇动的情景。这一音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断重复了68次之多,乐思就

在这一背景上展开。令人不可思议的正是肖邦在这一似乎极其单调的伴奏上写

出了充满抒情意味、色彩丰富而华丽的音乐:

 

由平稳而徐缓的流动性的节奏组成的旋律,就像是妈妈对孩子的爱那样朴

素而深沉,充满了温柔、圆润的女性气息:

 

接着,肖邦以这一八小节长度的旋律作为既定主题,连续进行了十二次变

奏,但各次变奏之间的旋律线条与节奏并未中断,由此而造成了全曲一气呵成的

悠长气息。
最初的三次变奏,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摇篮曲的歌声在反复吟唱着,并在曲调

下方加置了陪衬声部,使旋律音响更为丰富(一至三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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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若干次变奏(四至九变奏),旋律的“加花”装饰就越来越复杂了。肖

邦在一系列的变奏中,乐思如潮涌般自如地展开着,使钢琴发出了丰富多彩的音

响:它们有时像微风吹拂浓密的树丛,使树叶颤动发出了柔波细语;有时又像是

闪耀着奇异光彩的珍珠,在玉盘中滚动而闪现出清光碎影。在肖邦神奇的笔下,
钢琴好似为人类展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音响的美妙世界。

自第十变奏以后,乐思又回到开始时的摇篮曲的主题音调,这温柔的歌声绵

绵不绝、缭绕在耳,逐渐地轻微下去,终于在静谧的夜色氛围中结束。

莫扎特的《摇篮曲》

摇 篮 曲

 

行板

[德国]弗·威·戈特尔
 

词

[奥地利]莫扎特
 

曲

周枫
 

译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