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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 小小音乐家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本单元设计了两个板块:

1.“音乐是我们的好朋友”。
音乐作为我们的好朋友,它不分国界,也没有地区划分,更没有城乡差别。

因此,它在加强交流、增进友谊、促进了解中就显得非常重要。《快乐的音乐会》
这一首歌曲就充分体现了一点。

把音乐比作自己的好朋友,使这相对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学生的情感就能有

的放矢。为此选用了《小小音乐家》的一段歌词作为朗诵词,为歌曲《音乐是好朋

友》的演唱作铺垫和导入。有了整齐而有节奏的朗诵,演唱起来就会更投入,也
更能把歌词的意思、曲子的意境把握好。

2.“我想当个音乐家”。
从前面的活动中体会了音乐给人带来的快乐是无穷的。在音乐中寻找到了

快乐,于是萌发了想当个音乐家的念头。这个二级标题就这样产生了。在这个

二级标题下面安排了三个教学内容:《山村小歌手》《小乐队》《小指挥》。从各方

面感受音乐的魅力,并在音乐活动中体验当音乐家的乐趣及需要付出的努力。

(二)内容结构

小
小
音
乐
家

音乐是我们的好朋友

唱歌《快乐的音乐会》

唱歌《音乐是好朋友》

我想当个音乐家

欣赏《山村小歌手》(独唱)

歌表演《小乐队》

活动《小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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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目标

1.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更进一步感受生活中处处都有音乐,人们离不

开音乐,音乐会给人们带来快乐,从而更乐于学习音乐、喜爱音乐,终身与音乐

为伴。

2.在音乐活动中,能听辨不同人声,为人声分类,能随指挥整齐地歌唱,了
解指挥的一些基本手势。

3.在音乐活动中与同学合作,进行器乐合奏,分辨不同乐器音色,并掌握基

本演奏等。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唱歌《快乐的音乐会》

  歌曲为F大调,简短通俗、优美动听,短短的三句歌词说明了一个意思:音乐

是我们永远的好朋友。全曲共12个小节,两个乐句组成一个单段体的歌曲结

构,就在这样短小的结构里,相同的一个节奏型“ ”重

复了四遍,使音乐听起来富有个性,旋律的进行又是在这一节奏框架下采用三度

上行后又级进下行的方式,使人易唱易记。两个乐句两次进行到主音,给人一种

稳定鲜明的调性,结合三拍子特殊的节拍特点给人以流畅、舒适之感。

(二)唱歌《音乐是好朋友》

此歌为民族五声徵调式,一段体。三段歌词展现了悠扬的胡琴声、雄壮的喇

叭声及喜庆的铜鼓声,以及小狗、小猫听到这些不同声音的表情,或蹦或跳的表

演,真是可爱极了,带给我们欢乐的感受。

(三)欣赏《山村小歌手》(独唱)

这是一首欢快活泼、十分纯朴的少儿歌曲。歌曲为宫调式,二段体。歌曲以

朴素的语言唱出了山村的孩子热爱音乐、喜爱唱歌,把山坡、草地当舞台,高声放

歌的情景,表现了山村的孩子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的情感。歌曲中大量的倚音、
滑音的运用更表现了孩子们淳美、喜悦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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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山村小歌手

 何德林
 

词

㈼=85 淳美、喜悦地 彭念七
 

曲

(四)歌表演《小乐队》

此曲为四二拍,E大调,是一个专门用于熟悉唱名和区分打击乐器的表演性

的歌曲。歌曲一开始就需要区分小鼓和小锣的不同音色、长短。接着是模仿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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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弹电子琴的声音,最后把打击乐器与唱名合在一起作为结束,表示这次表

演成功。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3课时完成。

(一)音乐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个二级标题里面安排了两首歌曲,一首中国歌曲和一首外国歌曲。这两

首歌曲在节拍上、情绪上都不同。《快乐音乐会》三段歌词都非常适合表演唱,根
据歌词内容分角色表演,让学生在边唱边表演的活动中记住歌词,同时体会歌曲

表现的情景,与欢乐场面。在学唱《音乐是好朋友》时可启发学生“为什么音乐是

好朋友”“生活中如果没有音乐你会觉得怎么样”;在演唱时可让学生先有节奏地

朗诵,然后整齐地开始演唱歌曲《音乐是好朋友》,让学生学习指挥、整齐唱歌。
《音乐是好朋友》这首歌曲用听唱法学习歌曲,要让学生感知三拍子的强弱规律

及音准。

(二)我想当个音乐家

1.欣赏《山村小歌手》。
重点从情绪与人声音色方面去感知引导,可结合教材上的听辨活动,进一步

感知女声、男声及童声的节奏特点。

2.歌表演《小乐队》。
先复习打击乐器锣和鼓,听辨它们不同的音色特点并学习演奏方法。学会

歌曲后,再进行表演。在表演时,学生都参与进来,担任小乐手,除了歌中表演的

几种乐器,还可自选其他乐器,模仿其他乐器音色,填词表演。总之,让学生在活

动中体验表演的快乐,分享成功的喜悦。

3.活动《小指挥》。
这个音乐活动是根据作曲家汪玲的《小指挥》简化改编的。活动的目的是让

学生初步了解指挥的基本姿势,学会看指挥唱歌、表演。每个学生都可以来当小

指挥,看谁指挥得好,看谁与指挥配合得好,让学生知道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唱、
奏出最美的音乐。老师要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意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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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快乐的小乐队》

(一)教学内容

1.学唱并表演《小指挥》《小乐队》。

2.认识锣和鼓,比较声音的长短。

(二)教学目标

1.通过参与《小指挥》的音乐活动表演,学生初步了解指挥的基本姿势,学
会看指挥唱歌、表演,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能力。

2.通过复习打击乐器锣和鼓,听辨它们不同的音色特点并掌握正确的演奏

方法。

3.通过主动参与,学生学会用正确的方法演奏锣和鼓,并能完整、活泼地表

演歌曲《小乐队》。

(三)教学重、难点

指导学生自信地担任小指挥,完整、欢快地表演《小乐队》;正确掌握锣和鼓

的节奏及演奏方法。

(四)教学准备

课件,歌谱,锣、鼓。

(五)教学时间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1.营造氛围,激发兴趣

老师:孩子们,上节课我们班举行了快乐的音乐会,在这次音乐会中我们有

几位小歌手表现得特别棒,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四位优秀的小歌手为

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表演唱《快乐的音乐会》。

2.自信的小指挥

(1)我愿成为小指挥。
老师:刚才四位小歌手的表演真是太棒了,但是我们的小乐团只有小歌手还

不够,大家想一想,我们的乐团还缺少什么? (学生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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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对,还需要我们的小指挥。你希望成为明星小乐团中的一名小指挥

吗? 下面我们就跟随老师一起去听一听、看一看画面中的小指挥是怎样演奏的。
(2)音乐活动《小指挥》。

①初听《小指挥》,并配以小指挥的视频画面,激发学生想成为一名小指挥的

愿望。
老师:你知道小指挥的正确姿势吗?

②请个别学生上台担任小指挥,老师发现不对及时纠正,指导全班同学练习

正确的指挥姿势。

③再听《小指挥》,让学生跟老师一起边听边做指挥动作。
老师:你在指挥着小乐队里的哪些乐器?
学生说到哪样乐器,老师就把相应乐器的内容贴到黑板上,师生合作,指挥

练习。可先由老师担任指挥,学生做相应乐器演奏的动作,学生学会,可轮流来

当小指挥,看谁指挥得好,看谁与指挥配合得好。(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意识与

能力)

④完整表演《小指挥》。
学生自由担任小指挥,让学生初次体验成为一名小指挥的自豪和快乐。

3.快乐的小乐队

老师:我们的乐团在同学们的努力下,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小歌手和小指挥,

作为一个完整的乐团,你们觉得还缺少什么呢? (学生答略)
老师:对,还缺少一个快乐的小乐队。可是要组建小乐队,首先需要什么呢?

(学生答略)
老师:为了帮助同学们尽快组建好自己的小乐队,老师今天特意带来了两件

乐器,老师来敲击,请同学们闭上眼睛聆听,如果你们猜对了乐器的名称,老师就

把这两件乐器送给你们乐队。(引出锣和鼓的复习)
(1)复习锣、鼓,学习演奏方法。

①学生每猜出锣和鼓的名称,就出示相应的乐器让学生观看它们的形状,并
学习正确的演奏方法。学生自己在实践中比较锣和鼓的声音,谁的长、谁的短。

 

(指导学生听辨它们不同的音色特点并学习演奏方法)

②巩固练习。老师再出示几种以前学过的打击乐器,让学生分组按声音的

长短分类并进行比较,通过感知,学生自己说出哪些声音长,哪些声音短。(学生

把生活中寻找的声音进行比较,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声音长短的感知)
(2)激发学生演奏的愿望。
老师:孩子们你们真聪明,可乐队只有鼓和锣这两件乐器还不行,你们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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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更多的乐器吗? (学生答略)
老师: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小乐队》,让我们一起到

歌曲中去寻找我们的乐器吧!
(3)学习歌曲《小乐队》。

①让学生初听歌曲《小乐队》。
老师:你听到了什么乐器演奏的声音?
老师:你能听出敲击锣、鼓的节奏吗?

②老师打击节奏,学生听,解决节奏难点。

③师生进行敲击锣、鼓节奏的接龙游戏。

④歌词接龙朗诵。

⑤歌词接龙演唱。(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参加表演,充分发挥学生的个

性,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⑥播放课件,让学生和小伙伴一起演唱歌曲《小乐队》。

⑦分角色表演,一组乐器队,一组唱歌队,请学生担任指挥,带领学生完整地

表演歌曲《小乐队》。
(4)延伸拓展,创造表现。(给学生多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培养学生即兴编创

的能力)
 

老师:除了刚才这几种乐器,你还能选用学过的哪些打击乐器为我们的小乐

队演奏?
老师活动:鼓励学生抓住打击乐器的音色特点,编进歌曲《小乐队》里,分组

进行歌词的编创。
学生活动1:学生把编创的打击乐器的歌词加入歌曲《小乐队》里演唱。
学生活动2: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打击乐器或声势动作再次完整演奏《小乐

队》,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表演。

4.教师小结

老师:同学们,今天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班的明星小乐团不仅有了自己的

小歌手,还成立了小乐队,也有了自己的小指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演奏出更多

优美的乐曲。
放《小乐队》的音乐,学生随律动出教室。

(杨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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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数 乖 乖

  
中速

四川民歌

此曲为五声徵调式,曲调短小流畅、朗朗上口。前十六节奏“ ”和后十

六节奏“ ”的交替使用是此曲的一大特点,也是难点,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

歌词中“乖乖”是地方语言,其意思是“麻雀”。数乖乖是一种游戏活动形式,目的

是看谁数得清,看谁反应快。

我是山里的小歌手

作者采用民族七声调式写成,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那种田野山间风味让人

一听就能感觉得到。歌词朴实、真挚、实实在在地把山间的清新和山里人的快乐

表现得淋漓尽致。三段歌词实际上共用的是同一曲调,只是在最后一段的后面加

了一个衬词作为尾声,把山野特色表现得更为突出。第二段歌词与第三段歌词之

间的间奏给人以新鲜感。作者仅仅把前奏往下属调上一转,就达到了这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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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里的小歌手
(独唱)

 
中速稍慢 清新地

姜建新
 

词

华建国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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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乐手

石 夫 的 这 首 钢 琴 小 品 以 一 种 固 定 的 伴 奏 音 型 “
 

”衬托出一个活泼轻快的右手旋律,给人一种舒展、畅快之感。

此曲的调性是e和声小调,结构是带再现的三部曲式。
附谱:

小 乐 手

  Largo(𝅘𝅥.=60) 石夫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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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夫(1929—2007)原名郭石夫,湖南湘潭人,作曲家,曾任职于中央芭蕾舞

团。系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1942年考入湖南华中高级艺术师

范学习,学习音乐、美术。积极参加抗日歌咏活动,并开始创作歌曲。1949年毕

业,1950年参军,随军进驻新疆。曾任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助理员及编辑,是
新疆军区建设兵团文化部创始人。曾走遍新疆各地,拜民间艺人为师,学习新疆

民间乐器,并搜集、采录了两千余首民歌及器乐曲,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以创作歌曲《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崭露头角。1957年,入中央音乐

学院作曲系学习,师从杜鸣心教授。1963年毕业,执教于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
自1964年始,任中央歌剧舞剧院专职作曲。主要作品有:歌曲《牧马人之歌》《牧
童之歌》《娃哈哈》等四百余首;歌剧音乐《谷兰丹姆》《阿美姑娘》《阿依古丽》(与
乌斯满江合作);民族舞剧音乐《文成公主》《幽魂梦》《南越王》;芭蕾舞剧音乐《骄
杨》《林黛玉》《香樟曲》(与程凯合作);交响组曲《天山音画》《帕米尔之歌》;管弦

乐曲《天山风情》《春之歌》《高山流水》《王昭君》;钢琴曲《噶什喀舞曲》《塔吉克鼓

舞》等。众多作品录制成唱片、盒带,并入选各级各类院校的音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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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玲(1932—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作曲家,音乐编辑家,原为上海音乐

出版社编审,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1951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丁

善德、钱仁康、邓尔敬、桑桐、陈铭志等教授;1958年毕业,分配到上海音乐出版

社担任音乐编辑。多年来,编辑、出版过大量的音乐书籍,影响广泛。长期从事

儿童音乐创作,创作有《打电话》《李小多分果果》《两只小象》等儿童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