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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春之歌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春天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经历了寒冬的人们,无不向往那阳光明媚、大
地披绿、鸟语花香的春天。“春之歌”这一主题单元,展现人们渴望春天到迎来春

天时尽情欢歌这一自然过程,设计了“欢歌春天”“渴望春天”两个板块,引导学生

在音乐中由最初感受大自然的春天,到逐渐感受祖国处处充满春天,同时,在音

乐活动中,培养学生多方面的音乐素养。

(二)内容结构

春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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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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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歌曲 《春游》

欣赏 《中国春潮》(领唱、合唱)

欣赏 《春天来了》(高胡、筝、扬琴三重奏)

欣赏 《蓝色的多瑙河》(童声合唱)
渴
望
春
天

歌曲 《渴望春天》

(三)教学目标

1.学生通过参与音乐活动,激发音乐的兴趣,体验音乐和生活的美好,培养

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情感。

2.能够正确而富有创造性地表演本单元的音乐作品。

3.认识约翰·施特劳斯、李叔同,了解二段式,认识筝、高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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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歌曲《春游》

  《春游》是李叔同于杭州时创作的歌曲,1913年发表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校

友会刊物《白阳》上。歌曲为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结构十分规整严谨。歌曲旋

律抒情柔美,在舒展缓慢的圆舞曲节奏中,同清新淡雅的歌词相配,描绘了一幅

秀丽隽永、富于意境和韵味的春景,描写了青年学子郊游时的轻松愉悦心情。

(二)欣赏《春天来了》(高胡、筝、扬琴三重奏)

作品创作于1956年,曾在1957年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民间音乐演奏

比赛中获金质奖章。
乐曲为复三部曲式结构,在福建民歌《采茶灯》欢快喜悦的旋律风格基础上

写成。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既充分发挥原民歌那种欢快喜悦的情趣,又以各种旋

律发展手法和演奏技巧以及巧妙的配器、多变的复调和借鉴钢琴的伴奏音型,生
动表现了山泉淙淙、鸟语花香、人欢歌扬的美好春光。

乐曲开始是一段引子,采用节奏自由的散板,仿佛把人们带到风光秀丽的南

国,让人们置身于明媚的春色之中。
第一部分采用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其第一段采用了《采茶灯》的音调,情绪

轻快活泼,描绘了在明媚的春光里,人们喜悦舒畅的心情。
第二段曲调用了原民歌中后半段的音调(见下例),虽未转调,但由于使用了

平行大调的和声,使色彩上有一定的对比。曲调抒情柔和,节奏均匀徐缓,抒发

了人们对春光的赞美之情:
第二段主题:

第一部分的再现部主要是将第一段曲调的主题发展为切分节奏和上行模进

的音型,使音乐具有新的色彩,并为进入第二部分做了铺垫。
再现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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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音乐形象对比较大,音乐热情、奔放、饱满:
第二部分主题:

第三部分缩减再现了第一部分,集中出现了第一部分中最精彩的段落后,将
结尾加以发展,这里音乐掀起了一个高潮,情绪热烈,鲜明地刻画了春回大地的

动人意境,并在强烈的气氛中结束全曲。
雷雨声(1932- ) 四川成都人。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

1950年入东北鲁迅文学艺术学院作曲系,主修小提琴、兼修古筝、长笛。1956年

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调入辽宁歌剧院。1984年调辽宁省歌舞剧

院任副院长,1985年9月,创建辽宁省第一所职业业余艺术大学,任校长。1990
年任华南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主要代表作品有:歌曲《光荣啊! 中国共青团》
(代团歌)、《黑孩子塞琳娜》《迎宾曲》等。还曾从事歌剧创作,并为电影、电视剧

等作曲。其许多作品获国家级奖励。

(三)欣赏《中国春潮》(领唱、合唱)

这首男、女高音领唱与混声合唱曲,以其恢宏的气势、激昂的情绪,反映了人

们对祖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春天”由衷的赞美和歌唱。
引子:混声合唱,由旋律声部的基本动机反复而成。旋律动机反复时,低音

声部采用变音,产生了新的音响效果。
歌曲主体: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二段式,呈示主要主题,曲调起伏跌

宕;第二部分基本上是第一部分的重复,但在合唱写法上有所变化,仍为二段式,
但和声织体更为丰富,音响丰满。

尾声:调性由大调转到上小三度 大调,引子部分的基本动机的展开、发
展形成复乐段结构。陈述一遍后,第二遍反复时速度加快,力度加强,并加入了

高声部的对比呼应。最后的补充使歌曲的情绪高涨,音乐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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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中 国 春 潮
(男、女高音领唱与混声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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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欣赏《蓝色的多瑙河》(童声合唱)

该作品全名为《在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畔》。这首圆舞曲作于1867年,最初

为合唱曲,后由不带合唱的管弦乐演奏。教材里选录的这首童声合唱曲是根据

约翰·施特劳斯的合唱曲改编而成的。

1866年奥地利在普奥战争中惨败,沉闷的空气笼罩着整个维也纳。为了扭

转维也纳市民低沉的情绪,作者受维也纳男声合唱协会领导人赫贝柏克的委托

创作象征维也纳生命活力的圆舞曲。
多瑙河是流经中欧的一条主要河流。这条河流对作曲家来讲,如同母亲一

样亲切、熟悉。约翰·施特劳斯不知多少次泛舟多瑙河上。漫步在两岸,那湛蓝

的河水,如画的风光,村民朴实的舞蹈,美丽动人的传说,使作曲家感到犹如投身

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之中,经常流连忘返,不愿离去。他更喜欢阅读诗人们赞美多

瑙河的诗篇。所以,1867年当赫尔柏克一提出要他创作一首以多瑙河为主题的

圆舞曲时,一幅幅多瑙河秀丽景色的生动画面和柏希的诗句“在那多瑙河边,在
那多瑙河边……”立即浮现在作曲家的脑海里。

乐曲渗透了维也纳人热爱故乡的深情,被誉为奥地利的“第二国歌”。
此曲为多段体结构。第一段旋律采用主和弦的分解进行,音乐十分明朗,加

之其节奏舒展宽阔,似晨曦中的大地复苏,而其配之与主旋律相呼应的欢快顿

音,则使乐曲充满了勃发的生机,仿佛多瑙河上弥漫着春天的气息。第二段为朗

诵性节奏,表现了人们急切期盼春天到来的心情。第三段曲调起伏跌宕,节奏抑

扬顿挫,情绪显得热烈起来。第四段虽然进行了远关系转调,但由于是利用同音

转调过渡,音乐给人自然清新的感觉。第五段音乐热烈欢腾,形成了全曲的

高潮。

附谱:

蓝色的多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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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歌曲《渴望春天》

此歌写于1791年1月。歌曲以少年儿童纯真、甜美的口吻,生动的音乐语

言,表现了渴望鲜花开放、小鸟歌唱的春天到来的美好愿望和心情。歌曲结构为

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采用分解三和弦与级进音调交替进行的旋律为基础,配合

活泼跳跃的节奏,使音乐优美、流畅而清新,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从中,我们可以

感受到它的奥地利民歌风格。

三、教学建议

音乐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内容进行增减。教学中,要重点引导学生在音

乐中由感受大自然春天的美好入手,进而感受祖国处处充满春天的美好情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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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注意在富有创造性的音乐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各方面能力。

(一)欢歌春天

教材围绕“欢歌春天”这一主题,安排了3首欣赏作品和1首歌曲的教学。
这一部分教学要注意突出在音乐中感受春天、欢歌春天的情景,同时,结合学习

大调式的知识。教学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歌曲《春游》的学唱,教学重点应放在让学生按歌曲力度练唱。为了帮助

学生更好地表现歌曲的情景,教师可适当简介并指导学生学习用正确的呼吸方

法来控制歌声力度和音量的变化,让学生初步了解如何让自己的歌声更美,如何

让自己的歌声更富有音乐的表现力。

2.有条件的学校和班级可选用《春游》三部合唱的教学。
《春游》是李叔同乐歌的代表作。
李叔同(1880-1942),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别号息霜,浙江平湖人,

是我国近代音乐、美术和话剧艺术的先驱者,精通音乐、戏剧、绘画、诗词、书法、
金石等。中年皈依佛门,成为律宗高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李叔同作为早期学

堂乐歌的作者,不仅作有许多爱国歌曲、抒情歌曲和哲理性歌曲的歌词,还从事

作曲,创作了《春游》《留别》《早秋》等歌曲,以及直隶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浙

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歌和厦门第一届运动会歌。其中

最有典范意义的,是1913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江一师”)任教图

画和音乐时创作的三部合唱歌曲《春游》。

附谱:

春  游
(三部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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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乐歌最初发表于1913年5月浙江一师校友会出版的《白阳》诞生号,后
于1927年由丰子恺收入《中文名歌五十曲》,1957年再收入《李叔同歌曲集》。
这是中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首合唱歌曲。李叔同在这首歌曲中用淳朴自然的音

乐配合清丽淡雅的歌词,旋律、和声与曲体都写得十分工整,精准;因此长期以来

成为学校合唱歌曲的典范,广泛传唱,历久不衰。1992年11月16日,20世纪华

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艺术委员会入选《春游》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第一

首合唱曲。
欣赏完这首合唱曲后,可以让学生分组讨论“还可以采用什么形式来演唱歌

曲的主题片段”这个问题。在充分讨论后,再按学生的建议来演唱。

3.对二段式的教学请结合音乐作品进行。

4.欣赏《春天来了》这首高胡、筝、扬琴三重奏,应让学生熟悉主题音乐,在
听主题、唱主题的基础上,尽量让学生背唱主题,同时简要说明该主题旋律取材

于福建民歌《采茶灯》,让学生更好地感受民族风格。关于我国作曲家雷雨声亦

应做简介,欣赏这首作品时,可结合作品引导学生认识并了解重奏这一器乐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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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5.欣赏领唱、合唱曲《中国春潮》,既要引导学生了解歌词,从而进一步体会

和感受祖国春天的含义;同时也应结合本单元的大调式知识的学习,简要讨论歌

曲的主要音乐特点及其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

6.关于大调式的教学,只要求学生了解什么是大调式及大调音阶的书写,
教学重点应放在如何让学生在歌曲或旋律片段中辨认出大调式歌曲或旋律。但

音乐知识的教学不宜做过多的讲解。

7.欣赏《蓝色的多瑙河》时,可让学生随录音划拍,视唱歌曲的主题片段。
视唱方法应多样,可让学生随录音哼唱,也可让学生直接视听,还可让学生跟琴

模唱等,并尽量要求学生能够背唱。然后再开展课堂讨论,师生共同分析这一主

题的音乐特点,使学生更好地感受其情绪。划拍时先从基本图式开始,拍点要准

确到位,切勿随意。

8.对约翰·施特劳斯的介绍可适当参照补充资料,能正确区分施特劳斯父

子及他们主要代表作。

(二)渴望春天

教学围绕“渴望春天”这一主题,写出了富有诗意的文字提示,表达人们急迫

盼春的心情,并由此导入学唱歌曲《渴望春天》。教学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让学生富有情感地反复朗诵教材文字提示,然后开展讨论,教师应引导

并鼓励学生展开想象,让学生大胆谈出自己在春天里的愿望。

2.教师可先引导学生用鼓声表达自己盼春的迫切心情,采用的方法可以是

让学生敲击几种不同的鼓声。在操作过程中,应注意引导学生注意鼓声中节奏、
速度、力度的变化所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此外,还可以启发学生采用不同的方

法或方式来表现。

3.学唱歌曲《渴望春天》时,应让学生感受各乐句弱起和 拍音乐的特点,

可让学生做节奏练习:

例如:

歌曲中临时变音记号“”记号在之前的音乐课中已学过,这里便不再详解,

学唱时可先让学生听辨两组音 ; ,通过比较法让学生练唱,然后

再结合歌曲中的曲调练唱: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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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合歌曲学唱,引导学生回忆莫扎特的故事,以增强学习兴趣。故事可

让学生自行搜集寻找。

四、课例

欢歌春天

———选自第一单元“春之歌”

(一)教学目标

  1.领会器乐合奏《春天来了》所表达的意境和高胡、筝、扬琴的表现手法。

2.了解中国近现代的歌曲创作史。

3.能够正确运用力度的强弱变化演唱歌曲《春游》。

(二)教学设计思路

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精神,本课教学侧重于激发学生对

音乐学科的兴趣,注意知识的涉及面宽,同时又有学科综合的特点,知识的横向

联系广泛,整个教学过程既注重基础知识,又重视能力培养。

(三)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欣赏春景图(课件出示),同时播放歌曲《蓝色的多瑙河》。
教师:我们在欣赏绚丽多彩的春景图时,聆听了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的

多瑙河》,同学们能谈谈这首合唱曲开始演唱时每个乐句长音加的“哈哈”衬腔,
对歌曲起到什么作用吗?

学生甲:歌曲更欢快!
学生乙:烘托热烈气氛! 表达喜悦心情!
……
教师:一首优美动听的《蓝色的多瑙河》激发了我们对春天的热爱。一提到

“春”,在我们面前就会展现出一幅春风荡漾、阳光明媚、百花争艳的美好景象;一
提到“春”,就会使人感到无限的生机和无穷的力量。所以古往今来许多诗人都

用他们优美的诗句描绘过春天。今天,让我们也一同来感受春天的足迹,欣赏春

天带给大自然的美景吧!
多媒体展示关于春的散文、诗歌。
散文范例:
春天多美呀! 小草和树木长出嫩芽。桃花、杏花、梨花张开了笑脸,青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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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洞里钻出来“呱呱呱”地叫个不停。啊! 春天来啦!
听,小鸟叫了,冰雪化了,小河哗哗地流着,唱起了欢乐的歌;种子冲破泥土,

长出了嫩绿嫩绿的叶子;一场春雨正滋润着大地,小草偷偷地探出了小脑袋,好

奇地打量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只小白鸽飞进柳树林中,给人们送来了春的信息;
春姑娘迈着轻轻的步子走来,迎春花高兴地笑了……啊! 春天真的来啦!

诗歌范例:
春天来了,带着久违的南风来了;送来了阳光的温暖,驱逐走严寒的冬日。
春天来了,带着朦胧的细雨来了;捎来了远方的问候,滋润了友情的桑田。
春天来了,带着争妍的百花来了;飘来了亲切的祝福,弥漫在坎坷的旅途。
春天来了,带着亲密的朋友来了;载来了思念的心语,轻叙着美好的未来。
教师:有谁愿意来朗诵这些赞美春天的诗歌?
学生可以个人、也可以分小组参与诗歌朗诵。
教师:文学家用文字描述多彩多姿的春天,音乐家则用美妙的乐音来描绘春

意,带给我们对春天无限的遐想和更多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就欣赏、学习一首

器乐合奏曲《春天来了》和一首歌曲《春游》。
设计意图:为欣赏器乐合奏曲《春天来了》做好情景铺垫。

2.进行新课

(1)欣赏春景图(课件出示),播放器乐合奏曲《春天来了》,请同学们思考以

下问题:

①主题先由什么乐器奏出?

②乐曲用什么样的情绪表现了对春天的歌颂?
学生讨论:(略)
小结:音乐主题先由高胡奏出,全曲充满了欢快喜悦的情趣,生动地展现了

鸟语花香的明媚春光。
(2)学生熟悉《春天来了》的主题旋律,再次聆听音乐,感受高胡、筝、扬琴的

表现手法。

3.教师讲解

(1)简介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雷雨声。
(教学方法:教师先唱歌曲《迎宾曲》片段,请学生猜猜歌曲曲名和作曲者,然

后再引入对雷雨声的介绍。)
(2)作品简介:这首高胡、筝、扬琴三重奏曲《春天来了》作于1956年,曾荣获

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民间音乐比赛金质奖章。乐曲分为3个部分。音乐主题

取材于福建民歌《采茶灯》,作品在原民歌欢快喜悦的旋律风格基础上,充分发挥

了高胡、筝、扬琴各种演奏技巧和性能,生动地表现了百花盛开、鸟语花香的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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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景,表达人们对春光的赞美之情。

4.艺海拾贝

在今天的“艺海拾贝”中,我们可以学到以下的知识。(略讲)
教师:什么是大调式音阶? 大调式音阶的结构(全全半全全全半)? 我们这

个单元中哪些歌曲是大调式音阶?
根据教师提出的3个问题,师生以讨论的方式完成音乐知识的教学。

5.导入下一课题

教师:欣赏完了一首欢快喜悦的器乐合奏曲《春天来了》,我们再来学习李叔

同先生写的一首歌曲《春游》,进一步感受歌曲为我们展现的迷人春景。
(1)简介作者和学习学堂乐歌常识。

①李叔同(1880-1942)学名文涛,字叔同,音乐教育家、戏剧活动家、学堂乐

歌的选曲填词音乐家。浙江平湖人。1905年至1910年间留学日本,习西洋绘

画,旁攻音乐。回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绘画、音乐教

员。作有歌曲《春游》《早秋》等。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
专研究戒律之学。

②学堂乐歌常识:中国近现代的新歌曲创作,发端于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

时期。当时,在废除科举的热潮中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开设了唱歌课,学堂乐歌

应运而生。学堂乐歌既是我国近现代歌曲创作的萌芽,同时也是我国近现代专

业音乐创作的胚胎。早中期的学堂乐歌多是选曲填词,尚不属严格意义上的专

业音乐创作。学堂乐歌的后期,自李叔同的《春游》诸歌始,才有了中国人自己作

曲的尝试。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萧友梅、赵元任等人才真正称得上现代意义

上的作曲家,他们的歌曲作品《问》《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是我国作曲家创作的最

初一批艺术歌曲。
(2)引导学生观察歌曲曲调中标记的各力度记号。
(3)听范唱,并提示学生注意辨析歌曲力度的变化特点。
(4)分析歌曲力度的变化特点后,由教师范唱,学生用手势表达力度的变化

特点。
(5)学生按歌曲力度记号标记朗诵歌词。
(6)学生随老师琴声按歌曲力度记号标记小声模唱歌词(演唱中教师提示关

于歌曲中临时变音记号“#”的正确演唱)。
(7)演唱接龙,看谁表达力度最准确:分两组接龙,一部分学生唱第一、三句,

另一部分学生唱第二、四句,最后互评。
设计意图:本课歌唱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注意歌曲《春游》演唱力度的处理

和把握,因此,整个歌曲学唱的过程始终围绕着让学生通过各种方式来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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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度记号的变化,使学生较好地感受音乐要素中的力度变化所带来的音乐美

感和意境。

五、补充资料

管弦乐《蓝色的多瑙河》简介

  《蓝色的多瑙河》是典型的维也纳圆舞曲结构,由序奏、5首小圆舞曲及尾声

组成。
序奏是在小提琴轻微的震音背景上,由圆号用主和弦的分解和弦形式奏出

全曲的主要音调:

柔和的上行音型,慢慢增强的力度,仿佛黎明的曙光拨开河面上的薄雾,唤
醒了沉睡的大地。优美的旋律使人联想到充满诗情画意的河边景色。这时,乐
曲速度渐快,出现圆舞曲节奏,象征着多瑙河开始了新的一天。

第一小圆舞曲采用单二部曲式( )。一开始出现的主题A,由

序奏的主要音调组成:

曲调轻松流畅,上行旋律充满生机,生动地表现了“春天来了,大地在欢笑”
的欢乐情景。

第二小圆舞曲采用单三部曲式( )。主题 A旋律具有明显的

回旋感,宛如起伏的浪涛,情绪明朗、活泼:

第三小圆舞曲采用单二部曲式( )。主题A旋律优美典雅、端庄

稳重,具有优雅、富于幻想的歌唱性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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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小圆舞曲采用单二部曲式(AB)。主题A以分解和弦的上行旋律开始,
起伏大,乐曲呈现出妩媚、清丽、优美动人的特点:

第五小圆舞曲也采用单二部曲式( )。主题 A采用了大跳

音程,起伏回荡,柔美而又温情:

曲调发展越来越激动、炽热,把音乐推入豪壮华丽而快速的高潮,然后进入

尾声。
尾声比较长大,再现了圆舞曲中的主要主题,全曲在华丽的音响色彩、热烈

欢腾的气氛中结束。

约翰·施特劳斯父子

“晚安,老约翰·施特劳斯! 早安,小约翰·施特劳斯!”
这是1844年10月16日的维也纳报纸上刊登的一条新颖别致的标题。
享有盛名的“圆舞曲之父”的老约翰·施特劳斯和“圆舞曲之王”的小约翰·

施特劳斯是一对父子。老约翰·施特劳斯在他45岁的人生里共创作了251首

音乐作品,其中以《水妖———莱茵河上的传说》和《多瑙河之波》最为突出。
老约翰虽然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并在当时闻名于世,但这些并没有解脱他

一生的困苦。于是他决心再也不让孩子们从事这种倒霉的事业了。1825年他

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取名为约翰·施特劳斯,与父同名。人们为了区别这一老

一小,把父亲称为老约翰·施特劳斯,儿子称小约翰·施特劳斯。后来小约翰又

有了两个弟弟,分别取名为约瑟夫·施特劳斯、爱德华·施特劳斯。
父亲总以为一生的贫困是他从事音乐的缘故,所以极力阻止孩子们学习音

乐。可事情却偏偏相反,阻止不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激发了孩子们对音乐

学习的上进心。尤其大儿子,更是一心要继承父业。父亲不让,他就偷偷地学,
父亲得知此事后,把他强送到法律学校学习,希望儿子将来能成为一位有钱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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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被父亲所迫的小约翰因此事与父亲多次发生争执,父子关系很不融洽。不

管老子如何责骂和阻止,小约翰的法律课本硬是一页页地变成了五线谱。父亲

无可奈何,一气之下便丢下全家另寻新欢去了。小约翰·施特劳斯便能无忧无

虑地去学习他那酷爱的音乐了。

1844年10月15日,19岁的小约翰带着他组织的15人的乐队,在维也纳上

等的德姆玛雅舞厅首演,获得非凡的成功,叫好声、鼓掌声、口哨声……响成一

片,胜过声势浩大的交响曲,震撼着德姆玛雅舞厅,使得他不得不19次重复演奏

他创作的圆舞曲和一次又一次的谢幕致意。初次演出,他便威震世界乐都维也

纳,这在当时来说极为罕见。继此之后,小约翰一举成名,成为维也纳人崇拜的

偶像。为此,在第二天的维也纳报纸上以“晚安,老约翰·施特劳斯! 早安,小约

翰·施特劳斯!”为题报道了这次公演的盛况。
小约翰如旭日东升,前程似锦。老约翰已夕阳落山,盛期已过。但40岁的

老约翰并不为之气馁,决心要与儿子分出高低。一场老对小、父对子的争夺“圆
舞曲之王"的斗争在音乐界持续了4年之久,直到老约翰临终的前几天,经朋友

的调解、说和,这场“战斗”方才告终。父亲去世后,儿子接管了他的乐队,于

1868年带领乐队在西欧各国巡回演出,1872年他横跨大西洋去美国演出,音乐

会盛况空前。小约翰已成为世界乐坛上的一颗明珠。

1899年6月3日,小约翰离开了人间。在他74岁的人生里,共创作了400
多首圆舞曲,其中以《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皇帝圆舞曲》《艺术家的

生涯》《春之歌》等为代表。他还创作了16部轻歌剧,为掀起19世纪后半期轻歌

剧高潮奠定了基础。世界上第一流的歌剧院至今还时常上演他的《印地果》《蝙
蝠》《吉卜赛男爵》等轻松愉快的歌剧。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两个弟弟,虽然在哥哥的盛名之下显得默默无闻,但是

他们的作品也都具有维也纳风格,他们本人也都是当时知名的圆舞曲作曲家。

写在衣袖上的《蓝色的多瑙河》

约翰·施特劳斯把一件污脏的衬衣换在家里,便匆匆出去了。他的受过音

乐训练的妻子杰蒂,竟发现他这件衬衣的衣袖上写满了乐曲五线谱。她哼着这

支美妙动人的曲子,意识到这是丈夫激起的艺术灵感,是炽热而又艰辛的心血凝

成的创作。她把这件衬衣放在一边,等丈夫归来交给他。
她因事离开房间几分钟后回来,突然发现丈夫的衬衣失踪。原来,洗农妇把

它连同其他脏衣一起拿走了。她心急得跳起来:到哪里去找洗衣妇呀! 乐曲要

是被洗掉,那付出了心血的丈夫该是多么失望呵! 杰蒂如同失了魂一样,发狂地

跑到街上。她走街串巷,逢人打听,仍无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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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绝望了,在街头伤心地哭起来。这时一个酒店老妇人路过,向杰蒂问明缘

由,便领着她到了洗衣妇的住所。她猛冲进去,一把抓住洗衣妇正要丢进肥皂水

桶的那件衬衣,救出了丈夫写在衣袖上的乐谱。这个乐谱就是后来流传很广的

不朽的《蓝色的多瑙河》圆舞曲。

欣赏《春天来了》的相关资料

采 茶 扑 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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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整家私———添置家具。

②卜吃卜穿免欠缺———要吃要穿没问题。

③自己代———自己的事。

乐曲的基本曲式
一段式

  以一个乐段构成的乐曲形式叫一段式。如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
曲式即是一段式。

此歌曲的结构是两个乐句的乐段形式,第二乐句基本上保持了第一乐句的

节奏,但没有完全重复第一乐句的主题材料。每个乐句八小节,构成上、下两乐

句相互对称的乐段。第一乐句旋律以级进为主,伴以四度跳进,形成波浪式的进

行,句尾逐渐高涨,最后落在全曲最高音上,并加以延长,显得特别舒展,把辽阔

富饶的大草原展现在人们面前。第二乐句前半句以“”为支点,旋律起伏较大,
尤其是出现了全曲最高音“”和最低音“ ”的遥相呼应,使歌曲的情绪显得格外

开朗,充满激情;后半句以平稳的旋律进行和肯定的语气结束全曲。结束音是全

曲的主音“”,它和第一乐句的结尾音“ ”形成了八度呼应,一问一答,一唱一

和,把两个乐句紧紧连在一起。歌曲的尾声是一个补充重复。

二段式

二段式是由两个相互对比、性质不同的乐段构成的乐曲曲式。如《游击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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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歌曲为带再现的二段式,前8小节为一个乐段,后8小节为一个乐段。第

一乐段的音乐在节奏上模仿小军鼓的鼓点,给人以行进的感觉:弱拍后半拍起拍

为特点的节奏型贯穿全段,唱起来统一和谐;以四度大跳后上、下级进为主的旋

律线给人以紧张、活泼的感觉。这些因素的巧妙组合,把游击队员乐观、机智、顽
强的性格特征,形象地表现出来。

第二乐段前4小节在节奏上有所变化,曲调也安排了两小节的同音反复,并
以近似数板的音调,刻画出游击队战士风趣、乐观的性格和对敌人的蔑视。这段

音乐在节奏变化、旋律进行、调式色彩上都与前段形成了对比,给人以新鲜的感

觉。紧接着再现了第一乐段的后两个乐句,使歌曲既有变化又很统一,圆满地结

束在主音上。

音乐常识:调式与音阶

在音乐的进行中,我们可以感到,在乐曲中所使用的音的数目、高低关系、稳
定与不稳定等,都有它一定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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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以上歌曲片段的音按高低顺序排列是由七个音构成。
三个音常常出现在歌曲的重要位置上,如乐句、乐段的开始和结尾,给人以相

对稳定的感觉,这叫作稳定音。音最稳定,是调式的中心音(也称主音)。曲调

中的是不稳定音,它们总是要求进行到稳定音。假如乐曲停在不稳定

音上,就使人感到不稳定而要求乐曲继续进行,直到乐曲的最后停在稳定的主音

上,才使人感到乐曲的完满结束。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几个音按照它们彼此间的相互关系(高低关

系、稳定与不稳定的关系等),联结成一个体系,并且以一个音为中心(主音),这
个体系就叫作调式。

调式中的音,从主音到主音,按照音的高低次序排列起来,叫作音阶。调式

是音乐中音高关系的组织基础,是音乐表现的重要手段之一。
调式名称由两部分组成,即主音的标记和调式的标记。如以为主音的大

调式,叫大调。
调和调式的结合,叫调性。
大调式或大调,是一种由七个音构成的调式。其稳定音()合起来成

为一个大三和弦。大调式的特征表现在主音上方第三级音的大三度,因为这一

音程最能说明大调的色彩。
大调式有三种:自然大调、和声大调与旋律大调。三种大调中,应用最广的

是自然大调。自然大调的音阶结构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