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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快乐的三峡娃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三峡移民是一项浩大的移民工程,为了修建三峡工程,无数的人离开了自己

的家园,来到陌生的地方重建新家,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

传统美德。本单元从这一主题出发,用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一伟大的工程。本单

元的另一特点是通过听、唱、演等活动,让学生感受一些地方音乐,如川剧锣鼓

经、四川的花灯调等。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本单元设计了以下两个板块:

1.“走进新校园”。
这一板块表现了移民孩子从以前的旧学校搬进了新修的移民小学时的快乐

心情。

2.“快乐搬新家”。
这一板块主要从移民的孩子搬新家入手,表现了大家欢欢喜喜搬进了新的

移民新瓦房,离开了破旧的土屋时那种高兴的场景。
在单元的一开始出现的节奏儿歌,表现了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去的喜悦心

情。欣赏《我们的希望小学》,为孩子们描绘了在大山里新修建的学校,让学生在

歌声中感受山区学校的美丽。歌曲《上学歌》是一首用重庆的“花灯调”填写的歌

曲,表现了三峡的孩子高高兴兴上学校的场景。
锣鼓经又称锣鼓点、锣经、锣鼓谱、鼓帮、鼓关,是我国打击乐音响念法和读

谱法的统称,川剧锣鼓经是将川剧打击乐的音响用特定的形式读出来的音乐形

式。通过锣鼓经的学习,引导学生感受重庆地区这一特殊的剧种。欣赏《雀尕

飞》是一首表现三峡移民工程的优秀获奖作品,通过欣赏,进一步让学生感受三

峡大坝的宏伟、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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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结构

快
乐
的
三
峡
娃

走进新校园
欣赏

 

《我们的希望小学》(齐唱)

唱歌
 

《上学啦》

快乐搬新家 唱歌
 

《吹吹打打搬新家》

活动
 

《拍拍念念川剧锣鼓经》

欣赏
 

《雀尕飞》(独唱)

(三)教学目标

1.在演唱、欣赏、活动中感受三峡孩子搬进移民新家,走进移民小学校的快

乐心情,从孩子的角度初步了解三峡移民工程。

2.感受重庆地方音乐,在拍拍念念川剧锣鼓经的活动中进一步感知节奏的

时值,尝试着了解川剧锣鼓,认识川剧锣鼓的打击乐器。

3.在读节奏儿歌的活动中,进一步掌握用自然的声音、轻声高位置说话的

方法,并在唱歌活动中进一步感受歌唱的正确姿势。

4.在聆听活动中分辨童声和成人的音色,进一步从听觉上区别独唱和齐唱

的演唱形式,感受声音的力度对比。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我们的希望小学》(齐唱)

这是一首近年来创作的非常有趣的儿童歌曲,歌曲表现山里的孩子踏进新

的希望小学时高兴、兴奋的心情。

歌曲为一段体,E宫调式, 拍。歌曲由四个乐句加上一个结束乐句构成,

整首歌曲结构规整、旋律流畅、朗朗上口。
第一乐句由四个小节构成,旋律一开始就采用了五度的跳进,四分休止符的

反复出现增加了歌曲的跳跃感,仿佛一个蹦蹦跳跳的孩子走进了我们的画面。
第二乐句前两小节的旋律与第一乐句完全相同,第3~4小节出现了一定的

变化,仿佛是对第一乐句乐思的一个发展。
第三乐句采用了较为宽松的节奏排列,旋律跳动加大,使得音乐的情绪进入

高潮。第四乐句与第三乐句相似,节奏相同,旋律有一定的变化。歌曲最后变化

重复第四乐句的旋律,最后结束在主音“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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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我们的希望小学
(齐唱)

 
欢跃地

李川、范江
 

词

曹贤邦
 

曲

(二)唱歌《上学啦》

这是一首根据四川车灯调旋律填词编创的歌曲,歌曲表现了三峡的孩子走

进新学校的快乐心情。

歌曲为一段体,徵调式, 拍。整首歌曲旋律流畅,节奏规整。

歌曲由两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八个小节。第一乐句的结束部分出现了一

个小节的节奏说白,突出了地方音乐的特点。
第二乐句为第一乐句的相似乐句,旋律流畅。在歌曲最后出现了四个小节

的补充乐句,节奏紧凑,歌词全部采用了衬词,这也是地方音乐的特点之一。

(三)唱歌《吹吹打打搬新家》

这是一首具有重庆地方音乐特色的儿童歌曲,歌曲中穿插的川剧锣鼓经,使
整首歌曲的情绪欢快活泼,表现了三峡库区的孩子高高兴兴搬进移民新家的快

乐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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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为一段体,C徵调式, 拍。歌曲旋律由三个乐句构成,在乐句之间适

时地穿插着川剧锣鼓经。
第一乐句由两个小节的旋律加上两小节的锣鼓经开始,共由八个小节组成。

歌曲的第1~2小节旋律采用了三度的跳进开始,一开始就使歌曲具有一种跳跃

的感觉。在两小节后穿插了两个小节的川剧锣鼓经,随后的第5~6小节为第

一、二小节旋律的变化重复,然后发展到第7~8小节,乐句旋律欢快、流畅。
在第一乐句后,作者再次重复了两个小节的川剧锣鼓经,更加彰显了歌曲的

音乐风格。随后展开了四个小节的第二乐句的旋律。旋律仍然围绕主音“ ”展
开,节奏规整。在乐句结束后,作者再次使用了相同的川剧锣鼓经,过渡到第三

乐句。
第三乐句由四个小节构成,旋律继续围绕主音展开,旋律跳动增大,将歌曲

的情绪推向高潮。

(四)欣赏《雀尕飞》(独唱)

这是一首表现浩大的三峡工程的儿童歌曲,歌曲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看到了

三峡大坝的雄伟,表现了一种兴奋、高兴的情绪。雀尕是湖北方言,表示小鸟的

意思。

歌曲为二段体,羽调式, 拍。歌曲从第1小节到第20小节为歌曲的第一

乐段,分为两个乐句。
第一乐句由八个小节构成,旋律始终围绕主音展开,前四小节为一个乐节的

反复,在第5小节开始向上发展。第7~8小节反复使用了八分休止符,使音乐

旋律更加地跳跃,表现了歌曲欢快、活泼的情绪。
第二乐句与第一乐句相似。一开始仍然采用了第一乐句的乐节重复,在歌

曲的第13小节到第15小节又再次进行了一个乐节的反复。这种两小节的反复

重复,仿佛为我们模仿了小鸟在不停盘旋的画面。歌曲的第17~18节为第二乐

句的扩展,作者在这里加入了一个说白,最后终止在主音“ ”上。
在一个两小节的简短间奏后,歌曲进入了第二乐段,同第一乐段比较,第二

乐段的节奏明显拉宽,乐段由三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四小节。
第一乐句采用了较宽松的节奏,同第一乐段形成对比。第二乐句回到第一

乐段的节奏型,同第一乐段形成呼应,第三乐句为全曲的第一个结束乐句,采用

了较为宽松的节奏型。
乐曲的最后是一个补充的结束乐句,采用了大量的衬词模仿鸟儿的叫声。

整首歌曲旋律优美、流畅,是近年来创作的一首优秀的儿童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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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雀 尕 飞
(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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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这个单元中呈现的6个教学内容均围绕主题展开,采用了唱歌、欣赏、读一

读、音乐活动的呈现方式。在知识技能方面,要求学生能够在演唱活动中保持歌

唱的正确姿势,用自然的声音轻声歌唱。在聆听活动中,从听觉上分辨童声和成

人的音色,分辨独唱和齐唱。引导学生从听觉上感受强弱的对比、感受节奏,在
聆听中体验音乐的情感。

(一)走进新校园

1.读一读。
与第一单元相同,该板块内容采用了生动形象的“红辣椒”的图形谱呈现节

奏时值的长短,表现了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去的喜悦心情。通过朗读,引导学生

感受高位置、轻声说话的状态。一年级的学生不仅没有认识过节奏,对很多字也

不认识,因此在教学中老师应充分发挥示范的作用,帮助学生学习。
操作建议:
(1)老师轻声、高位置、有情感地朗读节奏儿歌。
老师:刚才老师读了一首儿歌,它表现了一年级的孩子走进新学校的喜悦心

情,跟着老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2)老师和学生一起朗读节奏儿歌,帮助学生熟悉节奏儿歌的歌词。
(3)引导学生轻声、高位置地读儿歌。
老师:老师用两种方法来读一读,你们听听,看哪一种声音更好听。(老师用

轻声、高位置的状态和一般说话的状态分别朗读)
(4)学生用正确的方法朗读儿歌。
(5)启发情感,有情感地读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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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欣赏《我们的希望小学》。
这是一首近年来获奖的优秀儿童歌曲,歌曲表现了孩子们对新建学校的喜

爱之情。教材采用图画的形式,呈现了“一群孩子歌唱”和“一群成人歌唱”的画

面,这是对演唱形式的提示和人声听辨的提示。
操作建议:
(1)初听。
老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听完后说说歌曲

都唱了些什么。(老师范唱)
(2)复听。
老师:这是一首表现山里的孩子走进新建的希望小学时快乐心情的歌曲。

我们再来听一听,辨一辨歌曲都是谁演唱的,是小朋友们还是叔叔阿姨?

3.唱歌:《上学啦》。
这是一首用四川的车灯调填词的歌曲,通过演唱引导学生感受四川的地方

音乐旋律。同时,教材还呈现了在上学路上同学之间打招呼的画面,并用色块和

字号大小的区别,引导学生感受声音的强弱对比。
在教学中,老师要随时关注学生的歌唱姿势,要求学生轻声地歌唱。
操作建议:
(1)引入课题,感受力度的对比。
老师:有一群孩子正走在上学的路上,你们听———他们在互相打着招呼。

“上学啦……”有两个孩子在呼喊着远处的小伙伴。“上学啦……”小伙伴在远处

的山坡上回应着。(通过老师声音力度的变化,引导学生感受强弱)
(2)学生实践。
老师:三峡的孩子们高高兴兴地走在上学的路上。我们也用声音来表现一

下这快乐的心情。我们分成两组,来表现一下上学路上打招呼的情境。(学生分

成两组,分别扮演山坡上和平路上的孩子。要求学生能够表现出强弱的力度变

化。学生表演后,老师直接接唱歌曲)
(3)老师自弹自唱。
(4)再次聆听。
老师:细心的同学一定发现了,在歌谱中有一个拍手和拍腿的图形,我们一

起来拍一拍。(学生练习用身体动作表现节奏)
老师:我们再来听一听歌曲,当歌曲唱到有拍手和拍腿图形的地方时,我们

随音乐拍一拍。(播放录音伴奏)
(5)按节奏朗读歌词(歌曲最后一句衬词不朗读,注意引导学生高位置、轻声

地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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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播放录音伴奏,学生随音乐朗读歌词。(歌曲最后一句衬词不朗读,老师

接唱)
(7)师生接唱。
老师:我们一起来唱唱歌曲的最后一句。(老师伴奏,学生唱)
(8)师生接唱。
老师:我们一起合作唱一唱这首歌曲,老师唱前面的部分,你们唱最后一句。
(9)默唱歌曲。
老师:我们再来听一听歌曲,看着歌谱随音乐在心里默唱,注意看看歌词中

还有没有不认识的字。(播放录音伴奏,学生看歌谱。培养学生看歌谱的习惯和

音乐听觉能力)
(10)演唱歌曲。
在演唱中,老师要关注学生的音准、节奏,同时要随时提醒学生做出正确的

演唱姿势,提示学生轻声歌唱,避免喊唱。

(二)快乐搬新家

1.拍拍念念川剧锣鼓经。

川剧锣鼓经是将川剧打击乐的音响用特定的形式读出来的音乐形式,教材

中呈现了三种川剧打击乐器的声音。“壮”“丑”“乃”,分别代表大锣和钹的合奏,
钹的声音,小锣的声音。

教学中,首先要求学生结合对声音的聆听,认识5种不同的川剧打击乐器,
然后感受三种声音不同的时值长短。“壮”表示二分音符的时值,“丑”表示四分

音符的时值、“乃”表示八分音符的时值,通过聆听、读,感知不同时值的长短。

2.读一读。
引导学生进一步感受川剧锣鼓经,感受节奏,并为歌曲的学习做好铺垫。

3.唱歌《吹吹打打搬新家》。
这是一首表现三峡移民孩子搬进新家,走进新学校的歌曲,歌曲欢快活泼,

富有童趣。在歌曲中加入了川剧锣鼓经,歌曲旋律也具有典型的川剧音调特点。
教学时,老师应紧紧抓住歌曲的特点展开教学,关注学生演唱姿势,引导学生轻

声演唱歌曲。具体教学操作策略详见课例。

4.欣赏《雀尕飞》。
这首歌曲从孩子的视角表现了三峡大坝的雄伟,表现了三峡的移民对三峡

大坝的喜爱之情。该歌曲是近年来获得过多次奖励的优秀儿童歌曲,相对于一

年级的学生来说篇幅较大,所以在聆听时主要关注歌曲表现的内容和情感,结合

教材呈现的图片,引导学生从听觉上分辨独唱、齐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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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建议:
(1)初听。
老师:孩子们,你们去过三峡吗? 知道的同学来说一说。
学生:略。
老师:在三峡,我国修建了一座三峡大坝(出示图片),住在三峡的人们看到

大坝的修建心里可高兴了,你们听,三峡的孩子唱起了欢乐的歌。(播放录音范

唱)
(2)复听。
老师:谁能来说说你听完后的心情。
学生:略。
老师:我们再来仔细听一听歌曲,看看是谁在唱歌。(引导学生聆听的同时

观察书上的图片,分辨独唱、齐唱)

四、课例

唱歌教学课《吹吹打打搬新家》

(一)教学内容

1.学习歌曲《吹吹打打搬新家》。

2.认识川剧锣鼓,感受川剧锣鼓经。

(二)教材分析

这是一首具有重庆地方音乐特色的儿童歌曲,歌曲中穿插的川剧锣鼓经,使
整首歌曲的情绪欢快活泼,表现了三峡库区的孩子高高兴兴搬进移民新家的快

乐心情。

歌曲为一段体,徵调式, 拍。歌曲旋律由三个乐句构成,在乐句之间适时

地穿插着川剧锣鼓经。
第一乐句由两个小节的旋律加上两小节的锣鼓经开始,共由八个小节组成。

歌曲的第一、二小节旋律采用了三度的跳进开始,一开始就使歌曲具有一种跳跃

的感觉。在旋律后穿插了两个小节的川剧锣鼓经,随后的第五、六小节为第一、
二小节旋律的变化重复,然后发展到第七、八小节,乐句旋律欢快、流畅。

在第一乐句后,作者再次重复了两个小节的川剧锣鼓经,更加彰显了歌曲的

音乐风格,随后展开了四个小节的第二乐句的旋律。旋律仍然围绕主音“ ”展开,

节奏规整。在乐句结束后,作者再次使用了相同的川剧锣鼓经,过渡到第三乐句。
第三乐句也由四个小节构成,旋律继续围绕主音展开,旋律跳动增大,将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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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情绪推向高潮。

(三)学情分析

一年级的学生刚刚进入音乐课堂的学习,他们好奇心强、好动,这一阶段学

生的年龄特点使得老师在规范音乐课堂常规时会遇到困难。因此,在一年级的

教学中,音乐课堂教学常规是教学的一个重点。
《吹吹打打搬新家》是一首欢快活泼的儿童歌曲,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在

演唱这一类歌曲的时候常常会出现“喊唱”的现象。要求学生在歌唱中保持正确

的歌唱姿势,轻声地歌唱是本课时的歌唱技能目标。
学习川剧锣鼓经,认识川剧锣鼓是本课的教学内容之一,在本课时,学生将

初步尝试着去感受川剧音乐。这一教学内容离一年级学生的生活经验有一定的

距离,需要利用图片、视频等相关手段的辅助,帮助学生感受、理解川剧音乐。
三峡移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本课时的教学中,通过歌曲的演唱,学生能

够在歌曲中感受移民新区孩子们的快乐,对三峡工程有初步的了解。

(四)教学目标

1.在聆听、演唱活动中,初步了解三峡工程和三峡移民,体验三峡孩子搬新

家的快乐心情。
2.在川剧锣鼓的四种主要打击乐器的实践活动中,了解其名称和演奏方法,

学习代表其声音的代声词,并在演奏锣鼓经的活动中了解、学习川剧锣鼓经。
3.进一步学习正确的歌唱姿势,能够用自然的声音演唱歌曲,表现歌曲热

烈、欢快的情绪。

(五)教学重、难点

了解、学习川剧锣鼓经,能准确朗读川剧锣鼓经,并能拍击其节奏。

(六)教学课时

一课时。

(七)教学过程

1.认识川剧锣鼓打击乐器

(1)导入。
老师:同学们,在你们的旁边有一件乐器,大家一定觉得很好奇吧? 这是什

么乐器? 是怎么演奏的呢?
学生:不知道。
老师:那你们就轮流看一看、敲一敲吧。
教学行为:
学生分成四个组,分别尝试演奏四种乐器,并感受乐器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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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别介绍大锣、小锣、钹、马锣的名称和演奏方法。
老师:现在,我们请每一组派一个代表来敲一敲、说一说。
教学行为:

①请学生代表演奏乐器,并猜猜它的名称。

②老师介绍该乐器的正确名称,示范正确的演奏方法,让学生跟着做一做演

奏动作。
(3)讲解川剧锣鼓经的代声词。
老师:这些川剧锣鼓敲击的声音,人们用一些词语把它读了出来,这种文字

谱式被称为川剧锣鼓经,你们想知道它们都怎样读吗?
教学行为:

①介绍川剧锣鼓各种乐器声音的象声词,并学习每种乐器的代声词。如,大

锣和钹的合奏的声音:壮;钹的声音:丑;小锣的声音:乃。

②让学生按照色块的长短,分别读一读代声词,比较声音的长短。
(4)学习川剧锣鼓经。
老师:现在我们把这些乐器的声音连接起来,就成了一首简单的川剧锣鼓经。
教学行为:

①老师示范朗读。

②学生轻声朗读。

环节目标:感受川剧锣鼓的乐音,感受、熟悉川剧锣鼓经。

2.初步了解三峡移民和三峡大坝

(1)导入。
老师:同学们,你们听!
教学行为:
播放川剧锣鼓的敲打音响,出示敲锣打鼓的图片。
老师:他们都在干什么?
学生:搬家。
老师:哦! 原来他们都在搬新家呐! 他们为什么要搬家呢? 我们来看看吧。
教学行为:
视频展示三峡移民搬家场景和三峡大坝,老师简要介绍三峡移民和三峡

大坝。
老师:长江三峡是重庆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它由三个大的峡谷组成,滚滚

江水在峡谷间川流不息。

1994年12月,在三峡的出口处,我们开始修建一个伟大的工程———三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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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三峡大坝是一个造福千秋万代的宏伟工程,它不但可以利用水力发电供千

家万户使用,还可以控制大洪水,不让它泛滥成灾。
不过大坝修起来以后,一百多米高的大坝将滔滔江水拦截起来,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水库。使三峡的水位要升高一百多米,会淹没三峡里很多的房屋。为了

支持这个宏伟的工程,三峡人舍小家顾大家,离开了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
搬到很远的地方,这些离家搬迁的人就是“移民”。瞧,他们吹吹打打搬家的场面

是多么热闹呀! 离开了破旧的土屋,搬到崭新、漂亮的移民新区,三峡的移民过

上了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总结移民和搬家。
老师:三峡的人民为了支持三峡工程,舍小家顾大家,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

的家园,他们这种奉献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环节目标:初步了解三峡大坝,三峡移民,拓展与音乐相关的人文知识。

3.歌曲学习

(1)导入。
老师:让我们叫上小伙伴一起来搬新家,好吗?
老师:搬家啰!
学生:搬家啰!
老师:可是小伙伴离我们还很远,让我们的声音传得更远一点,好吗?
教学行为:
老师示范,学生模仿。要求学生把声音要喊得远,且发音时要求高位置、轻声。
(2)聆听。
老师:你们听,三峡的孩子们吹吹打打地搬新家来了。
教学行为:
出示歌曲谱例,播放歌曲范唱录音。
老师:老师也想来唱唱这首歌曲,同学们你们边听边看歌单,找找歌曲中有

哪些是你们刚才学过的。
老师:刚才同学们都找出了我们学过的川剧锣鼓经,这次,老师想请你们和

我配合一下,老师唱歌词,你们来读读锣鼓经。
老师:刚才同学们的锣鼓经节奏读得非常准确。现在,我们想象自己拿着一面大

锣,一边敲着锣,一边嘴里念着锣鼓经,在一旁为搬新家的小伙伴们加油,好吗? 我们

来试一试。
教学行为:
聆听录音、老师范唱,老师编创表演动作,与学生一起随音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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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歌曲。
老师:同学们,你们想继续为三峡的孩子们搬新家加油吗?
学生:略。
老师:我们先来跟着老师的琴声轻轻地用“lu”唱一唱。
教学行为:

①老师右手弹钢琴伴奏,左手指挥,学生演唱。老师提示学生的歌唱姿势,
同时关注学生是否轻声歌唱。

②学生唱完第一遍后,老师观察学生的演唱效果,若发现学生学习困难,则

进行乐句的分句学习。

③用“lu”完整地演唱第二遍。
老师:我们带进歌词唱一唱。
教学行为:

①老师用钢琴伴奏,学生演唱歌词。

②提示学生保持歌唱的正确姿势,轻声唱,防止喊唱。

③纠正演唱中的错误。

④再次完整演唱歌词。

4.表现

老师:让我们敲起锣、打起鼓,祝贺三峡的小朋友们搬进他们的移民新家吧。
教学行为:
老师播放录音伴奏,与学生一起一边演唱歌曲,一边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5.小结

老师:三峡大坝修好了,三峡的孩子们搬进了美丽的移民新区,这是一件多

么值得高兴的事啊! 现在,让我们唱着这首欢快的歌儿结束今天的音乐课吧!
(兰霞)

五、补充资料

三峡大坝概况

长江三峡位于重庆市和湖北省境内的长江干流上,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

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全长192公里,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大坝工程正式动工,它位于西陵峡中段的湖北省宜

昌市境内的三斗坪,距下游水利枢纽工程38公里。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总

长3035米,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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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221.5亿立方米,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配有32台发电机的三峡站

年均发电量950亿度。航运能力从过去的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万吨级

船队可直达重庆,同时运输成本也降低35%。
三峡大坝建成后,形成了长达600公里的水库,成为世界罕见的新景观。另

外,三峡大坝和葛洲坝这两座大坝也成为长江三峡的新景点,为其添姿增色。集

自然美景、古代遗址和现代奇迹于一身的长江三峡每年都吸引着来自全世界各

地的游客。傲然屹立的三峡大坝,物理构成是坚不可摧的钢筋混凝土,精神基石

则是百万移民的无私奉献。
随着三峡大坝的修建,长江水位的提升,长江沿岸的许多城镇永远沉没于长

江之中。移民,是困扰全世界水利工程的共同难题,国外不乏因移民问题影响工

程进度甚至下马的先例。三峡浩大的移民工程,最终移民达到了120万人,世界

水利史上亘古未有。

大山里的学校

这是一首欢快、活泼的儿童歌曲,描绘了大山里学校的美丽,同时也表现了

大山里的孩子对学校的喜爱之情。歌曲为大调式,一段体。

大山里的学校

 
活泼地

李严
 

词

徐廷常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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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锣鼓

川剧锣鼓是川剧五种不同声腔的黏合剂,又是川剧剧种的音乐标志。其曲

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全国戏曲剧种中堪称榜首。人们只要一听见锣鼓响,便
能知道是川剧。

川剧锣鼓的乐器有鼓板、签子、小鼓、二鼓、大锣、大钹、小锣、马锣、苏锣、苏
钹、梆子、二星、包锣等。川剧锣鼓配合川剧的唱、念、做、打,就像一根红线穿珠,
是那样融洽,那样协调,它可使演员的表演统一于一种特定的舞台节奏之中,在
一场完整的演出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要达到这一步,首先得使上述的乐器

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并在“打鼓佬”的统一指挥下,演奏出融洽、协调的音响,展示

其乐曲的艺术魅力。
旧时,开演前,要先“发擂”(二鼓单奏),继之“三吹三打”,预告观众:这里在

演戏,戏要开场了。接着是“排鼓”,请观众肃静下来,戏马上开始;戏毕,一通么

台锣鼓,宣布演出结束。至于各类角色的上场、下场和戏中的诸多表演更需锣鼓

配合默契。概而言之,演员的一举一动,一讲一唱,都离不开“打铜街”的朋友。
川剧界有“半台锣鼓半台戏”、“三分唱七分打”的行话。此话虽有些夸张,却

强调了川剧打击乐在川剧演出中的重要性。
“唱、念、做、打”,对演员来讲,无疑指的是唱腔、念白、做功(包括舞蹈)、武

打。若以整台演出来讲,后面的“打”字,应是川剧的打击乐的“打”———锣鼓。
“半台锣鼓半台戏”或“三分唱七分打”,这不是以量来衡之,而是讲川剧锣鼓在川

剧表演艺术中的重要作用。说得贴切一点,表演和锣鼓(亦含整个音乐)的关系,
就像鱼依靠水的关系那样,缺少不得。

锣鼓经又称锣鼓点、锣经、锣鼓谱、鼓帮、鼓关,是我国打击乐音响念法和读

谱法的统称。各地民间器乐和戏曲剧种所用的打击乐器种类繁多,音色各异,其
锣鼓经即依乐器的形制、音色和奏法的同异,用相应的方言状声字来模拟锣鼓音

响和节奏,表示单击和合击,以便于口诵心记。
川剧锣鼓经的主要状声词:
壮,表示大锣、钹齐击声;
乃,表示小锣声;
丑,表示

 

击钹声

以,表示表示停顿;
冷,表示马锣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