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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主题音乐活动———各族儿童手拉手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主题音乐活动是教材从本学期开始增设的一个新内容。目的是在音乐活动

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造力、表现力和团结协作的能

力,给学生一个充分展示音乐才能的舞台。它的侧重点是围绕主题,以活动为主,
体现主动性、参与性和自主性,给教与学更大的创作空间和展示平台。

本单元以“主题音乐活动———各族儿童手拉手”为主题,通过丰富多彩的音乐

活动,学生可以了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

和各具特色的音乐文化,各族人民团结友爱,亲密一家,从而激发学生更加热爱我

们的国家,热爱中华民族。
本单元主题音乐活动以竞赛和表演为主。

1.欣赏《五十六个民族同唱一首歌》《五十六个小朋友手拉手》。

2.唱歌《阿西里西》《阿里郎》《弹起我的冬不拉》《蒙古小夜曲》。
通过这两项活动使学生了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开阔学生视野,拓展相

关文化知识。

3.在唱歌与欣赏后,安排了一个“创创做做”,里面包含三个内容:(1)民族歌

曲赛歌会;(2)民族歌舞联欢会;(3)评一评。在活动中,让学生唱一唱自己熟悉喜

爱的民族歌曲,在歌声中进一步感受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同时培养学生大胆、
自信、有感情地演唱歌曲的能力;紧接着举行赛舞会,给有舞蹈特长的学生提供一

个展示的舞台;在活动中让所有同学相互评比,互相欣赏,加深对民族歌、舞特点

的了解,增进民族友谊,加深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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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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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欣赏《五十六个民族同唱一支歌》(齐唱)

— 唱歌《阿西里西》

— 唱歌《阿里郎》

— 唱歌《弹起我的冬不拉》

— 唱歌《蒙古小夜曲》

— 欣赏《五十六个小朋友手拉手》(童声齐唱)

(三)
 

教学目标

1.通过活动,学生了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

历史和各具特色的音乐文化。
2.通过活动,使学生感受、了解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及风土人情。在

了解的基础上尊重它、热爱它。
3.通过活动,培养学生积极参与、大胆创造、自信表现以及团结合作的能力,

并在活动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4.学习组织、开展音乐活动的能力。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
 

欣赏《五十六个民族同唱一支歌》(齐唱)

这是一首二段体加尾声结构的小调式歌曲, 拍。第一乐段由四个乐句组成,

结构方整。第二乐段由四个排比句组成,表达了各民族兄弟姐妹团结友爱、共建

美好家园的意愿。在亲切热情的长音“哎”以后,音乐变化重复了第二乐段的后两

个乐句,强调和突出了“同唱社会主义好,同唱伟大祖国”这个主题。
附谱:

五十六个民族同唱一支歌
(齐唱)

 
杨 涌 词
刘 虹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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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唱歌《阿西里西》

这是一首贵州彝族民歌。彝语“阿西里西”是“我们是好朋友”的意思,彝话

“丘都者那的”是表示愉快、欢乐时所发出的衬词。
原词大意是:“好朋友,好朋友,大家都来牵起手。钻篱笆洞,钻篱笆洞。”现在

的歌词在尊重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歌中仍保留了部分原词。歌曲表现了儿

童游戏时无忧无虑、无比欢快的心情。让各族的小朋友都来学唱这首游戏歌,并
在欢乐的歌声中增强相互间的友谊。

这首歌采用五声宫调式, 拍。全由以召唤性的乐句开始,起于高音区,像呼

唤着众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做游戏。歌曲旋律简洁,节奏整齐,结构方整。全曲共

由四个乐句组成,每个乐句四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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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唱歌《阿里郎》

这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朝鲜族民歌,不仅在当地广为流传,而且全球闻名,歌
曲易唱易记,婉转流畅,有一种吟唱的感觉。第一、二乐句给人感觉像是在山脚行

走,第三乐句开始像是行走到了云间,表现了朝鲜人民向往幸福的乐观主义精神。
中国的朝鲜族人民是在19世纪60年代由朝鲜半岛陆续迁入的。现主要居

住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另有一部分散居于辽宁、黑龙江等地。语言属阿尔

泰语系,有自己的文字。朝鲜族的音乐十分丰富,主要有民谣、歌乐(即民歌)、舞
乐、器乐、板索里(说唱)、唱剧六类。其中,民谣按体裁又可以分为农谣、抒情谣、
风俗谣、童谣、长歌等。农谣即各种劳动生活中所唱的歌,如《插秧歌》《薅身歌》
《农夫歌》《船歌》《拉网歌》《捞鱼歌》《织布谣》《纺车谣》《拉木歌》;抒情谣指反映日

常生活中各种内容的抒情性歌曲,如爱情歌《阿里郎》《呃郎打令》《银丝打令》,生
活歌《苦媳妇》《道拉基》,讽刺歌《老头打》,知识歌《月令歌》《释花图》《解字母歌》
等,类别很多。

作为朝鲜族抒情谣的代表曲目———《阿里郎》,具有该民族民歌的代表性特

征:五声音阶(以宫、羽、徵调式为主), 拍(包括 拍、 拍、 拍、 拍等),频繁使

用大二度、小三度,通过节拍和音调的紧密结合保证旋律的自然流畅等。《阿里

郎》在词曲方面也有它自身的某些个性,如歌唱主题鲜明且高度集中,其四个段落

的前两句完全相同,这同汉族民歌中常见的“复踏”手法颇为相似。不仅如此,在
各段后面的唱词中,仍有与主题相关的句子出现,如“阿里郎山冈”“阿里郎歌儿越

唱越多”。总之,在十六句歌词中竟有十句唱到“阿里郎”,这正是它能够广泛传播

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音调方面,它也是“以少胜多”,用材十分节省。首句音调是

全曲的基础,它以六度的窄音域和逐渐上行的旋律组成了一个深情的歌唱性主

题;第二乐句是它的变化重复,并以“
  

”为结束音,与首句形成一定的对比;第三乐

句开始用“换头”手法拉大了与首句的“张力”,它无疑给这首抒情歌谣带来新意;
接着,第三乐句的后半部分和第四乐句再回到第一、二句的曲调上,保持了前后的

呼应统一。可以说,除了第二乐句结尾和第三乐句的开头是新的音调素材外,《阿
里郎》的曲调基本没有离开首句这一主题,这同唱词的用材原则如出一辙。

(四)唱歌《弹起我的冬不拉》

这是一首哈萨克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歌唱民族团结,歌唱新生活。其特点

是边弹边唱。
“冬不拉弹唱”是哈萨克人民非常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演唱者多自弹自唱,

用冬不拉演奏。从音乐上看,它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歌唱性的弹唱,其唱词固定,
旋律悠扬宽广;二是说唱性的弹唱,其唱词往往由演唱者即兴编唱,其旋律多是简

洁明快的。由于冬不拉的弹奏方法基本是弹、挑,故经常运用一弹一挑、一弹两挑

的方法为歌曲伴奏,从而形成冬不拉弹唱艺术在节奏上的特征———以
  

拍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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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拍子。
冬不拉 哈萨克弹拨乐器,或写作“东不拉”。音箱用松木或桦木制作,有扁

平和瓢形两种。琴杆细长,上有8~10个品位,张两根丝弦或钢弦,按四度或五度

定弦,可奏出三度、四度、五度、六度和八度和音。用于自弹自唱,也用于独奏或合

奏。经改革,增加了铜质品位,用尼龙缠丝弦,扩大了音域,增大了音量,有高低音

不同的品种。

(五)唱歌《蒙古小夜曲》

《蒙古小夜曲》是歌曲,被定为中国式的小夜曲。主题旋律鲜明,富有生活气

息。全曲在“ ”四声音阶上进行,羽调式。全曲以“ ”为基

础音调,并作一定的时值的缩小和扩大,以求在统一中变化,变化中又统一。第

1~2小节为原始主题音调,第3~4小节反复一次,曲调相同,歌词变化;第五小节

将主题音调时值进行了缩小,第六小节重复第五小节,歌词变化;第7~8小节和

第11~12小节重复原始主题音调,歌词变化;第9~10小节是全曲中相对有所变

化的旋律,节奏也有新的改变;第13~16小节为结尾句,将原始主题音调的时值

进行了扩大,歌词改变,使歌曲在宁静的气氛中缓缓地结束。

(六)
 

欣赏《五十六个小朋友手拉手》(童声齐唱)

这是一首 拍,二段体加尾声结构的五声宫调式歌曲。歌曲第一乐段由四个

乐句构成,后面两个乐句是前两乐句的变化重复,第一乐段采用拟人化手法,赞美

大自然中万物亲密无间的关系,从而隐喻各族儿童团结友爱、亲密无间。歌曲第

二乐段也由四个乐句构成,是歌曲高潮部分,表现了各族儿童对幸福生活的热爱。
歌曲尾声用“哎啰”衬词反复吟唱,表现了各族儿童团结友爱地生活在祖国大家庭

里的幸福心情。
附谱:

五十六个小朋友手拉手
(童声齐唱)

 
陈江风 词曲
贵 森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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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两课时完成。

1.本单元主题音乐活动,在教学中应有机地把它们连在一起。教师可这样安

排:第1课时学会四首歌,每个同学可有意向地背唱其中一首,以备下节课表演

用;第2课时安排学生对另外两首欣赏曲的主题及主题唱段进行熟悉或尽可能进

行哼唱;还可发动学生搜集各民族舞蹈的图片及相关资料。

2.向学生介绍今天的活动主题。首先进行的是民族歌曲赛歌会。比赛前向

同学们宣读今天的比赛规则,可与小组同学一起演唱,也可派代表演唱。唱前可

先说明是哪个民族的歌曲,可以唱教材上的歌曲,也可以唱自学的歌曲;可以边唱

边舞,也可以为同学伴奏。总之,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创造性,让每一个学生都

参与进来。

3.接着是民族歌舞联欢会。可让有舞蹈特长的学生展示一下她们的优美舞

姿,也可放一些各民族节日庆典场面和音乐歌舞片段的音像资料让学生感受,并
说说自己还知道哪些关于民族庆祝节日的情景。带领学生学一学部分少数民族

典型的基本舞蹈动作,然后分组排练,节目形式可多样化,只要能展示各民族欢乐

歌舞场面,能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大胆表现,都予以肯定。在排练时,教师要深入

学生中,适当辅导,甚至参与表演,不要做旁观者。

4.学生能够正确进行评价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也代表着一定的水平,在活动

中表现最能看到自己的水平,同时也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因此,在活动中要求每

个学生都要评出自己心目中的冠军队、最佳歌星、最佳舞星和最佳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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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例

主题音乐活动《各族儿童手拉手》

(一)教学思路

本课以竞赛和表演为主,围绕主题开展了三个音乐活动。
“民族知多少”:这是一个以小组为单位的竞赛活动,通过活动,学生可以了解

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开阔学生视野,拓展相关文化知识。
“听音乐辨民族”:这也是一个竞猜活动,通过音乐欣赏和画面欣赏,引导学生

感受、了解我国各民族不同的音乐与舞蹈特点、服饰及风俗习惯。
“民族赛歌会”:在活动中,学生唱自己熟悉喜爱的各民族歌曲,在歌声中进一

步感受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同时培养学生大胆、自信、有感情地演唱歌曲的

能力。

(二)教学内容

感受与鉴赏 表  现 创  造 评  价

聆听各民族的音乐,感受我

国不同民族的音乐特点

在民族赛歌会活动中能

积极参与、自信表现

用自己的方式创造出

民族赛歌会的表演形

式,发挥主体性

学生在活动中提高自

己的鉴赏能力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活动,学生了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

历史和各具特色的文化。

2.让学生感受了解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

3.通过音乐活动,培养学生积极参与、大胆创造、自信表现及团结合作的能

力,并在活动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四)教学重、难点

培养学生积极参与、大胆创造、自信表现及团结合作的能力,并在活动中体验

成功的快乐。

(五)教学准备

老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学生收集相关资料。

(六)课时安排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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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过程

1.民族知多少

播放歌曲《五十六个民族同唱一支歌》,同时循环播放各民族图片。渲染气

氛,让学生置身音乐和画面中,引起学生注意,使学生放松心情,为上课做好准备。
(1)新课导入。
“五十六个民族同唱一支歌,天山回荡东海扬起波……”欢乐的歌曲把我们带

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2)民族知识竞赛。
老师:你们知道我国都有哪些民族吗? 每个民族都有哪些习俗和文化呢? 把

你们搜集到的知识跟大家分享吧!
学生分两组自由回答,并把自己课前搜集到的图片等资料展示给大家看。
在学生回答的同时,老师利用课件资源对学生的回答做适当的补充。
教师点评,评出优胜小组。

2.听音乐辨民族

(1)课件展示汉族各种图片。
老师:这是哪个民族? (学生:汉族。)汉族人的服装有什么特点?
老师:能举例说说汉族有哪些咱们耳熟能详的音乐吗?
学生答略。
老师: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吧。
(2)教师依次播放朝鲜族、维吾尔族、藏族的音乐。
老师:许多少数民族不仅有自己的文字、服饰、语言,而且大多能歌善舞,在他

们聚居的地区流传了大量颇具特色的民歌和舞蹈音乐,下面,我们来聆听四首音

乐,仔细听听,这四首音乐分别是哪个民族的。(播放四个民族的音乐)
在听音乐的过程中不要求学生回答,让学生边听边记,听完之后再回答,培养

学生认真听音乐的好习惯。

3.民族赛歌会

(1)播放课件———篝火画面。背景音乐为《爱我中华》。
看,熊熊的篝火燃烧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歌曲赛歌会即将拉开帷幕。把你们

知道的民族音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现出来吧!
(2)学生自由组合,积极思考,为民族赛歌会进行最后的准备练习。
(3)赛歌会正式开始,学生分组上台表演,学生互评。
(4)分别评选出:最佳表现奖、最佳创意奖、最佳合作奖。
赛歌会上通过孩子们的互相评价,不仅可以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进来,而

且能从不同于老师的视角去看待节目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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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

今天的赛歌会真是别开生面,孩子们的表演也让老师刮目相看! 我们一起度

过了这快乐的时光,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民族歌舞

大联欢吧!

(牛津)

五、补充资料

藏族歌舞

藏族歌舞大体上可分为“谐”“卓”两种类型。所有歌舞既用于各种节日活动,
也用于平时娱乐及对婚事的庆贺和丧事的吊唁等。

“谐”是藏族对一种歌曲形式的统称,这类歌曲多为四至六个乐句的分节歌,
歌词为四句一首,每句六个音节,有的在曲首、曲中及曲尾并有衬句或衬段。以这

种歌曲形式作为歌舞曲的有“弦子”“果谐”“踢踏舞”。“弦子”主要流行于康藏地

区,以巴塘最为盛行(据称是起源于巴塘的)。因为这种歌舞必须用胡琴伴奏,当
地人把胡琴叫作“弦子”,所以歌舞也就被称为“跳弦子”。“果谐”的体裁与“弦子”
相同,只是不用乐器伴奏,流行地区较“弦子”更为广泛,不少曲调与“弦子”相近。
人们在跳“弦子”或“果谐”时,都习惯在一首曲子中即兴填进格式相同的歌词来演

唱而不改变其衬词,经过长期流传演变,致使许多歌曲的衬词往往与歌词内容没

有什么联系。有一部分“弦子”是词曲固定的,这类“弦子”的歌词为六至八个音

节,二至四乐句为一段的多段体问答式或叙述式歌曲,人们称之为“古玛”,意即

“杂曲”。
“踢踏舞”的歌曲仍属于“谐”一类,但舞蹈突出脚的踢、踏动作而有别于“果

谐”和“弦子”,曲调也往往因突出舞步节奏而在某些乐句末尾用较长的延长音,
“踢踏舞”的旋律多为宫调式,而“弦子”“果谐”的旋律多为羽调式、徵调式、商
调式。

“卓”是藏族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歌舞形式,也称“果卓”或“锅庄”,意为“圆圈

舞”。“卓”的歌词一般二至四句为一段,每句为八个音节。“卓”的曲式结构也是

二至四乐句的分节歌。它独特的表演程序是先清唱然后歌舞,歌舞时先慢而后渐

快,最后以快速结束。清唱及慢速歌舞时,歌曲用自由节奏,风格与“鲁”相似,而
当以快速歌舞时则变为规整节奏,近乎“果谐”,但较“果谐”更为粗犷、刚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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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雪莲花

 
赵起越 词

黄虎威 曲

蒙古族长调与短调

中国蒙古族现有人口约650万,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分布在东北、

西北地区。蒙古族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在其漫

长的发展进程中,创造出了历史、文学、医学、天文、地理学等方面的大量珍贵典

籍。其中,《蒙古秘史》是中国最早用蒙古文字写成的历史文献和文学巨著。蒙古

族的口头文学以英雄史诗《江格尔》最为著名,它以巨大的概括力生动反映了蒙古

族部落战争时代的历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三大英雄史诗”之ー。蒙古语属阿尔泰

语系蒙古语族,至今仍在使用传统的蒙古文。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和萨满教。

长调,是蒙古族牧民在放牧时演唱的一种牧歌,有时也在宴席、婚礼和那达慕

大会演唱。它产生于广阔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是蒙古族牧民在长期游牧生活中

集体创造的歌唱形式。大都属于上下两个乐句的单乐段结构。自由、舒缓、悠长

的节奏,绵延起伏、富于装饰的旋律,以及真假声并用的演唱方法,具有浓郁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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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气息。演唱形式主要是独唱,也有齐唱和一种称作“潮尔”的二声部演唱。可以

是没有乐器伴奏的徒歌,也可以用马头琴或四胡伴奏。演唱时,常在持续的长音

上出现类似于马头琴演奏般的颤音和装饰音,如:《辽阔的草原》《牧歌》《圣主成吉

思汗》等。

短调,是蒙古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演唱的民歌。多流行于半农半牧区。音乐

结构较为匀称,节奏规整,旋律音调较为朴素而少装饰,多用本嗓演唱。具有叙事

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特点。如《森吉德玛》《嘎达梅林》《天上的风》《金杯银杯》等。

摘于《中国传统音乐长编》

在 一 起
 

彝 族 民 歌

曹美韵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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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彝族娃娃真幸福

黄有异 词曲

冬不拉和阿肯

相传很早以前,哈萨克族人居住在一片大森林的边缘上,过着放牧生活。林

中有一只凶恶的瞎熊,经常出没在草原上,伤害人和牧畜,使牧民无法过上欢乐安

宁的生活。国王几次派出猎人伏击都被狡猾凶残的瞎熊伤害了。这时王子冬不

拉向父王提出要亲自出马为民除害,国王疼爱独生儿子,说什么也不答应。但是,
第二天王子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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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带上弓箭和夹挠①,骑着骏马翻过崇山,跨过河流,插入丛林,在通往夏牧

场的林中小道上,终于找到了瞎熊的足迹。他细心地将夹挠安置在瞎熊必经之路

上,又巧妙地进行了伪装,就在附近隐蔽起来。
一只很大的瞎熊,顺着它习惯的道路敏捷地走来。在距夹挠大约十米的地

方,它站住了,用鼻子在地上仔细地嗅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王子紧张地屏住

呼吸,眼睛紧紧地盯着雾霭中瞎熊的动向。瞎熊一步步靠近“埋伏区”,用前爪小

心翼翼地将伪装拨去,又将夹挠周围的土轻轻扒开,然后找来一根大树朝夹挠乱

捅。夹挠受到触动,“砰”的一声击发了。瞎熊又将夹挠放在大石头上,举起另一

块大石狠命地砸。王子在隐蔽处拉满了弓,射出一支利箭,正中瞎熊的脖颈。瞎

熊大吼一声,朝着箭飞来的方向扑去。第二箭又射中熊的前胸,瞎熊发现了王子。
王子抽出第三支箭,但来不及了,瞎熊已经窜到面前,王子拔出匕首与瞎熊厮杀在

一起……
国王派人四下里寻找王子,四五天过去了,音讯杳无。国王的忧愁一天天加

重,他发布了命令:凡将王子活着找回者,赏赐骏马百匹,羊千只;凡知其下落不告

者,砍去双足;凡带回噩耗者杀头。
牧民们三五成群四处寻找,终于在密林深处的一条小道旁发现了王子和瞎熊

扭在一起的尸体。大家把死熊剁成肉酱,将王子安葬在向阳的山坡上。可是,怎
样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国王呢? 有个叫阿肯的老牧民自告奋勇地去见国王。

“你知道王子的下落?”国王问阿肯。
“尊敬的陛下,”阿肯指着一棵高大的松树,说:“它知道王子的情况。”
国王哪里相信,说:“它如果说不出来,我将杀死你。”
聪明的阿肯在牧民的帮助下,砍倒大树,用松木制作了一把乐器,然后坐在草

坪上,轻轻拨动琴弦,向国王倾诉王子悲壮的事迹。琴声进入雄浑低沉、扣人心弦

的旋律之中,有像巨人行进的步履,有像瞎熊绝望的嘶鸣。慢慢地转入松涛阵阵,
如泣如诉,似草原的啜泣,似牧民们的怀念……

国王听着琴声泪如雨下。琴声停了,国王仍沉浸在悲痛中。给国王带来噩耗

的是松木做的乐器,国王只好重赏了阿肯。从此哈萨克族有件乐器叫作冬不拉,
弹拨冬不拉的艺人或歌手叫作阿肯。

阿肯弹唱会上集体口述

王安群 搜集整理

① 夹挠:牧民猎取野兽用的一种铁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