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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抗日烽火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抗日战争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

大陆。

在抗战期间,广大的音乐工作者纷纷抱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投入战争之中,

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抗日救亡歌曲。本单元以这一类优秀音乐作品为主要编写素

材,引导学生了解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了解历史。

本单元设置了两个板块:“危亡时刻”“同仇敌忾”。

第一个板块“危亡时刻”,主要选用了大量抗日救亡歌曲,以聆听、歌唱的形

式呈现。介绍了一定数量的优秀抗日救亡歌曲,以及这一时期优秀的词、曲
作家。

第二个板块“同仇敌忾”,选用了管弦乐作品《铁道游击队》和唱歌《歌唱二小

放牛郎》,丰富了教材的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

(二)内容结构

抗
日
烽
火

—

—

危
亡
时
刻

—

— 唱歌《保卫黄河》
— 欣赏《松花江上》(男声独唱)
— 欣赏《游击队歌》(混声合唱)
— 欣赏《嘉陵江上》(男声独唱)
— 欣赏《智斗》

—

同
仇
敌
忾

—
— 欣赏《铁道游击队》(交响诗)
— 唱歌《歌唱二小放牛郎》

(三)教学目标

1.了解优秀的抗日救亡歌曲,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

2.记住音乐的主题旋律,背唱优秀的歌曲。

3.进一步提高合唱能力,能够有情感地演唱歌曲。

4.能够理解基本音乐要素在表现音乐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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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够与同学合作进行与音乐相关的表演活动。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唱歌《保卫黄河》

  《保卫黄河》是《黄河大合唱》中的第七乐章。歌曲以民间打击乐节奏和广东

狮子舞音乐旋律为素材,歌曲显得明快、豪放,音乐形象分外鲜明,并具有浓厚的

民族风格,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是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

本单元选用的是根据歌曲的合唱版本改编而成的一首二声部轮唱歌曲,歌
曲选用了原作的主题旋律,采用了轮唱的方式。

歌曲为大调式, 拍,进行曲风格。歌曲由多个乐句构成,为多乐句的单乐

段结构。

第一乐句为歌曲的第1~4小节,旋律由高音“”开始,围绕主音进行。旋律

在同音反复后就呈现了一个向下的六度大跳,随后紧接一个向上的三度跳进,给
我们制造了一种紧张的气氛,而号角式音型的反复,仿佛吹响了抗日的号角,令
人振奋。

第二乐句为歌曲的第5~8小节,切分节奏使歌曲具有了向前的推动感。乐

句由两个节奏完全相同的乐汇构成,旋律的音区不断推高。重复的乐汇节奏,不
断升高的音区,实现了音乐情绪的向前发展,使歌曲情绪不断推高。

第三乐句为第9~12小节,同样由两个相似乐汇并列构成。旋律一开始采

用的附点八分音符,在增加歌曲的语气感的同时,使歌曲情绪进一步推进。
第四乐句为第13~17小节,乐句的节奏采用了宽松和紧凑的有效结合,进

一步营造了紧张的气氛,将歌曲情绪进一步推向高潮。乐句的第3小节再一次

使用了六度的跳跃,旋律的大幅波动给人以紧张、急促的感受。
第五乐句为第18~22小节,与第四乐句相似,两个乐句节奏完全相同,只是

在结束音上,第五乐句将旋律推向了全曲的最高音上,从而实现了歌曲的高潮。
歌曲的后半部分由多个并列的乐汇构成,第一个乐汇为第23~24小节,第

二个乐汇为第25~26小节。两个并列的乐汇音区不断升高,进一步将歌曲的情

绪推高。
 

 明快、有力地

随后的一个长乐句为歌曲的第27~32小节,乐句的旋律由前一乐汇的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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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而来,音区的不断升高,仿佛是黄河的波浪一浪高过一浪,恰似抗日的激情

波涛滚滚奔流,势不可挡。
 

明快、有力地

光未然(1913—2002) 中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原名张光年。湖北光化人。

1927年在家乡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进步戏剧活动

和文学活动。1936年在武汉发表歌词《五月的鲜花》,谱曲后在抗日救亡活动中

广泛传唱。创作组诗《黄河大合唱》,经冼星海谱曲后,在延安首次上演。1940
年去重庆,从事文艺活动,创作长篇叙事诗《屈原》。1949年后,一直在北京从事

文艺活动。先后担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以张光年署名发表了大

量文学、艺术评论。文章立论谨严,文风洒脱,勇于面对重大文艺现象发表意见。

冼星海(1905—1945) 1905年6月13日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

1918年入岭南大学附中学小提琴,1926年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

乐系学习。1928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

《普遍的音乐》。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从师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

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院。在肖拉·康托鲁姆作曲

班学习。留法期间,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

193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并为进

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抗战开始

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1935
年至1938年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路是我们开》《茫茫

的西伯利亚》《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

作品。1938年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

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1940年去苏联学习、工

作,1945年10月30日卒于莫斯科。

在冼星海短促的一生中,创作生活约十余年,共作歌曲数百首(现存二百五

十余首),大合唱四部、歌剧一部、交响曲两部、管弦乐组曲四部、狂想曲一部以及

小提琴、钢琴等器乐独奏、重奏曲多首。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

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包括《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和《到敌

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反攻》;《顶硬上》《拉犁歌》《搬夫曲》《路是我

们开》;《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三八妇女节歌》等。在这些群众歌曲中,



46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六
年
级
上
册

冼星海根据不同内容,创造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音乐形象,或以具有冲击力的节

奏和挺拔高昂、富于棱角的旋律,表现激昂慷慨的情绪和威武豪壮的气势;或以

气息宽广的旋律、舒缓沉着的节奏和抒情优美的音调,体现革命人民丰富的内心

世界。

(二)欣赏《松花江上》(男声独唱)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男高音抒情歌曲,由张寒晖作于1936年。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

军参谋长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

内,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从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正是

在如此的背景下,张寒晖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以含着热泪的哭泣似的

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张寒晖曾说:“我把北方‘娘们’在坟上哭丈夫、哭
儿子的那种哭声变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了。当然,这也要变一变才成……”

 

张寒晖谱成这首歌曲后,先亲自教学生歌唱,后来传到东北军的学生队里,不久

就传遍了东北军。1936年11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全城到处可以听到

《松花江上》的歌声,并迅速传遍全国,作品在当时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

歌曲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旋律以环

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申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歌

词内容有很强的说服力,真切感人。尾声长音处的旋律,使歌曲达到高潮,在声

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抗争的力量。

这首歌曲的结构是带尾声的二部曲式,大调式, 拍。

第一部分是由两个相似的乐段组成,第二乐段为第一乐段的变化反复。每

一乐段又都由三个乐句构成。
 

悲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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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的旋律富于叙事与抒情的特点,倾诉着自己的家乡东北,有丰富的

物产,还有自己的爹娘。两个乐段重复的旋律仿佛是一位东北老乡的深情诉说,

回忆着往昔美好的生活。

第二部分的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得到了展开,感情越来越激

动,具有“回肠荡气”的效果。这一部分由六个乐句构成。

第一、二乐句为同头变尾的两个相似乐句,与第一部分相比,旋律音区突然

拔高,起伏加大,开始向着悲愤发展。
 

悲壮地

第三乐句为一个过渡性的乐句,旋律发展较为平稳。
 

悲壮地

第四乐句采用了反复吟唱的方式展开旋律,乐句的开始同结尾的旋律在形

式上完全相同,表现了无助、彷徨、悲愤的音乐情绪。乐句为弱起小节,打破了

拍的强弱规律,由于弱起小节的运用,歌曲在这里显得更为自由,对音乐情绪的

烘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悲壮地

  第五、六乐句同样运用了同头变尾的手法。旋律音区不断推高,将音乐情绪

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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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地

当尾声唱出呼天唤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了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
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

 

悲壮地

依据歌词的内容和感情的脉络,这首歌分为怀故、漂流、呼唤三个层次。歌

词的第一部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

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诉说了家乡的美丽富饶和丰富

资源。第二部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
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概括性地描述了国土沦丧后的悲惨遭遇,控诉了

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第三部分是歌曲的高潮。“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那撕心裂肺的旋律,无限感慨地向故乡的

亲人发出呼唤,抒发着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渴望。歌曲中的“我”那满含热泪、
悲愤交加的音调,使每个中国人为之动容。

附谱:

松
 

花
 

江
 

上
(男声独唱)



第
三
单
元
 
抗
日
烽
火

49   

张寒晖(1902—1946) 作曲家、戏剧活动家。河北定县人。1922年入北京

人艺戏剧专科学校学习戏剧表演。1925年入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学习表

演和编导。1929年毕业后,曾在北京、西安等地从事中学教育、戏剧演出、民众

文化工作。1941年8月到陕甘宁边区,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戏剧

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创作了秧歌剧《从心里看人》《打开脑筋》等,创作歌曲五十

余首,其中绝大部分是自己作词,代表作品有《松花江上》《去当兵》《游击乐》以及

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陇东民歌改编曲《军民大生产》等。他的歌曲具有鲜明的

民歌风格,朴素、洗练,形象鲜明、语言生动。

(三)欣赏《游击队歌》(混声合唱)

这首旋律轻松流畅,是我国著名作曲家贺绿汀于1937年所作,其旋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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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掷弹兵进行曲》。

歌曲为带再现的二部曲式,大调式, 拍。

第一乐段由四个规整乐句构成,每个乐句两小节。第一、三乐句为完全相同

的两个乐句,第二、四乐句为相似乐句。乐句均为弱起节奏,密集排列的节奏、较
强的力度表现了游击队员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

 

中速 轻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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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段是一个较为短小的乐段,由两个相似乐句构成。旋律的节奏排列

与第一乐段相比更为宽松,多个重音的出现,使歌曲的旋律更加坚定有力,表现

了游击队员们豪迈的革命热情。
 

中速 轻快地

再现部分由两个乐句构成,第一乐句为第一乐段第一乐句的完全反复,第二

乐句为第一乐段第二乐句的变化再现。
 

中速 轻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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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其曲调轻快流畅、生动活泼,以富有弹性

的小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既富于曲调进行感,又表达了游击战士们巧妙、灵
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典型形象。

附谱:

游
 

击
 

队
 

歌
(混声合唱)

 

中速 轻快地
贺绿汀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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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欣赏《嘉陵江上》(男声独唱)

《嘉陵江上》于1939年初作于重庆。端木蕻良的词作本是一首散文诗,贺绿

汀尝试多种谱曲方法,均不理想,最后,他背熟歌词,独自徘徊在长江边上,反复

轻声朗诵,终于在抑扬顿挫的语势中摸索到相应的旋律。这首歌曲问世以来,受
到群众的广泛欢迎,深情地表达了成千上万流亡到大后方、悲愤地徘徊在嘉陵江

上的同胞对抢占了自己家乡的日本侵略者的切齿痛恨,对沦陷在敌人铁蹄下的

故乡和亲人的深切怀念。

这是一首单二部曲式结构的歌曲, 拍。A乐段共三十小节,由五个乐句构

成,b小调开始,三小节的间奏之后,逐步转入其关系大调G大调,最后又回到主

调b小调上。整体来看,A乐段音乐情绪悲伤,速度较舒缓,抒情性较强,而B乐

段速度稍快,情绪上紧张而悲愤,与A乐段形成对比。

这首歌曲的旋律是与歌词的语言特征紧密结合的,由于歌词是一篇散文诗,

因此作曲家也有意将音乐创作成朗诵式的咏叹调,旋律紧随歌词的语言而进行。

如歌曲在第一句的开头“那一天”用了呐喊式的六度大跳,进入到高音,十分具有

朗诵性的特色。此外,歌曲中还使用了大量的同音反复,体现了歌曲中主人公悲

愤无奈的心情。A乐段的第三句将音乐推向了第一个高潮,表现了主人公对家

乡的向往以及对敌人的痛恨。歌曲在旋律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句子的结尾使用了

带有叹息性语气的半音下行的长音,同样为音乐情绪的发展营造了氛围。

另外,装饰音以及三连音、五连音的使用,都在音乐的发展中造成了情绪上

的波动,这也是歌曲在旋律上较为突出的特点。歌曲的B乐段在情感上有了明

显的变化对比,尤其在第二句中歌词“我必须回去”出现了两次,但第二次明显是

第一次的递进,并且连续使用了五个八分音符的“”音,情绪上饱满而坚定,表现

了主人公与敌人抗争的决心以及对回家的渴望。

附谱:

嘉
 

陵
 

江
 

上
(男声独唱)

 
中速 悲壮地

端木蕻良 词

贺绿汀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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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欣赏《智斗》

该唱段为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一个著名唱段,
 

这一唱段采用了西皮腔,
包括西皮原板、西皮流水、西皮摇板、反西皮摇板。(各人物唱腔在谱例上有明确

标记)
西皮是戏曲腔调。明末清初,秦腔经湖北襄阳传到武昌、汉口一带,同当地

民间曲调结合演变而成。在京剧、汉剧、徽剧等剧种里,西皮都同二黄腔调并用,
合称“皮黄”。在湘剧、桂剧等剧种里,西皮又称“北路”,同二黄称为“南路”相对,
或合称“南北路”。

京剧西皮包括导板(倒板)、慢板(慢三眼)、原板、二六、快板、流水、散板、摇
板、回龙等板式,又有反西皮腔调,也包括二六、摇板等板式。

西皮是京剧的主要声腔之一。西皮的曲调活泼、欢快,唱腔刚劲有力、节奏

紧凑,非常适合表现欢乐跳跃、坚定、愤懑的情绪。
西皮摇板是京剧西皮板式之一,节奏比较自由,可根据唱词的情绪自由发挥

的板式。
 

“摇板”采用紧拉慢唱(或称紧打慢唱)的形式,演唱是自由节奏,而伴奏

西皮摇板则是 拍的节拍形式,鼓和胡琴是“紧打紧拉”形式的。
 

西皮摇板一般不作为剧中的重点唱腔,但它们的用途广泛,可用于平静状态

下的一般叙述、对话,也可用于感情激动之时,可用于喜悦欢乐情绪的表达,也可

用于悲痛伤感情绪的表现。
  

反西皮腔是从西皮腔中派生、演变出来的。反西皮的形成和发展都比较晚,
也比较简单,到现在还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唱腔系统。反西皮摇板是借鉴了二

黄的唱腔旋律形成的。
附谱:

智   斗
———选自京剧《沙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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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欣赏《铁道游击队》(交响诗)

1956年,吕其明为故事片《铁道游击队》谱写电影音乐,1964年以影片的原

创音乐为素材,创作了交响诗《铁道游击队》。乐曲为奏鸣曲式结构,在这里我们

选用了作品的呈示部进行欣赏。

引子

引子部分一开始就采用了乐队的全奏形式。密集的节奏排列,打击乐器的

有效运用,小提琴齐奏出号角式的旋律,整个乐队奏出规律的伴奏音型,给我们

塑造了一个紧张的气氛。

小提琴奏出快速的游击队机动、灵活的音乐主题。
  

豪迈地

而抒情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主题旋律动机则表现了游击队员的乐观

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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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题旋律交替出现,紧张和抒情情绪的交替出现,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对

比的动机,呈现了一幅紧张、热情、充满斗志的情感画面。

在一个短小的连接片段后,乐队齐奏出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主题

旋律。
   

豪迈地

随后由小提琴第二次齐奏这一主题旋律。抒情优美的旋律,表现了游击队

员们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们抗日的革命热情。随后在管乐组运

用主题动机呈现的短小的过渡后,小提琴采用变调的方式,再次奏响主题旋律。

音区以及力度的变化进一步将音乐情绪推向高潮,从而更加明确地呈现了乐曲

的情感表达。

吕其明(1930— ) 当代著名作曲家。1940年5月仅十岁的吕其明参加

了新四军,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抗敌剧团里开始接触音乐,

在经历了九年战火纷飞文化生涯的锤炼后,1949年5月随部队进入上海,转业

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任电影作曲,1965年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作曲和指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吕其明先后荣获数十项音乐创作奖和其他奖 项。

1970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专家津贴和证书,故事片《城南旧事》音乐荣获第三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秋白之死》音乐获第八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

音乐奖,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弦乐合奏《龙华

祭》获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2005年荣获“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终身成就奖”。

(七)唱歌《歌唱二小放牛郎》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涞源县出现了一位全国闻名的抗日小英雄,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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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叫王二小。王二小牺牲时才十三岁,在日本鬼子扫荡一条山沟的时候,为了掩

护几千名老乡和干部,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把王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干部和老乡因此

脱离了危险,王二小英勇牺牲的事迹很快传遍了解放区,每一个老乡都含着眼

泪,歌唱二小放牛郎,《晋察冀日报》在头版报道了王二小的英勇事迹。晋察冀边

区的文艺战土方冰和劫夫很快创作了著名儿童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

歌曲为一段体,民族六声羽调式, 拍。歌曲为一首叙事歌曲,叙述了抗日

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歌曲由四个规整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四个小节。旋律始终围绕主音“”展

开,旋律流畅、平缓,七段歌词详细地叙述了王二小英勇机智地消灭日本鬼子的

过程。

三、教学建议

(一)危亡时刻

  1.唱歌《保卫黄河》。

这是一首二声部轮唱歌曲。老师首先以单声部的形式引导学生学习歌曲的

旋律,老师在关注学生音准、节奏的同时,还应更多地关注学生的歌唱状态,画出

恰当的换气处,引导学生用连贯的气息演唱。这是一首速度较快的歌曲,再加上

较强的力度,学生容易出现喊唱、气息不连贯的问题。

在学生唱好歌曲旋律的基础上,老师应引导学生体验歌曲情绪。

在进入二声部轮唱的练习时,老师应通过指挥引导学生控制演唱的速度,把

握好节奏。在演唱自己声部的同时,要关注另一声部的声音,实现声部的均衡。

2.欣赏《松花江上》。

这是一首经典的抗日歌曲,应给学生介绍歌曲的创作背景,体验歌曲情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音乐方面,结合教材上呈现的“创创做做”,引导学生记住音乐主题,并能

够记录下短小的乐谱。

3.欣赏《游击队歌》。

这是一首经典的抗日歌曲,应给学生介绍歌曲的创作背景,体验歌曲情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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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在演唱时运用了多次的力度变化来表现歌曲的情感。老师应引导学生

关注歌曲中力度的变化,并能够用恰当的力度记号记录音乐力度的变化,帮助学

生体验歌曲情感,感受力度这一音乐要素对表现音乐情感的作用。引导学生用

简单的语言,描述力度的变化所表现的不同音乐效果。

4.欣赏《嘉陵江上》。

这是一首经典的抗日歌曲,应给学生介绍歌曲的创作背景,体验歌曲情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本单元选用这一作品,旨在拓展学生的音乐视野,增加学生对抗日题材作品

的了解。

5.欣赏《智斗》。

这是一个经典的现代京剧片段,教学时老师应适时地介绍现代京剧《沙家

浜》的剧情,帮助学生了解故事情节。

通过视频播放,引导学生观看京剧片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观看后,在老

师的伴奏下,能够哼唱教材上要求演唱的片段,并能够一边演唱一边表演。

这里有一个“创创做做”的活动,要求学生看歌谱,听辨出老师弹奏的是哪一

段旋律。

(二)同仇敌忾

1.欣赏《铁道游击队》。

本单元选取了乐曲的第一部分给学生聆听。聆听时,老师可以先引导学生

学习教材上呈现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主题片段,帮助学生记住主题

旋律。

在聆听乐曲时,老师应紧紧抓住主题旋律,从力度、速度这两个音乐要素入

手,正确划分乐曲的段落,引导学生感受乐曲的情绪。

2.唱歌《歌唱二小放牛郎》。

教学时,老师首先要关注学生的歌唱状态,划分换气处,引导学生用连贯的

气息演唱。

这是一首叙事歌曲,歌曲每一段都有一个明确的画面。老师可以帮助学生

了解故事的内容,用歌声讲述这个故事。

在学生演唱好歌曲后,可依据歌曲的情节,引导学生选用独唱、齐唱、轮唱等

方式表现歌曲的情感。



第
三
单
元
 
抗
日
烽
火

65   

四、课例

音乐唱歌课《保卫黄河》

(一)学情分析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强调“以音乐审美为核心”,要求“在

教学中,强调音乐的情感体验,引导学生整体把握音乐的表现形式和情感内涵”。

因此在设计本课时,注重培养学生运用自主吸收式学习方法,通过欣赏、感受、对

比、表现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对音乐表现形式和情感内涵的整体把握,领会音

乐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

(二)教学课时

1课时。

(三)教学内容

学习歌曲《保卫黄河》。

(四)教学目标

1.通过聆听歌曲,引导学生了解相关的音乐文化和历史背景,体会《保卫黄

河》中所表现的黄河的汹涌气势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理解其团结人民、鼓舞人民、

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唤起学生的爱国热情。

2.引导学生富有表情、激昂地演唱歌曲,表现歌曲意境。在演唱中能够保

护声部的均衡,统一班级歌唱的音色。

3.通过欣赏、对比、表现等方式,引导学生了解音乐表现的多种形式,感受

不同的演唱形式所带来的不同音乐形象以及音乐的时代表现力。结合音乐要

素,引导学生感受音乐的情绪、风格及内涵。

(五)教学重、难点

1.学生富有表情、激昂地演唱歌曲。

2.能跟随老师的指挥进行歌曲二声部轮唱。

(六)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老师: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要了解一条河,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你

们知道它的名字吗? (生答略)



66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六
年
级
上
册

老师: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全长5464公里,流经九个省(自治区),千折

百弯的黄河,像一条巨龙,成为古老中国的象征。因此,人们往往把黄河比喻为

中华文明的摇篮,亲切地称它为———母亲河。

教学行为:

用多媒体课件播放黄河景观和抗日战场上的视频,配上歌曲范唱。

老师:在这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有人拿起了刀枪,与敌人展开顽强的斗

争。诗人光未然则用自己手中的笔,创作了一段催人奋进的诗词。作曲家冼星

海看到这部诗词,也像我们一样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

里,拖着生病的身体,创作了这首经典歌曲《保卫黄河》。

老师:让我们来完整地欣赏这首歌曲《保卫黄河》,感受曲作者冼星海将这段

诗词赋予了怎样的音乐,来表达他的爱国热情。

教学行为:

播放二部合唱《保卫黄河》,学生聆听。

  环节目标:帮助学生了解与其相关的音乐文化和历史背景及其作品的思想

内容和民族精神,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2.学唱歌曲齐唱部分

(1)哼唱旋律,用动作来表示休止符停顿。

老师:请同学们用“呼”字音,跟着老师的琴声小声哼唱。注意乐谱上休止符

的地方,我们举起手臂用握拳的方式表示。

教学行为:

①老师右手弹旋律,左手指挥,学生哼唱旋律。

②关注学生歌唱状态,规范换气处,统一换气。

③用动作表示休止符的停顿。

  环节目标:通过哼唱,学生能熟悉歌曲旋律、节奏,减轻识谱难度,用动作来

表示休止符停顿,解决休止符的难点。

(2)学习最后一乐句歌词。

老师:同学们,让我们紧握拳头,一起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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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行为:

按节奏朗读歌词,并带上肢体动作,体验歌曲情感,解决节奏难点。

老师:在这里用了整齐的八分附点节奏排列,对歌曲的情感发展有什么好处

呢? (学生略)

老师:这种节奏的运用,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使人们的情感爆发到了最高点。

教学行为:

老师再次引导学生用渐强的力度来读,体验歌曲情感。

  环节目标:通过用喊口号的方式,解决歌曲最后一乐句附点八分音符节奏

的难点。

(3)视唱歌谱。

老师:请同学们听琴声挥拍小声地唱乐谱。

教学行为:

①老师右手弹旋律,左手指挥,学生视唱歌谱。

②关注学生歌唱状态,注意换气处和音色的统一。

老师:同学们,这首歌包含了词作者的一腔激情,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

歌曲的情感丰富,我们要用怎样的力度、速度、情绪来演唱这首歌曲呢?

教学行为:

①第一乐句:突出“吼”字和“叫”字,强调重音,用高亢有力的声音演唱。

②第二乐句:采用渐强的力度演唱。

③第三乐句:用轻快有力的声音歌唱。

④第四、第五乐句:用自豪有力的声音演唱,注意“少”字要唱足拍子,并注意

换气处。

⑤第六乐句:休止符的地方声音要处理得干净利索,不要拖拍,注意咬字。

⑥第七乐句:用坚定有力的声音,在逐渐加强的歌声中,以必胜的信念结束

歌曲的演唱。注意最后一个字的演唱要拖足拍子。

  环节目标:通过听、唱、对比,让学生分析交流,学生能整体把握音乐的表现

形式和情感内涵,从而更加有情感地表现歌曲。

3.学习二声部轮唱

(1)听《保卫黄河》二声部轮唱。

老师:现在老师再给大家播放一首用二声部轮唱的形式演唱的《保卫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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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们听一听,有几个声部在演唱? 他们演唱的顺序是一样的吗?

教学行为:

老师播放课件,学生聆听后回答。

老师:轮唱,是合唱中的一种形式,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声部,分不同的

先后顺序,演唱同一段旋律。我们刚才听到的《保卫黄河》是两个声部进行轮唱

的,所以称之为二声部轮唱。
(2)学生进行二声部轮唱,再次感受歌曲情绪。

老师:你们想不想尝试两个声部的轮唱? 我们来合作一下吧。你们唱第一

声部,老师唱第二声部。

教学行为:

①老师双手伴奏,与学生合作进行二声部轮唱。

②将学生分为两个声部,进行二声部轮唱。

③关注学生的歌唱状态,注意声部的均衡。

老师:刚才我们演唱的声音效果像什么?

学生:此起彼伏的波浪。

老师:这就是轮唱的音乐特点。通过这种演唱形式,你们眼前出现了怎样的

画面?

学生:抗日浪潮此起彼伏,波涛汹涌。

老师:同样的歌词和旋律,由于采用了轮唱形式,我们感受到了此起彼伏的

抗日浪潮。让我们把这种爱国热情唱进歌里吧!

教学行为:

①老师伴奏,学生再次演唱歌曲。

②播放录音伴奏,老师指挥学生演唱歌曲。

  环节目标:让学生感受二声部轮唱的效果和特点,以便学生更好地学习二

声部轮唱,掌握轮唱的基本技能。通过比较辨析,学生感受音乐作品的内容、音
乐情绪以及不同表演形式的不同效果。

4.老师总结

老师:《保卫黄河》这首音乐作品激活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记忆。我们永远

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黄河是中华

民族的象征,它养育了我们中国人民,过去的人们用自己的鲜血保卫着我们的母

亲河,现在我们更应该努力学习,为将来建设我们的祖国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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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奏鸣曲式的结构

  通常所说的奏鸣曲式,是指维也纳古典乐派时期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奏鸣曲

式。它的结构由“呈示部”“展开部”与“再现部”三个部分依序组成。

第一部分是呈示部,包括主部、连接段、副部及小结尾。主部与副部的调性

关系仍保持古典奏鸣曲式的传统,乐思的性质或者是对比并置的,或者是对比冲

突的。在较早的奏鸣曲中呈示部一般要反复一遍。这个部分是这首乐曲的重心

与精神所在。

第二部分是展开部,也称自由幻想部。主要乐思在不同的调性上加以发挥,

也可是不同乐思的交替出现,有时也用新材料或复调的处理方法。结构上则以

材料的片段性和终止的隐蔽为特征,使乐思以新的方式不断展开,甚至造成尖锐

的矛盾冲突,最后是引向第三部分的过渡。

第三部分称为再现部。这时主部仍在原调上再现,并通过连接段,使副部在

主调上出现,以取得再现部的调性统一。最后为尾声,有的尾声很长,如贝多芬

某些作品的尾声有第二展开部的性质。此外呈示部之前可冠有引子,一般在速

度、调性等方面与呈示部构成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