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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 闹新年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新年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要的传统节日。本单元以“闹新年”为主题,意在通

过学习,让学生感受和体会佳节祥和喜庆、热烈欢腾的气氛,了解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这对于加强传统教育、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

要而深远的意义。
本单元两个板块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呈递进关系。第一板块突出一个

“迎”字,敲锣打鼓鞭炮响,欢声笑语迎新年。第二板块突出一个“闹”字,选用人

们见得最多、最熟悉、最亲切的龙舞形式来表现,把唱歌《拜年歌》、欣赏《娃娃舞

龙灯》、编创活动《舞龙灯》紧紧连起来。从“迎新年”到“闹新年”,使小朋友们在

丰富多彩的音乐实践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增强民族自豪感。
本单元立足于一个“创”字,以兴趣引路,让学生在音乐实践活动中,主动参

与,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潜能。在“敲锣打鼓迎新年”的情境中,迎来了新年的钟

声,使学生一上课就置身在欢乐的新年氛围之中,并在律动《新年到》活动中编创

动作,而《娃娃舞龙灯》则让学生即兴编创动作表演龙舞。在这些活动中,培养了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二)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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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目标

1.在唱歌、欣赏、游戏活动中感受过新年的欢乐气氛,了解中国新年的民俗

风情。

2.认识锣、鼓,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演奏,并能为歌曲伴奏。

3.保持正确的歌唱姿势,用自然的声音演唱。

4.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保持聆听的注意力,能够用形体动作表现自己对

音乐的感受。

5.在活动中乐于与同学合作共同表演。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唱歌《过新年》

歌曲为一段体、C宫调式,由三个乐句构成。第一乐句由第1~8小节组成,

旋律从下中音发展得来,且第一小节与第四小节完全相同,主题的重复出现,使
热闹的新年气氛更加浓烈。第二乐句由第9~16小节组成,采用了统一的节奏,

旋律由“ ”平移到“ ”,使音乐情绪逐步上升,将音乐推向高潮。第三乐句从第

17小节至结束,最高音“ ”频繁出现,将过新年的欢乐氛围展露无遗。歌词中

多次出现“咚锵”的锣鼓声音,把中国元素融合在音乐之中,加深了歌曲的音乐风

格特征。

(二)欣赏《娃娃舞龙灯》(齐唱)

这是一首欢快、活泼的儿童歌曲,歌曲表现了孩子们在过新年的时候舞起龙

灯闹新年的快乐场面。歌曲节奏欢快,旋律流畅,在歌词中加入了锣鼓经,使歌

曲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歌曲为一段体、徵调式、 拍,全曲分为三个乐句。

在歌曲前奏后,有一个四小节的念白,其中首次出现了锣鼓经的节奏。第一

乐句由八个小节构成,歌曲由主音开始,节奏规整,旋律跳动不大。

第二乐句由八个小节构成,前四小节采用旋律反复的手法,后四小节在前四

小节旋律的基础上逐步发展。

第三乐句也由八个小节构成,锣鼓经再次出现在这一乐句中,较第一乐句中

的锣鼓经相对复杂一些。锣鼓经的出现,将歌曲欢快活泼的气氛推向高潮,全曲

结束在主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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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娃娃舞龙灯
(齐唱)

 
 

欢快、跳跃地

 
千红

 

词曲

(三)唱歌《拜年歌》

这是一首带有巴渝地区车灯音调的歌曲,一段体,C徵调式,由四个乐句组

成。第一乐句由第1~6小节构成,旋律由“ ”“ ”两个主要音级发展而来,并

加入两个小节的锣鼓节奏,为音乐增添了中国民族风味。第二乐句由第7~12
小节构成,节奏密度加大,使音乐的欢快、热烈的情绪增强,凸显了欢乐祥和的

“年味儿”。第三乐句由第13~16小节构成,旋律发展逐步升高,使音乐情绪递

增。最后一个乐句由后四小节构成,与第二乐句相同,形成首尾呼应。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是本学期的最后一个单元,通过一学期的学习,同学们的歌唱习惯已

经逐步养成。在单元教学中,继续采用猜谜语的方式学习打击乐器,并能够按照

图形谱标注的节奏为歌唱伴奏;在聆听、歌唱活动中学习锣鼓经,并能够在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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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伴奏下进行音乐活动。

(一)敲锣打鼓迎新年

1.猜一猜。
通过谜语的导入,引导学生认识锣、鼓。老师示范正确的演奏方法,帮助学

生认识锣、鼓的外形,聆听音色,按照歌曲中图形谱的提示演奏。

2.唱歌《过新年》。
这是一首速度稍快、情绪欢快的儿童歌曲。歌曲中用象声词形象地表现了

过新年、放鞭炮的情境。
操作建议:
(1)首先老师运用教学语言创设教学情境。
(2)采用多种方式进行聆听。引导学生聆听歌曲,观察歌词,说说歌曲中都

出现了哪些乐器的声音。聆听歌曲,边听边表演敲锣、打鼓的动作,采用师生接

唱的方式演唱歌曲。老师演唱歌曲,当出现锣鼓的音调时,学生按节奏读歌词并

随老师一起表演,要求学生能轻声地边听边按节奏读歌词。
(3)师生接唱歌曲,学生根据锣鼓点的旋律演唱。
(4)学生演唱歌曲,要求能够用连贯的声音,每四小节换气,用自然的声音演

唱。教学时要关注学生的气息运用,提示学生正确的换气位置。

3.律动《新年到》。
操作建议:
(1)师与生交流过年心得。
老师:新年到了,除了敲锣打鼓的庆祝,我们还会做些什么来庆祝呢?
(2)朗读结束句,注意引导学生表现出欢快的情绪。
(3)完整聆听歌曲,感受歌曲欢快的情绪和热闹的场面,用听唱法学唱歌曲。
(4)律动。第一段以敲击锣鼓动作为主,第二段以放鞭炮的动作为主。

4.读一读。
这是一首需要同学间相互合作完成的节奏儿歌,教学时可将学生分为两个

小组,一个小组担任一个角色。特别是最后一句,需要学生有良好的节奏感,完
成两个小组的衔接。

在学生读儿歌的过程中,还可以加上敲锣打鼓的动作进行表演。学生能够

熟练地读出儿歌后,老师可让学生加上锣、鼓的伴奏进行表演。

(二)舞起龙灯闹新年

1.欣赏《娃娃舞龙灯》。
该歌曲欢快活泼,锣鼓点的运用更加增添了歌曲热闹的气氛,表现了过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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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舞龙灯欢乐喜庆的场面。结合歌曲的聆听,老师可简介“舞龙灯”这一中国

的民间习俗。聆听歌曲时可结合舞龙的视频,让学生直观感受舞龙的场面。
操作建议:
(1)播放歌曲《娃娃舞龙灯》,配以舞龙的画面。
舞龙是人们欢度新年和喜庆活动中最常见的,也是最古老的民间舞蹈,用以

表现人们欢乐的心情。
(2)模仿节奏。

①在聆听歌曲《娃娃舞龙灯》后,让学生找出歌曲中的锣鼓节奏并拍一拍。

②口头练,一部分同学念“七不龙咚”,“不龙咚”代表鼓(“不龙”即“咚”的轻

打),另一部分同学念“锵咚锵”。“锵”代表小锣。然后用小锣鼓、小镲模仿敲击,
如没有小锣鼓,可用其他打击乐器代替,或用人声和敲打自制的罐头筒、玻璃瓶、
竹梆等表现。

③比较几处锣鼓节奏的异同,并让几个小组轮流演奏。
 

以A、B组的锣鼓节奏为主,C、D如有困难可放弃,也可连起来进行,如

“ ”。A、B、C三组节奏可以进行重奏。

(3)在欣赏中,除感受锣鼓节奏外,还要引导学生体验音区的安排(第一、二、
五、六乐句偏高,中间第三、四乐句偏低,形成音区对比),“嘿嘿嘿嘿”的节奏呼

喊,三处切分节奏的运用等对欢快热烈的音乐情绪表达所起的作用。
(4)选择合适的节奏型和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①前面进行了节奏模仿,老师引导学生选择合适的节奏型为歌曲伴奏,学生

能较好地完成。选用“ ”或“
 

”均

可,也可两条连用。

②根据实际情况,可选用小锣鼓、镲、三角铁、碰铃、双响筒、铃鼓、沙球等,也
可自制瓶盖串铃、罐头筒、木梆等简易打击乐器。以上打击乐器可兼用,也可用

小锣鼓代替其他打击乐器。简易打击乐器最好做到每人一件,注意简易乐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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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编配,如:“
  

”,选1~3种简易打击

乐器即可。同时要从简易打击乐器的特点出发,如碰铃、三角铁等易于一拍敲击

一下或两拍敲击一下进行编配。
在表演前,用三角铁敲三下,表示新年钟声响了,再开始演奏。第9~10小

节的呼喊声要保留,或用打击乐代替。
(5)即兴编创动作进行表演唱。
(6)鼓的教学要紧密地与本单元各种活动结合起来,可用鼓的猜谜活动作为

欣赏《娃娃舞龙灯》的导入,可简介鼓的常识,感受鼓在我国各民族的生活中各方

面的作用。

2.音乐活动《舞龙灯》。
舞龙灯起源于中国的传统舞蹈。舞龙和舞狮在古时是大型节日里面的节目

之一。随着华人移民到世界各地,现在的舞龙文化已经遍及中国、东南亚,以至

欧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各个华人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标志。
在我国不同的地区,舞龙灯有多种不同的表演形式。在教材中,建议老师采

用歌曲《娃娃舞龙灯》的音乐作为活动的伴奏音乐,学生可用小板凳或自制的纸

龙等作为活动道具进行舞龙的表演。

3.唱歌《拜年歌》。
这是一首根据巴渝地区的车灯调填词创作的儿童歌曲,表现了孩子们快快

乐乐过新年、舞龙灯的热闹场面。教学时,老师可运用视频、图片等手段创设教

学情境,引导学生感受热烈欢快的情绪。
歌曲多个乐句之间都穿插了锣、鼓伴奏的间奏,教学时,老师可先引导学生

练习这些锣、鼓的节奏,在聆听时随音乐演奏,帮助学生聆听音乐,提高学生的节

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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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唱中,要求四小节换一次气,用连贯的声音演唱。注意一年级的学生容

易出现喊唱的问题,注意让学生用正确的方法歌唱。

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了解和认识更多的喜庆佳节的方式,如
放鞭炮、贴对联、挂彩灯、逛灯会、猜灯谜、舞龙灯、敲锣打鼓等。

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拜年歌》

(一)教学内容

学习歌曲《拜年歌》。

(二)教材分析

歌曲《拜年歌》是一首具有巴渝地区车灯音调特点的儿童歌曲,为 拍,一段

体,五声徵调式。全曲共4个乐句,第一乐句中反复出现了“ ”这个音符,给人

以明快活泼的徵调式旋律特点,第四乐句是第二乐句的重复。歌曲旋律活泼跳

跃,节奏鲜明,尤其是在间奏时模仿的锣鼓声“
  

”,增强

了歌曲欢乐热闹的气氛,以及结束句的锣鼓声

“
  

”,将歌曲表现的节日气氛

推向高潮。歌词以儿童化的语言描述了过新年时喜庆的场景,学生演唱时倍感

亲切。

(三)学情分析

一年级的学生有着好动、好奇、模仿能力强的身心特点,本课时运用打击乐

器锣和鼓的配合接龙演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活动中能够引导学生感

受音符的时值,感知节奏。

在歌唱技能方面,由于一年级的学生刚开始接触歌唱,在本课中仍然延续本

学期的教学目标,引导学生在歌唱中保持正确的演唱姿势,学习用自然的声音轻

声地歌唱。

(四)教学目标

1.在演唱活动中感受和体验歌曲喜庆、热烈的气氛,了解与其相关的车灯

传统文化。

2.感受巴渝地区车灯音调的特点,学习用欢快而富有弹性的声音演唱,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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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动作表现歌曲内容。

3.在演唱中能够保持正确的演唱姿势。

(五)教学重、难点

能够用自然的声音轻声歌唱。

(六)教学时间

一课时。

(七)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1)观看图片,背景音乐设为《拜年歌》。

老师:同学们,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会迎来我国一个很

传统很重要的节日,它就是……

学生:略。

老师: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课件播放春节的画面)春节的活

动很多,刚才你看见些什么?

学生:打鼓、看花灯、跳舞……(拜年)

教学行为:

通过师生之间互相拜年说“过年好!”规范学生声音,引导学生用亲切的声音

互相拜年。
(2)出示鼓的节奏。

老师:过年了,我们都希望把最美的祝福送给我们的伙伴! 同时也会敲锣打

鼓地欢庆节日的到来,增添热闹的气氛。所以,今天我们的课堂上也带来了两件

乐器———小鼓和小锣,为我们增添节日气氛。在敲乐器的时候要注意打击乐器

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节奏,所以我们先看看小鼓的节奏,一起用小鼓的声音

来模仿。

教学行为:

①介绍“鼓”。

②先轻声高位用“咚”读节奏。

③学生拍腿拍出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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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引导学生读出节奏的强弱,老师用小鼓伴奏。
(3)出示锣的节奏。

教学行为:

①介绍“锣”。

②老师介绍锣,听声音,用轻声高位模仿“锵”。

③小锣用拍手的方式模仿。

④引导学生读出强弱,老师用小锣伴奏。

⑤分组将节奏连起来拍一拍,再交换。

老师:现在我们分角色将两条节奏连起来拍一拍! 一大组扮演小鼓演奏家,

二大组扮演小锣演奏家! 看看谁最能用整齐的节奏欢庆节日!

教学行为:

①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进行分组合作,规范学生拍腿与拍手的动作,用体态

语引导学生拍出欢乐的心情,调动学生情绪。

②分组合作完成后,请个别优秀的学生进行乐器演奏,引领全班完整地将节

奏读出。
(4)出示三条旋律,用整齐的声音读出,老师用钢琴伴奏。

老师:为了让我们的节日更加热闹,我也来加入你们,为你们伴奏!

 



78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一
年
级
上
册

环节目标:通过模仿乐器的声音、演奏打击乐器、乐器分组接龙等,感受良

好的发声状态,引导学生用轻快的声音读出二拍子的强弱韵律。

2.聆听歌曲,揭示课题

(1)录音范唱,学生完整聆听一遍。(出示歌单)

老师:听了这首歌曲,你有着怎样的感受?
(2)复听,老师引导学生在间奏与结束句时加入锣鼓的节奏。

教学行为:

引导学生跟着音乐加入伴奏。
(3)老师自弹自唱,学生用乐器伴奏。

环节目标:通过为歌曲伴奏,加强对歌曲旋律的感受,进一步表现歌曲

情绪。

3.表演歌曲《拜年歌》

(1)跟老师喊口令,学习基本动作。

老师:刚才小朋友和老师一起用乐器伴奏的形式欢庆了春节。我们还看见

一些拿着红绸的演员们,他们在干什么呀? (跳舞)嗯,来,我们也来学一学。全

体起立!

教学行为:

①老师带领学生随音乐节奏表演舞蹈,在强拍时舞红绸的动作要大一些。

②分句表演。

③完整练习。

老师:现在我们每排来比赛一下。听老师提示,请到的孩子站起来表演。在

间奏的锣鼓声时我们一起表演。
(2)随音乐进行歌表演。

环节目标:通过歌表演的形式,进行直观的感受,感受歌曲二拍子强弱与歌

曲欢快的节日气氛。

4.学唱《拜年歌》

(1)朗读歌词。

老师:跳得真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用语言将你的祝福传递给大家! 一起读

读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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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行为:

①老师带领学生按节奏朗读歌词。

②纠正个别生字的读音,引导学生读出情绪,如“狮子灯呀”“来打鼓哪”“拜

个新年哪”“戴红花呀”“笑哈哈呀”,在读词时要有所强调。
(2)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歌词。
(3)随琴慢速演唱,老师用对比的方法处理歌曲。

老师: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唱这首《拜年歌》!
(4)完整演唱歌曲,并带有敲锣打鼓的动作。

老师:加上我们敲锣打鼓的动作,用你的歌声来祝福你的伙伴和你的家

人吧。
(5)放歌曲录音带进行表演唱,个别学生拿红绸表演和乐器伴奏。

老师:再请两个乐器伴奏演员进行伴奏。同学们,让我们带着欢快的情绪一

起来欢庆新年的到来吧! 全体起立,你可以边唱边敲鼓,还可以边唱边跳舞!

环节目标:老师采用对比的方法有效及时地解决学生演唱时出现的问题,

用歌声表达内心情感。

5.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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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音乐游戏

敲锣又打鼓

   
李嘉评

 

词曲

李美安
 

编游戏

第一段:

第1小节,小乐手边唱边做敲小鼓的动作。

第2~3小节,小乐手打小鼓六下,小朋友边唱边做敲鼓的动作。

第4小节,小乐手边唱边做敲大鼓的动作。

第5~6小节,小乐手打大鼓六下,小朋友边唱边做敲鼓的动作。

第7~8小节,小乐手边唱边左右轮流敲大鼓、小鼓,每拍一下。小朋友拍

手,一拍一次。

第9~10小节,相互点头微笑。

第11~12小节,小乐手右手打大鼓,左手打小鼓,同时敲大、小鼓各五下。

女孩唱“咚”,男孩唱“嘭”,同时双手做敲鼓的动作。

第二段:

将敲鼓变为敲锣,其他动作也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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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段:
小乐手随节拍打击四件乐器,小朋友原地做秧歌步或手拉手跑跳步。
如没有锣,可找其他打击乐器代替,也可省去第二段歌词,第三段歌词及游

戏方法则要做适当改变。
游戏做完后,可换一名学生表演。
音乐游戏可选择一部分,要为后面的编创活动留足时间,并做好铺垫。

“舞龙灯”常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民族。综观各地、各族人民的舞龙表演,种类

繁多,各具特色。常见的有火龙、草龙、人龙、布龙、纸龙、花龙、筐龙、段龙、烛龙、
醉龙、竹叶龙、荷花龙、板凳龙、扁担龙、滚地龙、七巧龙、大头龙、夜光龙、焰火龙

等近百种之多。龙灯的节数一般为七节、九节和十三节。从久远的年代起,舞龙

活动经久不衰,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舞龙不再是某一民族独有的“自娱”项目,
而是属于各个民族的了。今天,在我们祖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龙”已成为

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舞龙的创造和流传是全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一部分,为
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所喜爱。

舞龙头

舞龙头是福建畲族祭祖活动中的一种仪式,由日、月、星等组成仪仗队。龙

头用木雕成,涂上色彩,显得古朴、庄严。祭祖时,执龙头者随着鼓点做出各种动

作,或进或退,或舞或止,或跳或蹲,有一定章法。
舞龙头表现了“九龙”出世及成长的过程,包含了“九龙出世”“东海嫁女”“行

云布雨”“深潭求亲”“九龙归位”等套路的表演。

舞草龙

舞草龙是仫佬族游艺习俗。草龙用禾秆草编成。编织者先编一条长长的草

帘,编到最后分三个叉略往上翘起,象征“龙尾”;再把草帘的另一头反折一层做

两个弯角翘起,形似“龙头”;中间每隔约七米扎一小捆椭圆形禾草,并串上一根

竹子做“龙身”。在龙头前面单独做一个圆形草团作为“龙宝”(龙珠),再进行一

些装饰,如在龙头、龙身、龙尾挂上一些彩纸,便可在村头村尾舞起来。过罢春

节,人们将草龙拿到河边烧掉,送龙回龙宫。平时如果村子里遇到什么灾害或者

久旱不雨,也可扎草龙去河边焚烧,祈求龙王消灾、降福或降雨。

百叶龙

浙江省流行的“百叶龙”,是一种构思、制作均极奇巧的龙。舞者手执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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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荷叶灯、蝴蝶灯,翩翩起舞。人们只见朵朵盛开的荷花,在片片荷叶中飘移、
舞动,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在花丛中飞翔。一段优美抒情的舞蹈后,舞者齐聚场

中,突然,一条巨龙在人们的眼前腾跃而出。原来那一朵特大的茶花灯(或聚宝

盆),背面绘制的是一个辉煌壮丽的龙头,朵朵荷花紧紧相扣连,组成龙身,片片

花瓣,变成龙身上的片片鳞甲,美丽的蝴蝶成了抖摆的龙尾,而荷叶则成了朵朵

白云。舞龙的姑娘们喜欢一尘不染的荷花,就把天性神秘、时而神形毕露、时而

隐身藏形、时而又依附在各种物体上招摇过市的龙与荷花连缀一体,舞起了荷花

龙,让气吞万里的神龙平添一股妩媚之气。

烧火龙

烧火龙又叫舞火龙,是流传于广东丰顺一带的独特的民间传统项目,一般在

春节和元宵夜举行。
烧火龙的“火龙”,是用纸扎成的,长十五至二十米,分为五节,四周扎满五颜

六色的鞭炮。起舞前,先燃响鞭炮,以引龙出海。然后一队赤膊袒胸、举着火棍

的舞火龙者,随着快速的锣鼓声在场上快跑,反复三次,名叫“请龙”。接着,“火
龙”出场了,它在场上绕着大圈子,先从龙嘴中喷出火来,然后,龙身上扎着的鞭

炮被点燃了,从头至尾,火光四射,霹雳连声响。巨大的龙身就在烟火和爆响的

包围中,上下翻飞,左右腾舞,煞是好看。此时,预先准备在场上的烟花架,朝天

射出串串烟花,五彩缤纷,光彩夺目,从而把舞火龙活动推向高潮。整个活动持

续十多分钟,待烟火熄灭,火龙也被烧掉了,而舞火龙者的胳膊上、胸脯上灼起一

个个血泡,以血泡最多者为“吉利”。

灯笼龙

土家族灯笼龙,又叫保龙、灯龙、洞洞龙、懵龙,大都盛行在刘姓土家族聚居

的集镇。在怒溪十里画廊巴人古寨大湾,一般是农历正月初三出灯,十五结束。
“灯龙”由九节组成(意为:老龙被斩为九节),龙头用竹条扎成架子,糊上白色清

明纸,涂上各种颜色,形态逼真,有角、有嘴、有眼、有胡须。龙身各节用细篾扎成

圆筒形,外糊清明纸。龙尾亦用细篾扎成鱼尾形,用红布带将龙头、龙身、龙尾连

起来,并在各节内点一支蜡烛灯,似为灯笼。
舞灯龙时非常热闹,前有二至四排灯开道,标明此灯龙是哪个村寨或街道的

巨龙,排灯后还有鱼、虾和蚌壳等,在锣鼓、号角声中摇头摆尾,畅游各街头巷尾。
玩灯龙的动作有“黄龙下海”“金龙抱柱”“二龙抢宝”“老龙翻身”“金龙过海”等。

板凳龙

传说很久以前的元宵节,众人观龙灯会,有三个土家族青年越看越起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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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足蹈,跃跃欲试,他们举起长板凳,模仿龙灯舞耍起来,十分快活。之后板凳龙

逐步成为普遍的体育项目,平时娱乐健身,节日期间表演比赛,深受土家人的

喜欢。

板凳龙有两种式样:一种是用普通长条高凳,由三人抬举,其中两人在前一

人居后的简易式板凳龙;另一种用细篾扎成,有龙头、龙尾、龙角、龙眼、龙嘴,再
糊上各种颜色的鳞片,把扎成的龙放在板凳上,四只木脚以示龙爪,非常形象

美观。

板凳龙有独凳龙和多凳龙两种。独凳龙由三人舞,一人出右手一人出左手,

各抓前头两只脚,第三人双手抓住后头的两只脚。舞时要求头尾相顾,配合协

调,当头高时尾要随低,头向左,尾则随向右摆;头往上引,耍尾者松手换位。舞

龙尾者必须由步法灵、速度快、眼力好的人担任。舞龙头的二人要求身高基本一

致。多凳龙,由九条长凳组成,第一节为龙头,第九节为龙尾,其余为龙身。龙头

在耍宝人的带领下,时起时落,穿来拐去,活像出水蛟龙,整条龙要求配合默契,

节节相随。板凳龙的动作有“二龙抢宝”“黄龙穿花”“金龙戏水”“金蝉脱壳”“黄
龙盘身”等。现今,板凳龙表演已搬上文艺舞台。

滚龙

滚龙,是怒溪十里画廊巴人古寨大湾刘氏支系族人龙眉、棉花山村民及地楼

村人贺新年的习俗。龙全长三十六米,共分十七节(又称洞),由三十四人轮番舞

动。滚龙以九根拇指粗的竹篾捆扎连接成龙骨,近五百个直径二尺左右的蔑圈

等距排列连接成龙身,再以整幅的白布画上斑斓的鳞甲,罩在篾圈上;龙头以粗

竹扭固成框架,再蒙上事先描绘好龙头模样的布料。更为别致的是,龙头、龙身

里面装满了彩灯,夜晚舞动时,晶莹剔透,五光十色,有如彩虹飞舞,蔚为壮观。

领镇寨英滚龙系此源传。

现代的“龙灯",也叫“龙舞”。身长二十米左右,直径六七十厘米,内用铁丝

做成圆形,安上灯泡或蜡烛,外用纱布包裹涂色而成。舞龙者由数十人组成。1
人在前用绣球斗龙,其余全部举龙,表演“二龙戏珠”“双龙出水”“火龙腾飞”“蟠
龙闹海”等动作。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舞龙灯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企事业

单位、群众团体歌颂祖国、礼赞幸福生活的隆重热烈的艺术活动。

舞龙道具制作

“龙灯”由龙头、龙身、龙尾三部分组成,龙头、龙尾的主要制作材料是竹、木、

纸、布等。龙头的制作,有的用纸制龙头,有的用竹编织龙头。纸制龙头是先制

一龙头模具,将麻纸一面刷上浆糊,裱糊在模具上,这样裱纸十多层,待干后,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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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纸层取掉模具,然后再贴合,最后用颜色彩绘,用麻和铁丝制作龙须而眼睛有

的制作成火眼,有的只装龙眼。龙头还有的用竹子和铁丝编织的,外皮用沙布包

起来,装上眼睛和龙须。龙尾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制作。龙身是用竹皮和铁丝制

作,将竹皮制成圆圈,每个圆圈绑一根一米多长的舞棒,然后用布把龙身全面包

起来,上面彩绘上龙麟。龙的颜色大体有青、黄、乌等色,身长也不等,平年十二

节,闰年十三节,这一民间传下来的规矩,人们一直遵循着。龙身的每节距约一

米六左右,每节龙身上装置灯的叫龙灯(即舞龙灯),没有装置灯的龙叫舞龙。龙

的装饰特别讲究,有较高的艺术工艺要求。目前,龙灯的道具不用自己做了,龙
头、龙身、龙尾商店里都可买到,它的制作也精致,外形美观。

舞龙人和耍龙人的身着打扮,一般都是头扎彩布,身着绸缎彩衣服饰,脚穿

薄底武生快靴。衣服的颜色有红色、黑色、蓝色等。

舞龙的表演形式

“龙灯”的耍法有多种,有“单龙戏珠”和“双龙戏珠”,一般常用的动作有:“蛟
龙漫游”“蛇蜕皮”“龙头钻节”“金龙追宝珠”“龙腾跳跃”“龙头龙尾齐钻节”等。

舞龙者步伐一般是碎步跑。耍龙灯时,在锣鼓的乐曲伴奏声中,巨龙追捕着红色

的宝珠腾飞跳跃,一阵子龙头高耸,似冲云端;一会儿又腾空飞舞,好似蛟龙狂

舞;忽而低下,像入海破浪,这样高低错落,蜿蜒盘旋的精湛表演,使观者陶醉。

两千多年的龙灯史,演绎着世世代代龙的传人积累的丰富的耍龙灯技巧,孕育着

一代代舞龙人。现在每到春节、元宵节时,龙灯在广场上狂舞,气势十分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