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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学做解放军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第一个板块是“解放军叔叔真神气”,这是根据欣赏歌曲《一二三四歌》而得

出的。当你欣赏到这首歌曲时,就仿佛能看到解放军叔叔踏着整齐有力的步伐

的威武神气的形象。歌曲铿锵有力的节奏、掷地有声的歌词,能使小朋友感受到

军人的崇高、伟大、刚毅、勇敢,并从内心深处产生深深敬意。紧接着安排了歌表

演《学做解放军》。这种安排不仅使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学习解放军的荣耀与快

乐,而且使这两首歌曲紧扣二级标题。
第二个板块是“我是一个小小兵”,这个板块安排了三个教学内容:音乐活动

《齐步走》,唱歌《小骑兵之歌》,欣赏《我是人民小骑兵》。通过听、唱、表演、活动,
学生进一步学习、体验解放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风貌,同时感知进行

曲音乐的风格特点及力度速度的不同作用。

(二)内容结构

学
做
解
放
军

解放军叔叔真神气
欣赏《一二三四歌》(独唱)

歌表演《学做解放军》

我是一个小小兵 唱歌《小骑兵之歌》

活动《齐步走》

欣赏《我是人民的小骑兵》(木琴独奏)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培养学生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崇敬之情。感受解

放军战士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风貌及乐观态度。学习解放军为祖国、为
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从小树立当兵光荣的信念,长大后报效祖国。

2.通过本单元学习,感受进行曲的风格特点,初步掌握进行曲节奏特点。

3.通过本单元学习,进一步感知力度、速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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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一二三四歌》(独唱)

《一二三四歌》是一首描写军人的精神、气质、风格的军旅歌曲。歌曲为四四

拍、大调式、二段体结构。旋律饱满激昂、节奏铿锵有力。表现了中国军人威武

之师的精神风貌。歌词由军营中不可少的操练口令“一二三四”开始,把军人威

武、神气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紧接着由“一二三四”分别引出了对军人内在

情感的刻画。从“一把钢枪交给我”到“二话不说为祖国”到“三军将士苦为乐”再
到“四海为家”巧妙风趣地道出了军人的价值观和乐观精神,形象地刻画了军人

的情感和崇高品德。
附谱:

一二三四歌
(独唱)

 
石顺义

 

词

臧云飞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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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云飞 作曲家,1952年4月生于山西太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现任中

国音协理事,创作歌曲《一二三四歌》《当兵的人》《珠穆朗玛》《东西南北兵》等。

(二)歌表演《学做解放军》

这是一首大调式歌曲,由四个乐句组成,一段体结构。歌曲具有明快的节

奏、流畅的旋律,明朗的大调式色彩以及整齐方正的乐句结构,嘀嘀嗒嗒的军号

声和敲锣打鼓声,尽显解放军的威风和勇敢,以及小朋友体验当解放军自豪、快
乐的心情。

(三)唱歌《小骑兵之歌》

这是一首活泼、神气的少儿歌曲,歌曲为民族五声羽调式,一段体结构。歌

曲表现了小朋友学习解放军,骑上小红马,挥动小木刀,在草原上奔驰的情景,以
及立志长大后当解放军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歌曲旋律奔放,节奏明快,尤其是

中间好似马蹄声的间奏,不但表现了小朋友学习解放军自豪神气的形象,同时也

表现了小朋友学习解放军不怕苦、不怕累、勇敢、坚强的精神风貌。

(四)欣赏《我是人民的小骑兵》(木琴独奏)

此曲通过孩子们在游戏中骑马挎枪、勇往直前的生动形象,表现孩子们热爱

解放军、学习解放军的热情,以及长大要当解放军的美好理想。此曲以蒙古族风

格的旋律和马蹄声的节奏型为基础,以清脆灵巧的木琴音为特色,创作出具有蒙

古族风格的、反映儿童生活的木琴独奏曲。手风琴的伴奏与木琴音色十分融洽、
声音悦耳,更好地烘托了小骑兵的英雄形象。

乐曲开头的引子有24个小节,木琴由弱而强地奏出骏马奔驰的节奏,好似

一队小骑兵从远处跃马扬鞭而来,长颤音表示骏马的嘶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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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曲为四二拍,七声E羽调式,曲式结构为复三段曲式。

A段(第25~77小节)由a+a'两个乐段组成。主题轻快活泼,富于弹跳感。
描写小骑兵在草原上骑马巡逻时喜悦、自豪的心情。B段(第78~156小节)由

a+b两个乐段组成。宽广舒展的旋律,倾诉了小骑兵们对祖国、对草原的赞颂、
热爱之情。

A'(第 157 小 节 至 结 束)是 A 段 的 变 化 再 现。“

……”出 现 快 速 半 音 阶 下 行,犹 如 狂 风 骤 起。紧 接 着 是

“ ”

急促的节奏和铿锵有力的切分节奏,表现小骑兵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
音乐主题再现,较前更为明快活泼。战胜了草原风暴的小英雄们,内心充满

了喜悦。
尾声:马蹄声渐弱,小骑兵队远去……
附谱:

我是人民的小骑兵
(木琴独奏)

1=G 
欢腾、奔驰地

吴光锐、齐景全、王小平
 

曲

 
(仿马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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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3个课时完成。

上一个单元重点让学生感知摇篮曲的风格特征,本单元则侧重让学生感知

进行曲的风格特征。这两个单元前后安排在一起,有助于学生从力度、速度、情
绪上进行比较,从而对这两种不同体裁的音乐风格特征有较深的理解与感知。
本单元的教学重点应围绕进行曲力度、速度、情绪以及行进步伐的节奏特点进行

教学。

(一)解放军叔叔真神气

这个标题中的两个教学内容可用一个课时完成。

1.欣赏《一二三四歌》。
学生聆听歌曲,感知音乐的情绪。老师可采用各种教学方法,如让学生选择

色块来感知,并让学生说出理由;也可用选择动作来感知,哪种动作更能表现歌

曲情绪。教学时,可提示:歌曲力度、速度是怎样的? 不用这样的力度和速度,歌
曲情绪能表现出来吗? 可以从歌词方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2.歌表演《学做解放军》。
前面欣赏了《一二三四歌》,学生会产生对解放军的佩服和崇敬之情,并模仿

高大、威猛、神气、勇敢的军人。在这样的基础上学生学唱《学做解放军》就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学会以后,学生进行表演。
可根据三段不同的歌词内容,设计简单的表演动作,然后结合演唱,增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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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表现力。还可让学生分组自编动作,表演、演唱,然后相互评议,增强彼此的

交流,达到相互学习的目的。
动作说明:
第一段,唱“敲起锣,打起鼓”时,两脚左右分开,重心先移向右脚,同时两手

在右前方用食指作打鼓动作两次(一拍一次)。重心再移向左腿,向左前方作打

鼓动作两次。唱“吹起小喇叭”时,右脚向右前方踏一步,重心移向右脚,左脚虚

点地,挺胸抬头,左手虎口叉腰,右手做吹喇叭状。唱“排好了队伍”时,左脚起踏

四步,两臂自然摆动。唱“学做解放军”时,立正,右手敬礼。唱“嗒嗒嗒嗒嗒嘀”
时,右脚向右前方踏一步,重心移到右脚上,左手虎口叉腰,右手做吹喇叭状(见
图1)。唱“嘀嘀嘀嗒嘀嗒”时,手的动作同前,但转向左前方吹喇叭。唱“人民呀

解放军”时,左脚起踏步四步,两臂自然摆动。唱“多呀多光荣”时,左脚跟向左前

方点地,同时两手跷起大拇指,两臂在胸前伸出。唱到“荣”时,手、脚还原。
第二段,唱“向左转,向右转”时,右转身。唱“齐步向前走”时,左脚起踏四

步。唱“挺起了胸膛”时,左脚向左侧踏一步,两臂胸前屈肘(手心向里),移动身

体重心两次(先左后右)。第二次左脚并上。唱“跑步向前冲”时,右脚向右前方

跨一小步,重心在右脚上,同时右手右斜上举(手心向下,眼看右上方),左手向左

边伸(见图2)。唱“嗒嗒嗒嗒嗒嘀,嘀嘀嘀嗒嘀嗒”时,动作同第一段“嗒嗒嗒嗒

嗒嘀,嘀嘀嘀嗒嘀嗒”。唱“人民呀解放军”时,两手握枪,原地踏四步。唱“多呀

多威风”时,左脚向前跨一步,重心移到左脚上,右脚尖虚点地,同时两臂体前交

叉向上打开成两臂斜上举(手心相对),头仰起。

图1             图2

提示:

歌曲反映了小朋友学做解放军的情景,歌词生动形象, 拍强弱交替鲜明,

要唱好附点音符和切分音,咬字要结实,唱得雄壮有力。“嗒嗒嗒嗒嗒嘀”是军号

声,训练学生咬字时舌尖要灵活,吐“嘀”“嗒”二字时,口形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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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是一个小小兵

1.活动《齐步走》。
学生在参与表演中感知进行曲进行步伐的特点。复习二分音符、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节奏,感受速度的变化。

2.唱歌《小骑兵之歌》。
这首歌曲对一年级的学生来说,稍显困难,老师可采用师生接唱的形式来降

低难度。在学唱时,老师可让学生反复听范唱,可用打击乐器双响筒模仿马蹄声

为歌曲伴奏,也可让部分同学唱歌,另一部分同学伴奏。歌曲中跨小节的三拍节

奏 要注意唱满时值,休止符休止得干净利落。

3.欣赏《我是人民的小骑兵》。
(1)应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用图片或简笔画展现草原的景色,感知音

乐的情绪,结合欣赏,感知音乐不同段落速度的变化,可启发学生用线条表现出

来。同时让学生感知乐曲的不同力度变化,如渐强、渐弱,尤其是乐曲结尾处的

力度变化,培养学生专注聆听音乐的习惯。
(2)要注意引导学生动静结合,主动欣赏音乐,可用动作模仿骑马,可用打击

乐器表现马蹄声强弱变化,或用跳音表现力度变化。
(3)让学生感知木琴及手风琴的音色,可出示相关乐器图,但不必细讲,在以

后的教学中会学习到。

四、课例

唱歌课《学做解放军》

(一)教学内容

唱歌活动课《学做解放军》。

(二)教学目标

1.用饱满有力的声音演唱歌曲《学做解放军》,启发学生体会富有儿童情趣

的音乐形象。

2.初步感受附点八分音符和切分音的效果,能够用打击乐器大鼓和小鼓为

歌曲《学做解放军》即兴伴奏,感受进行曲铿锵有力的节奏。

(三)教学重点

学会用坚定有力的声音和饱满的热情表达歌曲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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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难点

指导学生感受、唱准歌曲中的切分音和附点八分音符,引导学生自编歌

表演。

(五)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钢琴,大鼓,小鼓等。

(六)教学课时

1课时。

(七)教学过程

1.情境导入

  (1)听《学做解放军》的旋律,学生踏步走进教室。
(2)师生问好。

2.导学铺垫

老师:快乐的40分钟又到了,请小朋友看屏幕。(展示课件)
老师:刚才小朋友从画面上看见了什么?
学生:……
老师:当解放军叔叔集合的时候,或是在战场上发起进攻冲锋的时候,小朋

友想一想,我们会听见什么声音?
学生:军号、呐喊……
老师:下面我们一起来模仿军号的声音好吗?

①发声练习。
 

 

要求:声音饱满、结实,有弹性。

②学做解放军。
老师:小朋友的军号吹得真好听。那么小朋友来学一学解放军叔叔是怎样

进行操练的,比比看谁模仿得最像。
(老师弹奏《学做解放军》的旋律,学生律动)
(设计意图:体验歌曲,能够自然做出体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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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导学生

老师:好! 小朋友们的动作真神气,个个都像小解放军战士,我们今天要学

的歌曲就是《学做解放军》。
(1)老师范唱。
老师:现在老师也想加入到学做解放军的队伍中,请同学们听一听,这首歌

曲体现了解放军叔叔的一种怎样的精神风貌?
学生:威武、雄壮……
(2)节奏练习。
老师:现在请同学们随老师一起模仿解放军叔叔操练时的脚步声。我们来

看一看,哪位同学模仿得最棒。

①老师拍击歌曲旋律的节奏,学生模仿拍击。

②老师弹奏歌曲旋律,学生模仿拍击节奏。
老师:小手小手多可爱,让我们跟着旋律动起来。

③老师弹奏全曲,学生随旋律拍击节奏。
老师:孩子们,模仿得真不错。现在我们把难度加大,我弹旋律,请你们按节

奏拍手为歌曲伴奏。
要求:声音由弱到强。
(设计意图:感受歌曲中力度,速度的变化)
(3)旋律体验。

①老师弹琴并范唱歌谱。(首先两个小节一句,然后四个小节一句)

②以接龙的形式演唱。
老师:现在我们一起来学唱旋律,看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图标了吗? 我们一起

来合作演唱旋律。
(4)歌词朗读。

①按节奏朗读。
老师:同学们刚才唱得可真不错,老师感受你们的威武与自豪了。现在我们

一起用语言,将你的自豪与威武传递给大家吧! 红色字体的老师读,黑色字体的

同学们读。

②学生朗读整首歌词。(老师同时按旋律节奏用舞板伴奏)
(设计意图:能够用自豪的声音有节奏、有表情地朗读歌词)
(5)随琴模唱歌词。

①首先老师弹奏两个小节旋律,学生唱词;然后教师弹奏一个乐句(四个小

节),学生唱词(强调切分音和附点八分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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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随音乐模唱整首歌曲。
(6)演唱整首歌曲。
老师: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完整地演唱歌曲。在演唱时,我们要像解放军叔

叔那样精神抖擞,情绪饱满。
老师来看一看哪一组同学表演得最精彩。
(设计意图:能够用正确的姿势,有表情地参与齐唱)

4.创编表演

(1)分小组模仿解放军叔叔的动作(踏步、敬礼、握枪等),看谁模仿的最像。
(评价方式:互评、师评。评价重点:一是模仿解放军神气、自豪的精神面貌;

二是律动的韵律感)
(设计意图:激发学生的艺术表演热情,能够与人合作;能够正确地评价自己

与他人)
(2)用打击乐来表演。
老师:同学们想一想,我们学习过的一些打击乐器中,哪些打击乐器最能表

现威武、雄壮的气势?
学生:大鼓、锣、小鼓……
老师:现在,我将邀请几位同学用大鼓和小鼓对歌曲进行伴奏,其他的同学

请你们声情并茂地演唱歌曲,让我们一起上演《学做解放军》的音乐会。

5.小结

在这一节课里,同学们感受和体验到了解放军的勇敢与可敬。希望同学们

努力学习科学文化,长大后像解放军叔叔一样,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阳露)

五、补充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样诞生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于1927年8月1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称中国工农

红军,抗日战争时期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新四军,从国共内战时

期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紧密依靠基层民众,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国

共内战,历经艰难曲折,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与拥护。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抵御外来侵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维护国家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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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在加强自身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

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巩固国防、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的坚实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1927年秋至1928年

春,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和湖北东部

等地区的起义。这些地区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当时叫中国工农革命军,1928
年5月以后,陆续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

1937年7月7日爆发抗日战争,8月25日红军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11日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活动在江

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

起来,10月2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45年,同盟国中国战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批下七道

抗日反攻命令,并在其中第四道命令中首次提出“人民解放军”一词。中国抗日

战争胜利后,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关内各解放区部队大批进入东北地

区,10月31日和东北抗日联军等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14日,东北

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1946年,中国爆发国共内战,解放区各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

军等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经过数年的国共内战,推翻了国民政府的统治。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

士
 

兵
 

小
 

唱
 

 
行进速度

臧云飞
 

词曲

 



第
四
单
元
 
学
做
解
放
军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