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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游戏歌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游戏是儿童最喜爱的一种活动形式。音乐游戏是集音乐与游戏为一体的艺

术活动,是儿童游戏世界中一个充满欢笑、歌声与自我表演的快乐王国。它不仅

能给儿童带来欢乐,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还有助于儿童的各种潜能得到充分开

发,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本单元以音乐游戏为主线,设计了“有趣的游戏”
“大家都来做游戏”两个板块。在各种生动、活泼、有趣的音乐游戏中,感受不同

的节奏,体会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所塑造的形象,并能随音乐变化,用动作来表

达自己的感情。让学生在愉快的游戏中,做到主动学习音乐,在音乐的伴随和引

导下做游戏。

(二)内容结构

游
戏
歌

—

—

有
趣
的
游
戏

—
— 欣赏《司马光砸缸》(齐唱)

— 活动《丢卡片》

—

大
家
都
来
做
游
戏

—

— 唱歌《黄丝蚂蚂》

— 欣赏《蚂蚁》(二胡独奏)

— 律动《玩具进行曲》

— 欣赏《玩具兵进行曲》(管弦乐)

— 活动《跳房子》

— 活动《我和爸爸来对词》

(三)教学目标

1.仔细聆听《蚂蚁》和《玩具兵进行曲》,感受音乐所表现的形象,并能用动作

和表情大胆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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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与同学合作进行简单的动作编创和表演唱歌《黄丝蚂蚂》。

3.积极与老师同学合作,完成《丢卡片》《跳房子》《我和爸爸来对词》三个音

乐活动,在愉快的游戏中进行简单的节奏练习,熟悉“do、re、mi、fa、sol、la、si”七
个音的唱名和音高。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司马光砸缸》(齐唱)

歌曲《司马光砸缸》入选了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评选声乐作品大奖,它也

是近年来我国少儿歌曲创作推广活动中脱颖而出的一首好歌,颇受广大少年儿

童的青睐。在此之前,此歌已荣获“2006年全国少儿歌曲创作比赛”提名奖、
“2007年全国少儿歌曲创作比赛”金奖。

这是一首E大调, 拍,带再现的三段体歌曲。通过欢快的音乐和儿童化

的语言再现了《宋史》里家喻户晓的“司马光砸缸”的小故事,赞美了司马光的沉

着冷静、机智勇敢。
歌曲的第1~4小节为第一乐段,第5~15小节为第二乐段,第16~19小节

为第一乐段的再现,第20~25小节为第三乐段,第26~31小节为第一乐段的

再现。
歌曲的第一乐段由两个乐节构成,每个乐节两小节。两个乐节采用了完全

相同的节奏排列,节奏规整,第一乐段结束在主音“”上,给人以完全终止的感

觉。整首歌曲用齐唱的方式来表现,强调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主题。
歌曲的第二乐段为歌曲的主体部分,乐段由四个相似的乐句构成,每个乐句

两小节。用独唱的方式,清楚地讲述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歌曲的第三乐段由两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两小节。乐句采用了第二乐段

的乐思,在节奏上进行了变化,通过反复地吟唱来歌颂司马光遇事冷静机智的好

品质。
歌曲的第一乐段再现了两次,不断强调音乐主题,尤其是第二次的变化再

现,通过节奏的变化,把歌曲推向了高潮。音乐在无声中延续,增加了音乐推

动性。
整首歌曲情绪欢快、活泼,很清晰地讲述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突出了司马

光这个音乐人物的形象。歌曲通过模拟砸缸“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哐当”的
声音,更加突出了司马光的冷静与勇敢,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发展学生的想

象力。



22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二
年
级
上
册

  附谱:

司马光砸缸
(齐唱)

(二)唱歌《黄丝蚂蚂》

这是一首C徵调和F宫调相结合的调式歌曲, 拍,三段体。歌曲的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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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节为衬词念白,第5~12小节为第一乐段,第13~15小节为补充乐句,第16
~19小节为衬词念白,第20~28小节为第二乐段,第29~42小节为第一乐段的

变化再现段,以按节奏读歌词的形式呈现。
乐曲的第1~4小节为驱动前奏,采用了川剧锣鼓经的念白形成,增强了四

川童谣的趣味性。第一乐段由四个乐节构成,每个乐节两小节。旋律从“”开
始,第一乐节由“”“”“”三个音构成,鲜明地呈现出徵调式的调性色彩。第一、
二乐节采用了完全相同的节奏排列,节奏规整,基本采用了八分音符与四分音符

均匀排列的形式。第一乐段结束在徵音上,给人以完全终止的感觉。
第13~15小节为第一乐段的补充部分,运用了附点八分音符节奏,这种节

奏的变化增加了音乐的灵动性,给人一种旋律继续发展的感觉。第14~15小节

运用连音线延长主音,更加稳定了C徵的调性色彩。
乐曲第16~19小节为歌曲的间奏部分,同样采用了川剧锣鼓经的念白形

式,运用了连续的八分音符节奏,增强乐曲情绪。第二乐段由四个乐节构成,歌
词和第一乐段完全一样,第一乐节由“”“”“”三个音构成,从开始的C徵调转

为F宫调式,第一乐节和第三乐节完全相同,连续运用八分节奏排列。第二乐节

和第四乐节为相似乐节,只是在结束音上节奏稍有变化。旋律运用了八分音符

节奏和附点八分音符节奏,暂时打破八分音符的排列规律,用节奏的变化增加音

乐的趣味性和推动性。第四乐句(第27小节)最后运用连音线将“”音延长,稳
定了宫调性色彩。

歌曲的第三段,乐句采用了第一乐段的乐思,在节奏上进行了变化,沿用八

分音符节奏和四分音符节奏的组合,巧妙地用节奏接唱,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小蚂

蚁神气十足的音乐形象。
整首歌曲为中速,情绪欢快活泼,用拟人的手法呈现出一群生动可爱的黄丝

蚂蚂形象,非常有童趣。体现了孩子们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三)欣赏《蚂蚁》(二胡独奏)

此曲是重庆的二胡演奏家刘光宇于2001年3月创作的,采撷的是重庆地区

家喻户晓的童谣《黄丝蚂蚂》,并作器乐的发展。乐曲运用了变奏曲式,分为四个

部分,“灵”是核心,“动”是基础,“谑”是风格,“辣”是特征,力求一气呵成。从自

由拨弦预示蚂蚁探头探脑地出场,到大跳弓法表现它们怡然自得的舞蹈;从连续

顿弓引出蚂蚁们列队集结,到弓敲击琴筒模仿儿童们鼓掌嬉戏的情景;从一声令

下“愚公移山”的不回头,到万众一心、此起彼伏的号子声,均力图通过对蚂蚁的

描写,来折射一种品质:团结协作、锲而不舍,进而达到一滴水珠看世界、小小蚂

蚁见精神的目的。
作品荣获2001年文化部“蒲公英奖”音乐作品评比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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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蚂 蚁
(二胡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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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动《玩具进行曲》

《玩具进行曲》是一首 拍、大调式的日本童谣。此曲是由四个乐句构成的

一段体,曲调方正流畅、生动活泼、富有情趣。歌曲的第一、三乐句旋律相同;第
二、四乐句采用了变化重复的手法,生动地表现了木偶玩具在行进时惹人欢喜和

滑稽可笑的神态。歌曲大多运用了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四分休止符的节奏形

式,简单易懂。歌曲活泼、亲切、自然,主题明显、旋律突出,具有进行曲风格,音
域只有九度,歌词活动又富有童趣,非常适合儿童演唱和表演。

(五)欣赏《玩具兵进行曲》(管弦乐)

很多作曲家都写过以玩具兵为题材的儿童乐曲,例如皮埃尔的《玩具兵进行

曲》、伊格鲁里的《玩具兵阅兵式》、柴可夫斯基为舞剧《胡桃夹子》写的《玩具兵小

进行曲》、波埃鲁涅的《玩具兵》等,德国作曲家莱昂·耶塞尔写的《玩具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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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

莱昂·耶塞尔于1871年出生。《玩具兵进行曲》这支曲子据说是作曲家回

忆小时候的一个甜蜜的梦,用梦境里的故事写成。

内容是这样的,晚上,小主人睡觉了,玩具兵们一个个从玩具箱里偷偷地爬

了出来。他们先排成整齐的队伍游行,后来又打闹嬉戏……当天刚蒙蒙亮的时

候,小主人醒了,玩具兵们惊慌地逃回玩具箱子里。小主人起床,打开箱子一看,

玩具们东倒西歪地躺在里面,他恍然大悟:原来刚才是一场美丽的梦。

这支乐曲用三部曲式写成, 拍,C大调。前面有个短小的引子,描写玩具兵

正以小喇叭和大、小军鼓为前导开始游行,里面加有木琴和木鱼声,那叮叮当当的

声响增加了儿童的乐趣:

第一部分是个单二部曲式,它有一个主题和一个副题,曲调明朗活泼,虽然

曲调很简单,但是由于作曲家运用了一些适合儿童欣赏的配器手法,使乐曲在音

色变化上很有新奇感。
(A段主题)

(A段副题)

第一段奏完之后,大鼓“嗵”的一声,低音号用固定音型演奏小过门,接乐曲

的中段转到近关系调F大调上。这也是个单二部曲式,曲调清新,是由小提琴来

演奏的。反复的时候,圆号加入,演奏对位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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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段主题由低音号、长号演奏,显得雄壮而有气势,小号在里面演奏对位

旋律:

反复时,加进了短笛、木琴、小钟琴,显得活泼风趣。
然后是第一部分再现,接尾声。在尾声里,作曲家用半音阶快速下行滑音,

把玩具兵发现小主人醒了,惊慌失措地迅速逃回到箱子里的动作描绘得十分生

动、逼真。乐曲最后用一个长音结束。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3~4课时完成。

(一)有趣的游戏

1.欣赏《司马光砸缸》,让学生了解歌曲创作背景,并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十

六分音符和八分音符组成的节奏型,并能跟着唱一唱、拍一拍。也可启发学生根

据歌词的描述做动作,或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但要强调合上音乐的节奏。

2.音乐游戏《丢卡片》是用《丢手绢,找朋友》作为背景音乐,结合音乐安排的

一个游戏。通过活动使学生既巩固了节奏这一知识点,又进行了生动有趣的游

戏活动。
玩法:小朋友大圈围坐,随《丢手绢,找朋友》的音乐拍手,请一位小朋友做丢

卡片人,随音乐在外圈跑动,趁其他人不注意时,丢在一位小朋友身后,然后快速

离开,跑到有空位的地方坐下。被丢卡片的小朋友如果及时发现,就拿着卡片去

追赶,若追上,就由丢卡片人读出卡片上的节奏;若没追上,就由被丢卡片人读出

卡片上的节奏。之后,读节奏的小朋友又成为新的丢卡片人,游戏继续进行。
规则:小朋友不能回头看身后,只有丢卡片人经过身边,才能回头看。丢卡

片人如果已坐在位置上,被丢卡片人就不能再追了。

(二)大家都来做游戏

1.《黄丝蚂蚂》是一首充满童趣的儿童歌曲。在学唱时,可启发学生说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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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蚂蚁的观察,如设问:你见过蚂蚁吗? 你知道蚂蚁生活在什么地方? 小小蚂

蚁为什么能搬动比它大得多的东西? 我们应该向蚂蚁学习什么? ……在学唱歌

曲时,要注意歌曲中不同速度的对比。学会此歌后,可用方言演唱,并巧妙运用

间奏中的川剧锣鼓的节奏念白或用打击乐器伴奏烘托歌曲的情绪,体会四川童

谣的风格特点。

2.二胡独奏曲《蚂蚁》可结合歌曲欣赏,让学生初步感受二胡的音色所表现

的音乐形象及乐曲中浓郁的地方特色音调。

3.律动《玩具进行曲》。首先让学生感受整首歌曲的情绪、节奏,并学唱歌

曲。在音乐中,老师可根据歌词大意启发学生自由编创动作,然后老师可综合大

家的意见,编排出动作让学生进行表演,特别要注意让学生感受进行曲的节奏。

4.欣赏《玩具兵进行曲》。首先要让学生多听全曲,并结合教材中的插图,感
受乐曲雄壮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节奏,启发学生大胆想象,并把自己的想

象用动作表现出来。也可用生动的故事情节导入,帮助学生理解乐曲大意,让学

生在情节发展中去模仿、表现各种玩具兵的神态。有条件的学校可做一些面具

供学生使用。

5.音乐活动《我和爸爸来对词》《跳房子》,两个活动可以进行组合衔接,达到

节奏练习的目的。

房子图

(1)音乐游戏《跳房子》。

玩法:

①在场地上画个大“房子图”。

②同学们在“房子”两侧站好,老师在“房顶”上站

着(见房子图)。

③老师可选择几个同学演唱此歌。学生站在“房
子”前,“”跳单脚,“”跳双脚,这叫“单跳双落”。在齐

唱的歌声中,学生从“”跳到“”,再从“”跳回“”。如

果学生跳的速度跟不上音乐的节奏,就算失败,须停止

游戏。

④最后两小节,大家鼓掌互表祝贺。

提示:可以多画几幢“房子”,让学生分组同时进行游戏。
(2)节奏游戏《我和爸爸来对词》。

玩法:可由老师扮成爸爸,跟着节奏说出上句,小朋友模仿老师的节奏说出

下句。老师走到谁面前,谁就接下句,看谁接得又快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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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例

音乐游戏课《跳房子》《我和老师来对词》

(一)教学目标

1.能与老师、同学合作完成《我和老师来对词》游戏,感受八分、四分音符等

节奏,以及用不同声音力度感受对词的奇妙和愉悦。

2.在《跳房子》游戏活动中,能熟练掌握七个固定音高唱名,并能随琴模唱。

3.能用自然圆润的声音演唱并表演《跳房子》。

(二)教学重点

熟练掌握七个固定音高的唱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游戏活动。

(三)教学难点

教会学生用正确的方法、按固定的节奏完成游戏《我和老师一起来对词》。

(四)教学过程

1.课前活动

老师:很高兴能与小朋友们一起走进音乐的课堂,现在让我们来打个招呼。

老师:

学生用相同的节奏回应。

老师:再听听老师声音有什么变化? 你们也来模仿。

老师: (声音轻、力度弱)

老师:再让我们来相互了解一下,老师先说说我喜欢的食物和游戏,接着你

们举手起来告诉大家你所喜爱的食物和游戏。

老师: 学生:(略)。

老师: 你们呢?

2.《我和老师来对词》游戏

老师:现在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游戏,这个游戏我把它命名为《我和老师来对

词》《爬楼贴名称》。分两组进行比赛,爬到顶楼时看谁贴得多。怎么样才有获得

贴名称的资格和得到笑脸呢? 就是在与老师对词的游戏中,哪个同学正确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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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本组就获得一张笑脸,最后以本组同学得到的笑脸总和定胜负。

(1)与老师用相同节奏对词。

①老师:

学生:(略)

②老师:

学生:(略)

③老师:

学生:(略)

(2)用与老师相同的节奏、相反的力度对词,老师的声音强,学生的就弱,老

师的声音弱,学生的就强。

①老师:

学生:(略)

②老师:

学生:(略)

③老师:

学生:(略)

(3)用你喜欢的节奏,与老师相反的速度对词。

①老师(慢):

学生:(略)

②老师(快):

学生:(略)

(4)大家一起来对词,多媒体出示所有对词,一个学生说,全班一起对(手拍

节奏)。也可用一组同学说,另一组对,老师说,学生一起对等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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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跳房子》游戏

老师:经过同学们共同努力,我们把第1~8楼的名称都贴好了,现在让我们

按照从上往下走的顺序,把七层楼的音符唱一唱。
(1)唱音阶。

轻声哼唱,注意节奏和音准,听琴跟唱。
(2)学唱歌曲。

老师:你们想玩跳房子游戏吗? 我用歌声问,你们用歌声答。

①教师示范演唱一次,让学生知道怎么回答。

②师生问答演唱。(学生演唱声音轻,注意音准和节奏)

③师生问答演唱。(处理歌曲情绪,表现歌曲)

老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跳房子。请听游戏规则:歌声完后,我说预备跳,
(问:第几层?)再在琴上弹出那个音,看谁听得最认真,唱得最准确,学生站起来

唱出那一层的名称。(注意音准,学生唱不准时,再弹一次,提醒学生注意听琴

声)

④听琴唱出音符。

老师:撤掉唱名,请学生单独来演唱,把上、下行音阶连着唱完,其他学生和

老师一起唱问句。(提醒学生听琴声、唱准确)

老师:唱好了让我们用歌声赞美他。

⑤老师示范演唱最后一乐句,学生跟唱。(歌声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赞美,注
意演唱结束句的美感)

老师:游戏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把这首歌曲表演唱一次。

⑥分两组分角色表演唱《跳房子》歌曲。

4.小结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玩了《我和老师来对词》和《跳房子》游戏,在活动中感受

了音乐的魅力,同时也更加熟悉了七个小音符的名称。在音乐的王国里,还有许

多的知识等着我们去学习,还有许多美妙的乐曲等着我们去聆听、去感受,小朋

友,努力吧,在《跳房子》的音乐中,学生走出教室。

罗武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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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一滴水珠看世界 小小蚂蚁见精神

———二胡独奏曲《蚂蚁》的创作感想

(一)

重庆地处山区,两江环拥,爬坡上坎。由于气候潮湿和体力需要,重庆人喜

欢吃辣,“辣”成了文艺创作千百年不变的主题,也是形成重庆文化特征和人格魅

力的重要元素。山城人崇尚刚勇坚毅、热情重义、精诚团结、乐观好学,即使在新

的时代,重庆与世界的对话仍以此为媒介。在历史的进程中与现实的舞台上,火

辣的音乐是先锋。而巴人二胡要咏叹出更具浓郁地域特色的乡音,这既是时代

的呼唤,也是大众的需求,更是我多年来的向往与追求。然而,切入点在哪里呢?

记得儿时,常在地上逗玩蚂蚁,神情是那么专注,嘴里还津津有味地唱着童

谣《黄丝蚂蚂》的音调。蚂蚁前呼后拥、浩浩荡荡的画面和齐心协力、百折不回的

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人生的精神借鉴。

一滴水珠看世界,小小蚂蚁见精神。当一种事物按照由小到大、由弱渐强、

由慢转快、由低向高的逻辑发展的时候,当一个目标的攻克需要团结协作、持之

以恒、超能量发挥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蚂蚁。于是,那些吃过“麻辣烫”的小家伙

们,就抖擞着精神,高唱着战歌,千姿百态地爬了出来,爬上了我的指头和琴弦。

(二)

《蚂蚁》是首小品,属现实题材类,主人翁的灵动、敏巧和它们劳作时举起数

倍于己的物体的动画般形象,决定了音乐的体裁和长短。乐曲运用变奏曲式,分

散板、行板、快板、广板四个部分,首尾的呼应使整个作品保持结构的平衡对称。

音乐采撷的素材是重庆地区家喻户晓的童谣《黄丝蚂蚂》里仅有的三个音:“”

“”“”,同时融入川剧、花灯、号子等因素。突出“灵”是基础、“动”是核心、“谑”

是风格、“辣”是特征的主导思想,力求一气呵成。为了使过分口语化、儿童化的

主题动机旋律化、形象化、深刻化、器乐化,笔者尽可能调动丰富的二胡表现手

段:从自由拨弦预示蚂蚁探头探脑地出场,到大跳弓法表现它们怡然自得的舞

蹈;从连续顿弓引导蚂蚁们列队集结,到弓敲击琴筒模仿儿童们鼓掌嬉戏;从一

声令下“愚公移山”的不回头,到万众一心、此起彼伏的号子声;从创造二胡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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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到借鉴小提琴的演奏法;从音符密集的收缩,到泛音匀称的宽敞;从素描似

的写生,到交响化的倾向;从幽默到热情,从慢到快,包括遵循的变奏法则(即对

主题材料的加工改造达十六次);它还运用了转调手段,这四分钟乐曲转调达十

次。极尽全能使两根弦、一张弓的表现更具时代感和可听性。
(三)

自2001年5月,《蚂蚁》一曲在香港首演,至今已在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

上演近百场。重庆听众尤其喜爱。乐曲对于儿童是卡通,对于青年是时装,对于

中年是回忆,对于老者是还童的谑趣。我想这也许是满足了他们对豪放与爽快

的需求,体现了作品寓崇高于平凡的美学价值。许久以来,笔者一直在努力寻求

理论作曲与二胡实践的切合点,创作出既不失传统又具有新意,且雅俗共赏的作

品。时至今日依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轻易为之。《蚂蚁》只是一滴小小的

水珠,愿它能折射出重庆人的劳动热情和奋斗精神,愿听众以此了解重庆、热爱

重庆。

刘光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