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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丰 收 乐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劳动创造世界,也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每当喜获丰收的时候,人们总是

纵情地欢歌热舞,庆祝丰收的好年景,表达着丰收的喜悦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与

赞美。现将这一永恒的主题纳入教材,意义十分深刻。

在该主题设计中,以学生实践为中心,活动为手段,能力为重点,让学生在大

量的音乐活动中学习、创造。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演唱、演奏、聆听,感受音

乐风格与乐器音色,听辨音乐节奏,学习用欢快、有弹性的声音歌唱,参与音乐游

戏、歌表演等实践活动,使学生们在活动中尽情地感受音乐、体验音乐、表现音

乐、创造音乐。

(二)内容结构

丰
收
乐

—

—
秋
色
美

—

— 欣赏《溜溜歌》(齐唱)

— 葫芦丝吹奏

— 唱歌《秋天来到了》

—
采
金
秋

—
— 欣赏《秋收忙》(弹拨乐)

— 唱歌《大家都来采金秋》

(三)教学目标

1.通过唱歌、欣赏、器乐演奏、音乐游戏、音乐编创活动等,感受金秋时节的

丰收喜悦。

2.学习用自然、愉快、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

3.认识并掌握好十六分音符及其时值;认识并掌握好顿音技法及唱法;认

识并了解 拍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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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步学习乐器葫芦丝的演奏姿势,以及“”“”“”三个音的指法和吹奏

方法。

5.在欣赏乐曲中能感受并分辨“三弦”这种弹拨乐器的音色特点及乐曲的

基本结构和情绪变化。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溜溜歌》(齐唱)

《溜溜歌》是一首羽调式歌曲, 拍,二段式结构。歌曲生活气息浓厚,具有

浓郁的四川风格。歌词生动简练,形象鲜明,运用衬词 “溜溜”描绘了一幅五彩

秋色的丰收美景。全曲节奏活泼,旋律欢快,衬词、同音反复、下滑音及大跳的运

用给歌曲风格增色不少。第一乐段的四个乐句节奏相同,但采用的同音反复和

模进手法,又使曲调极富情趣。第二乐段的前两句运用了两个切分“ ”扩

宽了节奏,与前后形成了对比,第三乐句通过衬词“溜溜”、同音反复和下滑音的

演唱,及最后结束乐句的大跳,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农民丰收时的喜悦心情。

该曲曾于1994年获国家教委、中国音协、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

五个单位共同主办的“全国少儿歌曲新作评选”一等奖,并为全国数十家音乐期

刊、报纸转载。

戢祖义(1960— ) 四川开江人。国家二级作曲。创作歌曲六百余首,二十

余首歌曲获国家级奖励,二十余首获省级奖励;出版有《戢祖义歌曲选》。

附谱:

溜 溜 歌
(齐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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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唱歌《秋天来到了》

这首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五声羽调式, 拍,多乐句的乐段结构。歌

词简洁生动,旋律欢快跳跃,节奏紧凑活泼,歌曲形象十分鲜明,表现了秋末一派

丰收的景象和人们获得丰收时喜悦的心情。歌曲中顿音、衬词的运用,首尾节奏

紧缩与中间第三乐句用衬词演唱拉开了的节奏,形成了较强烈的对比,都对歌曲

情绪的表达和音乐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三)欣赏《秋收忙》(弹拨乐)

《秋收忙》是一首弹拨乐合奏曲,它以北方曲艺音乐为素材创作,旋律简洁明

快,结构紧凑严谨。乐曲由“引子+A+B+A'”构成。
第一部分(A)为快板:

节奏欢快并通过乐句的重复与模进,表现了农村秋收时节人们忙碌劳作的

场面。
第二部分(B)为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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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奏乐器———三弦的特性音色和演奏技巧的润饰,不仅赋予旋律浓郁的

韵味,同时也准确地塑造了北方农民朴实、憨厚的音乐形象,抒发了人们对丰收、
对生活的深情赞美。

第三部分(A')又回到快板,是第一部主题的变化发展,轻快跳跃的节奏的重复与

模进,使旋律更加丰富,情绪更为火热,生动地展现了秋收时节欢快而热烈的气氛和

农民丰收的喜悦之情。
弹拨乐 弹拨乐器合奏。弹拨乐器是指用手指弹奏,用拨子拨奏的弦乐器。

如琵琶、柳琴、阮、月琴、三弦、筝、冬不拉、古琴、伽倻琴等。弹拨乐器的音色清

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跃的旋律,节奏表现力很强,是民族器乐的重要组成

部分。

附谱:

秋 收 忙
(弹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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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唱歌《大家都来采金秋》

这首歌曲根据四川民歌音调创作而成,它以形象而口语化的歌词,活泼跳跃

的节奏,欢快流畅的旋律,表现了农家少年在丰收时节“采金秋”的动人情景和热

爱劳动的欢快心情。歌曲为 拍,五声羽调式,一段体,由六个乐句组成。前四

个乐句具有起、承、转、合的特点。第二乐句完全重复第一乐句,都结束在主音

上;第三乐句旋律由低向高进行到不稳定的下属音上;第四乐句则由高向低环绕

进行到主音;第五乐句巧妙地运用了锣鼓节奏和象声词,增添了欢快活泼的气

氛,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前后形成了对比,推动了乐思的发展;第六乐句在完全

重复第四乐句后结束,使歌曲得到了和谐统一。歌曲音乐旋律质朴清新,多一字

一音。部分小节附点节奏的运用和衬词的衬托配合,使音乐形象更加鲜明生动。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3~4课时完成。
这一板块里面,共安排了三个教学内容:欣赏《溜溜歌》、葫芦丝吹奏、唱歌

《秋天来到了》。结合这三个教学内容学习音乐知识“十六分音符”和“顿音记

号”。

(一)秋色美

1.欣赏《溜溜歌》。
可采用初听、复听等方式进行学习。
(1)初听。首先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导入,如秋天来了,田野一片金黄,红

叶、黄叶在空中飞舞,金色桂花送来阵阵清香,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秋

天是喜悦的,秋天是多彩的,为什么呢? 听听《溜溜歌》你们就知道了。
(2)提问。歌曲中都唱了些什么? 有哪些果实成熟了,丰收了? 这些果实是

什么颜色的? 歌曲的情绪是怎样的?

(3)复听。请同学们边听边拍歌曲前8小节节奏“ ……”,

引出十六分音符的学习,并完成书上“创创做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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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让小朋友说一说金秋时节,还知道哪些庄稼或瓜果成熟了,是什么颜色

的,为完成“创创做做(1)”编创歌词做准备。

2.葫芦丝吹奏练习。
本学期开始进入葫芦丝的吹奏学习,采用随单元内容循序渐进逐步进入的

形式。
(1)在学吹前,首先让学生认识葫芦丝,听听葫芦丝的音色,老师可选一首用

葫芦丝吹奏的乐曲或老师自己吹奏一首简单的乐曲让学生感受。
(2)简单介绍葫芦丝基本结构及基本演奏姿势,让学生仔细观察书上的演奏图。
(3)让学生学习“”“”“”三个音的指法并练一练。

(4)引导学生吹奏“ ”,在吹奏时,提

示学生要均匀用气,不要过猛,手指指腹按孔时要严实不留空隙。
(5)在老师指导下,完成书上的吹奏练习。

3.唱歌《秋天来到了》。
(1)可采用多种方法朗诵歌词,让学生说说秋天的景色,使学生对歌曲内容

有较深的理解。
(2)在唱歌教学中要注意以下几点:①学习用轻快、有弹性的声音歌唱,认识

顿音记号,可用提问法引导学生感受丰收的喜悦,感受农民伯伯发自内心的笑

声,并模仿笑声进行发声训练,唱好顿音。②把握歌曲欢快喜悦的情绪。③歌曲

中十六分音符与歌词对应如“ ”,要 注 意

音准。
(3)在学唱《秋天来到了》后,安排一个“创创做做”。这里有一个音乐接龙的

活动“把丰收的锣鼓敲起来”,这个音乐活动应与唱歌《秋天来到了》的教学内容

结合起来。可先分组进行,然后全班参加竞赛,可举行一轮或多轮竞赛。音乐接

龙的第1小节必须重复前一乐句的第2小节,编创下一小节节奏,前面已出现的

锣鼓节奏不得相同,尽量把学习的十六分音符用进去。接龙形式可多种多样,口
念锣鼓节奏或拍击锣鼓节奏或交替进行,在活动中复习巩固所学各种音符节奏,
同时为今后编创较长节奏做准备。

(二)采金秋

这一板块里面安排了一首欣赏《秋收忙》,一首唱歌《大家都来采金秋》和相

关的音乐知识 拍以及认识乐器“三弦”。

1.欣赏《秋收忙》。
这是一首弹拨乐合奏曲。在欣赏时可用整体欣赏———分段欣赏———再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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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的顺序进行。在欣赏时,首先让学生整体感知乐曲的情绪,引导学生从已有

的生活经验出发,展开想象。农忙时节,农民伯伯在割稻谷、摘棉花、收玉米……
会是怎样的劳动场面? 看着丰收的果实,心情怎样? 一是感受“三弦”独特的音

色特点,初步认识“三弦”这一乐器,可简单介绍一点弹拨乐常识。二是在分段欣

赏时,让学生感知速度有什么变化,说说速度变化让音乐情绪有什么改变。完成

课后“创创作作”,最后再整体欣赏。让学生说说,乐曲共分几部分,每部分速度

有什么变化,情绪有什么变化,主要使用什么乐器演奏,听了乐曲后你们的心情

怎样。总之引导学生较深入地感知音乐,欣赏音乐。

2.唱歌《大家都来采金秋》。
(1)《大家都来采金秋》是用四川民歌音调素材写成的,具有浓郁的四川民歌

风格。因此,在歌唱时,要注意其韵味。如第6、10小节的“哟”字都可唱成下滑

音,唱时随音势自然向下滑动,但要注意把握尺度,不然就唱得油腔滑调,反而破

坏了歌曲的风格与效果。第五句为锣鼓节奏,这条节奏十分有特色,要唱得富有

弹性。强弱分明,附点八分音符和八分休止符也要准确地表现出来。要对二声

部合唱和锣鼓节奏进行重点练习,注意配合。“不龙咚”为鼓。“不龙”即“咚”的
轻打,“七”代表小镲,“锵”代表锣。在念好节奏后,可用打击乐器伴奏。

(2)在《秋收忙》后,编入了“创创做做(2)”。这个“创创做做”的目的:一是复

习巩固前面所学的几种节奏型 ;二是学习

拍,了解 拍的含义和强弱规律;三是学习编创节奏。

“创创做做”的操作方法:摘下几个果子装入篮中,组成一条节奏,每小节内必须是

两拍,然后念节奏。
要求:①可采用分组竞赛的方式进行,组员依次参与。

②每位同学摘下的果子,必须是每小节两拍且至少有两小节可任意组合。

③每位同学要说出摘下的果子上的节奏型名称并把这条节奏念出来。
总之,本单元所要求学习、掌握、认识的音乐知识点较多,老师在组织课堂教

学时,要注意把音乐知识点和唱歌、欣赏、器乐吹奏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清哪些内

容是需要学生掌握的,哪些是需要了解的,哪些是需要感知的,在确立目标时一

定要明确,做到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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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秋色美》

(一)教学内容

1.欣赏歌曲《溜溜歌》。

2.练习教材中“创创做做”:“拍拍节奏”“把丰收的锣鼓敲起来”。

3.编创歌词,编创节奏。

(二)教学目标

1.通过音乐欣赏、演唱、体验等一系列音乐活动,让同学们体验秋天景色的

美及丰收季节给人们带来的喜悦心情。

2.能用四分音符节奏型、八分音符节奏型和十六分音符节奏型拍击节奏,
编创歌词,用音乐表现丰收的喜悦。

(三)教学重、难点

1.在音乐中感受秋天的美。

2.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编创歌词、节奏。

(四)教学准备

多媒体、钢琴、苹果节奏卡片、鼓。

(五)教学时间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活动一:丰收的秋天(通过感受、体验,完成欣赏)

1.视听结合感知秋色

秋天的图片出示,秋天风景图,引导学生感受金色秋天的美丽,描述自己看

到的秋天的特征。

2.欣赏《溜溜歌》

老师:秋天的果园和田野热闹极了,你们听……(播放歌曲《溜溜歌》,整体感

受歌曲的音乐情绪和内容)
(1)让学生说一说歌曲中都唱到了哪些成熟了的庄稼和瓜果,呈现什么

颜色。
(2)学习《溜溜歌》歌词,引导学生拍手并有节奏地朗诵前四乐句歌词。(为

后面的节奏学习做铺垫)
(3)再听歌曲,边听边律动。老师引导学生们在歌曲的伴奏下,用身体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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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丰收时农民喜悦的心情。
活动二:热闹的秋天(在体验、创造中表现丰收的喜悦)

1.节奏游戏“摘果子”

老师:唱着欢快的《溜溜歌》,我们来到了丰收的果园。果园里的果树结满了

果子,果农们已经忙不过来了,他们邀请我们大家一起去帮忙摘果子呢。
(1)要求学生将每个篮子装满有两个小节节奏型的果子,然后拍一拍。
(2)“摘果子”的同时,复习巩固四分音符节奏型、八分音符节奏型,引出十六

分音符节奏型。学生通过听、拍、模仿、感知,学习节奏。
(3)将以上节奏型组合,提炼出《溜溜歌》的节奏。
(4)再次播放歌曲《溜溜歌》,同学们跟着音乐,边拍手边轻声演唱歌曲前四

个乐句。

2.编创歌词(根据节奏,引导学生编创秋天的歌词)

老师:同学们,你们还知道秋天有哪些果实会成熟呢?
(1)编创歌词。
(2)跟着歌曲《溜溜歌》进行说唱,播放《溜溜歌》的旋律,引导学生把编创的

歌词加入歌曲进行演唱。

3.敲锣打鼓庆丰收

老师:果子丰收了,大家敲起丰收锣鼓一起庆祝咯!
(1)在音乐声中,同学们唱起《溜溜歌》,老师敲起鼓。
(2)锣鼓节奏接龙。出示“摘果子”的“节奏树”,用桌面或者凳子作鼓,学生

分组进行接龙游戏。老师可用节拍器伴奏,引导学生编创节奏。

4.结束

金色的秋天是美丽的,金色的秋天是丰收的,让我们共同唱出丰收的喜悦。
再次响起《溜溜歌》,学生可唱、可拍节奏、可身体律动,用音乐表现热闹的秋

天。(在《溜溜歌》的歌声中结束)
(彭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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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我赶着丰收的小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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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丰收的喜悦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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