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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总览本期教学,除采用了前四册中已有唱歌、歌表演、编创活动、欣赏等教学

方式外,还增加了小小音乐剧、音乐小品这两种教学形式。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本学期的学期音乐会采用了分项目表演、竞赛的形式

进行,并分为四个板块:“歌曲竞唱”“知识竞答”“才艺竞演”“评比栏”。因为刚刚

开始器乐学习,所以此项内容本期不进行检测。

(二)内容结构

二、教学建议

本单元教学建议用两课时完成。第1课时完成“歌曲竞唱”与“知识竞答”两
个内容,第2课时完成“才艺竞演”。

(一)歌曲竞唱

本学期共学习歌曲13首。“歌曲竞唱”的目的是检测、复习本学期所学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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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在教学中老师可采用“拉歌”的游戏形式进行。让学生自由组合成几个小

组,老师给小组都编上序号,然后播放歌曲伴奏,由第一小组的同学开始演唱,唱
完后进行评议。评议内容包括:歌词是否正确,演唱是否表现了歌曲的情绪,演
唱的声音是否自然、好听。然后按照小组的编号依次进行,不会唱的同学可请其

他小组同学帮忙,但不会唱一首歌曲扣一分,唱对一首歌曲加一分,最后评出优

胜小组。老师则根据学生在演唱中的表现给出学生等级分。
(二)知识竞答

本学期对于音符及常用音乐记号的认识较集中,所以“知识竞答”的目的就

在于复习、检测本学期所学的音乐知识及相关的音乐文化知识。采用了抽题解

答的形式,以下四套知识题供老师选用。

第一套题:

1.你认识这些音符与音乐记号吗? 请说出它们的名字吧! (共4分)

    
2.请用自制打击乐器为音乐伴奏。(共4分)
3.请讲述一位音乐家的故事。(共2分)

第二套题:

1.你认识这些音符与音乐记号吗? 请说出它们的名字吧! (共4分)
      mf
2.请用自制打击乐器为音乐伴奏。(共4分)
3.请为同学们介绍一种乐器。(共2分)

第三套题:

1.你认识这些音符与音乐记号吗? 请说出它们的名字吧! (共4分)

    mp
2.请用自制打击乐器为音乐伴奏。(共4分)
3.你能讲述黄葛树的故事吗? (共2分)

第四套题:

1.你认识这些符号吗? 请说出它们的名字吧! (共4分)

    
2.请用自制打击乐器为音乐伴奏。(共4分)
3.请你讲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共2分)
老师在活动时,可将题制作成卡片,由每一小组的同学抽题解答。对于自制

打击乐器为音乐伴奏的评价,主要以是否符合歌曲情绪、节奏是否正确为标准。
老师可任选一首本学期学过的歌曲让学生进行伴奏。每套题的第三小题都涉及

相关音乐文化知识,要求学生讲述清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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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艺竞演

“才艺竞演”的目的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展示编创能力的舞台。在第一节课结

束时,老师可让学生了解下一节课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自由地排练,
然后进行表演。本学期有《龟兔赛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供学生选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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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教材选唱歌曲与选听曲目的分析、介绍

一、选唱歌曲

(一)《老鸟小鸟》

这是作曲家瞿希贤创作的一首优秀儿童歌曲。歌曲用简洁朴实的语言表达

了一个真理:爱不是索取,而应该是奉献,爱是相互的。歌曲通过老鸟和小鸟的故

事,赞扬了亲情的伟大,教育同学们要懂得感恩,学会回报。歌曲为 拍、大调式,

旋律简洁流畅,词曲贴切,朗朗上口,富有童趣。

(二)《侗家儿童多快乐》

这是一首欢快、活泼、充满童趣的儿童歌曲。歌曲为 拍,五声羽调式,二段体结

构。歌曲第一乐段为前面齐唱部分,第二乐段是从合唱部分开始到结束。歌曲节奏轻

快、活泼,旋律简洁、流畅,尤其是中间合唱部分,高声部用舒展的二分音符节奏把时值

拉开,低声部反复运用较密集的节奏“ ”与高声

部相互呼应、填充。歌曲表现了侗族儿童在祖国大家庭里幸福生活的愉快心情

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三)《老爷爷赶鹅》

《老爷爷赶鹅》是一首罗马尼亚童声合唱曲。歌曲活泼、风趣。生动的语言,

活泼、流畅的旋律,刻画出一个乐观豁达、对生活充满热爱的老爷爷形象。这首

歌曲为大调式,二段体结构。两个声部采用卡农式轮唱,此起彼伏、相互呼应,表

现出欢快、活泼的情绪和对生活充满热爱的感情。

(四)《快乐到你家》

这是一首 拍,五声羽调式,二段体的儿童歌曲。歌曲第1~16小节的第一

拍为第一乐段,后面为第二乐段。歌曲表达了和谐、快乐、温暖的主题,让快乐到

万家,人人都快乐、幸福,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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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听曲目

(一)《拨弦波尔卡》(弦乐合奏)

这是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与其弟约瑟夫·施特劳斯

(1827—1870)合作于1869年的弦乐合奏曲。同年6月24日在俄国帕夫罗夫斯克

首次演出。作者原想在本曲配器中使用圆号,但约瑟夫·施特劳斯主张单用拨

弦,于是乐曲最终采用弦乐合奏的形式。

乐曲为三部曲式,自始至终采用弦乐拨奏,并加入三角铁或钟琴作为陪衬。

这是中板的“法国风格的波尔卡”,4小节序奏后出现主题,变化多端的音响处理

和弦乐拨奏的特殊效果,使乐曲显得更为清新明朗。

经过柔和的对比性中间部,乐曲在再现第一主题的轻快情绪中结束。

(二)《送别》(童声合唱)

《送别》选用的是美国作曲家约翰·P.奥德威《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由李

叔同填词改编而成。歌曲为 拍,大调式,一段体结构,四个乐句以“起、承、转、

合”的手法抒发了内心的情怀。旋律优美流畅,词曲结合贴切自然,歌词通过“长

亭、古道、芳草、晚风、暮色、夕阳”,渲染离别场景,通过“天涯”“地角”“知交”“零

落”“浊酒”等刻画了送别人的心境,勾起人们对往事的怀念以及离情别意。

附谱:

送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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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虎磨牙》(打击乐)

这是一首陕西民间打击乐。乐曲将锣、板、鼓、木鱼、钹、云锣等多种乐器的

不同音色巧妙组合,把山中之王老虎威风凛凛的神态与动态表现得惟妙惟肖。
乐曲首先以锣的喧嚣声制造了山风啸啸、松涛阵阵的背景,接着加入了板、鼓、木
鱼的击奏声,表现了老虎在山林中行走、奔跑、凝神等各种神态,最后各种打击乐

器再次奏起,锣鼓声、刮奏声、敲打声交织在一起,连续不断,展现了老虎抖动满

是斑纹的皮毛、磨牙、欢跃等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