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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江南水乡美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
首词,总是把人们的思绪牵到风景如画的江南。长江以南的江浙两省,自古就有

人间天堂之美誉,这里河湖交错,水网纵横,小桥流水,古镇小城,田园村舍,如诗

如画;古典园林,曲径回廊,魅力无穷;吴侬细语,江南丝竹,别有韵味。本单元以

“江南水乡美”为标题,引导学生感受水乡秀丽的风光和水乡人民的美好生活,激
发他们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本单元设计了唱歌、欣赏、编创活动等

教学内容,安排了两个板块。

1.“江南春色好”。
一提起江南,人们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茉莉花》,这首驰名中外的江南小调,旋

律优美,婉转动听,感情细腻,易唱易记,学生非常喜欢。
“如丝烟雨杨柳风,江南美景不胜收”,江南丝竹《江南好》重点让学生体会乐

曲风格,再结合了解的江南美景,加深感受。
《姑苏行》是一首笛子独奏曲,具有抒情、宁静的音乐风格,展现的是小桥流水

的画面,让学生尽情地去体会、去联想。

2.“水乡歌儿多”。
一首悠扬、甜美的小曲《水乡谣》让学生体会到不一样的意境:弯弯的小桥,小

小的乌篷船,古老的歌,水乡人的美……
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景就像一幅韵味十足的江南水墨画,使每个人魂牵

梦绕。波光粼粼的水巷,小船轻摇,绿影婆娑。返璞归真的游人会情不自禁地吟

诵元代名句:“吴树依依吴水流,吴中舟楫好夷游。”自小生长在水乡的孩子,个个

都会唱那首“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江南人特别懂得乐享生活,善于捕捉生活

里的各种乐趣。他们常常显得那么悠闲,那么从容,那么自在,喝茶、聊天、刺绣、
摇桨、制作桂花糕……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透着江南人独有的秀美。《姑苏水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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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向人们展现了这么一幅画面,表达了水乡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学生通过演唱扬州民歌《杨柳叶子青》,体会美好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欢快之

情。让学生陶醉于江南春色的美景中。

(二)内容结构

江
南
水
乡
美

—

—

江
南
春
色
好

—

— 唱歌《茉莉花》

— 欣赏《江南好》(江南丝竹)

— 欣赏《姑苏行》(笛子独奏)

—

水
乡
歌
儿
多

—

— 欣赏《水乡谣》(童声独唱)

— 欣赏《姑苏水巷》(苏州评弹)

— 唱歌《杨柳叶子青》

(三)教学目标

1.让学生在演唱中体验欢快的情绪,体会美好生活所带来的欢快之情。

2.通过欣赏,引导学生体会江南丝竹的风格特点。

3.培养学生演唱二声部合唱的能力。

4.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活

动,引导学生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和创造。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唱歌《茉莉花》

《茉莉花》原名为《鲜花调》,最早属于扬州的秧歌小调,后经扬州清曲历代艺

人的不断加工,逐渐演变成扬州清曲。它在江南一带流行、传播最广,最具代表

性。它旋律委婉、流畅,感情细腻。通过赞美茉莉花,含蓄地表现了淳朴柔美的

感情。

20世纪20年代,世界著名歌剧大师、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病中完成了歌剧

《图兰朵》的初稿。该剧以中国一位美丽冷酷的公主图兰朵的故事为背景,把《茉
莉花》曲调作为该剧的主要音乐素材之一,并将它改编成女声合唱,这样就使中国

民歌《茉莉花》的芳香,随风飘到了海外。1926年,《图兰朵》在意大利首演,取得了

极大成功。

(二)欣赏《江南好》(江南丝竹)

这首江南竹曲是由我国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瞿春泉所作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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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奏曲,由江南丝竹“八大曲”中的《欢乐歌》改编而成。整首乐曲清新婉转而又不

失明快的特性,抒发了作者对江南风光的喜爱,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祖国景色的

赞美之情。乐曲为民族宫调式,
  

拍;乐曲为多段体结构,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

分分别由三乐段主题旋律构成。
第一部分:
由清新明亮的竹笛缓缓地引入,自由的节奏、较慢的速度仿佛把听者引入景

色秀美的江南。

 

三个主题旋律流畅委婉,采用了小行板的速度,前松后紧的节奏,加上清脆的

板鼓、碰铃衬托,加花变奏,反映出江南人民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色,展现

出一幅江南鱼米之乡的富饶景象。
主题一:

 

主题一以二胡独奏出主题旋律,加上了弹拨乐组的伴奏,呈现出江南音乐所

特有的音乐特点,雅致、悠扬。
主题二:

 

在一个短小的弹拨乐主奏的过渡后,主题二以二胡齐奏的形式奏出旋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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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笛子的穿插以其明亮的音色给乐曲增加了更多的音乐色彩。
主题三:

 

主题三紧随着主题二的旋律出现,首先以笛子嘹亮的音色主奏,随后弹拨乐

组加入主旋律的演奏中,以其沉稳的音色特点与笛子的音色形成呼应。
在第三主题后,乐队再次以增强的力度演奏了主题一的旋律,与乐曲开始的

旋律形成呼应,在热烈、欢快的情绪中结束了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主题旋律节奏较前几个主题排列更密,演奏速度由慢及快。旋律婉

转跳跃,节奏鲜明活泼,和前一主题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演奏技法上更加丰富,二
胡在演奏时增加了滑音、勾音、空弦装饰音……高音清远含蓄,低音婉转悠扬,给
人一种目不暇接之感,反映出江南人民乐观的生活态度。

主题四:

 

主题四一开始就采用了由慢渐快的演奏速度,由弹拨乐和笛子演奏出主题旋

律,再由弹拨乐采用加花的手法再一次演奏主题旋律,歌曲情绪更加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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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五:

 

在欢快的主题四后,笛子和弦乐奏出的第五主题较第四主题节奏显得宽松了

一些,仿佛是欢快跳跃后的歌唱,幸福之感由内心迸发而出。
在主题五的演奏后,乐队再次以笛子和弹拨乐器为主奏乐器重复了主题四,

欢快的旋律进一步将乐曲的情绪推向高潮。
主题六:

 

主题六采用了全乐队的齐奏方式,奏出了最为欢快的主题。婉转的旋律中所

蕴含的悠扬、欢快,将情绪推向了全曲的最高潮。在乐曲的结束部分,作者给出了

一个短小的四小节尾声,由强渐弱的力度,减慢的速度,使听者回味无穷。

(三)欣赏《姑苏行》(笛子独奏)

《姑苏行》作于1962年,主题选自昆曲音调,具有浓厚的江南风味。乐曲优美

典雅,表现了历史古城苏州(古称姑苏)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时的愉悦心情。
第一乐段,宁静的引子呈现了一幅晨雾依稀、楼台亭阁隐现的诱人画面;第二

乐段,抒情优雅的行板表现人们观赏精巧、秀丽的苏州园林时的愉悦心情;第三乐

段,起伏的小快板描写游人嬉戏、情溢于外的激动心情;第四乐段是第二乐段的减

缩再现,表现出游人沉醉于美景之中,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乐曲优美舒畅,给人以古色古香、典雅愉悦的美感,使旋律如清泉般从人们心

田悠悠而过,具有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叠音、打音、余音、颤音等的运用,使音乐

抑扬顿挫,体现昆曲的艺术美。快板节奏稳健,力度对比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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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姑 苏 行
(笛子独奏)

江先谓 曲



第
三
单
元
 
江
南
水
乡
美

41   



42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四
年
级
上
册

(本曲依据江先谓演奏的唱片录音记谱)
江先渭(1924- ) 作曲家,笛子演奏家。生于山东威海,12岁因生活所迫,

跟哥哥学艺,民族乐器吹拉弹打都能演奏。1949年参加革命,考入解放军文工团,
专业从事文艺工作。江先渭创作了丰富的民族器乐作品,对民间音乐的整理研究

有较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他采用江南民歌和昆曲音调为素材,创作并演奏了

《姑苏行》和《脚踏水车唱丰收》,初露笛坛。其作品风格清雅幽丽,余韵悠长。其

代表作《姑苏行》无疑是我国近现代民族器乐作品的典范之作。

(四)欣赏《水乡谣》(童声独唱)

《水乡谣》是一首优秀的、受儿童喜爱的创作歌曲,是一首典型的民族五声宫

调式的儿童歌曲。歌曲分为两个部分,前十六小节为叙述部分,旋律走向多用级

进,但也是六度的大跳,表现为平淡的叙述中透露着自豪和骄傲;第二部分高音区

两次往下运行,把骄傲和自豪的情绪充分地表现出来,给人以愉快、清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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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水 乡 谣
(童声独唱)

 
李 众 词

孟庆云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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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欣赏《姑苏水巷》(苏州评弹)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是徒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书戏

剧形式,曲调婉转流畅、优美动人,与语言等配合,表现力很强。《姑苏水巷》表现

的是:人在舟上走,船上巷中游,姑娘刺绣在窗前,幅幅寓意画中画。

(六)唱歌《杨柳叶子青》

《杨柳叶子青》是在江苏一带流传很广的民间小调,以衬词“杨柳叶子青啊哪”
而得名。歌曲通过赞颂四季鲜花盛开,抒发了美好生活所带来的喜悦之情,表达

了江苏人民对家乡的热爱。歌曲为五声宫调式。歌曲欢快活泼、热情风趣,衬词

占重要地位,是扩充乐句的重要手段。第一、二乐句为六小节,每个乐句末尾两小

节均为衬词,第三(四小节)、四乐句全由具有方言特点的衬词构成,这不仅造成了

一种诙谐的情趣,而且体现了扬州民歌的风格。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3课时完成。

(一)江南春色好

1.唱歌《茉莉花》。
《茉莉花》是一首享誉中外的世界名曲,在我国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版本。

建议老师们在上这首合唱课之前先做多版本的对比欣赏,然后再进行合唱歌曲的

学习,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欣赏《江南好》。
老师用词“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

江南?”把学生的思绪牵到风景如画的江南。利用多媒体课件,创设情境,引导学

生学习。学生在优美的音乐、美丽的画面的引领下,进入诗歌所描绘的意境。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更加深入地感受、理解江南丝竹《江南好》。

3.欣赏《姑苏行》。
因为这首《姑苏行》是利用昆曲曲调创作而成的,可先让学生了解一下昆曲的

来历及特点,再从笛子独特的音色,高亢嘹亮的音调以及乐曲柔美而婉转的旋律

等方面引导学生去感受、学习、了解这首优美的曲子。

(二)水乡歌儿多

1.欣赏《水乡谣》。

“清清的水啊弯弯的桥,小小的乌篷船摇啊摇。船里装满古越的歌,船里装满

水乡的笑”,多么美好的意境啊! 老师们可给学生播放一些江南水乡的图片,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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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江南的风土人情、文化等让学生对江南水乡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再让学生欣赏

歌曲。歌曲欣赏完之后可把第二部分的八小节旋律提出来唱一唱,感受一下水乡

人民的热情和豪情。

2.欣赏《姑苏水巷》。
欣赏《姑苏水巷》时,可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苏州评弹。欣赏悠扬、优美的《姑苏

水巷》之后,可根据史迹记载伍子胥、白居易等对姑苏水乡的贡献后再对乐曲做进

一步的了解和学习。

3.唱歌《杨柳叶子青》。
在学生初听范唱歌曲《杨柳叶子青》后,让其感受歌曲活泼热情,音色明亮,速

度稍快的特点。第二次听可设问:曲调由哪几个音构成? 并引导学生想象四季鲜

花盛开的美景。学习旋律时,一定要让学生多听和多感受浓郁的地方风格特点。
衬词很有特色,要读流畅,并能准确地领会歌曲的意境。演唱歌曲时,老师要多示

范引导,强调吐字和咬字,特别是附点八分音符的韵味。老师还可提供《杨柳叶子

青》合唱曲让学生欣赏,加深对歌曲的感受和体会。

四、课例

音乐欣赏课《江南水乡美》

(一)教学思路

本课安排了欣赏《江南好》和其相关知识。教学时,用《安塞腰鼓》的粗犷来对

比江南丝竹小、细、雅的音乐特点,进而解决本课的难点。通过“听江南”这一活动

将学生引入江南秀丽的水乡风光中,感受江南人民美好的生活。通过“诵江南”这
一活动让学生相互合作,主动参与,体验创作的快乐,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美好

情感。

(二)教学内容

感受与鉴赏 表  现 创  造 音乐与相关文化

欣赏《江南好》,感受江南

丝竹的民乐特点

在优 美 欢 快 的 乐 曲 声

中,用律动体会人们的

喜悦心情

用朗诵、律动等活动,发挥

学生主观能动性

通过 音 乐 知 识 的 拓

展,了解江南地区相

关的文化艺术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江南好》,感受乐曲优美、欢快的情绪。

2.了解江南丝竹小、细、雅的音乐特点和演奏形式。

3.通过“听江南”“诵江南”这两个音乐活动,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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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创作的快乐,并且对江南文化有初步的感性认识。

(四)教学重、难点

感受江南丝竹小、细、雅的音乐特点,体会《江南好》欢快的情绪。

(五)教学准备

课件、黑板。

(六)教学课时

1课时。

(七)教学过程

1.导入———听江南

老师:欢迎来到“锦绣中华”家园,今天老师带你们到锦绣中华去游一游。请

同学们用手中的书当腰鼓,和黄土高原的汉子们一起敲响腰鼓。(播放《安塞腰

鼓》视频)

老师:这段音乐让你感受到了什么?

学生:气势磅礴的力量,热烈奔放的情怀,粗犷有力的风格。

老师出示中国地图。

老师:中国地大物博,北有粗犷的黄土高原,南有精致的江南水乡。你们想去

看看,走走吗?

老师:抖落一身的尘土,我带你们来到江苏、浙江一带。(老师指地图)这里是

长江以南的地方,人们俗称为“江南”。你们对江南有什么了解?

学生:气候温暖,江河纵横,被称为“鱼米之乡”。

老师:你们知道江南有哪些特产?

学生:江南物产丰富,有太湖三白、阳澄湖大闸蟹、糕团、莲藕……

老师:江南风光甲天下,你们知道哪些江南的名城和风景名胜?

学生: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苏州、南京、扬州、镇江等地,江南是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最多的地方。主要旅游景观有:无锡太湖风景区、灵山大佛、宜兴三洞、扬州

瘦西湖、南京玄武湖、明孝陵、苏州园林、云台山、连云港花果山、天目湖、水乡周

庄等。

2.欣赏《江南好》

老师:江南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所以素有“天堂”之美誉,同学们,想去游玩

吗? (学生回答略)既然江南称为水乡,那最多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学生: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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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就划着船儿去到美丽的江南水乡。同学们,用心去看看,都“看见”了什么?
(1)初听《江南好》。

出示江南风景图片,学生跟着音乐做划船律动。(运用视听和律动,直接引导

学生进入《江南好》的意境)

老师:在刚才的旅途中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学生:小桥流水人家,岸边的春花,烟雨蒙蒙的小镇,幽深的小巷……

老师:相比黄土高原厚重的土层,绿意盎然的江南多美啊,世代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衷心地赞美自己的家乡———“江南好”。(出示课题)请问同学们,如果说黄土

高原像茂腾腾的汉子,那江南水乡像什么? (学生:清秀的女子)那和气势磅礴、热
烈奔放、粗犷有力的《安塞腰鼓》相比,《江南好》的音乐特点有没有不同? 有什么

不同?

学生:细腻、柔和、雅致。

老师:富饶、秀丽的江苏南部、浙江西部一带的民间丝竹合奏乐,我们泛指为

江南丝竹。这首乐曲是根据江南丝竹“八大曲”之一的《欢乐歌》改编而成。旋律

明快流畅,柔和雅致,充分表现了江南丝竹小、细、雅的音乐特点。我们再听一听

这首《江南好》,请同学们思考乐曲分几个部分,江南人民在这里生活的心情怎

么样。
(2)复听乐曲。

学生:乐曲分为两个部分,表达了人们欢天喜地的喜悦心情,富有生活情趣。
(3)分段复听。

老师:同学们认真感受一下,乐曲在第一部分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看到了什

么,主要是什么乐器演奏的。

学生:潺潺的流水,曲幽的园林,幽静的小巷……是悠扬的笛声引领我们走进

优美的江南。

老师:你们为什么认为是潺潺的流水而不是湍急的流水? 为什么是幽静的小

巷而不是喧闹的集市?

出示填空题,学生讨论完成。

            旋律:(平移)

速度:(中速、稍慢)

情绪:(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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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细听第二部分。

老师:小船穿过小桥和小巷,映入我们眼帘的又是怎样的景象?

学生:小船穿过连天的荷塘,人们忙着采摘荷花和莲蓬。渔民在波光粼粼的

湖面撒网捕鱼,鱼儿急跃出水面……

老师:乐曲是通过什么手法来表现的?

出示填空题,学生讨论完成。

            旋律:(有起伏)

速度:(快)

情绪:(欢快)
(5)完整地复听《江南好》。

老师:我们再到美丽的江南,体验一下江南风景的优美和人们欢快的心情。

充分感受江南丝竹“小、细、雅”的特点。

3.知识拓展———诵江南

老师:江南文化传承吴越文化的风采,保有楚文化的余韵,历代文学艺术繁荣

发达,艺术家层出不穷。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来赞美江南,同学们,我们一

起来看看。
(1)出示课件(诗歌)。

①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

南……

②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

游……

组织学生有感情、有韵律地朗读。
(2)出示江南风光图片。

老师:江南的风景美如画! 同学们,你们能不能也用美好的词句来赞美祖国

的大好山河?

学生分小组讨论创作赞美江南的诗歌。

推选学生上台展示其诗歌作品,老师给予指导与鼓励。

老师:江南风景如画、音乐如诗,能不忆江南? 请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找一找

赞美江南的歌曲和舞蹈。下节课我们再来走进江南、感受江南!

(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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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箫》

这首乐曲由流传在苏南民间的儿歌《箫》改编发展而来。由江南艺人把歌曲

头尾的旋律加以改编,并把原来的“徵调式”改编为“羽调式”。歌曲的词意纯朴活

泼,曲调优美动听。

附谱:

箫

《紫竹调》

民族管弦合奏曲《紫竹调》(江南丝竹)由彭修文编曲。丝竹合奏的《紫竹调》,
一般把原曲调反复演奏五遍。第一、五遍由乐器合奏,第二、三、四遍由吹管乐器、
弹拨乐器和拉弦乐器分别演奏,既活泼了演奏形式,又充分发挥了各种乐器的演

奏技巧和风格。经改编为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后,乐曲显得更为生动活泼,取得良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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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紫 竹 调

 
民 族 乐 曲

彭修文 编曲

甘 涛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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