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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主题音乐活动———激情飞扬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流行音乐也就是通俗音乐。流行音乐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脉络息息相关。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政策的开放,流行音乐的内容、形式更加多

元化,更加深入人心。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音乐变化较大,并且与我们的成长

背景较为接近,然而流行音乐不仅是艺术,也是娱乐和精神寄托,更是反映百姓

生活的写实记录,甚至是大众思想、意识形态的指标。

对于我们的学生,各种媒体以及家庭的爱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音乐

的鉴赏能力,常常会造成学生喜欢上音乐课,但不喜欢音乐教材的内容。这给我

们音乐老师的教学带来相当大的难度,有的老师甚至害怕流行音乐。

针对这样的一种教学现象,我们将本单元设计为一个以“主题活动”为载体,

以各种体裁的流行音乐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单元,旨在给老师们一个对流行音乐

重新认识的平台。

在大部分人眼里,流行音乐就是现在社会上流行歌手们演唱的歌曲,这是一

种认识的误区。如果老师仔细阅读本单元的补充资料,就会发现流行音乐的种

类繁多,本单元只选择了其中的一些体裁作为教学内容。本单元的教学,旨在开

阔学生的音乐视野,让学生了解流行音乐的内涵,培养学生鉴赏各种音乐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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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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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唱歌《大中国》

— 唱歌《学习歌》

— 唱歌《龙里格龙》

— 欣赏《神秘园之歌》(电子音乐)

— 欣赏《大河之舞》(爱尔兰踢踏舞)

— 欣赏《破铜烂铁打着玩》(打击乐组合)

二、教材分析、介绍

本单元是以学生活动为主要教学方式的一个主题活动单元,因此老师首先

要充分解读教材,熟悉教材所列举的各种流行音乐体裁,然后再进行教学。

教学时,可将学生划分为若干个小组,使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教学资源,例如

课件、图片、网络等,鼓励学生在课余收集流行音乐材料,以学习小组的形式开展

课堂教学活动。

在教材中,我们列出了“活动方案”“活动评比窗”的表格。教学时,老师可要

求学生以小组形式先制订好活动方案,然后再开展活动。

活动的评比方式采用师评、自评、互评相结合的形式展开。

(一)唱歌《大中国》

这是一首运用我国北方秧歌调旋律创作的通俗歌曲,歌曲描述了祖国的大

好风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之情。歌曲为带尾声的二段体结构, 拍,宫调式。

第一乐段为歌曲的1~8小节,由四个规整乐句构成,每个乐句两小节。第

一、二乐句为相似乐句,旋律围绕“”音展开。密集排列的八分音符,一开始就确

定歌曲欢快的情绪。附点八分音符的反复出现,使歌曲的旋律动力感更强,进一

步强调了歌曲的基调。第三乐句旋律音区下行,承接了第一、二乐句的节奏构成

和旋律走向,尾音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十六分音符的“”音,使旋律顺利过渡到

第四乐句。第四乐句延续了第一乐句的乐思,旋律音区再次推高,结束在主音

上,给人以暂时的终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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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段采用了反复跳跃的手法,在第二次反复后,作者加入了一个较长的

尾声,进一步将歌曲情绪推向高潮。乐段由两个较长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四小

节。第一乐句一开始就采用了更为密集的节奏排列,十六分音符的出现使歌曲

的情绪更加欢快,词曲对应也开始出现了一字多音的形式。第二乐句采用了连

续的切分节奏,肯定的语气、音区的升高,把歌曲情绪逐渐推向高潮。在尾声部

分,节奏一改前面旋律的排列规律,长音的出现拉宽了旋律的节奏,旋律推向了

全曲的最高音区,这一变化将全曲情绪推向高潮。尾声反复演唱后,最终结束在

主音上。

(二)唱歌《学习歌》

这是一首带再现的复二段体歌曲, 拍,宫调式。歌曲中穿插了大量的说

唱,是一首具有现代流行音乐风格的儿童歌曲。歌曲表现了孩子们对学习的热

爱之情。

在第一部分的第一乐段中,第1~8小节始终围绕主音展开,旋律以三度的

小跳与级进为主,旋律流畅,仿佛是一段平和的叙述。
 

  第9~12小节为第一部分中的过渡句,乐句节奏排列规整,歌词采用了简单

的衬词,这一乐句起到了过渡承接的作用。

过渡句之后为第一部分的第二乐段,材料来源于第一乐段,但音区有所升

高,节奏拉宽,歌曲情绪随之上涨。
 

歌曲第二部分包括说唱和演唱两种形式,旋律部分以缩减的形式综合再现

了第一部分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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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唱歌《龙里格龙》

这是一首依据京剧的过场音乐旋律改编创作的一首二声部合唱歌曲,具有

浓郁的京剧音乐色彩,这样的歌曲通常被称为“京歌”。歌曲《龙里格龙》为一段

体结构,民族五声C宫调式, 拍。

乐曲由两个乐句构成,第一乐句为全曲的主要旋律音调,反复出现的三度、

四度跳进,凸显了京剧唱腔的旋律特点。第二乐句为第一乐句的上方四度模进,

在第一乐句模进的基础上旋律有所变化,节奏与第一乐句相似,旋律发展的音程

跳进关系与第一乐句相似。

歌曲的二声部合唱采用了卡农的方式展开,二声部旋律继续采用重复第一

乐句旋律。

(四)欣赏《神秘园之歌》(电子音乐)

乐曲《神秘园之歌》是专辑《来自神秘园的歌》的主打乐曲,乐曲主奏乐器为

小提琴、钢琴,再加上婉转动听的女高音旋律,乐曲舒缓柔美,充满了思念与忧

郁,不经意间流露出些许忧愁,令人不得不沉醉其中。

附谱:
神秘园之歌

(电子音乐)
 

抒情地

[挪威]罗尔夫·劳弗兰

[爱尔兰]菲奥诺·莎莉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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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欣赏《大河之舞》(爱尔兰踢踏舞)

《大河之舞》以严谨的舞蹈编排与精准的场面调度,展现了多样化的表演艺

术风貌。该剧是以传统的爱尔兰民族特色的踢踏舞为主轴。爱尔兰风格的踢踏

舞是独特的,由于保留了爱尔兰民间舞蹈中挺拔矫健的舞姿,自成一派。表演者

穿着踢踏舞舞鞋,用脚的各个部位在地板上摩擦拍击,发出清脆的“踏踏”声。踢

踏舞在《大河之舞》中表现出了毫不逊色的复杂的打击技巧。整齐划一的大群

舞,气势如虹,像潮水一般冲击着观众的视线和心灵。不仅如此,该舞还融合了

热情奔放的西班牙弗拉明戈,并吸取了古典芭蕾与现代舞蹈的精髓,共同营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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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气势如虹的精彩舞作。而爱尔兰管弦乐团的演奏、合唱团与主唱歌手的天

籁之声,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大河之舞》是一场力感、动感、质感与美

感兼具的百老汇音乐歌舞盛宴。

(六)欣赏《破铜烂铁打着玩》(打击乐组合)

打击乐器是学生非常熟悉的演奏乐器,而日常生活用品在学生眼里也许还

不能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乐器。本单元选用了美国STOMP乐队演奏的《破铜

烂铁打着玩》的一个演奏片段作为学生欣赏的材料,目的是要让学生了解这一演

奏形式,同时引导学生运用身边随处可得的日常材料进行节奏编创并表演。

教学时,老师可让学生聆听音乐材料,从音乐材料中去总结音乐节奏和演奏

的声部特点,然后引导学生利用身边的音源进行节奏编创表演。

三、教学建议

1.唱歌《大中国》。

歌曲《大中国》是一首运用中国民歌音调改编创作的歌曲,在本单元设置这

样的作品,旨在通过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去了解这一类作品,例如《九十九朵玫

瑰》《不想长大》等,这些歌曲均由了经典的作品旋律加以改编创作而成。

2.唱歌《学习歌》。

歌曲《学习歌》是一首带有说唱表演的歌曲,歌曲旋律简单、流畅,易于学习。

教学时,老师应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演唱,特别关注学生说唱部分。通过演唱活

动,引导学生了解说唱音乐。

3.唱歌《龙里格龙》。

通过聆听、演唱等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了解京剧过场音乐的旋律音调、节奏

特点;能够用与音乐风格相符的声音进行演唱。在音乐活动中,带领学生进一步

了解京剧的行当、表现手段等相关知识。二声部合唱以单声部旋律视唱为基础,

关注学生音准、声部的和谐。在了解歌曲音乐风格的基础上,结合形体动作进行

适当的表演活动。

4.欣赏《大河之舞》。

在本单元,首先安排的是欣赏爱尔兰踢踏舞《大河之舞》,通过舞蹈中变化的

节奏、优美的舞姿,引导学生认识踢踏舞这一舞蹈形式,感受踢踏舞的音乐,了解

与踢踏舞相关的音乐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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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欣赏《破铜烂铁打着玩》。

打击乐合奏是老师非常熟悉的一种音乐体裁,而教材中要求欣赏的是一群

手持拖把扫帚、肩挎破铜烂铁,在美国百老汇创下连续七年票房冠军的乐队创作

的乐曲。这就是我们本单元要给学生介绍的打击乐合奏《破铜烂铁打着玩》。

四、课例

音乐活动课《和我来踢踏》

(一)学情分析

随着年龄的增长,六年级的学生对探索外部世界的兴趣与日俱增。流行音

乐进入课堂本身就符合学生心智需要,引领其接纳多元化的世界优秀音乐艺术

也是音乐教学的基本内容。根据这一特点,把踢踏舞的节奏作为主脉贯穿整个

课堂,力求让学生通过本课的学习,能够真正地喜欢踢踏舞这一艺术形式,为课

后进一步欣赏、探究这部大型艺术盛宴做好一个入门的准备。

(二)教学内容

1.欣赏《大河之舞》的片段以及不同风格的踢踏舞,了解踢踏舞的风格特点

及艺术价值。

2.掌握踢踏舞的基本舞步和基本节奏型,进行简单的即兴编创和表演。

(三)教学目标

1.通过视觉上的感受,激发学生对踢踏舞的兴趣,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增
加学生对流行音乐的了解,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

2.通过上网查阅资料、探究学习,激发学生对踢踏舞的探索愿望,引导他们

进行简单的即兴编创和即兴表演。

3.通过查阅与交流,让学生共同探讨踢踏舞的风格特点、基本舞步以及基

本节奏型,并了解相关文化与艺术价值,初步了解踢踏舞。

(四)教学重、难点

在教学活动中要特别注意引导学生感受和体验踢踏舞的魅力,在初步了解

它的风格特点之后,进行简单节奏即兴创作和表演。

(五)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六)教学课时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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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过程

1.游戏导入,引出课题(激发学生对踢踏舞的兴趣)

(1)节奏游戏。
节奏模仿。
老师:同学们请跟我一起来。
玩图形节奏谱游戏。
老师:节奏是音乐的骨骼,每一首动听的歌曲都离不开节奏,每一段优美的

旋律也离不开节奏,这里有一个节奏谱,请你们用均匀的速度拍出来。
教学行为:

①出示课件。

②学生拍击,注意提示学生拍出强弱。

老师:很好! 请大家再看,注意图形有什么变化。
教学行为:
出示第二组图形节奏谱,学生按照图形节奏谱进行节奏训练游戏。

  环节目标:通过拍节奏的游戏,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及节奏听记能力,并将踢

踏舞节奏进行一个有效的渗透。

(2)学生交流课余搜集的资料,对踢踏舞进行初步的感受。
老师:整齐而丰富的节奏让我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和快乐,更让我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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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耳朵“听”的舞蹈,你们听……
老师:你们听到了什么? 知道是什么舞蹈吗? (学生:踢踏舞)课前请大家搜集

了一些踢踏舞的资料,那么就把你们知道的告诉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教学行为:
组织学生自由发言,交流自己对踢踏舞的了解。
老师:谁能试着跳一跳。(请个别学生试跳一段)
老师:看来大家知道的还真不少,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著名的爱尔兰踢踏舞

《大河之舞》的片段,去感受踢踏舞的魅力。

  环节目标:通过聆听,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体验节奏带来的快感。

2.查阅、交流、探讨,了解踢踏舞的风格特点及相关文化

(1)欣赏爱尔兰的踢踏舞《大河之舞》片段。
教学行为:
老师播放视频片段,学生看后谈感受。
老师:同学们,看了这么一段动感的踢踏舞,你们有什么感受? (学生答略)
(2)介绍爱尔兰踢踏舞的风格特点和基本舞步。
老师:正如我们所欣赏到的,爱尔兰风格的踢踏舞保留了爱尔兰民间舞蹈中

身体的舞姿和舞步,上身基本保持直立挺拔,其舞步以踩和踏为主,注重脚跟和

脚尖的动作。脚跟的部分,脚跟抬高,然后由上往下敲击地板,舞步结束时,脚掌

必须停留在空中,这是脚跟的基本舞步;而脚尖的基本舞步则是脚尖抬高敲击地

面,同样在结束时让脚掌留在空中。
教学行为:
老师边讲边示范,请学生跟着一起学做基本舞步。

  环节目标:通过欣赏视频片段,感受踢踏舞整齐而丰富的节奏,加深对踢踏

舞基本舞步的更进一步的了解与掌握。

(3)自主合作学习,在合作中研究踢踏舞。
老师:刚刚我们了解了爱尔兰踢踏舞的基本舞步特点,我想大家一定还想了

解踢踏舞更多的知识。老师也为大家搜集了许多踢踏舞的资料,让我们带着最

感兴趣的问题,走进踢踏舞的世界,一起去合作探究吧!
教学行为:

①师生交流学习,信息资源共享。

②分组汇报自己汇总的资料。

  环节目标:学生运用互联网自主探究学习,并体会自主学习带来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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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听记节奏。
老师:老师这儿也有一个问题需要和你们一起来探究,到底踢踏舞都有哪些

基本的节奏型呢? 让我们来听一段踢踏舞的节奏,大家一起来找一找,好吗?
教学行为:
学生聆听后口头说出听到的节奏,老师加以总结归纳并写到黑板上。

  环节目标:通过这一环节培养学生听记、模仿节奏的能力。

3.创作与表演

老师:是啊,踢踢踏踏朝你来,急劲处似骏马奔腾,舒缓时若行云流水,这就

是踢踏舞的魅力。同学们,想亲身来感受一下吗?
老师:用黑板上的节奏型进行组合,编创一条四个小节的节奏,用你们整齐

的舞步,配上动感的音乐把它们表演出来,好吗?
教学行为:

①老师将学生分组后,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编创活动。

②分组进行表演。

③师生同跳踢踏舞。
老师:看着你们那高兴劲儿,老师也想来跳上一段! 同学们来吧,和我一起

来踢踏。
老师先放慢速度教基本舞步,再加快速度。

  环节目标:通过师生同跳踢踏舞这一形式,学生体会踢踏舞的节奏变化带

来的兴奋与激动。

4.结束

老师:同学们,你们快乐吗? 非常高兴和大家共同度过了一次快乐的踢踏之

旅,愿快乐踢踏伴随大家快乐成长!
(蒋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