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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丝绸路上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本单元以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地理脉络为线索,涵盖了丝绸路上的部分音

乐文化。本单元设置了两个板块:“五彩丝路”“西域乐声”。

“五彩丝路”这个板块中,主要涵盖了我国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中的一些优秀

音乐作品。例如:唐朝音乐《霓裳羽衣曲》、现代歌剧《张骞》中的音乐作品,同时

也涵盖了丝绸路上的少数民族音乐。

“西域乐声”这个板块中选用了具有代表性的中东古乐,介绍西域音乐文化。

(二)内容结构

丝

绸

路

上

—

—

五

彩

丝

路

—

— 欣赏《驼铃悠悠》(男声独唱)

— 欣赏《霓裳羽衣曲》(中序)(丝竹乐)

— 欣赏《敦煌故事》(男声独唱)

— 欣赏《一杯美酒》(排箫与手鼓)

— 唱歌《乌骏姆》

—

西

域

乐

声

—
— 欣赏《达斯特加赫》(器乐合奏)

— 唱歌《厄尔嘎兹》

(三)教学目标

1.在聆听、歌唱、编创活动中,引导学生感受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了解与

丝绸之路相关的音乐文化。

2.以历史、地理为线索,引导学生感受作品的音乐风格特点,尝试解析音乐

作品,了解音乐发展的背景、地域特色。

3.感受音乐作品中音乐要素的表现作用,能够用语言对作品进行描述。



第
五
单
元
 
丝
绸
路
上

81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驼铃悠悠》(男声独唱)

  歌曲选自现代歌剧《张骞》,该剧以恢宏的气势,讴歌了张骞开拓丝绸之路的

伟大壮举。歌曲《驼铃悠悠》为歌剧第一幕中的一首歌曲,表现了张骞离开古都

长安,踏上去西域之路的旅程中的艰辛。
歌曲采用了陕北信天游的音乐元素,旋律悠长、悲凉,形象地表现了张骞不

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

歌曲为带引子和尾声的一段体,六声羽调式, 拍。歌曲一开始为八小节的

引子,采用了相对松散的节奏,拉长的旋律仿佛将我们带到了漫无边际的荒凉沙

漠中,而信天游那高亢、粗犷的特色,恰似张骞牵着骆驼在沙漠中艰难前行。
歌曲的主体部分由三个乐汇加上一个乐句构成。第一、二乐汇为两个并列

的乐汇,乐汇旋律相似,节奏排列相同。
 

悲壮、苍凉地

第三个乐汇起到了承接转折的作用,过渡到后面的乐句。
 

悲壮、苍凉地

最后的乐句延续乐汇中的乐思,终止在主音上。
 

悲壮、苍凉地

歌曲主体部分旋律采用男声独唱和男声齐唱两种演唱形式。
尾声部分的旋律基本是引子部分的重复再现,但去掉了男声三部合唱的伴

唱,为男声独唱。
信天游属于民歌中的山歌体,是山野之歌。它是陕北民歌中最有特色的歌

种之一,数量大,曲调多,内容广,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因此,民间曾有“信天游,
不断头,断了头,穷人就无法解忧愁”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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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驼
 

铃
 

悠
 

悠
———选自歌剧《张骞》

(男声独唱)
 

悲壮、苍凉地

陈 宜 词
张玉龙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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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游的音乐特点:
 

1.信天游的歌词特点一般是上下句结构的两句体。由于它的词是依声之

词,受着乐句的严格限制,因此就形成了两句一节的稳定形式。它用比兴作为形

象思维的手段,去选择生活,提炼出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的艺术形象。这就是

“寄物托情”或“触景生情”。这两种传统的表达方法在信天游的长期发展中,已
成为自己的优良传统,它一般是上句起兴、作比,下句点题。比兴的运用,自然巧

妙、贴切精当。句式多样,节奏鲜明,押韵方式,灵活自由。读起来朗朗上口,唱
起来悦耳动听。篇幅可长可短,两行可作为独立的一首小诗,多行多段有机结

合,可使短章变为连续性的长歌,表现更为丰富完整的内容。

2.信天游是一种抒情小曲,如上所说,因为它是户外的山野之歌,环境空

旷,又不受劳动动作的限制,所以它在曲调粗犷奔放,悠扬高亢,充分体现了陕北

人的豪放性格。正如信天游所唱的“空窑里唱曲展不开音”。当然信天游也有缠

绵、委婉、细腻、淳厚的曲调。
 

3.信天游的演唱,不受曲调的限制,可以根据歌词的内容和歌唱者的情绪

而变化。同一首歌唱出不同的感情,可长可短,可快可慢,同时每段歌词可以用

任何曲调配唱,信天游的曲调并不固定。
 

(二)欣赏《霓裳羽衣曲》(中序)(丝竹乐)

此曲为唐玄宗依据《婆罗门曲》改编而成,描写了唐玄宗向往神仙生活而去

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其舞、其乐、其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
《婆罗门曲》为天竺舞曲,是从西域、中亚诸国的通道传入唐朝的。据史书记

载,东晋永和四年(公元348年),从天竺传入唐朝凤首箜篌、琵琶、笛、铜鼓等乐

器,以及《沙石经》《天曲》等乐舞曲。公元383年,吕光西伐龟兹及焉耆一带,又
把西域的许多乐器和乐曲带到凉州。《婆罗门曲》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凉州

的佛教乐曲中的一种,受到人们的喜爱,人们对其进行了改编,成为西凉乐舞的

组成部分。
突厥侵犯甘凉诸州,将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杨敬述击败。杨敬述战败,他

向唐玄宗进献了《婆罗门曲》(见《新唐书·礼乐志》和《乐苑》记载),引得唐玄宗

欢心,虽被削去官爵,但仍是检校凉州都督。天宝年间,唐玄宗将此曲稍加润色

后配以歌词,遂改名为《霓裳羽衣曲》。之后《霓裳羽衣舞》也随即诞生。唐玄宗

之所以改名“霓裳羽衣”,大约与舞蹈者的服饰有关。舞者扮成仙女的样子,上衣

缀满了羽毛,下着彩虹般闪光花纹的裙子,所以称“霓裳”。《霓裳羽衣舞》色彩艳

丽,轻盈优美,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霓裳羽衣曲》在唐宫廷中备受青睐,在盛唐时期的音乐舞蹈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玄宗亲自教梨园弟子演奏,由宫女歌唱,用女艺人三十人,每次十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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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此曲的表演情景,白居易、元稹在诗中均有精彩描写。
 

白居易有《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诗,对此曲的结构和舞姿做了细致的描

绘《霓裳雨衣曲》全曲共三十六段,分散序(六段)、中序(十八段)和曲破(十二段)
三部分,融歌、舞、器乐演奏为一体。散序为前奏曲,全是自由节奏的散板,由磬、
箫、筝、笛等乐器独奏或轮奏,不舞不歌;

 

中序又名拍序或歌头,是一个慢板的抒

情乐段,中间也有由慢转快的几次变化,按乐曲节拍边歌边舞;
 

曲破又名舞遍,
是全曲高潮,以舞蹈为主,繁音急节,乐音铿锵,速度从散板到慢板再逐渐加快到

急拍,结束时转慢,舞而不歌。
 

白居易称赞此舞的精美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
中最爱霓裳舞。”

 

《霓裳羽衣曲》表明唐代大曲已有了庞大而多变的曲体,其艺术表现力显示

了唐代宫廷音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乐队通过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和微

之)》可看出《霓裳羽衣曲》伴奏采用了磬(唐代指铜钵)、筝、箫、笛、箜篌、筚簟、笙
等金石丝竹,乐声“跳珠撼玉”般令人陶醉。

 

后来,到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与他的皇后凭着自己的音乐天赋,复
原了失传200年的《霓裳羽衣曲》,成为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迹。

 

此曲的完整曲谱

早已失传,现存的仅有复原的中序。

(三)欣赏《敦煌故事》(男声独唱)

敦煌是我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座城的建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它是丝绸之路的大边关要塞。敦煌古迹遍布。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

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
敦煌的自然风光充满了神奇和秀美,沙漠奇观———鸣沙山和月牙泉,橙黄的

沙山和清澈的泉水相互依存,延续千年不变,景色奇异迷人。阳关及玉门关虽只

余下断壁残垣,却仍能隐隐感受到边关的铁马金戈之气,使人不得不慨叹历史的

沉重和苍凉。
《敦煌故事》正是对此情此景的艺术美化和感情抒发。这是一首男高音独唱

歌曲,其结构为 A +B+A。A乐段音乐为叙述性特点,在仅仅十度的音域

里,以平稳的节奏、流畅的旋律,深情地表达了对敦煌的爱,升号、切分音和三连

音的运用,更突出了执着、深沉的感情。B乐段音乐一开始就是上跳十度,热情、
奔放。这段音乐与A乐段情绪形成明显的对比。接着,再次出现A乐段音乐,
甜蜜、深情,使人难以忘怀。

赵季平(1945— ) 我国著名的现代作曲家,河北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八

届名誉副主席。1970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创作了大批优秀的音乐

作品,主要作品有:器乐曲《长安社火》,舞剧音乐《秦俑魂》,电影音乐《黄土地》
《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烈火金刚》《大阅兵》《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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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森》等,电视连续剧音乐《水浒》《大秦腔》《乔家大院》等。
附谱:

敦 煌 故 事
(男声独唱)

   
4
4

深情地

任卫新 词
赵季平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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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欣赏《一杯美酒》(排箫与手鼓)

这是一首根据新疆民歌《一杯美酒》改编的器乐曲,乐曲由排箫为主奏乐器,
配以新疆少数民族打击乐器手鼓,凸显了音乐多民族风格,排箫那独特的音色仿

佛把人带到了美丽的新疆。

乐曲分为三个部分,小调式, 拍。

引子

由排箫吹出的自由的乐段、自由的节奏、缓慢的速度、悠长的旋律,让人仿佛

置身于异域风情之中。引子的旋律由歌曲《一杯美酒》旋律的乐思发展而来,为
排箫独奏。

主题

在短小的引子后,手鼓奏出一段短小的四小节的节奏过渡,随后排箫吹奏出

由歌曲旋律改编的主题旋律:
 

欢快地

排箫高亢嘹亮的音色、中等速度、较强的力度,都充分表现了维吾尔族的音

乐风格特点。主题旋律在这一段落中不断反复,仿佛是维吾尔族的姑娘们在音

乐伴奏下翩然起舞。
变奏

在主题旋律段落结束后,手鼓敲击出了一段欢快的节奏,随后排箫演奏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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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主题旋律的变奏。
整首乐曲情绪欢快,手鼓节奏明快活泼,两个乐器在演奏中相互穿插,特别

是手鼓的演奏更是凸显了民族特色。

(五)唱歌《乌骏姆》

“乌骏姆”是音译的维吾尔语,意思为“前进”。歌曲表现了维吾尔族少年对

家乡的热爱之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歌曲为三段体,小调式。
第一乐段为第1~8小节,由四个乐句构成。第一、三乐句为相似乐句。歌

曲旋律始终围绕主音进行,反复呈现的“”到“”的五度大跳,充分体现了维吾

尔族民歌的音乐特点。
第二乐段为第9~18小节,由三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的中间插入了一个小

节的短小间奏。切分节奏在这一乐段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这也是维吾尔族歌曲

的一个音乐特点。第三乐句为一个较长的乐句,歌词采用了“来”这一简单的衬

词,在歌曲的结束部分,节奏排列拉宽,过渡到第三乐段。
第三乐段由四个乐句加上一个补充乐句构成,第三乐句为第一乐句的重复。

乐段的旋律仍然围绕主音展开,四分音符在重音上的出现,给旋律增添了坚定、
有力的因素。在第四乐句后加入了一个补充的乐句,乐句旋律为第二乐段结束

部分的重复,拉宽的节奏排列给人以完全结束的感觉。

(六)欣赏《达斯特加赫》(器乐合奏)

1.《达斯特加赫》产生的历史背景。
伊朗的古典音乐被俗称为“阿瓦兹”,

 

其原意是“声”“叫喊”“歌”。作为音乐

的专门用语是指“无拍节奏形式的歌”的意思,又名“达斯特加赫音乐”,
 

指由多

首乐曲结合而成的套曲或组曲。伊朗“达斯特加赫”共有十二套,是波斯语中“体
系、组织”的意思,

 

作为音乐用语是指“调式体系”。

9世纪初期以“姆斯依克”为首的古代希腊音乐理论和用语被导入了伊斯兰

世界,如:根据五度相生律(
 

纯五度叠置)
 

构成的音阶、纯四度的四音音列、彼塔

格拉斯、“控玛
 

”和“琳玛”等音乐概念。而在西亚音乐当中有各种各样很有特色

的微分音存在,
 

这些音来自全音和半音之间,又不包括在自然音阶中,
 

也就是说

“中立”音程在旋律中出现。这些音的出现不是装饰音和经过音,而是有构造、有
组织的音阶音,

 

不是为了临时音色而应用,
 

是作为有鲜明意图的音律而存在。
伊朗古典音乐“达斯特加赫”正是运用了这一音阶体系。

最原始的“达斯特加赫”是不使用乐谱的,经过发展以后,音乐理论家把音律

用阿拉伯文字置换用来记谱,
 

是一种“文字谱”。19
 

世纪后半叶到20
 

世纪初,
 

随着西洋五线谱的导入,
 

乐曲在演奏与合奏时,
 

音被一个一个地记录下来,
 

也

就是说开始使用了音谱,
 

以后发展到演奏传统音乐合奏的时候,
 

已演变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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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乐谱和指挥者的程度,从那时起西亚音乐开始出现了质变。

2.《达斯特加赫》的构造。
《达斯特加赫》的套曲结构形式为:
(1)《匹希优达尔阿玛德》(预先作曲,有节拍的器乐合奏)
(2)《达尔阿玛德》(即兴演奏,无节拍的器乐合奏)
(3)《恰哈尔麦兹拉布》(即兴演奏,有节拍的器乐合奏)
(4)《达尔阿玛德》(即兴演唱,无节拍的独唱)
(5)《阿瓦兹》(即兴演唱,无节拍的独唱)
(6)《扎尔彼》(塔斯尼甫)(预先作曲,有节拍的独唱加器乐合奏)
(7)《连戈》(即兴演奏,有节拍的器乐合奏)

 

多个曲目连载一起即兴演奏形成套曲,只是每次演奏不一定全部演奏所有

部分,有时可以把其中几个部分结合起来继续进行演奏,也可以把有的部分抽出

来单独演奏。

(七)唱歌《厄尔嘎兹》

这是一首土耳其的民歌,歌曲歌颂了厄尔嘎兹美丽的景色,表达了热爱家

乡、热爱祖国的之情。歌曲为一段体,小调式, 拍。

歌曲由四个乐句加上一个补充的结束乐句构成。第一、二乐句为歌曲的第

1~8小节,采用了反复的作曲手法。旋律由主音开始,旋律围绕主音“”“”两
个音展开,“ ”的出现,确定了旋律小调的调性特色,也给歌曲增添了色彩。旋

律一开始就采用了“”到“”的五度大跳,确定了小调调式特性的同时,跳跃的

旋律也在一开始就确定了歌曲欢快的情绪。
第三乐句为歌曲的第9~16小节,由两个相似乐节构成,乐节节奏完全相

同,采用了切分节奏,增加旋律的推动感。第四乐句为歌曲的第17~23小节,同
第三乐句相似,同样由两个乐节构成,第一乐句的旋律一开始采用了第三乐句第

二个乐节的旋律发展,两个乐节旋律基本相同,只是在结束音上略有变化。
结束乐句由一个乐句加上三个乐汇构成。乐句为第24~31小节,旋律为第

一乐句的反复。随后出现的三个乐句,每个乐句两小节,以第一乐句旋律的乐思

发展而成。逐步升高的音区,相同的节奏,将歌曲推向全曲的最高潮,旋律最终

结束在全曲的最高音———升高八度的主音上。

三、教学建议

(一)五彩丝路

  1.欣赏《驼铃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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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选自现代歌剧《张骞》的男声独唱歌曲,歌曲具有浓郁的陕北信天

游的音乐风格,教学时,老师要抓住这一音乐特点进行教学。对于六年级的学生

来说,要完全理解信天游的音乐特点有一定难度,教学时,老师需要从歌曲的音

乐要素入手,例如:并列的乐汇构成所形成的旋律的结构、调式调性、歌词内涵所

产生的“起兴”“点题”等。
在教学方法上,老师可充分利用多媒体平台,给学生观看歌剧的视频,介绍

歌剧《张骞》的故事内容,引导学生了解历史背景,帮助学生理解歌曲内涵。这个

内容是本单元的第一课时,结合歌曲的欣赏,老师还可以给学生简单介绍丝绸之

路产生的历史背景。歌曲主题旋律流畅、简单,聆听时老师可引导学生进行演

唱,帮助学生感受歌曲的音乐风格,感受歌曲音乐情绪。

2.欣赏《霓裳羽衣曲》(中序)。
这是一首保存至今的唐朝宫廷音乐,乐曲音乐风格辉煌、从容,但音乐离学

生的生活实践比较远,学生不容易理解。
教学时,老师首先可以介绍音乐创作的历史背景,结合丝绸之路的发展,介

绍唐朝宫廷音乐的辉煌,同时,充分利用多媒体平台,给学生欣赏舞蹈视频材料,
了解《霓裳羽衣舞》,然后再给学生聆听音乐,感受音乐的风格。

这一作品的教学目标不在于要求学生能够完全了解音乐的内涵,只需要学

生通过聆听音乐,记住音乐主题,感受唐朝宫廷音乐文化,了解音乐作品产生的

历史背景,从而感受丝绸之路产生的历史背景,了解我国辉煌的音乐文化。

3.欣赏《敦煌故事》。
这是一首现代歌曲,歌曲颂扬了历史悠久的敦煌莫高窟的优美、雄伟,借此

表达了对祖国的赞美之情。
教学时,应结合聆听内容,介绍敦煌莫高窟辉煌的历史以及敦煌壁画。充分

运用多媒体平台,给学生观看敦煌壁画“飞天”,引导学生了解莫高窟产生的历史

背景。结合丝绸之路,给学生介绍丝绸之路的路线。

4.欣赏《一杯美酒》。
这是一首依据新疆民歌改编的器乐曲,教学时,老师可结合五年级学过的歌

曲《一杯美酒》进行教学。要求通过聆听,记住音乐主题,感受新疆音乐的风格

特点。
教学时,老师应从速度、力度、旋律构成入手,通过对主题的聆听、记忆,划分

出乐曲的段落,通过分析主题的旋律,引导学生感受新疆音乐的风格特点。
在聆听的同时,进一步认识四年级认识过的排箫、五年级学过的手鼓,能够

在聆听中分辨出这两种乐器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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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域乐声

1.唱歌《乌骏姆》。

歌曲情绪欢快、活泼,具有浓郁的新疆维吾尔族音乐风格,教学时,老师应首

先关注学生的歌唱状态,先用较慢的速度演唱,在学生保持了较好的歌唱状态后

再加快速度演唱。

歌曲中出现了大量的八分休止符,老师应根据歌曲旋律的发展进行区分。

第一乐段出现的八分休止符处于乐句的起始,在这里有一个歌唱的换气点。在

第二乐段的第三乐句中出现的休止符则需要采用声断气连的演唱方法进行

演唱。

歌曲篇幅较大,教学时,老师应根据学生的歌唱技能处理好换气点,给学生

明确指出在什么地方换气,以保证学生歌唱气息的支撑。

在歌曲的结局部分,出现了全曲的最高音,并且时值较长。教学时,老师要

引导学生用轻声歌唱的方法找到音高,然后要求学生在保持气息的基础上唱好

高音。

2.欣赏《达斯特加赫》。
《达斯特加赫》是伊朗的古典音乐,是在古波斯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本

单元选用了套曲中的一个乐段给学生聆听。

聆听时,老师应简单地给学生介绍这一音乐体裁,运用多媒体给学生展示特

性的乐器,乐器名称依次为:凯曼恰、乃依、塞塔尔、塔尔。

3.唱歌《厄尔嘎兹》。

这是一首土耳其民歌,歌曲热烈、欢快,充满异域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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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旋律流畅,对于六年级的学生来说没有大的学习难度。教学时,老师应

关注学生的歌唱状态,通过歌唱教学提高学生的演唱能力。在歌曲中出现“ ”,

老师应在学生有了充分的听觉感受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唱准音高。

通过演唱,引导学生感受土耳其民歌特点,在学生唱会歌曲的基础上,引导

学生选用恰当的力度和速度进行演唱,表达歌曲情感。

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西域乐声》 

(一)学情分析

六年级的学生已具备了视唱乐谱的能力,在歌曲《厄尔嘎兹》中出现的切分

节奏和“ ”的音调是学生在之前已经掌握的音乐知识,本课中只需要在歌曲中

正确演唱即可,同时可以感受到这两种音乐元素所体现的土耳其民歌的风格

特点。

在歌曲《厄尔嘎兹》中,最高音乐会出现在小字二组的e上,对于六年级的学

生来说,唱好这样的音高应该没有困难。歌曲的旋律连贯、流畅,因此,演唱时需

要保持好歌唱的气息,用连贯的声音演唱。这种歌唱技能对于六年级的学生来

说是已经了解和掌握的,但是在本课的教学中需要进一步关注,提高学生的演唱

能力。

在本课教学中,学生需要学习的音乐知识是伊朗古典音乐《达斯特加赫》。

老师将事先安排学生在课前分小组通过网络搜集相关的资料,并做成PPT以备

课堂上展示。

(二)教学目标

1.通过歌曲《厄尔嘎兹》,引导学生感受不断重复且连贯起伏的旋律,以及

固定的节奏和临时变化音所带来的土耳其民歌风格特点,并体验土耳其人民对

家乡的热爱之情。

2.通过欣赏,引导学生了解伊朗古典音乐《达斯特加赫》,拓宽学生的音乐

视野,感受伊朗古典音乐独特的风格。

3.通过对比体验、实践、反复聆听和演唱歌曲,以模唱、视唱、师生接唱等形

式,表达歌曲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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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学唱《厄尔嘎兹》,欣赏《达斯特加赫》。

(四)教学重、难点

通过聆听和演唱,初步感受西亚地区伊朗和土耳其两国的音乐风格,了解伊

朗古典音乐《达斯特加赫》的基本形式。在学唱歌曲《厄尔嘎兹》中,唱好切分节

奏与临时变音,感知切分节奏与临时变音在歌曲风格中的表现作用。

(五)教学准备

钢琴、多媒体。

(六)教学课时

1课时。

(七)教学过程

1.聆听、感受

(1)师生问好。

(2)观看课件了解土耳其。

老师:在前几节音乐课中我们沿着丝绸之路,从古都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

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今天我将带领你们跨越帕米尔高原、穿越茫茫

戈壁,来到神秘的西亚。

教学行为:

①老师点击课件播放,课件中主要是土耳其的介绍,背景音乐为歌曲《厄尔

嘎兹》。

②学生安静地观看。

  环节目标:通过直观展示法,在教学课件的引导下,快速地了解土耳其,并

利用背景音乐的渲染作用,初步感受歌曲。

(3)结合歌曲的结束句进行发声练习。

老师: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其中亚洲部分通常称为阿那托里亚,绝大部分

为山地环绕的高原。“厄尔嘎兹”就是高原上的最高峰,巍峨壮丽,高耸入云。

教学行为:

老师范唱。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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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快地

老师:请你们和我一起唱起来。(学生跟琴演唱)

老师:在演唱前要自然地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吐出来,在第4小节后可以

换一口气,歌唱时要保持连贯的气息。

教学行为:

①课件出示歌谱,老师范唱,用体态语引导学生用连贯的气息演唱。

②老师右手弹琴,左手指挥学生演唱,可从E调开始,半音上行,移至G调。

(4)感受旋律起伏的变化。

老师:同学们,这样连绵起伏的旋律让你们联想到了什么?

学生:连绵起伏的山峰。

老师:不断向上的旋律就像巍峨壮丽的“厄尔嘎兹”高耸入云。

教学行为:

①课件出示歌谱,老师范唱。老师单手伴奏,单手指挥,学生演唱。

②强调旋律的走向,用指挥的手势提示学生。

③强调连贯的气息、声音,正确的演唱方法。

④老师根据旋律起伏在黑板上画出相应的旋律线。

  环节目标:在教学情境中,感受音乐的表现作用,同时规范学生声音,为后

面的歌唱教学做好准备。

2.学习歌曲

(1)聆听歌曲,揭示课题,感受歌曲的情绪。

老师:“厄尔嘎兹”是阿那托里亚高原的最高峰,这里矿产丰富、绿草如茵、牛

羊成群。它是土耳其人民的骄傲、祖国的象征。土耳其流传着的许多歌曲,大多

提到“厄尔嘎兹”山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土耳其民歌《厄尔嘎

兹》吧!

老师:听完了歌曲,请你们来说一说你们体会到歌曲的情绪是怎样的。

学生答略。

教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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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展示歌曲大歌单,老师自弹自唱,学生安静聆听歌曲。
(2)再次聆听歌曲,体验旋律的连贯、起伏,找到乐句的划分处及换气点。

教学行为:

听范唱录音,老师带学生随音乐用手势表现旋律的起伏,学生在心里用“lu”

默唱旋律。
(3)学唱旋律。

老师:这段旋律带给你们怎样的感受?

学生:优美、抒情、连贯……

老师:就像连绵起伏的山峰,流畅连贯,带着这种感觉,我们试着用“lu”唱
一唱。

教学行为:

①老师单手弹旋律,单手指挥。

②引导学生用连贯的声音轻声演唱,继续感受旋律的连贯、起伏。

③继续划线条表现旋律的起伏,轻轻地唱,让每个同学都要听到琴声。
(4)解决旋律难点:“ ”。

老师单独弹奏两个包含“ ”临时变音的乐句。

老师:在我弹奏的旋律中,出现了变音,你们听出在哪里了吗? (学生指出位

置)

老师:有谁知道这个记号表示什么意思?

学生:这个升记号,表示升高半音。

老师:看着歌谱,听琴声,让我们唱一唱。

教学行为:

课件出示歌谱,老师单手弹旋律,单手指挥,学生演唱。

板书设计:

旋律一 
 

 

旋律二 
 

 

  环节目标:感受歌曲旋律连贯、起伏的音乐特点,进一步用连贯的声音表现

歌曲的音乐风格。在演唱实践中复习切分节奏、升记号的音乐概念,准确演唱,

并通过解决这一难点唱好歌曲旋律。

(5)学唱第一段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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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歌词。

老师:“厄尔嘎兹,阿那托里亚,巍峨的高山啊!”跟我一起说。(学生读歌词)

用歌唱的状态朗读。

老师:再听! 有变化了! (老师范读,学生跟读)

唱歌词。

教学行为:

①课件出示歌谱,老师单手伴奏,单手指挥,用指挥手势暗示换气点,引导学

生完整地唱一遍歌词。关注音准和节奏,发现学生的演唱问题。

②关注学生可能出现的演唱难点,并寻找解决方法。

老师:带着这种感觉,我们唱唱第一段歌词。

a.切分节奏的词曲对位,例如:

    

用对比引导学生解决难点。

老师:听一听哪一种唱法是正确的?

b.关注四拍的长音,表现歌曲情感。

老师:这几个乐句的最后一个音唱了几拍?

学生:四拍。

老师:我们要把四拍的长音唱满,但是力度可以适当渐弱。
 

c.解决第二、三乐句中的“ ”音调。
老师范唱,同时辅以手势提示,学生模唱。
(6)学习第二以及第三段歌词。

老师:第二段和第三段歌词中有几处节奏和第一段不同,谁发现了?

教学行为:

①课件展示歌谱,学生看歌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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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学生在老师的钢琴伴奏下分别演唱第二和第三段歌词。

③老师双手伴奏,学生唱第一、二、三段歌词。

(7)完整演唱三段歌词。

老师:请大家随着伴奏音乐来演唱。

教学行为:

播放录音伴奏,老师指挥学生演唱,老师自然接唱结束句。

  环节目标
 

:通过歌词的学唱,进一步提高歌唱技能,尝试着用连贯的声音

表现歌曲情感。在歌唱实践实活中,体验歌曲情感,感受厄尔嘎兹的壮美景色,

引导学生在唱会歌的同时唱好歌曲。

(8)第一遍完整演唱歌曲。

老师:厄尔嘎兹,巍峨的高山啊,让我们用动情的歌声来赞美你吧! (由于结

束句中前两个乐句完全重复歌曲的第一和第二乐句,最后一个乐句也在开课时

的发声练习中练唱过了,所以演唱结束句对于学生来说没有困难。)

教学行为:老师双手伴奏,学生完整演唱歌曲。

(9)第二遍完整演唱歌曲。

老师:“厄尔嘎兹”陡峭的山峰伸向蓝天,薄雾轻轻飘荡,山峰显在白云端,清

泉潺潺蜿蜒在山间,绿油油的山上,到处都是牛羊,多么美丽的景色呀! 你是土

耳其人民的骄傲、祖国的象征。让我们带着最真挚的情感来歌颂你吧,雄伟的

“厄尔嘎兹”,美丽的“厄尔嘎兹”!

教学行为:

课件播放录音伴奏,老师指挥,学生完整演唱歌曲。

  环节目标:在演唱活动中,自主运用连贯的声音,进一步表达对“厄尔嘎兹”

以及家乡的赞美之情。

3.欣赏并了解伊朗古典音乐《达斯特加赫》

(1)导入。

老师:在亚洲西南部的伊朗高原,有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伊

朗,古称波斯。伊朗音乐史称波斯音乐。伊朗波斯音乐对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和

发展,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它虽属伊斯兰音乐范畴,但仍保持其鲜明的民族特

色。关于伊朗的音乐你们了解多少呢? 下面就请同学们分小组来汇报展示你们

课外学习的情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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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分小组展示课前准备PPT。学生可以从关于伊朗音乐的特点,伊朗

的传统乐器,伊朗音乐对我国音乐的影响等多个方面向大家展示交流。

(3)老师结合课件介绍。

老师:随着波斯文化飞速发展。如今的传统音乐文化成就,集中体现在独具

特色、自成体系的《达斯特加赫》上。

老师:《达斯特加赫》是在波斯传统音乐基础上,积极吸收东西方音乐文化之

精华,日趋发展形成的体制宏大的古典音乐套曲。传统的《达斯特加赫》只有七

个,此外还有五个副类型,从而形成十二套具有固定名称的《达斯特加赫》。

老师:《达斯特加赫》的音乐演奏形式,从波斯人称为《达尔阿玛德》的序奏开

始,然后奏一、二段《阿瓦兹》和《扎尔彼》部分。最后在《连戈》中结束。每套“达

斯特加赫”都由不同调式节奏和旋律组成,一般由四至五个“古谢”组成,并按传

统的规定秩序演奏。其中,有器乐演奏、声乐歌唱,还有热烈的歌舞场面。

(4)欣赏《达斯特加赫》。

老师:这种歌、舞、诗、乐综合艺术形式,以及独特风格的音乐伴奏,历史上曾

对我国伊斯兰地区民族表演艺术产生深远影响。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段《达

斯特加赫》。

教学行为:

老师:同学们,欣赏了这段音乐以后,你们有什么感受呢? 来和大家一起分

享一下。

学生答略。

4.小结

老师:今天这节课中,我们一起沿着随丝绸之路来到了遥远的西亚大陆,去

感受了土耳其和伊朗两个国家的音乐。让我们在优美的《达斯特加赫》乐曲声中

结束本节课吧!

教学行为:

再次播放《达斯特加赫》录音。

  环节目标:在欣赏活动中,进一步感受西亚地区的音乐风格特点,了解的伊

朗古典音乐《达斯特加赫》。

(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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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丝绸之路简介

  丝绸之路,在新疆按其路线分为南、中、北三道。丝绸之路古代贯通中西方

的商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不过他所指的是“从公元前114
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于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

条西域交通路线”。所谓西域则泛指古玉门关和古阳关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

大地区。

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因其上下跨越历史2000
多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所以按历史划分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按线

路有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之别。陆上丝路因地理走向不一,又分为“北方丝路”

与“南方丝路”。陆上丝路所经地区的地理景观差异很大,人们又把它细分为“草

原森林丝路”“高山峡谷丝路”和“沙漠绿洲丝路”。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

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路。

商品交流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千米的长路上,原产中国的丝绸与瓷

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的象征。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

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

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

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

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

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菠菜

(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

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

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制品。

文化交流

21世纪初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刚经》就发现于敦煌。造纸术曾

经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种技术似乎只有东亚

及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开始在西

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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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工业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

为欧洲及中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残酷的:唐朝与新兴

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在对中亚政治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怛

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

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世界各地。西域地区沙漠

密布,各国的繁荣与水往往是脱不开关系的。天山与昆仑山脉融化的雪水是西

域的主要补给水源之一。然而收集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融化后积聚在

山脚的水很短时间就会被蒸发或渗入地下。自汉朝派遣军队囤积在西域发展农

业时,流传于山区的坎儿井和井渠技术被同样需要水源的军人使用在西域,并逐

步流传至更远的国家。早先西域地区坎儿井技术究竟是由中国还是波斯传入西

域一直事件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井渠技术和穿井法被证实是用中国传向西方:

《史记》中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断绝水源的方式围困城市。

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坚持了很长时间。

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着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

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

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期,

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

洲人谷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

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

宗教交流

东汉初期,佛教自于阗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子孔道,全面

传到西域各国。关于佛教传入西域地区,21世纪初尚有许多说法。但是国内外

“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

西域了”。据此,佛教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
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阗向西或向北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

苏、库车、焉首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北路各地和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

兰、楼兰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南北路诸地是理所当然之事。除了佛教,拜火教、

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传播到韩国、

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

拜火教是中国人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称呼,该教于公元前5~前1世纪沿

丝之路向东方传播。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国教,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被迫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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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受到当时南北朝时期的北方

各国皇帝的支持,唐朝时也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地方统治者为控制拜火

教的发展,设立萨薄一职,试图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但宋朝以后该教则

基本消失。其宗教风俗则被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

风俗。

景教则是叙利亚基督教徒聂斯脱里创建的一个基督教派分支,史料记载景

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

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

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

协助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从公元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

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在“会昌法难”之后,景教慢慢走向

衰弱,直到明朝天主教进入中国时,景教徒数量锐减,彻底走向衰落。

敦煌莫高窟介绍

莫高窟(Mogao
 

Grottoes)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

现。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

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

大的规模,现有洞窟七百三十五个,壁画四万五千万平方米、泥质彩塑二千四百

多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发现的藏经

洞,内有五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

科———敦煌学。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
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莫高窟所珍藏艺术珍品是中外交流的

瑰宝。敦煌壁画形象十分逼真,尤其是“飞天”图案,被唐朝人赞誉为“天衣飞扬,
满壁风动”,成为敦煌壁画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