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蓓蕾竞放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蓓蕾竞放是一学期结束后的一个期末检测活动,通过这个活动起到复习、检

测的作用。活动以老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通过学生完成老师给出的任务达成

活动目标。

这样的活动赋予了检测灵活多样的形式,在活动的过程中便于老师观察学

生的学习结果,了解学期教学效果,同时还可以起到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引导

学生找出自己学习的不足的作用。

(二)内容结构

《蓓蕾竞放》由三个板块构成。

第一板块:“小明星早知道”。

这是一个检测欣赏板块教学内容的活动。主要通过老师播放音乐,学生回

答老师给出的问题的方式来进行。

第二板块:“小明星的琴声”。

这一板块给了学生一个展示的舞台,学生可以自由组合展示自己在课余学

习的乐器。

第三板块:“小明星音乐会”。

这一板块主要检测本学期学习的歌曲,学生可以自由组合,选用多种演唱方

式进行表演。

二、教学建议

1.小明星早知道。

这一板块以欣赏内容为主要检测对象,教学时,老师应在课前做好准备,将

需要检测的音乐作品的主题剪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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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的检测内容包括乐曲中所蕴含的音乐要素的听辨,例如速度、力度、情

绪,对于欣赏常识部分,老师可从以下方面设置检测题目:

(1)听主题说出乐曲名称,检测学生的音乐记忆能力。

(2)说出乐曲的作曲家姓名和国籍。

(3)说出乐曲的演奏形式、主奏乐器。

在歌曲的欣赏方面,老师应关注演唱形式、词曲作者、学生的音乐记忆等

方面。

2.小明星的琴声。
这是一个学生自由活动的板块,老师应积极鼓励学生展示自己在课余学习

的乐器,引导学生自由组合进行小合奏等活动。

3.小明星音乐会。
这是对本学期歌曲板块学习效果的检测,教学时,老师可引导学生采用多种

演唱方式演唱学习过的歌曲,在演唱中鼓励学生加入表演,给学生提供展示的

平台。
在活动的过程中老师应充分发挥师评、自评、互评的作用,给学生及时的鼓

励。在每一项内容展示完毕后,老师可设置多种奖项给学生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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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教材选唱歌曲与选听作品的分析、介绍

一、选唱歌曲

(一)《月亮的故事》

歌曲为 拍,并列三段体,大调式。歌曲用儿童化的语言,描述了孩子们对

大自然的幻想、对天空奥秘的探索。歌曲篇幅不长,旋律婉转流畅,充满了童趣。
歌曲由“A+间奏+B+C+结束句”构成。

A乐段由四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两小节。第一乐句从三音开始,采用了级

进与小幅跳进的手法展开旋律,结构排列规整,仿佛开始了一个平缓的叙述。第

二乐句一开始就采用了切分节奏,连续的八分休止符使旋律增加了活泼、跳跃的

感觉,仿佛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在述说心中的疑问。第三乐句为第一乐句的变化

重复,在第一乐句的乐思上进行变化的重复,为承接乐句。第四乐句一开始就再

次出现了八分休止符,进一步增加了旋律的跳跃感,在反复的旋律中,半音“”的
出现,给了旋律向下延续的动机,乐段终止在主音“”上。在整个乐段旋律结束

后,紧接了一个短小的间奏,使歌曲顺利地过渡到B乐段。

B乐段为歌曲的中间乐段,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由四个乐句构成,第一、二、
三乐句分别包含两个小节,四乐句由三小节构成。第一乐句由半音“”开始,与
上一乐段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过渡和衔接,切分节奏的再次运用,给旋律增加了推

动感。第二乐句的节奏排列与第一乐句完全相同,音高在第一乐句的基础上向

上推进。第三乐句的节奏改变为较为规整的八分音符排列,音高继续向上推进,
使音乐的情绪不断向上推升。第四乐句一开始就使用了连续的切分节奏,继续

增加旋律的动感,在结束的部分使用了一个六度的大跳,将音区进一步推高到全

曲的最高部分,使音乐情绪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从而过渡到歌曲的高潮部分———

C乐段。

C乐段为歌曲的高潮乐段,由四个乐句构成乐段的主体部分,在跳跃反复

后,加入了一个两小节的结束乐句作为全曲的结束。第一乐句由两个小节构成,
乐句为弱起小节,从三音开始后迅速出现了四度的跳跃,将歌曲的旋律推到全曲

的最高音,也将歌曲的情绪推到了最高潮,切分节奏的出现也进一步增进了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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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感。第二乐句为第一乐句的变化重复乐句。第三乐句音区向下发展,节
奏变化为规整的八分节奏排列,歌曲情绪开始趋于平缓。第四乐句由三小节构

成,音区进一步下行,实现了向结束的过渡。
结束乐句由三小节构成,在C乐段跳跃反复后,旋律通过一个五度的大跳,

再次在较高音区上发展,全曲结束在旋律的最高音上。

(二)《和平友谊之歌》

歌曲为三段体, 拍,大调式。歌曲篇幅不大,情绪欢快、热情,歌颂了全世

界人民的友谊。
歌曲的第一乐段由四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两小节。第一、三乐句为相似乐

句,三乐句为第一乐句的变化重复。第二乐句与第一乐句在节奏上完全相同,旋
律走线相似,均采用级进加上跳跃的手法进行。第四乐句从半音开始,最后回归

到主音上。这一乐段旋律流畅,四个乐句呈现出起承转合的关系。
第二乐段一开始在节奏上就与第一乐段形成强烈对比,节奏较第一乐段有

所拉宽,音区也在第一乐段的基础上升高,将歌曲情绪推向高潮。第二乐段的主

体部分由两个较长的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四小节。两个乐句节奏排列基本相同,
拉宽的节奏给人以歌颂的感受。在第二乐段第一次主体旋律结束后,加入了一

段较长的间奏,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三乐段为歌曲的补充乐段,整个乐段的歌词为简单的衬词,乐段分为四个

乐句,每个乐句均从弱起小节开始,拉宽的节奏、较高的音区进一步表现了对和

平友谊的赞颂之情。

(三)《我家在中国》

歌曲为带再现的三段体, 拍,小调式。歌曲用通俗的语言,赞颂了美丽的

祖国,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歌曲的第一乐段由四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两小节。歌曲旋律从主音开始,

一开始便采用了五度的跳进,然后旋律始终围绕主音向下级进,给我们呈现了一

个婉转深情的画面。第二乐句从五音开始发展,级进和小幅度的跳跃,使旋律流

畅、委婉。第三乐句为第一乐句的变化重复,为承接乐句。第四乐句延续的前面

三个乐句的风格,最后结束在主音上。
第二乐段为二声部合唱乐段,由两个较长的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四小节。第

一乐句一开始就采用了较为宽松的节奏排列,将歌曲的情绪由第一乐段的婉转

深情发展为赞颂的情绪,将歌曲推向高潮。而切分节奏的采用,更增加了旋律的

推动感。第二乐句延续了第一乐句的节奏排列特点,旋律音区逐渐下移,歌曲情

绪逐渐趋于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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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乐段为第一乐段的重复再现,反复后紧接到结束乐句,采用了二声部合

唱的形式,旋律则是在乐段第四乐句的基础上的发展延伸。全曲终止在主音上。

(四)《快乐一加一》

歌曲为二段体, 拍,大调式。歌曲表现了孩子勤于思考,以及快乐学习与

生活。
歌曲的第一乐段由四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三小节。歌曲旋律中频繁出现

了休止符,特别是八分休止符在旋律中多处出现,增加了旋律的跳跃感,而四分

休止符的运用,增加了歌曲的语气感。旋律中还采用了大量的倚音,让旋律充满

了童趣。
第一乐段结束时,加入了四小节的念白,增加了歌曲欢快活泼的情绪。
第二乐段延续了第一乐段的创作手法,但较第一乐段节奏排列更加密集,休

止符的出现让旋律更有跳跃性,使歌曲更加的欢快活泼。
整首歌曲一直保持着跳跃、欢快的情绪,表现了孩子们乐于学习,勇于挑战

的精神。

二、选听曲目

(一)《猜调》(童声合唱)

  这是一首依据云南民歌改编的合唱歌曲,一段体,徵调式。合唱《猜调》在民

歌的基础上,通过多次反复,采用多种创作手法,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欢快活泼的

画面。
歌曲一开始采用民歌音调的素材,编写了一个短小的引子。宽广的节奏排

列仿佛为我们拉开了演出的序幕。
民歌主题共反复呈现了四次,每一次的演唱形式与演唱速度都有变化,从而

更加丰富了歌曲的内涵。
第一次主题呈现采用了独唱加上二声部伴唱的形式,中速。承接引子较为

缓慢的速度,徐徐展开歌曲。
第二次主题呈现采用了三声部轮唱的手法,为我们创设了一个此起彼伏的

场面,仿佛一群孩子在那里叽叽喳喳地提出问题。歌曲的情绪开始逐渐欢快

起来。
第三次主题呈现从齐唱进入,速度较快,结束部分乐汇的多次反复将歌曲情

绪推向高潮。
第四次主题呈现采用了二声部轮唱的方式,速度由慢渐快,将演唱情绪推向

全曲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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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猜  调
(童声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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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塞尔艾斯克》(独唱)

伊朗传统音乐称为《达斯特加赫》,指又多首套曲结合而成的套曲或组曲。

伊朗《达斯特加赫》共有十二套,《马胡而》为其中之一。
《赛尔艾斯克》为《马胡而》套曲中塔斯尼夫段落中的一个部分。所谓塔斯尼

夫是指《达斯特加赫》音乐中较慢的创作曲目部分。歌词大多反应伊朗的爱国主

义精神,歌词多为古典诗词。

本曲原为14世纪哈飞兹所谱写,本版本由安达利比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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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禅》(西塔琴独奏)

本首乐曲选自拉维·香卡西塔琴独奏音乐会。

西塔琴是印度北部的一种传统乐器,长约九十厘米,其共鸣箱由镶有红木面

板的大葫芦制成,琴顶往往还固定一个小葫芦,以达到加强琴体共鸣的作用。西

塔琴一般约有二十多个品,十八至三十根弦,其中七根主弦中,有四根为演奏旋

律用弦,定音C,G,c,f,另三根为主音共鸣低音弦,用以突出音乐节奏,另外在其

拱形音品的下方还有十一至十三根与主弦平行的共鸣弦,演奏时这些共鸣弦随

着主弦变化而发出自然泛音。西塔琴结构极其复杂,演奏难度相当大,但是西塔

琴音色柔美,其高度发展的演奏技巧和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使其既能奏出缓慢

悠扬的抒情旋律,又能奏出快速动感的舞蹈节奏,是人类音乐宝库中不可多得的

一件伟大的乐器。

拉维·香卡(1920—2012) 最令世人景仰的印度音乐的伟大使者、印度古

典音乐教父、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甲壳虫乐队著名吉他手乔治·哈里森的恩

师、爵士红伶诺拉·琼斯的父亲,而这并非他的真正光环。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

他就被世人奉为一代西塔琴大师、印度音乐和文化的伟大使者以及不朽的世界

音乐家,在弹奏西塔琴这种印度最传统、最复杂的、拥有最神秘音韵的乐器功力

上,世人更无出其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