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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鸟的歌唱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鸟的歌唱”这一单元以鸟为主题,通过乐曲欣赏、歌曲演唱,学生感受人与

自然的和谐统一。引导学生了解人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而是自然界的守护者。
人与一切动物都是朋友。人类要关爱大自然,关爱生命,要保护生态环境,谋求

生命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与和谐发展。
这一单元共设计了两个板块:“山林鸟语”和“蓝天飞歌”。
这两个标题从不同侧面来表现鸟儿婉转悦耳的声音与自由矫健的身影,表

达人们对鸟儿的喜爱,对大自然的向往。同时通过欣赏、唱歌等活动,引导学生

感受音乐旋律、节奏、速度、力度、音色等要素对塑造音乐形象的作用。

(二)内容结构

鸟
的
歌
唱
—

—
山
林
鸟
语

—

— 欣赏《空山鸟语》(二胡独奏)

— 欣赏《百鸟朝凤》(唢呐独奏)

— 唱歌《小鸟小鸟》

—
蓝
天
飞
歌

—

— 欣赏《小鸟天堂》(童声三重唱)

— 欣赏《一个真实的故事》(女声独唱)

— 唱歌《白兰鸽》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类要保护生态环境,
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

2.通过欣赏乐曲,感受并了解二胡、唢呐等乐器不同的音色特点。

3.通过歌曲演唱,进一步掌握二声部合唱的音准,培养和谐、均衡、统一的

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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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创创做做”等音乐活动,能准确听辨音乐主题及乐器音色。复习演

唱形式分类,并能编创2~4小节节奏为歌曲伴奏。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空山鸟语》(二胡独奏)

《空山鸟语》为刘天华作曲。作者用音乐记述外界现象时,并非采用自然主

义态度,而是深深地渗透了自己的感情。乐曲以拟声手法模仿百鸟啁啾声,结构

上属于多段体,共五段,另有引子和尾声。引子犹如山林召唤,空谷回声,简单几

笔就描绘出幽邃、深远、静穆的意境,令人神往。接着,热情欢快的旋律进行,作
为“人”的形象在全曲贯穿始终,时而单独出现,时而与鸟鸣相结合,自然景色给

予“人”的愉悦心情与自由自在的鸟语交融相织。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三弦拉戏式

的模拟手法,将鸟鸣音乐化,使乐曲的造型性和抒情性有机结合,让音乐更加优

美生动,富有情趣。
附谱:

空山鸟语
(二胡独奏)

[引子]极慢  每分钟40拍
刘天华 曲

[一]快速 每分钟126拍

[二]快速

[三]快速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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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刘天华(1895-1932) 江苏江阴人,我国民族音乐作曲家,二胡、琵琶演奏

家,音乐教育家。中学时参加学校军乐队,曾学过铜管、小提琴、钢琴等乐器。

1914年自学二胡,创作二胡曲《病中吟》。1915年,任江苏省立五中音乐教员。
曾在江阴举办暑期国乐研究会。自1922年始,先后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乐

导师,北京女子高师和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科二胡、琵琶、小提琴教授。教学

之余,随外籍音乐家学习小提琴及西洋作曲理论,兼修戏曲音乐。曾对民族民间

音乐进行实地考察,并进行搜集、整理工作。共作有10首二胡独奏曲,代表作有

《病中吟》《月夜》《良宵》《空山鸟语》《光明行》《烛影摇红》等,3首琵琶独奏曲、2
首丝竹合奏曲,并编有47首二胡练习曲、15首琵琶练习曲。第一个采用近代记

谱法,编辑出版了京戏曲谱《梅兰芳歌曲谱》。吸收小提琴演奏的长处,将二胡从

伴奏乐器上升为独奏乐器,并将其纳入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学,为我国近现代二胡

演奏学派奠定了基础。曾筹建国乐改进社,并主编《音乐杂志》。

(二)欣赏《百鸟朝凤》(唢呐独奏)

《百鸟朝凤》原是流行于山东、安徽、河南、河北等地的民间乐曲。它以热情

欢快的旋律与百鸟和鸣之声,表现了生气勃勃的大自然景象。1953年春,山东

省菏泽专区代表队将《百鸟朝凤》作为唢呐独奏曲参加全国会演,受到热烈欢迎。
《百鸟朝凤》自搬上舞台以来,经过了多次加工改编。原在民间流传的《百鸟朝

凤》,乐曲结构松散,没有高潮,多为即兴发挥,乐曲间插段,随意加入生活中的喧

闹声。因演出需要,民间乐手任同祥在专业音乐工作者协助下对原曲进行改编,
压缩鸟叫声,删去鸡叫声,并设计了一个运用特殊循环换气法的长音技巧的华彩

乐句,扩充了快板尾段,使全曲在热烈欢腾的气氛中结束。此曲在第四届“世界

青年联欢节”上荣获“民间音乐比赛银质奖”。20世纪70年代,在任同祥演奏的

基础上,陈家齐又设计了一个呈现百鸟齐鸣意境的引子,同时进一步将鸟叫声集

中压缩,有层次地合理安排,并配以新的伴奏曲调,以加强音乐性,他还扩充了华

彩乐句,使用快速双吐演奏技巧,使乐曲更为完整。

1.全曲的段落大致如下:

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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唢呐在奏出清新、悠扬的乐句之后,随即模仿鸟叫声,笛子作为伴奏乐器与

其对答呼应,互相竞奏,使乐曲展现出百鸟齐鸣的情景。

2.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旋律,优美流畅,使音乐充满活力。

 
明朗、充满活力地

3.唢呐自由地模仿各种鸟叫声。舒展的节奏、如歌的旋律与唢呐的吹奏旋

律在节奏形态和情绪上形成一定的对比。

 

4.活泼欢快的短小乐句以排比的形式出现,富有情趣的乐声描绘出人们在

山林中嬉戏的场景。

5.第二次出现的鸟叫段落,演奏者运用复杂的、高难度的演奏技巧,模拟了

喧闹的百鸟争鸣之声。

6.速度转快,音乐热情奔放。当乐队突然停止之后,唢呐出人意料地运用

花舌音发出知了的叫声,几乎可以乱真。更有趣的是,有一段音乐模拟知了被人

捉在手心中发出的阵阵挣扎声。

7.音乐进入高潮段落,速度加快,反复推进,接着出现唢呐的华彩乐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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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板

这样长的一段旋律,演奏者运用一种特殊演奏技巧,即“特殊循环换气法”,
达到一口气吹完,中间没有停顿的演奏效果。这样的演奏方法既渲染了音乐气

氛,又显示了吹奏者高超的技巧。

8.短小的结尾,是高潮段落的继续,音乐情绪越加热烈,再次出现百鸟齐鸣

的场景,与引子相呼应。

(三)唱歌《小鸟小鸟》

《小鸟小鸟》是一首深受儿童喜爱、久唱不衰的优秀儿童合唱歌曲。歌曲以

欢快活泼的节奏、流畅优美的旋律,表现小鸟在春天阳光里,在林间花丛中,在田

野山冈上自由飞翔、婉转歌唱的情景,抒发了孩子们对生活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

之情。歌曲为 拍,大调式,二段体结构。第一乐段为齐唱部分,旋律采用模进

手法,加上典型节奏“ ”的反复运用,使歌曲朗朗上口,十分亲切,仿佛在

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鸟语花香、春光明媚的图景。第二乐段为合唱部分,节奏拉

开,旋律上扬,歌词全用“啦”,表现了孩子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欢歌,像小鸟

一样飞翔歌唱的欢快心情。

(四)欣赏《小鸟天堂》(童声三重唱)

《小鸟天堂》是近年来创作的一首优秀少儿歌曲。歌曲旋律抒情优美、清新

流畅。歌曲为小调式带尾声的二段体结构,歌曲第1~8小节为A乐段,第9~
16小节为B乐段,余下为尾声。

歌曲A乐段旋律先抑后扬,前4小节为第一乐句,后4小节为第二乐句,两
个乐句为变化重复,节奏活泼跳动,多采用切分节奏,表现鸟儿飞回美丽故乡欢

乐歌唱情景;B乐段是歌曲的高潮部分,旋律在高音区进行,多处地方采用七度、
八度大跳,好似鸟儿们在引吭高歌,为我们描绘出莺歌燕舞、百鸟争鸣的景象,并
通过百鸟对家乡的眷恋,赞美家乡的美景。



6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六
年
级
下
册

附谱:

小鸟天堂
(童声三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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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欣赏《一个真实的故事》(女声独唱)

《一个真实的故事》又名《丹顶鹤的故事》,是一首动人心弦的叙事歌曲,抒情

婉转的音乐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歌曲为 拍、 拍混合拍子,

二段体结构。第一乐段为小调式,歌词意蕴深远,前奏音乐配上情真意切的道白

语言紧紧扣住人们的心弦,表达了对救鹤女孩深深地怀念之情。旋律深沉流畅,

运用同音反复、级进的创作手法和口语式的音乐语言,准确地表达了歌曲的

意境。

歌曲第二乐段调性发生了变化,音乐从小调转成大调,曲调色彩变得明亮。

歌词以拟人的手法、反问的语气谱写了一曲天地之间的悲歌,尤其是结束句高八

度假声哼唱,仿佛丹顶鹤在为女孩伤心哭泣,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

联系性以及和谐发展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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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一个真实的故事
(女声独唱)

 
  
深情地

陈雷、陈哲 词

 解承强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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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唱歌《白兰鸽》

《白兰鸽》是一首热情、欢快、充满朝气的美国歌曲。歌曲以白兰鸽在蓝天里

自由飞翔为主题,表达了人们珍惜时光、热爱生命的情感,以及对自由生活的渴

望与向往。歌曲为 拍,大调式,二段体结构。第一乐段为第7~14小节,共四

个乐句,每个乐句都以主和弦音“ ”三个音和弱起小节开始,歌词十分口语

化,表达了人们对白兰鸽的喜爱之情。第二乐段旋律展开,抒发了人们对白兰鸽

的赞美以及对自由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4~5课时完成。
“鸟的歌唱”这一主题单元,所有音乐活动都围绕鸟儿的形象展开,注意引导

学生通过音乐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动物是真诚的朋友,要关爱自然、
关爱生命,让世间充满爱。

(一)山林鸟语

这一板块里面安排了两首欣赏曲目和一首唱歌曲目。

1.欣赏《空山鸟语》。
这是一首二胡独奏曲。首先让学生欣赏乐曲的引子部分。设问:乐曲带给

你们什么样感受? 是什么乐器演奏的? 然后聆听全曲,要求听完后说出乐曲描

绘的画面,听到了什么动物的鸣叫声。老师介绍作者刘天华,介绍作品基本结

构:多段体,共五段,带有引子和尾声。感受音乐如何通过乐器的音色、旋律、节
奏、速度、力度变化来塑造空山、鸟语以及人的音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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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欣赏《百鸟朝凤》。
这是一首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唢呐独奏曲。重点引导学生感受

音乐情绪及百鸟合鸣之声,表现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景象。引导学生认识民族吹

奏乐器唢呐及其高亢、明亮的音色特点。着重介绍乐器如何通过速度、音区、音
色、节奏等变化,为我们惟妙惟肖地勾画出百鸟争鸣、生机勃勃、热闹非凡的画

卷。教师也可把《空山鸟语》和《百鸟朝凤》放在一起欣赏。在欣赏中感受与了解

二胡、唢呐各自不同的音色特点,比较不同乐器在表现同一主题时带给我们的不

同感受,以及塑造音乐时各自采用的不同表现手法。
在作品后安排了一个“创创做做”。这一板块里面的音乐活动主要是听辨乐

器、音色及音乐主题,通过聆听、复习我们以前所学过的知识及乐曲,提高学生的

音乐欣赏能力。在聆听时着重听辨乐器音色,能分辨是什么乐器演奏。可采用

独立完成或小组合作完成的方式进行教学。

3.唱歌《小鸟小鸟》。
引导学生掌握好休止符声断气连的唱法,并注意力度变化,用亲切、自然、愉

悦的声音来表现歌曲意境。合唱部分要注意音准,可以把合唱部分作为二声部

练声曲单独练一练。
 

(二)蓝天飞歌

这一板块里面有三个学习内容:欣赏《小鸟天堂》《一个真实的故事》,唱歌

《白兰鸽》。

1.欣赏《小鸟天堂》。
欣赏歌曲,感受歌曲的演唱形式及优美动听的旋律。结合欣赏,完成歌曲后

面的“创创做做”。

2.欣赏《一个真实的故事》。
引导学生从歌词意境、旋律跌宕起伏中去感受音乐所描写的动人故事,引导

学生随音乐朗诵、哼唱,感受音乐营造的荡气回肠的氛围。

3.唱歌《白兰鸽》。
这是一首外国歌曲,学习时,可先复习音乐知识“反复记号”。歌曲难点主要

是节奏,其中有很多弱起小节,可先让学生找出。另外带八分休止符的切分节奏

和跨小节的切分节奏,都不太好掌握,要让学生多练习。第二乐段中的延长音,
时值要拖足,注意准确换气。

四、课例

音乐欣赏课《鸟的歌唱》

(一)教学内容

1.欣赏《百鸟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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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欣赏《空山鸟语》。

(二)教学目标

1.聆听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和二胡独奏曲《空山鸟语》,体验音乐作品的

情感,培养学生的音乐想象力。

2.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热爱之情。

3.通过比较欣赏,认识唢呐、二胡等乐器,了解各自不同的音色特点,以及

在表现同一主题时,乐器采用的不同表现手法。

(三)教学重、难点

了解《百鸟朝凤》和《空山鸟语》的音乐风格特点。

(四)教学课时

1课时。

(五)教学准备

录音机、钢琴、多媒体课件。

(六)教学过程

1.创设氛围,激发兴趣

老师:同学们,我们周围的世界充满着声音,有优美的歌声、有烦人的噪声,

有高声喧哗、也有窃窃私语,有开怀大笑、有悲伤哭泣……即使我们闭上眼睛,也
能用耳朵来感受这个世界。大自然里有各种各样的美妙的声音,带给我们各种

各样的感受,请大家闭上眼睛,跟我一起聆听。

多媒体播放《百鸟朝凤》的片段。

老师:刚才同学们听到了什么? 感受到了什么?

学生交流:我们听到了很多鸟在争鸣,它们互不相让,比谁的歌声最动听。

老师:这么多的鸟在歌唱! 你们听听这段乐曲中有没有你们熟悉的鸟呢?
(多媒体再次播放《百鸟朝凤》片段)

(学生回答略)

老师:下面老师学几种鸟叫,请你们说出鸟的名字。(课件出示唱名和节奏)

(1)

(2)

学生跟着老师反复多次念节奏和唱名,然后说出是哪种鸟的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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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欣赏《百鸟朝凤》

老师:有那么多的鸟欢聚在一起,你唱我唱好热闹啊! 正巧有位朋友从大森

林中经过,听到了那么动听的歌声,想加入它们的队伍,看看它们为什么这么

高兴。
初听乐曲《百鸟朝凤》———播放乐曲的第二乐段。
(这首乐曲的演奏时间,对六年级学生来说偏长,且作品精彩、热闹部分在第

二乐段。教学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聆听乐曲来认识唢呐,感受乐曲欢乐的情绪,那
么选取第二乐段让学生欣赏,既可达到教学目的,又节约了时间,也不会让学生

觉得无趣)
老师:小鸟在唱歌、对话、争吵时它们的情绪怎样?
复听乐曲———播放乐曲第二乐段。
老师:各小组边听边讨论,看谁知道的鸟最多? 看谁模仿得最生动、最形象?

老师用钢琴或竖笛模仿:知了———“ ”,布谷———“ ”,启发

学生。
学生用各种方法进行模仿、交流。
老师:同学们刚才用不同的方式表现了你们熟悉的鸟叫,那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今天欣赏的曲名叫什么? 它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

3.认识唢呐

老师:请观察乐器图片,找出这种乐器(多媒体展示唢呐等乐器),说说它是

中国民族乐器,还是西洋乐器。
学生相互交流。
老师介绍唢呐。
老师:唢呐是中国民族吹管乐器,唢呐又称海笛,是我国民间使用最广泛的

乐器之一。它音色高亢有力,适宜于表现热烈、欢快的情绪。刚才我们听到的乐

曲片段就是非常著名的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
再听乐曲———播放乐曲第二乐段。
学生从中体验并感受唢呐音色和中国民族乐器的魅力。
老师简介:《百鸟朝凤》这首民族传统的唢呐独奏曲,曾在“第四届世界青年

联欢节”上荣获“民间音乐比赛银质奖”。作品通过唢呐音色的不同变化把鸟儿

的千姿百态表现得惟妙惟肖。类似的音乐作品很多,下面我们再欣赏一首乐曲。

4.欣赏乐曲《空山鸟语》

老师展示二胡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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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这是什么乐器? 是西洋乐器还是中国民族乐器? 它有几根弦?
老师介绍二胡: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取名为二胡,过去民间多称它为南

胡、胡琴等。二胡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它经过不同的演奏人员在技术和艺术上加

工,呈现出多样的变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二胡的魅力所在。
播放《空山鸟语》。
初听全曲。
老师:刚才的乐曲名为《空山鸟语》,同学们能从音乐中感受“空山”与“鸟

语”吗?
师生讨论:引子主要表现空山、空谷回声。鸟语,则穿插于整首乐曲中。
复听全曲。
老师:曲中除了“空山”“鸟语”外,还有什么? 是否有“人”在其中?
要求学生要细细听,仔细品味二胡的音色。
老师介绍刘天华。
老师让学生观察乐器二胡的实物,学生可以来摸一摸、拉一拉。
老师:聆听了《百鸟朝凤》和《空山鸟语》,你们能说说唢呐与二胡各自不同的

特点吗?
学生:唢呐的音量大,高亢明亮;二胡悠扬、婉转、柔和……
老师:两首乐曲描绘的场面有什么不一样?
学生交流自己的不同的感受:《百鸟朝凤》场面热闹,《空山鸟语》给人感觉

空幽。
完成书上的“创创做做”练习2。

5.课堂小结

(许晓华)

五、补充资料

《鸟归林》

《鸟归林》是一首轻快、活泼的儿童合唱曲。歌曲为小调式,带引子和尾声的

二段体结构。
歌曲生动有趣,模仿鸟叫的声音此起彼伏。它以形象的语言、优美欢快的旋

律描绘了大自然中鸟儿归林时的生动场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表达了人们对生

活、对大自然的热爱,尤其是歌曲开始和结尾处模仿鸟叫的声音,旋律由高到低,
节奏密集紧凑,惟妙惟肖地表现了鸟归林时的热闹场面,使歌曲更加充满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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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鸟 归 林
(童声合唱)

  
 

胡传经 词

 
 

轻松、活泼地 李云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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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鸟飞来了

  
德 国 民 歌
张庆祥 译词
群 声 配歌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欣赏《一个真实的故事》有感

《一个真实的故事》又名《丹顶鹤的故事》,这是一首动人心弦的叙事歌曲。
歌曲描绘的幽幽情境令人遐想、沉思,抒情婉转的音乐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凄美的

动人故事:“有一位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

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那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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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来。”
每当我听到这令人感伤的故事时,我的心灵便被触动,深深为大自然的灵性

而感动。
“走过那条小河,你可曾听说,
有一位女孩,她曾经来过。
走过那条芦苇坡,你可曾听说,
有一位女孩,她留下一首歌。”
歌词很像一幅秀丽的山水风情画,又似一首清新的抒情小诗,表达了对救鹤

女孩的怀念之情。旋律更是深沉流畅,运用同音反复、级进的手法和口语式的音

乐语言确切地表达了歌词的深沉意境。
歌曲旋律的第二部分调性发生了变化,音乐从小调转成了大调,曲调的色彩

变得明亮、开阔。歌词拟人的手法、反问的语气谱写了一曲天地之间的歌:“为何

片片白云,悄悄落泪,为何阵阵风儿,轻轻诉说。”音乐充满了人性美,把无生命的

自然景观视为有生命的整体,音乐在流动的旋律中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这首歌曲以人文精神为内涵,词曲意蕴深远,前奏音乐配上真切的道白语言

紧紧地扣住人们的心弦,音乐的流动犹如风儿对人们的絮絮心语,人们的情感随

着音乐的发展进一步激荡,歌中唱道:“只有片片白云为她落泪,只有阵阵风儿为

她诉说,呜,还有一群丹顶鹤,轻轻地,轻轻地飞过。”音乐所营造的氛围回肠荡

气,天地为失去善良的女孩悲伤。尤其是结束句高八度的假声哼唱,表达了丹顶

鹤为女孩伤心哭泣的悲痛心情,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联系性,人与

自然要和谐发展的整体性。在“天人合一”“情景统一”中,人的心灵得以陶冶和

净化。
《一个真实的故事》不愧是一首音乐佳作,它似一幅流动的画面和一首抒情

的诗,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听觉上的享受,更是心灵的启迪,它赋予我们更多人

生的哲理,凸现出鲜明的“生态伦理观”,人与自然是和谐的统一体,人不是自然

界的主宰,而是自然界的看护者,人与动物是真诚的朋友,我们要保护生态、保护

环境。把有生命的生物与无生命的事物视为统一的整体,要关爱自然、关爱生

命,让世间充满爱,谋求生命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与和谐发展。
这首歌曲的曲作者解承强曾被誉为广东流行音乐的“三剑客”之一,代表作

有《信天游》《一个真实的故事》以及大型乐舞《珠穆朗玛》等。解承强是一位多才

多艺的音乐人,他不仅在作曲上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是一名黑管演奏员、大提

琴手,他的音乐融天地之灵气,兼收并蓄西乐、民乐、古典流行等内容,在流行歌

坛具有广泛的影响。
(作者龙亚君,选自《中国音乐教育》2003年第2期,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