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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丝竹声韵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民族乐器是我国各民族民间音乐中的一个类别,是指我国传统乐器以独奏、
合奏等形式演奏的民间传统音乐。

我国的民族乐器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几千年来,它与人民的生活交

融在一起,歌唱和舞蹈常需要乐器来配合;说唱和戏曲表演中,乐器也是其中一

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民间的各种活动中,乐器都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它是

人们音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民族乐器约有五百多种。民族乐器演奏形式灵活多样,

大致分为独奏、重奏、管乐合奏、打击乐合奏、弦乐合奏、丝竹乐合奏、吹打乐合奏

及管弦乐合奏等八类。
在本单元,要想总括所有乐器的相关内容是不可能的,鉴于从一年级到七年

级乃至以后阶段已经或将会给学生介绍大量的民乐作品,所以本单元侧重于对

民族乐器传统演奏形式———吹打乐和民族管弦乐队的介绍。本单元学习民族乐

器创作手法之一“鱼咬尾”的知识,了解部分乐器,了解民乐经典作品《二泉映月》
及传统曲目《将军令》《流水》《打枣》,学唱《男儿当自强》,增加学生对民乐的了

解,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热爱。本单元的另一特点是信息量较大,目的是增进

学生对民乐的了解,不要求学生学会多少,而在于学生能了解多少。鉴于民族乐

器的重要地位,为它专设单元是必然的。
按照民族乐器的分类以及民乐的发展,本单元设立了两个板块。

1.“吹拉弹打”
在小学阶段,学生对部分民族乐器已有初步了解,在这一板块中,进一步让

学生欣赏由古琴、二胡演奏的民曲和民间吹打音乐。介绍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一

般编制及乐器分类,了解“鱼咬尾”这一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手法。加深对民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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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的感知与了解。

2.“古韵新声”

在这一板块中,安排了欣赏民族管弦乐《将军令》,学唱根据《将军令》的主题

音乐改编的歌曲《男儿当自强》,缩短民乐与学生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了解民

乐、热爱民乐的兴趣。

通过以上两个主题的安排,给学生介绍不同时代的民乐作品,让学生感受到

民乐的悠久历史,感受我国灿烂的民族文化。

(二)内容结构

丝
竹
声
韵

—

—
吹
拉
弹
打

— 欣赏 —

— 《流水》(古琴独奏)

— 《二泉映月》(二胡独奏)

— 《打枣》(北方吹歌)

—
古
韵
新
声

—
— 欣赏 — 《将军令》(民族管弦乐)

— 歌曲 — 《男儿当自强》

(三)教学目标

1.让学生在对民族乐器了解的过程中,逐步产生对民族乐器的兴趣及对民

族音乐的热爱之情。

2.在聆听、感受、编创活动中,学生学习民族乐器的创作手法“鱼咬尾”,了
解“古琴”这一弹拨乐器和中国民间吹打乐;通过聆听活动,引导学生分辨不同的

民乐音色,演奏形式。

3.培养学生积极参加编创活动,通过聆听与思考,提高音乐感知能力。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流水》(古琴独奏)

  《流水》是我国著名古琴曲之一。它形象而生动地描绘了源自高山的无数清

泉,汇成涓涓细流,变成瀑布,从山谷中飞流直下,穿过峡谷,奔向中原,最后归向

大海的壮丽景象。
《流水》这支曲子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古时称之为《高山流水》。春秋

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伯牙弹琴遇知音”的故事中俞伯牙为钟子期所

弹乐曲就有它。到唐代之后,《高山流水》便分成《高山》与《流水》两支曲子。因

为年代久远,这些古老曲谱都已经失传,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曲调,记载于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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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代初年的《神奇秘谱》之中。由于古代琴家很多,各人奏法不同,因此《流水》
曲谱有多种版本,段数也各异,现将管平湖演奏的《天闻阁琴谱》中的《流水》做一

介绍。
这首乐曲记谱不规则,有的小节是 拍,有的是 拍。全曲分九段。
第一段是引子,散板。曲调开始在低音上进行,继而发展到高音区引出

主题。

第二段是第一主题,速度逐渐加快。古琴用清澈的泛音,描绘晶莹的水珠滴

在水洼中,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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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是第一主题的变奏,速度又加快了一些。旋律比第二段的音提高了

一个八度,因而显得更加明亮。

第四段是第二主题,用按音演奏。它描绘点点滴滴的清泉,在石缝中汇成细

流。曲调悠扬,婉转动人。

第五段是第二主题的变奏和发展。这些涓涓细流汇合在一起,变成了滚滚

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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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段是乐曲的展开部分,它掀起了乐曲的高潮。这里运用了“滚”“拂”等
手法,奏出一系列上下翻滚的音型,给人们展现出河流正穿过峡谷,掀起万丈波

涛的壮丽画面。

第七段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段落。描写河水已经冲出峡谷,开始平静地在中

原大地上流淌。

第八段是重复第二主题,并加以变化。旋律轻快,似描写河水给两岸人民带

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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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尾声。乐曲渐轻、渐慢地结束。它是用泛音来演奏的,让人们回忆起

乐曲的第一段,形成首尾相呼应的效果:

《流水》这支曲子传到清代,川派琴家张孔山又对它进行了加工整理。为了

更形象地表现流水的意境,他加进了“滚”(七条弦从高音到低音快速拨弹)、“拂”
(七条弦从低音到高音快速拨弹)等演奏手法,更加丰富了乐曲的表现力,所以又

称作“十二滚拂流水”。
《流水》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瑰宝。1977年8月,美国发射的“航行者”号宇宙

飞船,携带了一张特制的、录有各国不同语言、音乐的唱片,其中选用的中国乐

曲,就是《流水》这支曲子。
《流水》还被改编成不同形式的器乐演奏,如钢琴独奏曲《流水》等。
古琴 原称琴,因其历史悠久,今人才称它为古琴;又因其有七条弦,故也称七

弦琴。古琴艺术是我国民族音乐的瑰宝,2003年古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关于古琴产生于何时,迄今无定论。传说“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乐记·

乐施篇》),又“本五弦,文王、武王加二弦,嗣后多用七弦。”(《尔雅疏》引《琴操》
云)殷墟甲骨文中之“ ”字,据今人罗振玉考释:“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以

上这些传说和考释不足全信,但到了周代(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49年),
古琴成了礼乐中的一件重要乐器,并广泛用于伴唱,这在史料记载中时有所

见。如《琴史·声歌》:“歌则必弦之,弦则必歌之。”“子夏弹琴以歌先王之道。”
《论语·阳华》:“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春秋战国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琴家和

琴曲,说明当时古琴音乐已有高度发展。湖北随县战国初曾侯己墓出土的十

弦古琴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七弦琴,它们在形制方面基本一致,但

都没有重要的十三个琴徽,说明先秦时期古琴尚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定型。后

在三国时嵇康(公元224-263)的《琴赋》中提到了“徽以钟山之玉”,由此可以

推测量古琴的形制大约从汉代以后才逐渐定型下来。
古琴用长约1.2米,20厘米,6.6厘米厚的梧桐木(或杉木),将上面刨成弧

形,下面剜成槽腹,另外用一块梓木板作琴底与其胶合成一琴体(共鸣箱)。古琴

的构成部件很多,现主要介绍以下几件。
(1)琴轸———古琴右端首部下面有七个琴轸,可左右转动以调弦之音高。
(2)琴弦———琴面上张弦七条,外侧一根琴弦最粗,向内依次而细。弦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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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内,依次为一弦、二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七弦。
(3)琴徽———琴面外侧镶嵌着十三个用螺钿做的小圆星(徽也有用玉石、金

子为材),称作徽。徽是标明泛音位置和取按音位置的依据。

徽  位:十
三 

十
二 

十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弦长比例:7
8

5
6

4
5

3
4

2
3

3
5

1
2

2
5

1
3

1
4

1
5

1
6

1
8

古琴琴弦原为丝质,今人改用尼龙弦外缠钢丝,音量有所增大。
古琴是无码弹弦乐器,弹奏时取音自由,且可无阻碍地运用左手的“吟、猱、

绰、注”等技法润饰旋律,极富吟唱韵味。
古琴的演奏技法非常丰富,在右手八法、左手四法的基础上,加以种种变化

与复合,发展出近五十多种不同指法。演奏者可使同一旋律音奏出几十种不同

的音色,色彩丰富,表现力强。
古琴的定弦多变,各种不同定弦都有专门的琴调名称。在二十多个不同定

弦的琴调中,以“正调”的定弦为基础,其他各个琴调定弦均通过“紧”(紧弦使音

升高)或“慢”(松弦使音降低)更动某些琴弦的音高。
正调定弦:

音域:

(二)欣赏《二泉映月》(二胡独奏)

《二泉映月》是一首民族风格十分浓郁的二胡独奏曲,是华彦钧的代表作品

之一,也是作者一生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作品的旋律委婉流畅、跌宕起伏、意
境深邃,表现了作者在旧社会饱尝辛酸的感受和倔强不屈的性格,具有强烈的感

染力。
关于《二泉映月》曲名的由来,祝世匡先生有这样一段重要的回忆。
当年录音后,杨(荫浏)先生问阿炳这支曲子的曲名时,阿炳说:“这支曲子是

没有名字的,信手拈来,久而久之,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杨先生又问:“你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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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地方拉?”阿炳回答:“我常在街头拉,也在惠山亭上拉。”杨先生脱口而出:
“那就叫《二泉》吧。”我说:“光名《二泉》,不像个完整的曲名,粤曲里有《三潭印

月》,是不是可以称它为《二泉印月》呢?”杨先生说:“‘印’字抄袭得不够好,我们

无锡有个映山河,就叫它为《二泉映月》吧!”阿炳当即点头同意。《二泉映月》的
曲名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段资料引自1979年8月14日《无锡报》,题名为《<二泉映月>定名经过》。
它告诉我们,这首乐曲本来是无标题的,它的曲名是几个人即兴而定,与乐曲内

容本无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对音乐的理解,不能囿于标题的含义,而应从乐

曲本身的音乐表现着眼,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恰当、更合乎情理。
此曲由引子、六个段落及结束句组成。全曲以一个音乐主题为基础,运用我

国民间音乐中最常见的变奏体曲式结构,进行了五次变奏和发展。
乐曲的开始,是个短小的引子。

它好像一声凄楚的长叹。用一句古诗来形容,就是“从头便是断肠声”。
主题由上、下两个乐句组成。紧接引子,是沉思的倾诉性的上乐句。

下乐句的旋律如心潮起伏,富于变化。

以这两组乐句构成的音乐主题,经过交替出现和变奏,把作者忧伤、悲愤、怒
号、憧憬等复杂心情充分表现出来。例如:

这是主题音乐下乐句的变体。作者巧妙地改变了几个音的位置,使音调更

加缠绵悱恻,凄楚感人。既保持了形象的统一又有变化的旋法,使旋律的交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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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有序,进一步抒发了作者难以平静的思绪。在经过多次发展之后,把乐曲推向

高潮。

这是对旧社会愤怒控诉的声音,它反映了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

沉重呻吟和倔强不屈的性格。乐曲最后结束在不完全终止上,造成曲终情未收

的艺术意境。
此曲的结构图式:

根据这首乐曲二胡独奏的音乐主题,后人改编了二胡与乐队、弦乐合奏、钢
琴独奏等多种演奏形式。本单元选用的是二胡独奏表演形式。

华彦钧(1898-1950) 民间音乐家。人称阿炳,江苏无锡人。自幼随父亲

华清和学习演奏笛子、琵琶、二胡、鼓等乐器。十五六岁时已成为无锡道教界一

名出色的乐师。约1928年,他双目失明。由于社会动乱,家产亦变卖殆尽,他开

始了流浪卖艺生涯,人们习惯地叫他瞎子阿炳。他的大部分器乐作品出于这个

时期。
阿炳的二胡演奏风格清新刚劲,在琵琶演奏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以自己

的创作、演奏(包括编唱新曲)等,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感受。著名的作品有

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

船》等。



92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八
年
级
上
册

(三)欣赏《打枣》(北方吹歌)

《打枣》是北方吹歌传统曲目。演奏者以复杂、高难度的演奏技巧,一人吹

奏唢呐、口笛、把攥子等乐器模拟人声演唱(俗称咔戏),表演生动活泼,深受群

众的欢迎。《打枣》原是一首民歌,现作器乐化加工,通过吹奏乐器的频频变

换,形成音色、音区和表演情感的鲜明对比。宏大明亮的唢呐声,高而清脆的

口笛声,低而带有鼻音地把攥子特殊音色相互对应,像生活中男女老少逗趣对

唱的欢乐场面。特别是随着曲调的不断反复,演奏者频繁变换乐器,被分割的

不同音色、音区的旋律片段如犬牙交错,音乐得到了展开,这时繁忙的表演动

作和娴熟的技艺给听众以强烈的感染。在这支民歌曲调被反复演奏四次之

后,尾部加以扩充,出现了“穗子”段落,在这个扩充的展开段落中,围绕中心音

短小音型的反复展现和高亢有力的长音迸发,把音乐推向高潮。

(四)欣赏《将军令》(民族管弦乐)

《将军令》原为戏曲中开场音乐和为摆阵等场面而伴奏的曲牌。民间艺人

也常吹奏此曲以增添节日的热烈气氛。
苏南吹打乐《将军令》是用两只大唢呐吹奏旋律,配以“大锣大鼓”,渲染威

武雄壮的气派,并用长鸣以壮声势。上海民族乐团以《将军令》为蓝本进行加

工改编。在乐曲开始时加了一首曲牌,对原曲也做了一些增删。在乐队编制

方面,仍以一对大唢呐吹奏主旋律,另增加了笛、笙、号筒等乐器加强旋律色

彩;打击乐器增加了定音的十面锣和低音大锣(海锣)等,因而乐曲在速度、力
度以及音色变化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曲调更显气魄宏伟,犹如千军万马簇

拥主帅胜利归来。
乐曲一开始,低沉浑厚的号筒、大鼓和海锣声相互交织,音乐气氛庄严隆

重。继而鼓号齐鸣,雄壮的唢呐声在锣鼓的衬托下,气势宏伟,振奋人心。这

是乐曲的前奏部分。
接着乐曲进入主体部分。改编者在配器上把乐队分成“粗吹锣鼓”和“细

吹锣鼓”两组,并作种种变化,使音色和力度富有层次和对比。充分掌握原曲

速度时而慢起、时而渐快,节奏时散时整,曲调多变,音乐跌宕起伏等特点,将
乐曲的结构合理分层,运用配器手段,让唢呐连续不断地循环换气与笛、笙的

断奏相对比;打击乐器以闷击与放音敲击相对比……使音乐抑扬顿挫有序,具
有新的推动力。

乐曲尾部,招军频吹,锣鼓全奏,在异常热烈的高潮中结束。

(五)歌曲《男儿当自强》

这是一首六声羽调式的作品,音乐苍凉委婉、豪情大气、刚柔并济。在这

首歌曲中,作者将传统的风雅和讲求韵味的一支古曲中加入了江湖侠义,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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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强拍,似乎是想要将这支曲子做出中国人应有的志气和坚硬的脊梁,与擂响

的鼓声一起成为振奋人心的出征的号角。
《男儿当自强》这首作品开头是缓慢的鼓声,由远及近,由缓至急,由疏变

密,大有催人奋进、策动千军万马之感。其中的主奏乐器是大鼓,琵琶演奏平

稳均匀的节奏,唢呐吹出高亢热烈的旋律,伴以男声习武时的阵阵呐喊,主唱

苍茫大气,竭尽全力地抒发自己的情感,一字一顿,句句铿锵,句句正气凛然。

而结尾则与之相反,鼓声豁然而终,余音回荡。作为打击乐器,鼓在一定程度

上的表现力不如弦乐能更充分地表现感情色彩,但是在《男儿当自强》这首作

品中,正是大鼓踏实而稳健的节奏,使这首作品充满了催人奋进的气魄、气势

和荡气回肠的效果,配以影片“自强不息”的主题,让每一位华夏儿女胸中都会

升腾起一股浩然正气,堪称香港电影中振奋人心的乐章。

作词家黄霑曾回忆道:“这首南方器乐,本是琵琶曲,历史最少已有百年,

我从小就耳熟能详,徐克找我配乐,声明要用《将军令》……我有心去芜存菁,

找来二十多个不同版本,听了一个多月,又向挚友中乐大师吴大江兄处找来国

乐团总谱,反复推敲,写了五个不同版本,都不惬意。正有点彷徨时,忽然救星

从天而降———林子祥想唱《将军令》,想了很多年……当夜即写好第六个旋律

修订稿,加上歌词,送克兄过目,他居然一看就说OK。”参与这首作品录制的演

奏家有:香港著名的胡琴艺术家黄安源,著名琵琶演奏家王静,香港著名唢呐、

管子演奏家葛继力,敲击乐大师阎学敏,也正是这些国乐大家云集的阵容,使
得这首作品将中国古曲的魅力发扬到极致。

黄霑(1941-2004) 香港著名作家、词曲家。与金庸、倪匡、蔡澜一起被

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写过2000多首歌曲,其中《上海滩》《沧海一声笑》《狮子

山下》《问我》《我的中国心》为“经典中的经典”,被冠以“流行歌词宗匠”,是香

港流行文化的代表。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创作了众多电视剧主题曲,掀起港

语流行曲热潮。其中相当多的成功作品都是由顾嘉辉作曲、黄霑作词。这个

后来被称作“辉黄”的组合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家变》《狂潮》《强人》《大亨》
《抉择》《风云》《射雕英雄传》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都是黄霑的佳作。那个时

期,可以不夸张地说,香港的每个角落每个人唱的都是他填词的歌。从此他走

上了自己填词生涯的高峰,渐渐开始为电影作词作曲,伴随着香港电影《英雄

本色》《倩女幽魂》《青蛇》《黄飞鸿》《梁祝》陆续走红,黄霑的词曲也传遍了华语

地区。黄霑的词作品是他侠义精神与人生哲学结合的最佳体现,词坛小生林

夕在点评黄霑时说:“以文言笔法写词有如行钢线,一不小心便会一面倒,只有

学贯五经才能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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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一)吹拉弹打

1.欣赏《流水》

《流水》是一首广为流传的古曲,乐曲描绘了无数清泉汇流成河、归向大海

的壮丽景色。

乐曲由八个段落组成,全曲长达八分钟。对于八年级的学生来说,由于乐

曲各段落间的对比不是很大,所以通过聆听去区分段落有较大的难度。由于

古琴的演奏特点,乐曲的主题旋律也不是非常明确。建议老师在对这一内容

进行教学时,不要过多地将教学重点放在对乐曲的分析介绍上,而应着眼于乐

器(古琴)以及乐曲有关的人文知识。

在进行课堂教学前,请学生自己先去查阅有关古琴以及乐曲《流水》的相

关材料,并请学生在课余的时候先去聆听乐曲。教学时,先让学生完整地聆听

乐曲,并与同学交流自己收集的材料和对作品的初步感受。结合乐曲的标题,

谈谈自己对乐曲的初步理解。

在初听的基础上,让学生聆听乐曲的部分重点段落。例如,乐曲的第一

段、第二段、第四段、第六段。在聆听的同时,结合图片、视频等教学手段,将对

乐曲的感受与乐器的演奏技巧结合起来进行教学。

乐曲的第一段采用了散板,充分展示了古琴的音乐特点。教学时,让学生

通过听觉感受,了解古琴的基本音色特点;让学生通过视觉感受,了解古琴的

形状。

乐曲的第二段是乐曲的第一主题,采用了泛音的技法来进行演奏,形象地

表现了水滴滴落的声音。教学时,结合演奏的图片或视频,让学生了解古琴的

演奏方法,感受了解这种技法所表现的特别的听觉效果,想象乐曲所描绘的

意境。

乐曲的第四段,描绘了水滴汇成了涓涓细流的意境,第四段也是乐曲的第

二主题。教学时,老师同样采用图片、视频等教学手段,让学生了解“拂”的技

法。与技法相结合,让学生了解这种技法在表现乐曲的意境上所起的作用。

乐曲的第六段是乐曲的展开部,表现了河水奔腾、一泻千里的意境。乐曲

同样采用了“滚、拂”的手法来表现乐曲的意境。在这部分教学中,老师可介绍

“滚”的技法,同时让学生思考为什么作者要采用这种技法来进行演奏,对表现

乐曲的意境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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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段聆听后,学生对乐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再次聆听

全曲,让学生再次完整感受作品,加深对乐曲的印象。在教学时,老师还应结

合与乐曲相关的人文知识进行教学。

2.欣赏《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是一首旋律委婉、意境深邃的经典二胡独奏曲,乐曲的标题与

内容本无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教学时,我们对作品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标题的

含义,而应从乐曲本身的音乐表现着眼。

在教学时,老师首先应给学生介绍作品的创作过程,引导学生从正确的角

度去聆听音乐。
(1)初听时,可提示学生感受作品的音乐情绪,并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复

听时,要求学生结合音乐要素如力度、速度等进一步感受音乐,聆听时学生可

随音乐轻声哼唱主旋律,听后让学生谈谈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感受。

通过聆听独唱,找出引子、A,B,C四个乐句中,前一乐句的首音与后一乐句的

尾音有什么关系,从而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实际活动对“鱼咬尾”这一民族器乐创作

手法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接着老师可告诉学生“鱼咬尾”的准确概念。
(2)编创活动。

在学生了解了“鱼咬尾”这一知识后,可在小组内用接龙游戏的方法,采用

“鱼咬尾”的创作手法进行编创八小节短曲的编创活动。学生的组合形式可以是

老师分组,也可以让学生自由组合。编创后,在老师的组织下,开展小组展示活

动,并开展学生的互评与自评。
(3)音乐常识介绍。

在欣赏教学结束后,有条件的学校可采用多媒体课件给学生介绍民族管弦

乐队、民族管弦乐器,条件一般的学校可采用图片、幻灯片等形式进行,观看完

后,老师还可设计问题,例如:民族管弦乐器分为几个类组? 古筝属于哪一类组

的乐器? 请指出打击乐组在民族管弦乐队中的位置?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音乐常识,提高学习效果。

在本课时结束时,老师可布置一个家庭作业,让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各种渠

道收集有关《二泉映月》的作者华彦钧的资料,下节课进行交流。

3.欣赏《打枣》

北方吹歌《打枣》是一首传统的民间乐曲。教学时,给学生介绍这是民间艺

人一人演奏多种乐器的形式,先让学生聆听音乐,然后让他们说说乐曲至少需要

几人才能演奏,学生的答案很多。这时老师再出示演奏的图片,有条件的学校可

播放演奏录像,学生观看后会认识我国民间艺人的多才多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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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乐曲情绪热烈、欢快,生动地模仿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在聆听中,引导

学生感知乐曲主奏乐器的音色及其表现力。通过老师的介绍,让学生了解传统

的民间音乐与人民生活的联系。

(二)古韵新声

1.欣赏《将军令》
《将军令》是一首传统的民族器乐曲,流传的版本有十番锣鼓《将军令》、琵琶

独奏曲《将军令》等,戏曲中也常作为伴奏乐曲。本单元所采用的是上海民族乐

团根据苏南吹打改编的《将军令》。
在教学时,首先让学生聆听音乐,感受音乐的情绪及演奏特点。乐曲的旋律

是学生非常熟悉的,因为它曾被改编为香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歌《男儿当自

强》,这也是本单元设计的一个思路:通过聆听让学生感受传统的音乐与我们生

活实际上是没有距离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听到、用到。
在学生复听音乐时,要求学生跟随音乐用动作模仿打击乐器的演奏,随后可

让学生用打击乐器锣、鼓、镲等模仿演奏乐曲。
通过演奏,学生感受了乐曲的节奏、情绪,这时教师再进一步复习吹打乐的常

识。通过这种聆听,让学生加深对“吹打乐”这一传统乐种的风格的感知与了解。

2.歌曲《男儿当自强》
歌曲《男儿当自强》的乐思与主题音调来源于《将军令》,这是一首豪情大气、

刚柔并济的七声羽调式作品。
在聆听《将军令》后,学生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在演唱《男儿当自强》时,老

师可引导学生比较《将军令》与《男儿当自强》主题音乐在节拍、节奏上的差异,感
受歌曲与乐曲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下的音乐内涵,课后引导学生思考、搜集相关的

民族器乐曲,让学生时常关注。

四、课例

吹拉弹打

———选自第四单元“丝竹声韵”

  

(一)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了解民族管弦乐器的分类方法,学习“鱼咬尾”的创作手法。

2.通过聆听、感受、编创活动,培养学生的音乐感受能力和口头编创旋律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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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教学,引导学生初步了解民族器乐,激发学生对学习民族乐器的兴

趣,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热爱之情。

(二)设计思路

我国的民族乐器历史传统悠久,表演形式颇多,在民间的各种活动中,乐器

都起着重要作用。歌唱和舞蹈常需要乐器来配合;曲艺和戏曲表演中,乐器也是

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整个民族乐器板块涉及广泛,本课侧重于对民

族乐器传统演奏形式“吹拉弹打”和民族管弦乐器分类的介绍,其中结合民族乐

器“鱼咬尾”的创作手法,引导学生了解民乐经典作品《二泉映月》及传统曲目《打

枣》,能够有意识地体验音乐所表达的各种情感及情感的发展变化,能够依据乐

曲的内容情绪,进行即兴编创表演,增加学生对民乐的了解,激发学生对民族音

乐的热爱。

(三)学情分析

八年级的学生受认知结构、能力水平的限制,对事物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

依据《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八年级的学生应该能够在感知力

度、速度、音色、节奏、节拍、旋律、调式、和声等音乐表现要素的过程中,根据自己

的体验说出音乐要素的表现作用。感知音乐的结构,能够简单表述所听音乐不

同段落的对比与变化。能够利用老师或教材提供的材料和方法,独立或与他人

合作编创4~8小节的旋律短句或短曲,并能用乐谱记录下来。从学生的认知水

平和能力状况来看,该阶段学生处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阶段。在教学

中要增强直观性和趣味性,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让学生动口、

动手、动脑,活跃思维,提高他们分析乐曲和认识音乐作品的能力。

(四)教学重难点

1.重点:引导学生学习民族乐器曲“鱼咬尾”的创作手法和民族乐器的分类

方法。

2.难点:引导学生理解乐曲的乐思,发现“鱼咬尾”的特点并进行编创旋律。

(五)教学过程

1.导入

欣赏《春节序曲》视频,仔细观察出现了哪些民族乐器,其中有哪些是见过

的,有哪些很少见到。

2.聆听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学习“鱼咬尾”创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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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二胡及二胡演奏家华彦钧。

(2)了解《二泉映月》曲名的由来。

(3)聆听乐曲,感受全曲的情感基调,仔细辨别主题,并感受主题的重复与变

化,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4)观看主题旋律曲谱,发现民族乐器曲创作的一种特殊手法。

(5)介绍“鱼咬尾”创作手法的意义及特点。

(6)编创乐句。给出一条旋律,学生根据该旋律的情感色彩,运用“鱼咬尾”

的创作手法,继续编创4~8小节旋律,并哼唱。

3.欣赏北方吹歌《打枣》视频

(1)观看视频,记录表演者用了几种不同的民族乐器。

(2)分析乐曲中不同的主奏乐器模仿了哪些人物形象。

(3)了解该乐曲的演奏形式。

(4)乐曲演奏中用到的乐器分别属于哪一种类别。

4.民族管弦乐器的分类

(1)按照演奏形式分为:独奏、重奏、管乐合奏、打击乐合奏、弦乐合奏、丝竹

乐合奏、吹打乐合奏及管弦乐合奏这八类。

(2)根据演奏方式、性能和色彩分为: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打击乐

器四类,俗称“吹、拉、弹、打”。

(3)举例说明各种类包含的各种乐器名称。

吹管乐器:笛子、唢呐、箫、笙、巴乌、埙等。

拉弦乐器:二胡、高胡、京胡、板胡、坠琴等。

弹拨乐器:古琴、古筝、琵琶、扬琴、阮、三弦、古琴、扬琴等。

打击乐器:可分为锣类、鼓类、钹类、板类。

5.总结

我国民族乐器种类繁多,演奏形式、演奏方法丰富多样,技法、技巧更是精

湛。学生课后可搜集整理还有哪些乐曲用到了“鱼咬尾”的创作手法,使用了哪

些民族乐器,表演形式属于哪一类。

(六)教学反思

本节课引用大家非常熟悉的《春节序曲》作为引子,通过变化丰富的演奏乐

器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前准备二胡与唢呐,让学生零距离接触演奏乐

器,更直观地了解其结构。欣赏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时,学生理解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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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生不能区分乐句的重复和变奏。初听一遍后分析乐曲结构,再次聆听时

提醒学生说出乐句进行的重复或变奏以及产生的情感变化等。由于学生之前很

少接触音乐编创,所以在“鱼咬尾”的编创过程中出现旋律感较弱、节奏单一、乐
句不连贯等问题,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编创音乐的能力。在

最后一部分民族乐器分类中,不少学生将扬琴归为打击乐器类,需强调辨别民族

乐器分类的方法。
总体来说,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在乐思的理解、民族乐器演奏、音乐创作

理论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收获,基本完成了教学目标。

(毕杰)

五、补充资料

关于几种民族乐器的知识

  

琵琶

弹拨乐器,初名批把。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

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即以弹奏方法而

得名。在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劳动人民根据鼗(táo)的形式,创
造出一种直柄、圆形音箱,竖抱演奏的弹拨乐器,名“弦鼗”。傅玄《琵琶赋序》:
“杜挚以为兴之秦末,盖苦长城役,百姓弦鞉而鼓之。”到汉代定型为四弦十二

品位,用手弹拨的乐器,称琵琶,后世称阮(《旧唐书·音乐志》又称之为秦琵

琶)。公元4世纪,随着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有一种半梨形音箱,曲项,四弦四

柱,横置胸前用拨或用手弹奏的琵琶和五弦琵琶传入内地。唐、宋以来,在这

两种琵琶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形成半梨形音箱,以薄桐木板蒙面,琴颈向后弯

曲,琴杆与琴面上设四相九至十三品、四弦的琵琶,用手或义甲弹拨(亦有仍用

拨子弹奏的)。它的演奏技法逐渐发展和丰富,成为既能独奏、又能伴奏和参

加合奏的重要民族乐器。现代琵琶有了更大的发展,由丝弦改为尼龙缠钢丝

弦,品位增加到二十三至二十五个,可奏十二个半音,可转十二个调,扩大了音

域和音量。音色清脆明亮,从而提高了琵琶的表现能力。现在常用的琵琶定

弦如下: 音域:-e3。用于歌唱、曲艺、戏曲和歌舞的

伴奏,也用于器乐合奏、重奏和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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唢呐

我国普遍使用。明王圻《三才图会》:“锁呐(唢呐)其制如

喇叭,七孔,首尾以铜为之,管则用木,不知起于何时代,当是

军中之乐也,今民间多用之。”明王磐《王西楼先生乐府·朝天

子》词:“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其形制是在椎形木

管上开八个按音孔(前七后一),木管上端装一细铜管,铜管上

端套以苇制哨子,下端承接一个铜质喇叭口。唢呐音色高亢

明亮,有的民间艺人能控制气息,吹出柔美的箫音。除用于合

奏、独奏外,也用于戏曲、歌舞伴奏。在民间,每逢喜庆节日,吹打乐队和锣鼓乐

队中,大都用唢呐,是民间运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经过改革后的唢呐,有高音、

中音、低音三种,有的还使用了音键,扩大了音域。目前在乐队中使用的唢呐,高
音唢呐音域为 1-d3,中音唢呐音域为a-a2,低音唢呐为-d2。

苏南吹打

流行于江苏南部无锡、苏州、宜兴一带的吹打音乐。它与明清文人著作中所

记述的江南“十番鼓”和“十番锣鼓”相似。《满庭芳》《甘州歌》等乐曲是以独奏的

鼓段为中心任务,把丝竹曲牌联合成套头的“十番鼓”。鼓段有慢鼓段、中鼓段和

快鼓段。鼓套子丰富,演奏难度高,其历史悠久,这种形式在现存的吹打音乐中

很罕见。《下西风》《喜遇元宵乐》等乐曲是以锣鼓段为中心的大型套头,为“十番

鼓”。《十八六四二》《近锣》等为“清锣鼓”。苏南吹打的套头结构庞大,组织有

序,锣鼓段的写作很有规律,是我们研究吹打音乐至为重要的乐种。

中国民族管弦乐器

中国的“吹、打、弹、拉”四大类乐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仅从已出土的

文物可证实:远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多种多样的乐器。如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浙

江河姆渡出土的骨哨,河南舞阳县的贾湖骨笛(最早的笛子,距今8000年左右),

仰韶文化遗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埙,河南安阳废墟中出土的石磬、木腔蟒皮鼓,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公元前1433年入葬)出土的编钟、编磬、悬鼓、建鼓、排箫、

笙、瑟等等。这些古乐器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

吹奏乐器

中国吹奏乐器的发音体大多为竹制或木制。根据其起振方法不同,可分为

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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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以气流吹入吹口激起管柱振动的有箫、笛(曲笛和梆笛)、口笛等。

第二类,气流通过哨片吹入使管柱振动的有唢呐、海笛、管子、双管和喉

管等。

第三类,气流通过簧片引起管柱振动的有笙、芦笙、排笙、巴乌等。

由于发音原理不同,所以乐器的种类和音色极为丰富多彩,个性极强。并且

由于各种乐器的演奏技巧不同以及地区、民族、时代和演奏者的不同,使民族器

乐中的吹奏乐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极其丰富的演奏技巧,具有独特的演奏

风格。

典型乐器:笙、芦笙、排笙、葫芦丝、笛、管子、巴乌、埙、唢呐、箫。

弹拨乐器

中国的弹拨乐器分横式与竖式两类。横式,如筝(古筝和转调筝)、古琴、扬
琴和独弦琴等;竖式,如琵琶、阮、月琴、三弦、柳琴、冬不拉和扎木聂等。弹奏乐

器音色明亮、清脆。右手有戴假指甲与拨子两种弹奏方法。右手技巧得到较充

分发挥,如弹、挑、滚、轮、勾、抹、扣、划、拂、分、摭、拍、提、摘等。右手技巧的丰

富,又促进了左手的按、吟、擞、煞、绞、推、挽、伏、纵、起等技巧的发展。

弹奏乐器除独弦琴外,大都节奏性强,但余音短促,须以滚或轮奏长音。弹拨

乐器一般力度变化不大。在乐队中除古琴音量较弱,其他乐器音穿透力均较强。

弹拨乐器除独弦琴外,多以码(或称柱)划分音高,竖式用相、品划分音高,分为无

相、无品两种。除按五声音阶等排列的普通筝外,一般都便于转调。

各类弹奏乐器演奏泛音有很好的效果。除独弦琴外,皆可演奏双音、和弦、

琵音和音程跳跃。

中国弹奏乐器的演奏流行派风格繁多,演奏技巧的名称和符号也不尽一致。

典型乐器:琵琶、筝、扬琴、七弦琴(古琴)、热瓦普、冬不拉、阮、柳琴、三弦、月
琴、弹布尔。

打击乐器

中国民族打击乐器品种多,技巧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根据其发音不同可分为:1.响铜,如大锣、小锣、云锣、大钹、小钹、碰铃等;2.
响木,如板、梆子、木鱼等;3.皮革,如大鼓、小鼓、板鼓、排鼓、象脚鼓等。

中国打击乐器不仅节奏性乐器,而且每组打击乐群都能独立演奏,对衬托音

乐内容、戏剧情节和加强音乐的表现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民族打击乐器在中国

西洋管弦乐队中也常使用。

民族打击乐可分为有固定音高的和无固定音高的两种。无固定音高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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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鼓,大、小锣,大、小钹,板、梆、铃等;有固定音高的如定音缸鼓、排鼓、云
锣等。

典型乐器:堂鼓(大鼓)、碰铃、缸鼓、定音缸鼓、铜鼓、朝鲜族长鼓、大锣、小
锣、小鼓、排鼓、达卜(手鼓)、大钹。

拉弦乐器

拉弦乐器主要指胡琴类乐器。其历史虽然比其他民族乐器短,但由于发音

优美,有极丰富的表现力,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和艺术水平,拉弦乐器被广泛使用

于独奏、重奏、合奏与伴奏。

拉弦乐器大多为两弦,少数用四弦,如四胡、革捷克等。大多数琴筒蒙的蛇

皮、蟒皮、羊皮等,其音色有的优雅、柔和;有的清晰、明亮;有的刚劲、欢快、富于

歌唱性。

典型乐器:二胡、板胡、革胡、马头琴、艾捷克、京胡、中胡、高胡。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

中国传统乐种中的民乐合奏,以小型多样、地域性强、地方特色浓郁为特色。

民族管弦乐队吸取了传统乐种中各类乐器组合的优点,根据民族乐器的性能、特点

和音色等情况,考虑到了高、中、低声部的配合、音量的均衡、音色的协调等因素,一
般包括四个乐器组:吹管乐组、弹拨乐组、拉弦乐组、打击乐组。由于乐队的大小编

制不同,选用乐器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同,常用乐器如下:

吹管乐组:笛、箫、笙、唢呐、管等。

弹拨乐组:柳琴、琵琶、中阮、大阮、扬琴、筝、三弦等。

拉弦乐组:高胡、二胡、中胡、大胡、低胡等。

打击乐组:定音鼓、锣、鼓、钹、碰铃、木鱼、云锣等。

鱼咬尾

“鱼咬尾”是指前一句旋律的结束音和下一句旋律的第一音相同的结构,也叫

衔尾式、接龙式,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结构形式,也是音乐的一种创作手法。我

国很多民歌中都有“鱼咬尾”,比如著名的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就很能体现这一

结构形式。“鱼咬尾”在一些乐器曲中也有体现,比如《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等
极富歌唱性的乐曲,在音乐界影响颇大,它吸收苏南一带的民歌及常锡滩簧的音

调,曲调委婉,情感细腻。乐句之间环环相接,连绵不绝,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旋

律,即后一乐句的第一音用前一乐句最末一个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