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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舞台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金色舞台”是根据《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精神和本册音

乐教材内容,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落实音乐教育目标而安排的一项重要教

学内容。

这一单元的设计,给喜爱音乐的同学创造了参与音乐实践的机会,对本册音

乐教材所学的内容进行复习、巩固。主要内容有:了解、认识舞台,初步学习设计

舞台并动手布置;在舞台上一展风采的过程中,参与丰富多样的音乐活动。既培

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促进其音乐才能与特长的发展,又增强了学生的集体意

识,使学生能够在这一个“金色舞台”上收获成果与快乐。

(二)内容结构

金
色
舞
台

布置好我们的舞台

舞台掠影

舞台展风采 器乐演奏

舞蹈

歌唱

配乐朗诵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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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舞台掠影

  教材中的舞台设计图片丰富多彩,图片从舞台类型、舞台应用、舞台灯光、舞

台布景等方面进行了展示,引导学生了解舞台布置。它可以为活动主题、表演对

象服务,对烘托舞台气氛、突出活动主题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图片中舞台的设

计和布置从舞台类型来看,按外形变化分,有镜框式舞台、伸展式舞台、圆环型舞

台、旋转型舞台等;按材质来分,有玻璃舞台、木质舞台、石质舞台等;从舞台应用

方面来看,有伸缩舞台、旋转舞台、升降舞台等。教科书中的舞台灯光图片具有

很强的时代气息和艺术效果,很好地展示出舞台灯光在现代舞台演出中的作用。

舞台布景根据活动主题、风格,从建筑、材料、照明、科技及美学等方面构建演出

的空间,能很好地揭示活动主题的内涵和寓意。

教材中有一张舞台布局简图,给学生示范出舞台设计、观众席座位安排等,

对引导学生自己设计、布置舞台有提示与指导作用。

(二)布置好我们的舞台

这部分内容是让学生自己进行舞台设计,画出舞台设计简图,并通过与同学

交流制订出设计方案,最后进行现场舞台布置。这就必定会让学生自己在设计

前一定要去了解舞台布置的相关知识及舞台术语、活动主题等,然后根据活动主

题、现有条件等,因地制宜地设计出新颖、简洁、协调、美观的舞台。从而促进学

生形象思维、实践水平、创造能力的发展。

(三)舞台展风采

这部分内容是对本册所学过的内容进行复习巩固、评价和检测,学生在自己

设计的“金色舞台”上,表演本册教科书所学过的内容。其表演形式从唱歌、器乐

演奏、舞蹈、配乐朗诵等方面进行自由选择。其节目内容建议以主题为主,如:

“五环旗下”“海峡情思”“飞向故乡的歌”等,让学生进行节目编排和演出,也可设

计其他表演主题及形式,为孩子提供个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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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1.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册音乐作品进行梳理,可适当地调整与补充。

2.“金色舞台”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以音乐审美为中心”

“注意音乐实践”为指导,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与表现欲望,秉承“以兴趣爱好为

动力”这一基本理念、发展学生音乐基本素质,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能力。

3.“舞台掠影”的学习,教师可展示教科书中的图片,也可以通过多媒体进行

展示,还可以采取先由学生收集并介绍自己所见及所喜爱的舞台。可以用探究

合作的方式去让学生了解舞台设计的基本原则、方法,对丰富多彩的舞台风格、

舞台布置的作用等知识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为学生思考如何以教室为主要场地,

布置一个小型音乐舞台做准备。

4.“布置我们的舞台”是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面向全体学生

重视音乐实践为指导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学生了解布置舞台的基本知识后,应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能力,设计出心中最满意的舞台。

5.“舞台展风采”既是对本册内容的梳理、巩固,又是对本单元内容的实践。

在这部分的实践中,可按主题单元分组学习,又可以按表演方式分组学习,

让同学们享受音乐表演的快乐,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空间。

总之,本单元要求学生从“金色舞台”的各方面进行学习与巩固,让学生充分

享受学习音乐、表现音乐所带来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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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唱、选听作品分析介绍

一、选唱歌曲

  1.《牧场上的家》

这是一首广泛流传的美国田园牧歌,由合唱名家赖广益改编。此歌为 拍,

D大调转F大调,旋律优美、流畅。歌曲为二部曲式结构。第一部分由a+a'+b

+a组成,a乐句节奏舒展,曲调在平稳中带起伏,旋律优美而又有荡漾之感。歌

曲描绘了宽阔的牧场绿草茵茵,小鹿、羚羊欢跳,夜幕下星星闪烁的景象,牧场在

宁静的夜晚美丽且富有诗意。b乐句在向上跳进五度后,以宽松的节奏展开,使

得曲调更加优美而抒情,它不仅表现了开阔、空旷的家园,而且还抒发了人们对

可爱家园的赞美之情。第二部分由c+c'+b+a四个乐句组成,音乐主题在F
大调再次陈述,曲调又趋于平稳,使人们完全沉浸在美丽的家园情景之中,表达

了对牧场甜美生活的热爱之情。

2.《水手》

《水手》是一首励志的歌曲,由郑智化作词、作曲并演唱。《水手》在1992年

造就了海峡两岸普天同唱的奇观。这首歌曲的社会性、群体性和人文性都十分

浓重,而郑智化身残志坚的形象,也借着这首歌为人熟知,以至于人们一提到郑

智化就不能不提这首《水手》。这首歌成为十几年来最为流行的励志歌曲之一,

激励了许多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给了他们失落之后奋起抗争的

力量,甚至可以说,从精神层面影响了一代人。

3.《阳光年华》

《阳光年华》是2010年全国少儿新童谣原创歌曲大赛的获奖歌曲,由词作家

车行和曲作家戚建波创作。E大调, 拍,单二部曲式结构。第一部分轻快、活

泼,第二部分抒情、流畅,表现了少年儿童积极向上、好好学习、建设国家的愉快

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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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拥抱明天》

《拥抱明天》是我国1993年申办奥运会的歌曲,F大调,采用 和 混合

拍,歌曲前半部分采用弱起节奏,把人们改变历史、告别昨天、结束遗憾、期盼奥

运的迫不及待的激动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后半部分前紧后松的节奏型及朴实

流畅的歌词与旋律表达了人们对奥运“心连心,传递爱”的美好心愿。整首歌曲

风格豪迈大气,音乐伴奏采用流行歌曲的伴奏编配,使歌曲感染力十足。

二、选听曲目

(一)《从头再来》(独唱)

  歌曲为单二部曲式结构。第一乐段是复乐段,旋律抒情悠扬,表现了对过往

人生的追忆,叙述性歌唱深情而充满希望;第二乐段同样为复乐段,音调高亢有

力,并不断反复,唱出了人们不畏困苦的激情与豪情,增强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与

憧憬。该歌曲经过我国著名歌唱家刘欢的演唱,迅速传遍全国,深受人们喜爱。

附谱:

从 头 再 来
(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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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记忆中的篮球场》(齐唱)

作品由二段式构成,第一乐段弱起节奏加拍间和拍内的切分节奏,配以起伏跳动

的旋律,表达出学生们对同窗的依恋之意;第二乐段主要是细分节奏与拍内、拍间切

分节奏的进行,乐段最后的节奏舒缓,表达了同学间的相互鼓励和思念之情。

附谱:

记忆中的篮球场
(齐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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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钢琴独奏)

乐曲是由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于1853年创作完成。为所作十九首《匈牙利

狂想曲》中的第六首。后被改编为四手联弹曲及管弦乐曲。

乐曲分四部分,大调。第一部分采用中板。4小节引子后呈示的主题采

用进行曲体裁特点写成,庄严而稳重,具有一种气宇轩昂的风格。这一风格贯穿

整个第一部分,使乐曲具有威武雄壮的气势。

第二部分为急板。切分节奏的主题带有匈牙利民间恰尔达什舞曲“弗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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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板段落迅急奔放的特点,热情而明朗的旋律,使人联想到穿着五颜六色民族服

装的匈牙利人狂欢歌舞的情景。

第三部分为行板,带有恰尔达什舞曲“拉绍”慢板段落徐缓柔美的特点。宣

叙调风格的主题旋律,具有自由节拍和即兴性的特点,若断若续的旋律进行,蕴

含着缕缕愁绪,宛如一曲悲凉的夜歌。

经过较长的华彩乐句的过渡,乐曲进入第四部分。快板, 拍,带有恰尔达

什舞曲“弗里斯”快板段落的特点。在三小节切分节奏的引子之后,呈示用单音

旋律构成的主题,轻快活泼的十六分音符与同音反复组成的切分音相互交替,形

成了热烈的气氛。

这一主题旋律用八度增强力度后,又用各种表现手法加以变化反复,使情绪

步步高涨,最后在欢腾的气氛中结束。演奏时间约6分钟。

李斯特(1811-1886) 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生于肖普朗城附近

的小村庄莱丁格。6岁开始学琴,9岁在肖普朗和艾森施塔特举行音乐会。1821

年随父亲移居维也纳,师从车尔尼。1822年在维也纳登台演奏,获得很大成功。

七月革命前后,深受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后在欧

洲各国旅行演出,以高超的钢琴演奏技巧赢得盛誉。1848年以前,李斯特明显

地热烈向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渴望民族独立,并同情1831年与1834年的里昂

工人起义。1834年所作钢琴组曲《旅行者画册》第一辑《印象与诗》中的第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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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即以里昂织工的口号“不是工作以生,就是战斗而死”为主题。其演奏和

创作则得益于帕格尼尼、柏辽兹和肖邦。1848-1861年寓居魏玛,任公爵宫廷

歌剧院指挥。1861年迁居罗马,在梵蒂冈受剪发礼成为修士,但仍从事作曲与

教学。1869年后常住魏玛,并常去布达佩斯以及维也纳、巴黎、罗马等地。1875

年创办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并任院长。他是重要的浪漫乐派音乐家,交响诗体裁

的首创者。作有交响诗十余首,交响曲《浮士德》《但丁》,钢琴曲《匈牙利狂想曲》

十九首,协奏曲两部,大量钢琴独奏曲与改编曲,以及练习曲、进行曲、间奏曲、典

礼前奏曲等,并有论著《肖邦》《匈牙利的茨冈人及其音乐》等。



108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八
年
级
下
册

本册教材歌曲伴奏谱

伴奏提示

《我和你》是北京奥运会主题曲,全曲旋律恬静、空灵,歌词倡导和谐与友谊。

伴奏采用的是流行音乐的配奏方式,增加了大量的九度、十一度和弦音,以及经过

音等和弦外音。前8个小节,左手伴奏以迂回折转的方式营造美妙、轻盈的背景,

左手跨度较大,弹奏时请注意手指的快速伸缩。高潮部分,全分解和弦布满整个小

节,加上低音的线性推动,体现全世界的和平美好,弹奏时注意低音的连接。

我 和 你
(北京奥运会主题曲)

陈其钢 词曲
真诚地 方京英 配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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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提示

此曲前半部分主要采用了震奏的音型来烘托长音,弹奏时,注意运用扇形弹

奏法,利用好小臂的力量。后半部分主要采用半分解和弦式伴奏音型,活泼、热
情,能较好地体现此曲的风格,弹奏时注意根音的重拍感。

啦 啦 歌

陈中秋 词
热情地 王佑贵 曲

方京英 配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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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提示

此曲前半段主要采用八度全分解和弦式音型,弹奏时注意体会八度的位置。

由于四级附属和弦的加入,弹奏时注意升降号的准确性。后半段主要是十六分

音符快速地跑动。结尾部分加入了一些大跳的装饰性旋律,注意手臂移动的

速度。

鼓浪屿之波

张藜、红曙 词
深情地 钟立民 曲

方京英 配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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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提示

此曲两个乐段用了截然不同的伴奏音型,弹奏要有前后对比;琶音的弹奏要

自然、流畅;左手高、低音谱表交替出现处应先作单独练习。

彩 云 追 月

任光、聂耳 编曲
付林 填词

思念地 潘金 配伴奏
朱姝雯 译简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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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提示

此伴奏素材比较简单,弹奏时注意平稳,突出二拍子强弱规律即可。

信 天 游

陕北民歌
 中速 潘金 配伴奏

席晓娟 译简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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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提示

此曲伴奏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乐段以旋律音加上附加三度音、左手伴奏以

柱式和弦为主,表现自由、陈述的意境。弹奏时,右手的大指弹奏附加音时要注

意控制好音量,左手和弦稳定连贯;第二乐段以纯伴奏的形式呈现。伴奏时注意

全分解和弦的流动感,手指重心快速转换;高潮部分以柱式和弦和两个八度的琶

音跑动为主,弹奏时注意右手和弦的层次,突出旋律音。

黄 土 高 坡

陈哲 词
苏越 曲

 热情、高亢地 方京英 配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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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提示

此曲主要采用半分解和弦式伴奏音型,结合切分节奏,模拟打击乐,使整个

歌曲具有较强的律动,弹奏时首先注意切分节奏的准确性,其次,注意切分重音

及根音的线性连接。

新春秧歌闹起来

陕西民歌

 稍快 方京英 配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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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提示

这首伴奏的第一、三部分采用了和弦节奏式音型与分解和弦相结合的伴奏,
弹奏时要注意两手的密切配合;第二部分采用带旋律的双音伴奏,弹奏双音时下

键要整齐;全曲自始至终要将力度的表现作用置于重要地位。

念 故 乡

[捷克]德沃夏克 曲
佚名 译配

慢速 王玮立 配伴奏
杨烯樱 译简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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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提示

此曲主要采用全分解和弦式音型,弹奏时注意“ ”这种节奏型中

休止符的停顿时间,左手琶音弹奏要在运指的基础上左右平行移动手腕。全曲

优美抒情,弹奏时可在每小节加上踏板,烘托思念的情怀。

城墙上跑马

内蒙古民歌
 思念地 方京英 配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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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7-9年级)简介

这是一套立足西南、面向全国的国家级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音乐教科书。

一、立项、编写概况

2001年启动;2002年经批准立项开始编写;2005年全套教材审查通过;

2011年7月开始按教育部部署全套修订。

二、编写班子、出版工作

编写班子由享受政府津贴的音乐教育专家、大学教授、副教授、研究员、特级

教师、高级教师及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音乐教研员、教学第一线的优秀骨干教师组

成。大多数编委具有音乐教材编写工作经验。

负责本套教材出版工作的是“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国家一级出版社”的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为本教材配备了专职音乐编辑、美术编辑、文字编

辑、音像编辑,出版社具有多套音乐教材出版工作经验。

三、教材使用情况

2003年至今,使用本教材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贵州、广东、河南、

山东、江西、安徽等8个省市近100个县(区)。教材受到广大师生和教育管理部

门、教学研究单位的肯定和欢迎。

四、修订情况

随着教育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优秀音乐作品的不断涌现及编写人员业务水

平、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几乎每年都对教材做了修订,无论是唱歌教材、还是欣

赏教材,无论是音乐作品的选用还是教材呈现的方式,都在不断改进,更符合我

国国情,更体现立足西南、面向全国的编写宗旨,更能满足广大师生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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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以来,教育部颁布了音乐课程标准修订稿,根据教育部统一部

署,我们调整了编写工作班子,修订的全套教材送教育部审查,获得通过。教育

部审查结论是:“经审查,该教科书符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及《中
小学教科书审查指南》的要求,予以通过。”

五、修订本教材的基本框架和编写体例

(一)教材的基本框架同原教材

  全套教材共6册,每学期1册,每册各设5个单元。各主题单元既有相对的

独立性,又有其内在的联系。
各册教材的基本结构和内容说明:

基本结构 内 容 说 明

封二   精选音乐名言二则。其内容均与该册内容相关。

致少年朋友   该册教材导读提示。

目录   该册主要内容的索引。

各单元内容   将感受与鉴赏、表现、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融为一体。

期末音乐活动
  为学生提供学习、提高和展示创造才能的机会,各册具

体内容和形式各异。

选唱歌曲

选听曲目

  目的是丰富音乐作品的内容和体裁形式,平衡风格特

点及中外作品比例,满足学生兴趣爱好和课外活动的需要。

音乐故事
  紧扣教材内容,作为内容的补充、扩展,以增强学生的

兴趣,拓宽其知识面。

(二)教材的编写体例

1.教材主体内容以主题单元形式呈现,每册设置5个主题单元。

2.每单元内部创设2~3个二级标题,用这些二级标题将感受与欣赏、表现、
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等串联起来,将单元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二级标题根

据单元名称和教材内容确定。

3.在二级标题下编排唱歌、欣赏、活动的具体内容。

4.在唱歌、欣赏、活动的曲目后编排设计“你知道吗?”“创与做”等栏目,学习

相应的音乐知识和音乐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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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主题单元之外,安排“选唱歌曲”“选听歌曲”“音乐故事”等内容。

六、修订本教材的主要特色

(一)以人为本,关注德育,陶冶情操

  修订后的教材将更加突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传统、遵纪守法、尊师敬

老、互助互爱等思想品德、文明习惯的培养教育。

1.主题设置,体现德育

各年级均设置了具有丰富德育内涵的主题单元。

2.选用作品,蕴涵德育

精选了一批积极向上、有很高思想品德教育价值的优秀作品。

3.音乐活动,渗透德育

在音乐活动的设计中注意渗透德育内容。

(二)主题鲜明,情节生动

根据音乐自身的审美功能,综合初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审美心理特征和已

有的生活经验,教材内容以主题单元形式呈现,每一单元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

并通过二级标题的串联,构建生动的音乐情节,将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音乐

与相关文化融为一体。

七至九年级每册5个单元,共计30个单元,单元名称各异。二级标题根据

单元名称和教材内容确定,《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要求的音乐知识、音乐要

素、音乐常识及音乐家介绍,随主题内容分散在各单元。这种框架结构,不仅有

鲜明的主题,而且有简洁生动的情节,对学生有吸引力。

(三)注重民族音乐,凸现西南特色

教材选用了汉、藏、朝鲜、蒙古、回、维吾尔、彝、高山等约30个民族和东北、

西北、西南、江南、中南、沿海等地区的民歌、民乐、民间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

音乐,设计了极具民族特色的主题单元。特别设计了集中反映西南各省市音乐

文化的单元,这些单元分别选用了苗、傣、瑶、白、羌、侗、藏等少数民族的音乐、非
物质文化遗产(音乐)选段,以此凸现民族及地域的音乐文化特色。其他非物质

文化遗产作品(如剪纸、服饰等)也在一些单元呈现。

(四)遴选优秀新作,体现时代精神

各册教材均选用了一批最新的优秀音乐作品,增强了教材的思想性、艺术性

和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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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设计丰富,培养实践能力

为了加强培养孩子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各单元设计了“创与做”,改进了

编创活动的分布与呈现,让学生发挥智慧和想象,在教师引导下,小组合作,创造

性地开展活动。

特别注意了编创活动与唱歌、欣赏的紧密配合。

介绍音乐知识时,指导学生编创节奏短句、旋律短句。有计划地安排听音、

视唱,培养唱(奏)能力,学习评价。

在每学期期末的“音乐竞赛”“金色舞台”等栏目中提供了多种编创活动的

机会。

(六)知识技能,有机呈现

根据《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年段要求,结合唱歌、欣赏教学

和编创活动,合理地融入了音乐基础知识和音乐技能,从而更突出音乐学科特

点,更符合学生年龄特征,也更有特色和新意。

1.在音乐知识的学习上,根据学生不同年龄段的学习特点以及《义务教育音乐

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年段内容要求,采用不同的呈现方式,循序渐进地引导学

生进行学习。例如,在低段教学中,只需要学生对音乐知识进行感知,因此伴奏着

唱歌、欣赏、音乐活动的内容,采用多种活动形式,引导学生从听觉上去感受声音的

强弱、长短、高低,感知音乐的力度、速度、音色、节奏、节拍以及音乐的情绪、风
格等。

2.依据实践性、创造性、趣味性、艺术性的修订原则,依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

课标的年段内容要求,制订出唱歌、演奏、编创活动、识读乐谱的分年段教学目

标,随着唱歌、欣赏、音乐活动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音乐技能。

3.紧密结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唱歌的学习过程,融入嗓音保健的知识。

4.重视合唱的训练,结合音乐欣赏,选择了恰当的合唱歌曲,让学生感受合

唱的特点和表现力,每学期都有结合唱歌的合唱歌曲片段或完整的合唱歌曲。

5.必要的音乐常识均配合音乐作品欣赏教学做了安排。

6.开设了“你知道吗?”栏目,将音乐知识分别集中,避免了零散和遗漏。

(七)扩展视野,体现音乐文化的多样性

在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基础上,选用了一批世界各国的音乐作品。如:德
国、捷克、芬兰、澳大利亚、日本、美国、波兰、朝鲜、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拓
宽学生视野,让他们感知、体会音乐文化的多样性。



义
务
教
育
教
科
书

西
师
版

初
中
音
乐
简
介

151  

(八)资料丰富,使用方便

每册教材均有选唱歌曲4首和选听曲目3首。在教学参考书中对全部选唱

歌曲和选听作品做了分析、介绍,提供了部分乐曲的谱例,提出了教学建议,一部

分主题单元的补充资料中也提供了该单元的选唱选听作品。这样,为执教教师

提供了自由选用教材的空间,利于学生学习,便于教师教学操作,还有助于开展

课外活动。

另外,在教学参考书中提供了教学案例和补充资料。

教学参考书中提供了全部学唱歌曲的钢(风)琴简易伴奏谱(简谱、五线谱对

照),并写有伴奏提示,以方便教师使用,也有助于业务进修。



152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八
年
级
下
册

本册教材内容一览

(一)本册教材内容总览表

单元

序号
主 题 歌 曲 欣 赏 活动 器乐 音乐知识

1 五环旗下
《我和你》

《啦啦歌》

《手拉手》

《奥林匹克进行曲》

《五环颂》

《真心英雄》

收集奥运会

主题曲

2 海峡情思
《鼓浪屿之波》

《彩云追月》

《最后一个梦》

《大海一样的深情》

《两岸一家亲》

口琴演奏

《彩云追月》

3 西北风
《信天游》

《黄土高坡》

《信天游》

《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

《下四川》

《花儿与少年》

《程婴挂画》

为诗歌伴奏、

补充旋律线

信天游、

安塞腰鼓、

花儿、秦腔

4 交响集锦 《新春秧歌闹起来》

《森吉德玛》

《春节序曲》

《第五(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

《在中亚细亚草原上》

《王子与公主》

听记节奏

秧歌、交响

曲、西洋管

弦 乐 队 简

介、组曲

5
飞向故乡

的歌

《城墙上跑马》

《念故乡》

《思乡曲》

《多情的土地》

《故乡探雨》

《大调马祖卡舞曲》

听记音乐主题
回旋曲、

马祖卡

金

色

舞

台

选唱歌曲 选听歌曲 音乐故事

《牧场上的家》

《水手》

《阳光年华》

《拥抱明天》

《从头再来》

《记忆中的篮球场》

《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

《盛满祖国泥土的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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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册教材歌曲曲目一览表

歌  名 调 拍  子 调  式 音  域

《我和你》 大调式 ~

《啦啦歌》 大调式 ~

《鼓浪屿之波》 大调式 ~

《彩云追月》 宫调式 ~

《信天游》 羽调式 ~

《黄土高坡》 徵调式 ~

《新春秧歌闹起来》 徵调式 ~

《城墙上跑马》 商调式 ~

《念故乡》 大调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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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册教材欣赏曲目一览表

曲  名 演唱(奏)形式 备  注

声乐曲

《手拉手》 男女声二重唱 美国

《五环颂》 混声合唱 中国

《真心英雄》 男声独唱 ———

《最后一个梦》 男声独唱 ———

《大海一样的深情》 女声独唱 ———

《两岸一家亲》 男女声二重唱 ———

《下四川》 男声独唱 ———

《程婴挂画》 男声独唱 ———

《多情的土地》 女中音独唱 ———

《故乡探雨》 男中音独唱 ———

器乐曲

《奥林匹克进行曲》 管弦乐 奥地利

《信天游》 民乐合奏 中国

《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 钢琴独奏 ———

《花儿与少年》 小提琴齐奏 ———

《森吉德玛》 管弦乐 ———

《春节序曲》 管弦乐 ———

《第五(命运)交响曲》第一乐

章
管弦乐 德国

《在中亚细亚草原上》 交响音画 俄国

《王子与公主》 管弦乐 ———

《思乡曲》 小提琴独奏 中国

《大调玛祖卡舞曲》 钢琴独奏 波兰

 作 曲 家 国  籍

瓦·索洛维约夫·谢多伊 苏联

福斯特 美国

施光南 中国

德沃夏克 捷克

马思聪 中国

肖 邦 波兰

铁 源 中国

李斯特 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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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欣赏常识(下)
康 音

七、民歌、说唱音乐、戏曲音乐

  1.民歌是劳动人民为了表达 和 而

创作 流传的歌曲。按体裁可分为 、 、
三大类。

2.什么是劳动号子?

3.什么是山歌?

4.什么是小调?

5.说出下列民歌的歌名、地区和民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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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什么是说唱音乐?

7.戏曲音乐包括 、 、 三大部分。
答案:

1.思想感情、社会生活、集体、口头、劳动号子、山歌、小调。

2.产生于劳动中,与劳动节奏紧密配合,直接伴随劳动而唱的民歌。

3.山歌是产生于山野劳动生活中,声调高亢嘹亮,节奏自由,即兴抒发感情

的民歌。

4.产生于劳动余暇或民间喜庆等场合,旋律曲折,表现细腻的民歌。

5.(1)《太阳出来喜洋洋》(四川)
(2)《猜调(小乖乖)》(云南)
(3)《孟姜女》(江苏)
(4)《玛依拉》(哈萨克)

6.说唱音乐又叫曲艺音乐,是民间音乐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民歌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以唱为主,由说与唱有机结合而成的叙事性音乐形式。

7.唱腔音乐、伴奏音乐、富有音乐性的念白。

八、歌剧、舞剧

1.歌剧是综合 、 、 、 等艺术,而
以 为主的戏剧形式。

2.我国在 的基础上,于 年由 集体创作了

新歌剧《白毛女》,该剧的主题是 。曲作者有 、
、 、 、 等。

3.写出《北风吹》的音乐。

4.《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是歌剧 的唱段。《看五洲四海

都解放》是歌剧 的唱段。《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是歌剧

的唱段。

5.歌剧《江姐》的主题歌是 。

6.《伊凡·苏萨宁》是一部 歌剧,曲作者是 。

7.近代西洋歌剧产生于 世纪末的 ,中国宋、元以来形

成的具有歌剧性质。

8.请例举三部外国著名歌剧的名称及其作者。

9.任举两部中国舞剧剧名及主要的曲作者;任举两部外国舞剧剧名及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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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 国 第 一 部 民 族 舞 剧 是 ,中 国 第 一 部 芭 蕾 舞 剧 是

。
答案:

1.音乐、诗歌、舞蹈、舞台美术、歌唱。

2.延安秧歌运动,1945,延安鲁艺文学院,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

成人,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

3.北风吹。

4.《刘胡兰》《江姐》《洪湖赤卫队》。

5.《红梅赞》。

6.俄罗斯民族,格林卡。

7.16,意大利,各种戏曲。

8.《卡门》比才;《费加罗的婚礼》莫扎特;《波希米亚人》普契尼;《魔王》莫扎

特;《茶花女》威尔第;《黑桃皇后》柴可夫斯基。

9.《宝莲灯》张肖虎;《红色娘子军》吴祖强、杜鸣心;《鱼美人》吴祖强、杜鸣

心;《天鹅湖》柴可夫斯基;《睡美人》柴可夫斯基;《吉赛尔》阿尔道夫、亚当。

10.《宝莲灯》《鱼美人》。

九、民族乐器、民族乐队及乐曲

1.我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现存最古老的吹管乐器是 ,距今约

年历史。

2.民族乐器是怎样分类的?

3.常见的吹管乐器有哪些?

4.常见的拉弦乐器有哪些?

5.常见的弹弦乐器有哪些?

6.常见的打击乐器有哪些?

7.古琴是一种 乐器,原名 ,也叫 ,约有

年历史。具有代表性的古琴曲有《 》等。

8.二胡是一种 乐器,约有 年历史。具有代表性的二

胡曲有刘天华的 、 等,华彦钧的 等。现代最著



158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八
年
级
下
册

名的二胡演奏家 等。

9.琵琶是一种 乐器,原为 抱弹奏,现为 抱

弹奏, 条弦,表现力很丰富。著名的琵琶曲有 等,现代最

著名的琵琶演奏家有 等。

10.什么是江南丝竹?

11.下面几段音乐各为何首民族器乐曲的片段? 乐曲的作者(或编曲者)是
谁?

(1) 

(   )(   ) 
(2) 

(   )(   ) 
(3) 

(   )(   ) 
答案:

1.陶埙,七千。

2.根据民族乐器的形状和性能特点,可分为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弦乐器、
打击乐器四大类。习称“吹、拉、弹、打”。

3.笛、唢呐、笙、管、箫、芦笙、巴乌等。

4.二胡、高胡、板胡、中胡、低胡、京胡等。

5.琵琶、三弦、柳琴、筝、阮、月琴、扬琴、古琴、新疆的弹布尔、都它尔、冬不

拉、藏族的扎木聂、朝鲜族的伽耶琴等。

6.锣、鼓、钹、梆子、木鱼、碰铃等。

7.拨弦、琴、七弦琴、三千,《流水》。

8.拉弦,1200,《光明行》《空山鸟语》《二泉映月》、闵惠芬。

9.弹拨、横、竖、4、《十面埋伏》、刘德海。

10.江南丝竹是流行于苏南、上海一带的民间器乐,以丝弦乐器和竹管乐器

相结合进行演奏。

11.《翠湖春晓》聂耳;《瑶族舞曲》彭修文;《二泉映月》华彦钧。

十、西洋乐器、管弦乐队及乐曲

1.西洋乐器可分为 、 、 、 四大

类。

2.常见的西洋弦乐器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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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 见 的 西 洋 木 管 乐 器 有 、 、 、
。

4.常 见 的 西 洋 铜 管 乐 器 有 、 、 、
等。

5.钢琴是一种 乐器,约于 年由 克利斯托

弗利根据古钢琴改制而成。

6.小提琴是一种 乐器。我国著名的小提琴曲有《 》、
《 》等。

7.什么是舞曲?

8.什么是进行曲?

9.什么是组曲?

10.什么是协奏曲?

11.什么是交响曲?

12.有人称《蓝色多瑙河》为意大利的第二国歌,它的作者是 。

13.《春节序曲》是《春节组曲》的第 乐章,它的作者是 。

14.被 誉 为 钢 琴 诗 人 的 波 兰 钢 琴 家、作 曲 家 ,其 代 表 作 有

、 等。

15.下列音乐片段各属哪首乐曲? 作者是谁?

(1) 

(   )(   ) 

(2) 

(   )(   ) 

(3) 

(   )(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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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 
(6) 

(   )(   ) 

(7) 

(   )(   ) 

(8) 

(   )(   ) 
答案:

1.弓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打击乐器。

2.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

3.长笛、短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

4.圆号、小号、大号、短号。

5.键盘、1710、意大利。

6.弓弦乐器、《思乡曲》《新疆之春》。

7.舞曲是以舞蹈节奏为基础的乐曲。有专供舞蹈时用的也有专供音乐会欣

赏的。具有旋律流畅、节奏鲜明的特点。

8.以步伐节奏写成的乐曲。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在队伍进行时演奏,用来

统一步伐和意志;另一种是在音乐会上演奏供欣赏。

9.由若干首器乐曲组成的套曲。其中各曲有相对的独立性。

10.由一件独奏乐器与管弦乐队协同演奏的大型乐曲。通常包含3个乐章。
在协奏中,独奏能充分发挥技巧,乐队不是单纯地为独奏伴奏,而是起着重要的

表现作用。

11.由管弦乐队演奏的大型套曲(包括若干乐曲或乐章的成套乐曲)。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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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宏大,含义深广,善于概括社会生活和人类思想的丰富内容,具有哲理性和巨

大的感人魅力。一般由四个乐章组成。

12.约翰·施特劳斯。

13.一,李焕之。

14.肖邦、《摇篮曲》《波兰舞曲》。

15.(1)《牧童短笛》[中国]贺绿汀

(2)《那不勒斯舞曲》[俄国]柴可夫斯基

(3)《天鹅》[法国]圣-桑
(4)《军队进行曲》[奥地利]舒伯特

(5)《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国]何占豪、陈钢

(6)《土耳其进行曲》[奥地利]莫扎特

(7)《小步舞曲》[法国]比才

(8)《梦幻曲》[德国]舒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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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参考书目及工具书

《中国当代音乐》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音乐欣赏手册》 上海音乐出版社

《音乐欣赏手册》(续集)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中国音乐词典》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音乐词典》(续集)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外国音乐辞典 上海音乐出版社

外国通俗名曲欣赏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