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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竞赛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音乐竞赛”是根据《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精神，运用科学的

理论与方法，对本学期音乐教学评价而设计安排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涵盖了知

识、能力与情感三个方面。设计安排“音乐竞赛”活动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通过

“音乐竞赛”活动，能对学生本学期的音乐学习进行评价，对老师的教学工作进行

检测；同时既可以让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对所学内容进行复习巩固，又可以

让学生通过活动进行查漏补缺；既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才能的小舞台，又让学生

学习如何策划组织“音乐竞赛”，并从中了解组织音乐会等活动的基本常识。在

各项音乐活动中，让每一个学生的各方面能力都得到锻炼，创新精神得到培养，

进一步增进学生的合作、协调等集体意识，深切体会并享受学习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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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结构

音
乐
竞
赛

竞
展
才
艺

选
号
竞
答

《蝴蝶飞呀》

《为了谁》

《卓玛》

背
唱
歌
曲

《樱花》

自选书中的某幅插图，即兴创作

表现插图内容的音响片段

选择某音乐作品，分角色随音乐进行表演

选用四二拍或四三拍编创短曲
编
创
活
动

乐
器
演
奏自选歌曲编配小合奏

《在灿烂阳光下》

《化蝶》

为同学演唱的歌曲即兴伴奏

听唱段说曲名、辨曲种

听音乐主题说曲名及其作曲家

音
乐
听
辨

请你列举出 5个以上的曲艺曲种

说出下列作曲家的国籍及其代表作品曲名：

格里格、舒伯特、印青、何占豪、陈钢、施光南

请给同学们讲一位音乐家的故事

音
乐
文
化
常
识

说唱音乐及歌舞表演

其

他

《小拜年》

《秀才过沟》

自选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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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目标

1. 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自评、互评及他评的音乐学习评价活动，达到相互交

流、相互激励、相互促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体会到学习的成就感。

2. 进一步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情感，促进学生各方面

能力的发展。

3. 帮助老师总结教学经验，激励老师不断改进音乐教学，提高音乐教学

质量。

二、教学建议

1.“音乐竞赛”建议用 2~3课时完成，老师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

调整和补充。

2.“音乐竞赛”是根据学生音乐心理特征和学音乐教学目标而安排的音乐活

动。在教学中，老师应该注意营造和谐的评价氛围，让学生感受到教学评价的民

主性。

3.“竞展才艺”方面主要包括“背唱歌曲”“乐器演奏”“编创活动”“说唱音乐

及歌舞表演”等内容。老师在教学中，应重点引导学生对音乐情感的表达基本正

确，以及正确运用音乐要素及表现手段，鼓励每一个学生富有创造性地表演。与

此同时，老师对学生的表演应及时给予鼓励性的评价。

4.“选号竞答”方面主要包括“音乐听辨”“音乐文化常识”等内容，而“其他”

也是给予老师和学生发展独创性的地方。老师在教学中，对这部分内容的重点

应放在“音乐听辨”上。在“抢答”过程中，老师既要对积极参与抢答的学生给予

肯定，也要注意尽可能地对不太爱发言的学生给予关注，尽可能让每一位同学都

能参与到此项活动中。

5.“音乐竞赛”之前，应给予学生一定的准备时间。由于这是中学期间的第

二次“音乐竞赛”，学生在第一次“音乐竞赛”后已积累了一定经验，因此，老师可

以放手让学生自己来进行策划、编排、主持、评定、总结等各项工作。在学生进行

组织工作时，老师可以适时予以引导或辅助。

6.“音乐竞赛”时，有条件的学校或班级可以用录音机或录像机把同学们的

“竞展才艺”与“选号竞答”录下来，既可以让学生带回家给其父母看，也可以作为

同学之间相互交流及相互留念的纪念品，让每位同学都享受表演和抢答成功的

喜悦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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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唱、选听作品分析介绍

一、选唱歌曲

1.《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是我国第一首用圆舞曲的形式写的军歌。因其优美的

意境和真挚的情感，这首歌曲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被传唱开来。歌曲结构为前奏+
A+B+结束句。

前奏（第 1~9小节）主题前奏部分采用民族五声角调式，三拍子的节奏轻快

跳跃，鼓点紧凑，旋律优美，力度对比明显，具有圆舞曲音乐风格。

A 乐段（第 10~25 小节） 该乐段由美声男高音演唱，音色浑厚，富有表现

性。音乐旋律舒缓悠扬，节奏感强烈，抒发了对祖国海疆的深情热爱。第一乐句

为主题句，歌词深切地表达了歌曲情感主题。

B乐段（第 27~43小节） 歌曲的第二乐段是高潮部分，四小节的“啊~”让歌

曲的情绪不断推进，表现了海军战士的决心和英勇风貌。该部分节奏紧凑，强弱

交替，最后一句歌词点题，表现了海军守护祖国海域的坚决和刚毅。

2.《爱中华》

《爱中华》是 201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由中央电视台、中国音

乐家协会等共同推出的“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36首入围歌曲

之一。歌曲采用 fb 拍、hb 拍混合拍，羽调式。A段旋律婉转低回，娓娓道来，叙

述了 56个民族是一家的主题，B段旋律高亢嘹亮，倾诉了各族人民心手相连歌唱

祖国、祝福祖国的心声。

3.《多一个伙伴 多一分快乐》

《多一个伙伴 多一分快乐》为>A大调，fb 拍，二段体结构。A段节奏鲜明，旋

律活泼跳跃，B段旋律在衬词的引领下变得明朗舒展，表达了青少年朋友向往友

谊、向往快乐的心情。

4.《东方为什么红》

《东方为什么红》是电视剧《东方》的主题曲，C大调，带尾声的二段体结构。

A段旋律在低音区叙述询问，B段在高音区歌颂回答，尾声是 B段的变化发展，表

达了人们对领导人的怀念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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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听曲目

1.《大漠之夜》（无伴奏合唱）

这首合唱曲由五个段落构成。第一和第五个段落是衬词段，使歌曲前后呼

应，表现出夜晚大漠的朦胧及神秘；第二、三、四段落为再现乐段；第二段落由男

低音开始演唱，逐渐叠加为四部，叙述了夜晚中驼队行进的情景；第三段落男女

低声部作对比呈现，之后由男女高声部呼应，逐渐加厚为混声四部合唱，逐步推

向高潮，赞美了骆驼的精神；第四段落即是大反复到第二段落音调再现，之后接

第五段落呼应第一段落而结束全曲。

2.《阿细跳月》

《阿细跳月》是我国民乐指挥家、作曲家彭修文根据彝族传统舞蹈“阿细跳

月”的音乐编创的同名民乐合奏曲。该曲节拍为 ΜΒ拍，五声宫调式。乐曲结构

为引子＋A＋A′＋A″＋尾声。

引子部分运用了笛子悠扬、清脆的声音，旋律优美，与音乐主题形成鲜明的

对比。

主题部分笛子为主要演奏乐器，笛子清脆嘹亮的音色在渐强的力度中奏响

了主题，接着是乐队合奏及吹管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的交替演奏，通过民族

管弦乐中各类乐器所特有的音色特点从横向音色、力度、速度的变化至纵向的四

次转调中拉开《阿细跳月》的序幕。乐曲结构规整，共由四个乐句构成，四句节奏

相同，多用大三弦。曲调高亢嘹亮，富于动感跳跃的节奏和音调使音乐充满活

力，显示出彝族青年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

主题变奏一部分由琵琶、二胡、高胡、笙、竹笛五种乐器演奏，采用了固定主

题多次变化的规整、匀称结构，由两个节奏相同的乐句组成，音乐旋律活泼，节奏

紧凑，与第一部分形成鲜明对比，让音乐情绪更加饱满，推进了音乐发展，烘托出

阿细和撒尼人舞蹈时的热情奔放，让音乐极富感染力。

主题变奏二为乐曲的变化再现部分，也是全曲最长的华彩部分，其速度的加

快及打击乐器的演奏带动了乐曲整体情绪的变化。作者将同一主题进行了十四

次的变化重复，并进行了转调、移调。音乐时而高，时而低，时而奔放、时而轻

柔。作曲家在这部分运用渐强、渐快的处理方法，使乐曲调高亢嘹亮、热烈明快，

节奏欢快有力，把音乐情绪推到最高潮，描绘出夜晚欢舞的炽热场面。

尾声部分为乐器合奏，运用长音从高音徵落到低音徵的八度大跳与干脆利

落的结束音宫音，两音交相呼应。最后三音为徵、商、宫音，与前几部分结尾音相

对，让人沉浸在彝族音乐的热情中回味无穷，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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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春江花月夜》（民乐合奏）

《春江花月夜》是 20世纪 20年代由琵琶独奏曲《夕阳箫鼓》改编而来，全曲一

共分为十段。其旋律古朴、典雅，节奏平稳、舒展，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称得

上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一颗夺目的明珠。

它的音乐意境优美，乐曲结构严密，乐句之间多用“鱼咬尾”手法。并且，主

题旋律多次变化，但多段结尾都采用同一句，也就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常用创

作手法“换头合尾”，听起来十分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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