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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祖国

王　莘　词曲

壮大行进　中速

2

4
1=G

演 唱



　　王莘（1918—2007）　作曲家，江苏无锡人。青年时期在上海参加抗日救

亡歌咏运动。主要作品有歌曲《边区儿童团》《战斗生产》《愉快的劳动》

《歌唱祖国》等。

1

　　《歌唱祖国》是一首热情豪放、气势磅礴的新时代颂歌，刻画出站起来的东方巨人的形象，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背唱这首歌曲。



　　一粒声音的种子落入神奇的土地，从泥土吮吸养分，向天空拥抱阳

光，强健的生命时时迸发出鲜活的新绿……

民风新韵

听赏男声与童声合唱《半个月亮爬上来》，青海民歌，陈翔宇改编。

听赏用通俗唱法演唱的《小河淌水》，云南民歌，[瑞典]麦克·J.史密斯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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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好比春江水
歌舞剧《刘三姐》创作组集体　词曲

摇滚风格演唱
听 赏

中速

2

4
1=F 3

4

　　★用摇滚风格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与民歌原唱在音乐表现风格上有什

么不同？

　　★我们听赏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和《小河淌水》的演唱方法和形式有什么

不同？产生了怎样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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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欢歌迎客来

　　《流水欢歌迎客来》与我们学过的《蝴蝶歌》在演唱上采用了不同的形式，

想一想，这使它产生了什么效果？

无伴奏混声合唱
听 赏

中速

2

4
1=F 3

4

4

4

瑶族民歌

朱诵    编曲
2

4
1=F 3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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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 族 大 歌 

　　再听听我们学过的《壮乡美》，与这首《壮族大歌》相比较有什么异同？

你发现作曲家运用民歌音调的奥妙了吗？

听 赏

梅帅元　词

傅　磬　曲

中速、自由　飘逸地

4

4
1=L

女声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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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划拍视唱以下旋律，能说出它的歌名吗？

  2. 划拍视唱下列二声部旋律，仔细观察第一声部与上一题的旋律有什么异同。

  3.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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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杨 扁 担
四川民歌

听赏男声四重唱《黄杨扁担》。

听赏管弦乐曲《黄杨扁担》，鲍元恺编曲。

演 唱

　　★歌曲中× ××、×× ×、××、××××等不

同的组合，传神地表现了歌曲欢快、乐观的情绪。

用这些节奏型编创情绪活泼、愉快的旋律。

　　★听赏《黄杨扁担》不同的演绎形式，说说它

们的特点，你最喜欢哪一种？

1.
2.
3.
4.

1.  2.  3.  4.

流畅、欢快地

2

4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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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赏一：男声独唱。 听赏二：男声四重唱。

  “花儿”是民歌的一种类型，流传在青海、甘肃、宁夏的广大回族地区以及

新疆的部分地区，具有高亢、豪放、优美、悠扬的特点。

下  四  川
听 赏

青海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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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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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花》是中国民歌，自古以来

流行全国，有各种各样的变种，但以江

苏民歌《茉莉花》传播最广，最具代表性。

旋律委婉，波动流畅，感情细腻。1924

年，世界著名歌剧大师、意大利作曲家

普契尼把《茉莉花》曲调作为歌剧《图

兰朵》的音乐素材之一。

茉  莉  花
江苏民歌

肖 白 晓 工 编合唱

演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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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优美、柔和的声音演

唱《茉莉花》，注意二声部的

和谐与音准。背唱主旋律。

　　★仔细聆听《茉莉花》不

同的演唱版本，体会它们不同

的音乐表现风格和美感。

听赏一：茉莉花（童声领唱、合唱）。

听赏二：茉莉花（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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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陕西民歌

李若冰　关鹤岩　　　

徐　锁　冯福宽　　　

刘　烽　编曲

词

听 赏

  信天游是我国西北广大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根据陕

西信天游编曲，它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并广泛流传，多种多样的演绎形式展示出它

无穷的魅力。

宽广、热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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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第一乐段，感受信天游的民歌风。

　　★说说不同形式演绎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给你的感受。

听赏一：原生态演唱。

听赏三：领唱合唱。

听赏二：钢琴独奏。

听赏四：小提琴齐奏。

山 风 乡 韵 11



炽热的情怀

外婆的澎湖湾
叶佳修  词曲

　　每个音符都荡漾着赤子最真挚的情，每段旋律都饱含着儿女最深

情的爱。长歌一曲，蓝天下涌动挚爱的潮汐；浩歌一阕，阳光中镀满

最真的情谊。

演 唱

4

4
1=K 2

4

中速

12 青 春 放 歌



  七彩的旋律唱出了儿时的记忆，将这首歌曲唱给家人听，请他们说说自己的家乡

和童年，并向长辈学唱一首他们童年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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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唱以下合唱片段。注意音准和节奏，在唱准每一个音符的同时，体会三个

声部相互呼应、此起彼伏的艺术效果。

4

4
1=K

听赏童声合唱《外婆的澎湖湾》。

2.1.

青 春 放 歌 13



我爱你，中国
瞿　琮　词

郑秋枫　曲

女高音独唱
听 赏

  结合歌词，在聆听中感受歌曲的三个乐段在节奏、旋律上的特点，说说各个

乐段的演唱抒发了怎样的情感。（如“热情”“激动”等）

自由地

4

4
1=G

乐段一 乐段二 乐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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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赏

我像雪花天上来
晓　光　词

徐沛东　曲

男高音独唱

  人声音色及其分类。由于人的性别和年龄不同，人声可以分为男声、女声和

童声三类。按音域的高低、音色的差异及其表现特点，男声和女声可分为高音、

中音、低音。一般来说，高音比较明亮、高亢、轻巧；中音比较结实、丰满；低

音则低沉、浓厚。

　　听赏男声合唱《我像雪花天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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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速稍慢　深情、舒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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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首歌曲独唱与合唱的两种演唱形式是通过怎样的表现手法来表达情感、营

造音乐意境的？谈谈你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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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演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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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琴朝克图　曲
中速　亲切、热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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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赏女中音演唱《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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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女中音深沉、醇厚、圆润、宽广的音色。

　　★体验用不同的速度演唱这首歌曲，你觉得哪一种更能

表达出对草原的挚爱和对家乡的爱恋之情呢？说说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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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的土地
男中音独唱

听 赏

慢　深情地

任志萍　词

施光南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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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复聆听歌曲，比较男中音与男高音的音色特点，并选择两段你认为情绪有

别的乐句唱一唱，说说是音乐的哪些要素促使其形成了不同的情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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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里船歌 

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

郭　颂　胡小石　　词

汪云才　郭　颂 编曲

听 赏

　　由不同类别的人声组成的合唱称为混声合唱。混声合唱由

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和男低音四个声部组成。由于每个声

部的音色不同，因此混声合唱的音色更丰富，表现力更强。

1.
2.
3.

1.  2. 

中速

2

4
1=K

男高音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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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赏时，注意聆听合唱中运用了怎样的表现形式来表现音乐的意境，结合你

的情感体验与同学展开讨论和交流。

　　①领唱与合唱声部是如何响应的。

　　②回声效果是如何造成的。

　　③歌曲开始的领唱、合唱与中段女声合唱的衔接采用了相同的旋律，但产生

的音乐表现力为什么不同？

听赏四声部混声合唱《乌苏里船歌》，瞿希贤编合唱。

  各种人声在表达音乐的情感中都有不同的感染力和表现力。选

择本单元中你感受最深的一首歌曲与同学交流你的学习体会。

3.  

  转调 音乐进行中由原来的调进入到另一个调称为转

调。转调是音乐发展的重要手段，能提高音乐的表现力。

青 春 放 歌 21



　　“我”激励过与命运搏斗的勇气，“我”轻抚过寂寞忧伤的心窝；

“我”展现过田园风光的秀丽，“我”赞颂过江河大海的壮阔；“我”

渴望拥有更多的新朋友，“我”愿意永远向你倾诉心中的歌。

22 华 美 乐 章

交响音乐的诉说

  参加音乐会应注意的礼仪：准时到场；如果迟到，应在节目间隙进场；不要

中途退场；在聆听多乐章的音乐作品时，乐章之间的间隙不要鼓掌，待整部作品

演奏完毕之后再给予热烈的掌声。

  交响曲是指充分发挥各种乐器的功能和表现力来塑造音乐形象，并以交响

乐队来演奏的多乐章大型套曲形式。古典交响曲通常有四个乐章，常见的曲体

形式为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慢板，第三乐章小步舞曲或谐谑曲，第四乐章

急板。

在交响乐的发展史中，是作曲家们使交响乐的规模和形式逐渐有了明确的含义，成为一种

独立的艺术形式。海顿确立了古典交响曲的结构形式和近代管弦乐队的编制，为近代交响乐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莫扎特注重交响曲内容和形式上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使交响曲的结构形式更

为严谨。贝多芬的创作紧扣时代和社会的脉搏，作品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深刻的哲理性，使交

响曲成为反映社会变革的音乐形式。这三位作曲家为西方音乐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在欧

洲音乐史中被称为“维也纳古典乐派”。

22 华 美 乐 章



［奥地利］莫扎特　曲

第四十交响曲（节选）

华 美 乐 章 23

第一乐章节选
听 赏

　　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多为奏鸣曲式，音乐活跃、充满戏剧性，由两个对比主题

作呈示、展开和再现。仔细聆听该曲的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它们在哪些方面形

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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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主题

主部主题

很快的快板

  器乐曲旋律的写作手法有别于歌曲旋律写作，它常常将主题动机作为音

乐发展的“种子”，这部作品就是以主题动机为“种子”不断地变化发展而

成的。这首作品为 2
2 拍，主部主题节奏弱起在第二拍的后半拍，按二拍子的

指挥图式挥拍视唱主部旋律，体会动机模进、重复等器乐化的旋律进行。

动机 动机发展

很快的快板

2

2
1=F

2

2
1=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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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敦南　曲

山 林 的 春 天（片段）

钢琴协奏曲《山林》第一乐章（片段）
听 赏

24 华 美 乐 章

　　你还记得苗族的“飞歌”吗？《山林的春天》的主题是根据“飞歌”的

特点创作的。唱唱这个主题，说说它在音调方面有些什么特点。

　　★协奏曲是指一件或多件独奏乐器与管弦乐队相互竞奏，并显示其个性

及技巧的一种大型器乐套曲。

　　★在听赏交响音乐时，要注意聆听音乐主题，因为音乐的发展常常是以

主题为基础的。注意主题在音乐中的各种变化形式。

引子主题

辉煌的中板　稍慢

第一主题

第二主题

诙谐的小快板

诙谐的小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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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方 森 林（片段）

张千一　曲

华 美 乐 章 25

交响音画

主部主题

听 赏

　　该曲的两个主题描绘了大森林瑰丽的色彩、灿烂的景色，表现了林区人民

的爽朗、欢悦和对生活的热爱。仔细聆听乐曲，说出哪一个主题描绘了森林场

景，哪一个主题代表了人物活动。

　　★音乐主题是歌曲或器乐曲的主要乐思，具有鲜明的音调和节奏特点，器

乐曲的主题常常是全曲音乐发展的基础。

　　★交响音画又称交响音诗、交响素描，是指有标题的、描写自然风光的交

响音乐作品。结构以单乐章形式为主。
　　★标题音乐是指创作时按照标题进行构思，并要求听众依据标题的提示去

听赏的器乐作品。无标题音乐是不依赖文字说明具体内容的纯器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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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序 曲
李焕之　曲

第一主题

听 赏

  用你喜欢的图形记录乐曲结构或乐曲的顺序，说说通过对比来感受音乐塑造

的不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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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主题

第三主题

火热的快板

火热的快板

中板　优美、雅致地

管弦乐

《春节序曲》采用陕北秧歌作为创作素材，旋律明快优美、节奏鲜明热烈，生动地体

现了我国人民在传统节日里热闹欢腾、喜气洋洋、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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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赏

    序曲最早指歌剧、舞剧等开幕前演奏的短曲，亦称“开场音乐”，由管弦乐

队演奏，其作用在于综合地叙述全剧发展的重要关键场面，奏出剧中代表主角的

旋律，是剧情的缩影。19世纪以后的序曲越来越向音乐会序曲发展，并演变成单

乐章的交响诗形式。

蜜 蜂 过 江
朱践耳　曲交响音诗《纳西一奇》选曲

主题

交响音诗《纳西一奇》是以云南纳西族音乐为素材创作的。这个乐章借用“蜜蜂过

江”的形象来比喻纳西族人勇敢地与大风大浪搏斗的气概，用新奇的表现手法书写了纳西

族独特的民族性格和奇妙的音乐文化。

听赏管弦乐曲《野蜂飞舞》，［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曲。

    这两首作品的旋律在音调、节奏方面有什么特点？对音乐形象的塑造起到什

么作用？

　　李焕之（1919—2000）　福建晋江人，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曾长

期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代表作品有合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苏武》，管

弦乐曲《春节组曲》，筝协奏曲《汩罗江幻想曲》，箜篌独奏曲《高山流水》

等。

急板

3

4
1=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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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唱

念 故 乡
捷克民歌

佚　名　译配

听赏《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片段，［捷克］德沃夏克曲。

　　慢板乐章曲调缓慢如歌，内容往往表现生活的体验和哲理性的沉思，是交响

曲抒情的中心部分，与前后乐章在速度与情绪上都形成对比。《自新大陆交响

曲》的第二乐章是19世纪交响乐作品中最为动人的慢板乐章之一。

　　德沃夏克（1841—1904）　捷克作曲家。代表作品有《自新大陆交响曲》

《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狂欢节序曲》《斯拉夫舞曲》《幽默曲》等。

背唱这首歌曲，并规范地写出其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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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车

　　管弦乐曲《火车托卡塔》与歌曲《火车》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歌曲中的

两个主题旋律在管弦乐曲中出现了几次？每次都用什么乐器来表现？

稍快　积极、热情地

罗大佑　曲

教材编写组填词

    听赏管弦乐曲《火车托卡塔》，刘湲编曲。

　　托卡塔是一种结构较自由、接近即兴创作的体裁，速度较快、节奏紧

促，强调乐器演奏的技巧。

听 赏

4

4
1=G

独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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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片用音乐和大自然的秀丽景色装点的和谐而富有艺术魅力的

土地。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人们翩翩起舞，激情的音乐和奔放的舞蹈构

成了一个极富动感的拉丁美洲。

秋 日 起 舞
手风琴独奏

30 环 球 采 风

巴西乐曲

奔放的舞步

听 赏

2

4
1=G

　　说说《秋日起舞》描绘

的音乐画面。在这首乐曲

中，最能表现巴西音乐特点

的是哪些音乐要素？

自由地

30 环 球 采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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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音 桑 巴
拉丁舞曲

听 赏

鸽  子
［西班牙］伊拉迪尔　　　曲

陈康翔　　译词

平　远　编合唱

听 赏

　　仔细聆听乐曲，唱一

唱音乐主题，你发现这

首《三音桑巴》的奥妙了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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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7 5 -4 4 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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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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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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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6 5 4 -3 3 0

  桑巴舞起源于非洲，现为巴

西的“国舞”。这种舞蹈原是一

种激昂的肚皮舞，以上下抖动腹

部、摆动臀部为主要特征。音乐

为 2
4 拍，重音在第二拍。

2

4
1=F
中速

.X X X X .X X X X

　拍拍下列节奏并为歌曲《鸽子》进行伴奏。

2

4
1=E
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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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昏 放 牛
墨西哥民歌

郑国江　填词

鲍比达　编曲

演 唱

稍快　欢乐地

3

4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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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帽  舞 曲
墨西哥民间乐曲

听 赏

  草帽舞也叫“哈拉韦”，墨西哥民间舞

蹈。表演者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采用多组

变化的男女对舞形式。整个表演豪迈奔放，

集中体现出墨西哥的民族性格。“草帽舞”

被誉为墨西哥的“国舞”。

  用“啦”模唱下列旋律，再将旋律与节奏组合起来同时唱、奏，感受墨西哥

《草帽舞曲》的独特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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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唱《黄昏放牛》，注意感觉和体验歌曲衬词部分奇特的演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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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装 舞 会
［西班牙］罗德里兹  曲

34 环 球 采 风

听 赏

　　仔细聆听《化装舞会》，

试着用手拍出“探戈”的节

奏，并把它记下来。

　 　 探 戈 是 一 种

双 人 舞 蹈 ， 源 于

非 洲 ， 流 行 于 阿

根廷，音乐为
2
4

拍，旋律的顿挫感

非常强烈，舞蹈风

格含蓄洒脱，现为

国际标准舞大赛的

正式项目之一。

中速

2

4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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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色 伦 巴
拉丁舞曲

环 球 采 风 35

听 赏

　　伦巴是源自非洲

黑人歌舞的民间舞蹈

形 式 ， 后 流 行 于 古

巴，自娱性很强，节

奏强烈且灵活多变。

伦 巴 与 爵 士 乐 相 融

合，经过艺术家的加

工，成为拉丁舞的一

个重要舞种。

稍快

4

4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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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奎卡是智利的民间舞蹈，舞者一边挥动手绢，一边舞蹈。它的音乐常用

6
8 拍，多为大调式，情绪明朗。“奎卡”被誉为智利的“国舞”。

奎 卡 舞 曲
智利民间乐曲

听 赏

1

奎卡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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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斗牛舞曲
拉丁舞曲

听 赏

  斗牛舞源于法国，盛行于西班牙，是根据西班牙斗牛场面创作

而成，现在成为拉丁舞中的一种。它的音乐为 2
4 拍，快速。舞蹈特

点：音乐雄壮、舞态豪放、步伐强悍振奋。舞蹈时男女双方扮演不同

的角色，男士象征身手矫健的斗牛士，女士象征斗牛士用以激怒公牛

的红色斗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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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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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探索

　　节奏是音乐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奏中，有一种节奏叫切分

节奏。在小学阶段我们已经学过，想进一步了解切分节奏，就一起来探索吧。

　　1.分别拍一拍、念一念下列节奏，并把同组内的两个节奏声响进行比较，

你会发现有趣的音乐现象。

说说这个音乐现象是哪一种。

A.改变了节拍正常的强弱规律      B.保持节拍正常的强弱规律

C.　　　　　　　　　　　　　　　　　　　　　　　　　　　　　　　

节奏声响上有哪种变化？

A.时值短的音“强”      B.时值长的音“强”

C.　　　　　　　　　　　　　　　　　　　　　　　　　　　　　　　

2.与同学一起对色块中的切分节奏所产生的音乐现象进行探索，试着归纳

出切分音的含义。

38 环 球 采 风38 环 球 采 风



舞蹈沙龙

同学们，今天我们聚在这里聊一聊有关拉丁美洲音乐和舞蹈方面的话题，

你可以将自己熟悉、喜爱的拉丁美洲音乐和舞蹈及相关的奇闻趣事介绍给大

家，也可以展示你的舞姿……

舞蹈名称：　　　　　　　　　　　　　　　　　　　　　　　　　　　

音乐特点：　　　　　　　　　　　　　　　　　　　　　　　　　　　

舞步介绍：　　　　　　　　　　　　　　　　　　　　　　　　　　　

自我评价：　　　　　　　　　　　　　　　　　　　　　　　　　　　

其　　他：　　　　　　　　　　　　　　　　　　　　　　　　　　　

　　拍一拍、踏一踏下列节奏，说出它们是属于拉美舞蹈中的哪个种类。

★

★

★

舞种：　　　　　　　　            　　　　　　　　　　　　　　　　　　　

舞种：　　　　　　　　            　　　　　　　　　　　　　　　　　　　

舞种：　　　　　　　　            　　　　　　　　　　　　　　　　　　　

环 球 采 风 39



音与画的交融
音乐是时间艺术、听觉艺术，绘画是空间艺术、视觉艺术。这对姊

妹艺术用不同的材料和手法，表现着色彩斑斓的世界……

春江花月夜
民族管弦乐曲

彭修文  改编

听 赏

2

4
1=I

节奏自由　慢起

40 艺 苑 和 声



　　《春江花月夜》原为琵琶曲《夕阳箫鼓》，全曲由江楼钟鼓、月上东山、风回曲水、花影

层叠、水深云际、渔舟唱晚、回澜拍岸、桡鸣远濑、欸（ǎi）乃归舟、尾声十个小段落组成，乐

曲如同一幅笔画精细、色彩柔和、清丽淡雅的山水长卷。

  画家笔下的提、顿、轻、重、疾、徐……

音乐家手中的吟、揉、注、推、压、换……一

切都随情而发，绘画与音乐共有的“点的移动

透视”和“线的生动灵秀”，创造了《春江花

月夜》悠远、含蓄的空灵之境。徜徉其中，使

人心境格外宁静，思绪却万万千千……

　　绘画常用点、线、面描绘物体，在音乐中你也可以找到“点、线、面”。这首

乐曲开始以琵琶弹出“  ”的散点一般的旋律，接

着二胡、笛子、琵琶奏出不间断的旋律线，然后乐队合奏出一个立体块面的音响，

美丽的画卷展开了……

  根据你听到的音响分别说说各段乐曲所描绘的音乐画面。

艺 苑 和 声 41



牧  歌
内蒙古民歌

42 艺 苑 和 声

　　瞿希贤（1919—2008）　中国作曲家。她创作了大量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

歌曲，其中有《飞来的花瓣》《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等。她根据内蒙古民

歌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牧歌》成为国内外音乐团体经常演唱的曲目之一。

演 唱

2

4
1=G
稍慢

稍慢　优美地

42 艺 苑 和 声



    听赏无伴奏混声合唱《牧歌》，瞿希贤编合唱。

    听赏小提琴独奏《牧歌》，沙汉昆改编。

艺 苑 和 声 43

　　★将下列音符连线，辅以手势表现它的高低并哼唱旋律，体会音乐起伏的旋律

线所塑造的空间感。想一想，音乐如何表现空间感？

　　第一句：

　　　　　　　　　　　　　　7　　　　　7　

　　　　　　　　　　　6　　　　　　6　　　　　　　　　　6　　　　6

　　　　　　5　　5　　　　　　　　　　　　　　　5　　　　　　5　　　5

　　　3　　　　　　　　　　　　　　　　　　3

　　第二句：

　5

　　　　　　　　　　3　　　　3　　　　　　　　　　　　　　　　　　　3

　　　　　　　　2　　　　2　　　　2　　　　　　　　　2　　　　2

　　　　1　　　　　　　　　　　　　　 　　　1　　1　　　　1　　　　　  1

　　　　　　　　　　　　　　　　　　　6
· 

　　★说说无伴奏混声合唱《牧歌》是如何通过音区、音色、力度、色调及多声部

演唱来表现音乐意境与情绪的，它与绘画表现手段有哪些“异曲同工”之处。

艺 苑 和 声 43



教我如何不想他
刘半农  词

赵元任  曲

44 艺 苑 和 声

　　绘画中的色彩分为暖色调和冷色调，绘画者常用两种色调的对比表达内心的感受。音乐中

的大调式色彩明朗、开阔，小调式色彩暗淡、柔和，给人的感受类似暖、冷两种色调。

听 赏

3

4
1=L

4

4
1=I

中速

　　《教我如何不想他》由

E大调、e小调两个调式组

成。听赏这首歌曲，哼唱以

上两段旋律，结合画面，说

说音乐的色调变化。

　　赵元任（1892—1982）　江苏武进

人。语言学家，同时对音乐、哲学、数

学、物理学等也颇有研究。音乐代表作

品有《教我如何不想他》《卖布谣》

《劳动歌》等。

44 艺 苑 和 声



牛　车
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选曲

［俄］穆索尔斯基　曲

　　穆索尔斯基（1839—1881）　俄国作曲家。代表作品有歌曲《跳蚤之歌》、

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管弦乐曲《荒山之夜》、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

等。

艺 苑 和 声 45

　　绘画运用构图、线条、色彩等手法静态地表现某一瞬间画面，而音乐则是

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步展现出“画面”，并且用力度、速度的变化来塑造心中的

空间感。聆听乐曲《牛车》，你能感受到它的时空感吗？说说是怎样表现出来

的。

……

听 赏

中板　沉重有力地

2

4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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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它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在艺术作品

中则是对“传神”“意境”的追求。

 流　水
古琴独奏

听 赏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古代文人对完美人格的追求，“琴、棋、书、画”

便是其修身养性之道。而“琴”在首，可见演奏古琴对于古代文人“成人”的重

要意义。

　　《流水》是一首古老的乐曲，音乐以抒情为主，通过对淙淙的山泉、潺潺的小溪、

滔滔的江水等各种流水动态的描绘，表现了一种胸襟开阔、百折不回的精神境界。

乐曲为复杂的多段体结构。时至今日，《流水》这首古琴曲依然作为中国音乐的

精髓，铸刻在美国“旅行者”号太空探测器的镀金唱片里，昼夜不息地回响在茫

茫太空，寻觅着宇宙间的“知音”。其主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台标音乐。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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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抱石，我国著名画家，“新山水

画”代表画家。

《
琴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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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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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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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境是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是情与景、意与境的高度统一。它既显不经雕

琢的自然美，又藏若有若无的朦胧美。中国传统绘画与音乐，处处渗透着这种超

凡脱俗的意境之美。

★细察名画，细听名曲，静心感悟它们传递的空灵、超脱之美。

★“高山流水遇知音”说的是俞伯牙与钟子期因音乐而相遇、相知的故事，你能

从音乐中听出他们的心声吗？

傅抱石《幽谷鸣泉》

艺 苑 和 声 47



丝竹妙韵
　　丝弦悠悠，绘出秀丽美景；竹管声声，倾诉浓浓乡情。

　　丝竹乐是一种丝弦与竹管乐器演奏的音乐。它善于表现风格典雅、柔和细腻的音乐及轻快

愉悦的情绪。

旱  天  雷
严老烈　编曲广东音乐

48 八 音 合 鸣

听 赏

4

4
1=I
中速

48 八 音 合 鸣



　　《旱天雷》原是由民间艺术家严老烈根据琵琶小曲《三汲浪》改编而成的扬琴曲，现有多

种演奏形式，旋律活泼，节奏欢快，表现了人们久旱逢甘霖的喜悦。

八 音 合 鸣 49

　　广东音乐产生于珠江三角洲一带，是以广东民间曲调和某些粤剧音乐、牌子曲

为基础的丝竹乐，它吸收了岭南地区民间音乐的特点，在岭南粤语地区广为流传，

并传至海外，影响深远。以高胡、扬琴等为主要乐器，曲调优美婉转、韵味悠长。

八 音 合 鸣 49



江 南 好

50 八 音 合 鸣

谭蜜子　金士英改编

听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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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好》是根据江南丝竹名曲《欢乐歌》改编的民乐合奏曲。旋律明快流畅，悦耳动

听，富有浓郁民族风情，表现了江南的秀丽景色和人们欢乐的情绪。

民乐合奏

中速

4

4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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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音 合 鸣 51

江南丝竹是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及浙江杭嘉湖地区的民间合奏乐。它将丝

弦乐器与竹管乐器结合起来演奏，有时加上打击乐器作为点缀。

江南丝竹乐器与广东音乐乐器使用的对比：

江南丝竹：二胡、三弦、琵琶、扬琴、曲笛、笙、箫等。

广东音乐：粤胡（高胡）、秦琴、琵琶、扬琴、洞箫、喉管、笙等。

★视唱《江南好》音乐主题。

★用课堂乐器演奏乐曲旋律片段。

八 音 合 鸣 51



听 赏

西 湖 十 景
轻音乐

平　远　曲

　　《西湖十景》是平远创作的写景轻音乐，以中国古典音乐和民族民间音乐为基础，广泛吸

取现代通俗音乐的多种元素。由笛、箫、排箫、二胡、琵琶、古筝、中阮、双簧管、长笛、大

提琴、小提琴及敲击乐器奏出的旋律宛如天籁，音乐随着不同的景点变化而变化，让人们从中

感受到了西湖的美景。

主题

3 5

4

4

- -6 6535 - -2 5 1 - -6 5323 . - -6
.
5 1 . - -6

1=I

.5 .
6 1 5 3

4

4

- - -2
.
5
.
6

.
6 1 .5 6 5 3 - - -2 2 3 3 5 -1

1=D

3 2 2 3 . -5 1 .7 . .6 .
5 . - - -3 .3 .5 .2 1 . - - -5

1. 2.

.

苏 堤 春 晓

　　乐曲通过优美的旋律，运用笛子和弦乐器的音色对比，描绘了西湖堤岸两旁的秀丽春色。

使人如步入其境，流连忘返。

中速　优美、抒情地

4

4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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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曲以生动的曲调和轻快而富有动感的节奏，加上双簧管、长笛和筝悠扬的音色，表现了

花港中鱼群的各种美姿和人们观鱼的快乐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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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花 港 观 鱼

中速　优美、抒情地

4

4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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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独奏曲运用擂琴奇特的音色和丰富的演奏技巧，生动地模拟各种家禽的鸣叫声，绘声

绘色地描绘了一幅六畜兴旺、喜气洋洋的新农村画卷。

六 畜 兴 旺
擂琴独奏

王福立　付定远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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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赏

中速　欢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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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听听这首乐曲中擂琴模仿了哪几种动物的叫声。

擂琴又名“雷胡”，属拉弦乐器。由中国民间艺人王殿玉在

坠胡的基础上，加长琴杆，加大琴筒，改蒙蟒皮而成。擂琴音域宽

广、音量较大、音色柔和圆润，富有丰富的表现力。既可独奏、重

奏或合奏，又可模拟人声、戏曲唱腔、鸟兽啼叫和多种乐器的音响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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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 凝 眉
民族器乐曲

　　作曲家运用箫、二胡、琵琶等乐器的音色对比，让人们在音乐的欣

赏中，体验世人所熟悉的悲欢离合。

红楼梦组曲

民族管弦乐
王立平　曲

听 赏

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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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赏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插曲——《葬花吟》。

中速

王立平　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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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　词

王立平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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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 凝 眉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主题歌

随着音乐哼唱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主题歌。

1=1=J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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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大舞台

节奏、节拍更准确的小组是　　　　　　　　　

声部配合更好的小组是　　　　　　　　　　　

  小组合奏《北京喜讯到边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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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Ⅰ

旋律Ⅱ

打击乐器Ⅰ

打击乐器Ⅱ

北京喜讯到边寨（片段）

郑　路　马洪业　曲4

4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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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音乐岛

● 　　　　　　　

● 　　　　　　　

● 　　　　　　　

● 　　　　　　　

● 　　　　　　　

我

喜

欢

的

歌

● 　　　　　　　

● 　　　　　　　

● 　　　　　　　

● 　　　　　　　

● 　　　　　　　

我
知
道
的
音
乐
知
识

● 　　　　　　　

● 　　　　　　　

● 　　　　　　　

● 　　　　　　　

● 　　　　　　　

我 喜 欢 的 乐 曲

　　试一试，做
一张自己的音乐
专辑。

音乐知识介绍 相关文化介绍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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