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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湍流的豪迈，浸着泥土的芳香，一首首千姿百态的歌儿从心底

流出。

    在劳动中唱的民歌可好听啦！同学

们都想知道它独特的魅力在哪儿，是什

么原因使它们形成那么多的模样。

    让我们共同来探讨吧！

    劳动号子是民歌中最早产生的形式之一，它在劳动中起着统一动作、鼓舞情

绪、减轻疲劳的作用。劳动号子的曲调、节奏、衬词与劳动的特点紧密结合。

    三峡大坝的建成，让今天的长江“高峡出平湖”，江上的船工们闯险滩、过激流的劳动场

面虽已成为历史，但是高亢、嘹亮的川江号子还在耳边久久回响。

听 赏

廖  云  子  农　词
常苏民  陶嘉舟　曲

2 山 风 乡 韵

双手织出五彩歌

川江船工号子
男声独唱

1=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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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赏

山 风 乡 韵 3

    ★以一领众合的方式演唱《众人划桨开大船》片段，感受劳动号子铿锵有力

的节奏及演唱特点。

    ★根据你的生活体验，试着编一段劳动号子（旋律、歌词、节奏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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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划桨开大船（片段）

魏明伦  王持久  词

陈翔宇  曲



薅草的人们要过细
薅草锣鼓

贵州民歌

    注：薅，念hāo ，用手拔、揪的意思。薅草，稻田除草劳动。

听 赏

    练习乐谱中的节奏部分，并根据劳动情景设计速度的变化，以体验速度在音

乐表现中的作用。

4 山 风 乡 韵

    土家族薅草锣鼓跟在薅草队伍后面，边敲边唱，即兴发挥。其节奏多变，强弱相间，常常

在鼓劲时热烈敲击，将薅草劳动推向高潮。

鼓

1=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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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风  作词编曲

3 3 5 2 3 2 1

2

4

1 2 1
.
6 .5

.1 2 3 2 3 5 - 2
.
7

.
6

.
5

1=K

.
3

.
5

.
2

.
3 .5 5 2 3 2 1

.
6 1 -

1,
5

.
6

.
6 1

.
.5
.
5

.
6 1

.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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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2

.
7

.
6

.
6

.
6 2

.
7

.
6

.
5

.
5

.
6

.
5 1

.
7

.
6 1 2 3

.
5

.
6

.
5 1 1

.
6 1 1

.
6 1 2 3

3 3 5 3 3 2 1
.
7

.
6

5

3 5 3 6 5 2 .5.5 3 2 1
.
6

.
.5
.
6

.. . .
6

1 2 2 13 5 6 3 5 3 5 6 6 5 3 .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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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

-

1,
5.

5 6

.

2 1 2

采茶舞曲
歌舞曲

山 风 乡 韵 5

    唱唱《采茶舞曲》的第一乐段，体会方言对表现民歌风格特点的意义。

    《采茶舞曲》是一首以越剧音调为素材编写的浙江民歌，表现采茶姑娘采茶时的欢

乐情绪。

听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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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歌

    注：①靓，漂亮的意思。    ② （mǎo），没有的意思。

    ★听赏并演唱这首歌曲，体会衬词和方言在歌曲表现中的特殊韵味，并配以

适当的动作表演。

    ★背唱这首民歌。

6 山 风 乡 韵

演 唱

1=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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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音乐做摇橹律动，感受这首民歌的旋律特点。

    京族主要分布在广西的防城港市，靠海而居。京族民歌有海歌、小调、舞歌

等，它的旋律委婉，节奏丰富，具有独特的韵味。

ｳｳｳｳ ｳ 广西京族民歌

韦 卿  韩鹏初 译配

庞国权  记谱

演 唱
出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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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  歌
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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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唱

歌词：

月亮已经出来哟，

美丽的月亮已经升在高山上，让我们尽情地唱歌跳舞。

朋友啊，快来快来哟！

皎洁的月亮已经照上了椰树。来啊，让我们尽情地唱歌跳舞！

8 山 风 乡 韵

高山族民歌1=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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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杵歌》第一段歌词，仔细体会这首歌最有特色的音调和节奏，把它们

默写下来，再说说你体验到的高山族民歌特点。

★认识以上乐器，选择一件进行简易模仿制作，为歌曲演唱伴奏。

★演唱歌曲时用拍手或跺脚表现歌曲的节奏。

    高山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台湾省。高山族的“杵乐”极富特

色，表现丰收后男女青年夜间轮流到各家帮助舂米磨谷，姑娘们边劳动边唱歌，

与手上优美的舂米动作相映成趣的情景。

高山族落击体鸣乐器—乐杵

高山族敲击体鸣乐器—木棍琴

山 风 乡 韵 9



三月三  九月九
合唱

潘 琦  词

傅 磬  曲

10 山 风 乡 韵

听 赏

……

1=F  4

4



    根据服饰和装束，说说下列图片表现的分别是哪些民族的舞蹈，从中选择

一种民族的基本舞步为歌曲伴舞。在载歌载舞的演唱中，你能感受到这首歌曲

在内容与表现形式上的特点吗？

    本单元我们学习和感受了不同地域的劳动类民歌，请你比较它们在音乐

的节奏、速度、力度、风格上有什么不同。

山 风 乡 韵 11



1=L  4

4

12 青 春 放 歌

    爱是手与手的邀请，爱是心对心的呼唤，爱是精神世界的链接，爱

是穿越时空不变的主题，爱是生命永恒的旋律。

歌词：

……

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风雨走遍了世间的角落，同样的感

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阳光想渗透所有的语言，春天把友好的故事传说，同样的感

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

听 赏
同一首歌

陈  哲  胡迎节  词 

孟卫东  曲

    合唱形式分为两大类，即同声合唱与混声合唱。

    由同类人声组成的合唱称为同声合唱。同声合

唱分为童声合唱、女声合唱、男声合唱三种形式。

爱的旋律



青 春 放 歌 13

    在听赏中随音乐轻声用“u”或“la”母音哼唱歌曲主旋律，想一想最令你感动

的乐句在哪里，并与同学交流听赏感受。

    作曲家常在作品中标上表情术语，用来提示演唱（演奏）者以怎样的心情、怎样

的声音进行演唱（演奏）。

    常用音乐表情术语：

    雄伟  壮丽  坚定  豪迈  庄重  严肃  悲伤  忧愁  哀怨  沉痛 

    活泼  欢快  热情  生动  抒情  优美  深情  亲切  温馨  柔美



爱的人间 
王  健  词

谷建芬  曲

教材组编配合唱

演 唱

中速稍慢 温馨 甜美地

激动 充满感激地

1. 2. 

14 青 春 放 歌

1=G  4

4



    唱唱这两段旋律，注意观察节奏的特点，感受音乐情绪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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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歌曲常常处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单声部，第二部分则采用合唱，利用多

声部之间的相互配合、对比，产生和谐、立体的音响效果，以增加歌曲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歌便是采用了这种创作手法，你感受到了吗？

    这首歌曲是电视剧《光明世界》的主题歌。歌曲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表达了盲童对社会

各界给予他们的关爱和帮助的感激之情，形象地刻画了盲童真实的内心世界。

青 春 放 歌 15



雨  夜
杨霞丹  词

卓  夫  曲

演 唱

    ★恰当地运用顿音、断音与连音唱法，对丰富作品的音乐形象，增强其艺术表现

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学唱这首歌曲时，应根据两声部旋律的特点，注意把握好乐句中的连音、顿

音和断音的不同唱法；合唱部分要在唱好自己声部的同时还要倾听另一个声部，努力

使两个声部在对比中求得和谐。   

    想一想，为什么歌

曲中的“一点”“一

滴”“一闪”要加注跳

音记号呢？

1=I  4

3

中速 深情地

16 青 春 放 歌



    顿音唱法  顿音的唱法不但有自己独特的轻巧、灵活的特性，同时也是唱好

连音的基础。要求唱得短促而有弹性。

    先说说歌曲的结束句 、 等力度记号起什么作用，再把你感悟到

的情景用歌声表现出来，最后为歌曲设计演唱力度并分组表演。

答 答 答 答 答

答 答 答

青 春 放 歌 17



爱的奉献
听 赏

    听赏时，可随音乐轻轻哼

唱，用心感受高低起伏的旋律

与音乐情绪的变化，体验歌曲

的内涵 。

1=H  4

4  4

2

深情、诉说地

18 青 春 放 歌



听 赏

    分小组创编适合的动作，在班级或学校舞台上演出（可独唱、重唱、合唱、齐

唱）。

让世界充满爱 

词

曲

陈  哲  小  林  王  健 

郭  峰  孙  铭         

郭  峰

1=I  4

4

青 春 放 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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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融    词

陈志远    曲

朱  洪  编配

20 青 春 放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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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本单元歌曲为主要内容，尝试以音乐和文学相交融的艺术表演形式，自由组

合，编创一段音乐情景短剧（包括人物、故事情节、音乐、场景等），并合作表演。

    ★在歌唱中体会歌曲的情绪变化，唱准弱起节奏和切分音、附点音符，唱出歌

词温暖动人的情感。   

    ★在练习两声部合唱时，要互相倾听，注意速度均匀、节奏节拍准确，声部之间

的衔接要自然。第二声部要控制好音量与音色，以衬托、突出第一声部主旋律。

 

青 春 放 歌 21



乐器间有亲密的对话，有情感的交流。在这里，你会发现一片新的

音乐天地……

    弦乐四重奏《情深谊长》根据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同名歌曲改编而成，通过弦乐

器细腻的色调变化，表现了人们丰富的内心情感。

弦乐四重奏

臧东升  原曲

丁芷诺  改编

主题

……

听 赏

22 华 美 乐 章

走近室内乐

情 深 谊 长

  ★室内乐发源于 17 世纪初的欧洲，初始的形式是在室内进行演奏，因而得名。

18 世纪末以后，室内乐的演奏形式扩大到包括独奏曲、独唱曲、重唱曲和小型管弦

乐合奏等在内的多种演出形式。

  ★弦乐四重奏是室内乐作品中常见的形

式，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

琴组成。

  ★管弦乐队中的弦乐组，包括小提琴、中

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弦乐组在乐队中音

域宽广、音色优美、富于情感表现力。

  聆听这首乐曲，感受各声部的均衡统一和整体的匀称。说说乐曲引子和主题

陈述时不同乐器的名称。

1=K  8

6  8

9



    这首作品根据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而成，运用音色丰富的木管乐器来表现琵琶的各种

演奏手法，形象地描绘了春江月夜的迷人景色。

木管五重奏

刘 庄 改编

听 赏

华 美 乐 章 23

春 江 花 月 夜

  木管五重奏通常由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

和圆号组成。

1=I  4

2



法兰多尔舞曲
铜管五重奏

［法］比才  曲

    铜管五重奏由第一小号、第二小号、圆号、长号和大号组成，音色较统一，音响

恢宏。

    ★乐曲中的第二声部按一定间隔的规律模仿第一声部，如影随形，这种手法

称为卡农。试着用竖笛或口琴模仿演奏《法兰多尔舞曲》的第一主题。

    ★你能听出吹奏第二主题的是哪一件铜管乐器吗？

主题一

主题二

听 赏

24 华 美 乐 章

活泼、坚定的快板

明晰、果断的快板

ff

1=G  4

4

1=J  4

2



管弦乐队的乐器示意图

华 美 乐 章

中提琴 大提琴

短笛

长号

木琴
钹

管弦乐队的乐器示意图

小提琴

长笛

圆号小号 

定音鼓军鼓 大鼓

竖琴

管弦乐队乐器位置示意图

定音鼓

法国号、低音号、小号

短笛
长笛

低音管
双簧管

打击乐
长号

低音

提琴

钢琴

竖琴

单簧管

中提琴组

指挥

大提琴组

第二小提琴组

第一小提琴组

25

大号

双簧管单簧管 大管

低音提琴



鳟  鱼（第四乐章片段）
五重奏

［奥地利］舒伯特 曲

听 赏

26 华 美 乐 章

小行板

  这首乐曲是根据歌曲《鳟鱼》的主题创作的一首变奏曲。由小提琴、中提琴、大提

琴、低音大提琴、钢琴演奏。仔细聆听音乐，注意主题每次出现时有哪些新的变化，并

啍唱歌曲《鳟鱼》片段。

1=J  4

2

,1

5

ãã
.
.1

.

1

.

3

.

3

.

1 5 . .5 5

.
.2

.

1 .7 6 .5 5

.
.1

.

1

.

3

.

3

.

1 5

.

1

7 .

7

6 7

.
. N

N

1
#
4 .5 5 .7 7

.

1767

.

1 5

.

1 .7 7 7427

...

-1

.6 6 6

.

1

.

1 5 .5 5

.5,
27

.

-1 .

7
.
1,
6 6 6

.

2

.

1

.

1 5

�

.5 5

. .5,
2 7 .1

［德 ］舒巴尔特  词

［奥地利］舒伯特  曲

金 帆 译配
稍活泼的中板

1=C  4

2

鳟 鱼



    舒伯特（1797—1828）  奥地利作曲家，创作了大量的艺术歌曲与器乐

曲，在艺术歌曲创作领域有特殊成就。他把音乐和诗歌紧密结合，用富于表现

力的旋律与和声来表达诗的意境，被誉为“歌曲之王”。代表作品有声乐套曲

《美丽的磨坊姑娘》《冬之旅》，交响乐《未完成交响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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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二

华 美 乐 章 27

  唱一唱下面这两个音乐片段，感受它们之间不同的声部结合。

  变奏曲是音乐主题及其一系列变化重复，并按照统一的艺术构思组成的乐曲。乐

曲通过各种变奏的方法，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不断地解释和深化音乐的主题。



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

弦乐四重奏

［俄］柴科夫斯基 曲

    柴科夫斯基（1840—1893）  俄国作曲家。他的创作真挚、热忱，注重对人

心理的细致刻画，充满感人的抒情性与强烈的戏剧性。他的旋律具有浓郁的俄罗

斯民族风格，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和高度的艺术性，使19世纪浪漫主义交响乐创作

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被称为“俄罗斯之魂”。代表作品有歌剧《黑桃皇后》，

舞剧《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管弦乐与交响音乐《D大调小提琴协

奏曲》《第六交响曲（悲怆）》《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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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歌的行板

很有表情地

主题一

主题二

28 华 美 乐 章

听 赏

    《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的主题采用俄罗斯民歌《凡尼亚坐在沙发上》。俄国

文学家托尔斯泰听这一乐章时，曾为它流下眼泪，并说这使他“接触到忍受苦难人民的灵魂深

处”。

1=F  4

2  4

3

1=C  4

2

  仔细聆听作品，第一主题以怎样的形式演奏？第二主题出现时大提琴采用了怎

样的演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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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唱这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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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柔美 丽 如 水， 你不 知 道 她 名 叫 “睡”。

如歌的行板

如歌的行板
［俄］柴科夫斯基  曲

李抱忱 译词



走 西 口
管弦乐曲

第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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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板

柔板

第二主题

    主题的旋律来自民歌，讲述的是过去生活在贫瘠的黄土高原地区的人们背井离乡、出

外谋生的故事。旋律上下起伏、婉转缠绵，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

听 赏

30 华 美 乐 章

鲍元恺  编曲

1=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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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4



华 美 乐 章 31

  手拍或念出下面的节奏练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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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型的准确

性。并为这条节奏练习填上《走西口》第一主题的音调，进行旋律变奏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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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广袤神奇的大地：隆隆的鼓声，好似天边的滚雷；舞动的

节奏、奇特的乐音，犹如迷人的天籁。

  结合音乐片段与插

图，说说《天籁》给你的感

受。

听赏坦桑尼亚乐曲《西西维加那》(片段)和南非乐曲《津巴》(片段)。

天  籁

大漠如烟，丛林莽莽。

乐声阵阵，天籁迷人。

32 环 球 采 风



月 圆 之 舞 
南非乐曲

    听赏坦桑尼亚乐曲《新年收成祭》(片段)。

几 内 亚 舞 曲

  你喜欢《舞风》中的哪一首曲子，为什么？

和着音乐按其各自的节奏特点即兴舞蹈。

……

  舞  风

“舞”像骄阳一样炽热，

“曲”如清泉一般甘甜。

听 赏

听 赏

环 球 采 风 33

几内亚民间乐曲
1=J  4

2

1=O  4

3



几内亚民歌

龚荣光 编词曲

演 唱

鼓  声

34 环 球 采 风

1=F  4

4

鼓  魂

太阳给撒哈拉顽强的生命，

“达姆”是民族不灭的灵魂。



    听赏布隆迪乐曲《鼓宴》(片段)。

    这是在国王加冕典礼上演奏的鼓乐。

达姆达姆
阿尔及利亚民间乐曲

……

  “达姆”是非洲常用的一

种鼓，一般被置于双腿中间用

手敲打，演奏常常带有很强的

即兴性。它的各种奇特的节奏组

合是非洲音乐的灵魂。

  非洲的音乐和舞蹈以鲜明的风格特点享誉世界，其中不同拍子的节奏交错

组合更形成了独特的非洲节奏现象。

  例如：

听 赏

环 球 采 风 35

1=J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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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谱  1=G 1 2 3 4 5 6 7 i

唱名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音名    F  G  A  bB   C   D  E  F

刚果（金）民歌

    歌词大意：这是我们欢乐的节日，让我们尽情地歌唱吧。

演 唱

36 环 球 采 风

稍快

1=G  4

2

乐  韵

美妙的歌声唱出心中的希望，

奇特的乐音描绘理想的世界。



歌词大意：

    马蕾卡……马蕾卡，请让我的孩子快快睡觉，请保护我的孩子快快长大，让他们像狮子一

样勇猛，像羚羊一样敏捷，像斑马一样睿智。马蕾卡……马蕾卡，请让我的孩子快快睡觉。

马蕾卡摇篮曲

肯尼亚民谣

……

     注：马蕾卡（Malaika）在非洲班图语中是“天使”的意思。

  随着录音模仿《儿歌》中的拍

手节奏，可以加深对这种奇特的

节奏组合的感受和体验。

听 赏

环 球 采 风 37

  听赏坦桑尼亚民歌《儿歌》。

1=H  4

4



  拇指钢琴，非洲一种独特的民族乐器，也称为“姆比

拉”“散扎”“利肯赫”等。其共鸣箱中有 6—30 片经过调

律的细长金属片。演奏时双手托住共鸣箱，大拇指在金属片

上交替弹奏。

    听赏刚果民间乐曲《密林之声》（拇指钢琴三重奏）。

38 环 球 采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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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生 不 息
动画片《狮子王》插曲

汀姆·莱斯  词

埃尔顿·约翰  曲

薛 范 译配

歌词大意：

张开你的眼睛看这世界，你会发觉充满神奇，

天上星星好像近在眼前，想要抓总是遥不可及。

人生旅程坎坷不平，你要去体会它的真谛。

尝尝人情冷暖，或是体会世间的风险，没有办法逃避。

看这世界在转，永远不停息，尽管向前走，

是对是错，希望和失望，世事没有绝对。

看这世界，是生生不息，世界正在转动，永远不停息，

黑夜与白昼，不停转动，朝着阳光走，慢慢你会知道。

听 赏

1=F  4

4

眷 恋

梦里，重回美丽的家园；

醒来，这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环 球 采 风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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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畔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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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唱
埃及民歌

朱宝勇  填词  编曲1=G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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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欢乐地



节奏练习的小窍门

    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有时我们看见复杂的节奏心里就紧张，一紧张就不知

道怎么唱。这里有一个节奏练习的小窍门，你不妨试试。

    将一些常见而掌握得不好的节奏列出来，给它们配上相应的音节发音，经过

反复练习，就可以掌握了。

    同学们，辽阔而神秘的非洲大地给了我们创作的灵感，奇特的非洲音乐和舞

蹈是我们艺术实践的素材，请用本单元素材编创和表演舞台剧《非洲印象》。

非洲印象

剧情简介：

演    员：

道    具：

音    响：

自我评价：

环 球 采 风 41

    ★按下列节奏用沙锤等打击乐器为《尼罗河畔的歌声》伴奏。

    ★这首歌曲在演唱上应注意什么？

0 X X X XX X X 0 X X X XX X X 0



    用建筑的思维创作、欣赏音乐，飘然无形的声音就有了清晰的形象

和严密的结构；用音乐的思维创造、欣赏建筑，沉重有形的木石便充满

了诗的韵味和美的灵性。

    一、解读“用音符砌成的大厦”

G大调小步舞曲

    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乐神奥尔菲斯给木

石起名号并催眠它们，使它们像着魔似的跟他

走。一天，奥尔菲斯在空旷的地方弹七弦琴，

眼前竟然出现了一座城市，原来是音乐的旋律

和节奏凝结在木石中变成的。所以后来就有了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这

个美丽的说法。同学们能从音乐中“看”到建

筑、从建筑中“听”到音乐吗？

A

B

A′（同A）

听 赏

42 艺 苑 和 声 艺 苑 和 声 43

［德］贝多芬  曲

a:

b:

c:

1=I  4

3

奥尔菲斯之城



    《G大调小步舞曲》“音乐小屋”的结构：

    音乐同建筑一

样，有严密的结构，

要学会听出音乐的

结构。

    音乐与建筑的结构

相通不仅体现在古典建

筑与古典音乐的对称、

均衡上，从结构不对称

的音乐和建筑中，你也

能发现它们的和谐美。

    圣保罗大教堂于1711年建成，是伦敦最大的教

堂。它高111.5米，以圆屋顶享誉全球。

    建筑中充满了音

乐的节奏和韵律。

    听完音乐后，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说说这首古典乐曲与圣保罗大教堂

在结构的对称上有哪些相通之处。

    （2）音乐与建筑在构建“大厦”时所用

的“材料”有什么不同？它们各自产生什么样

的艺术效果？

42 艺 苑 和 声 艺 苑 和 声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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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贝多芬      曲
王  珏  编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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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大调小步舞曲（节选）

视唱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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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声视唱这首歌曲，仔细体会附点节奏在音乐表现中的意义，注意三声

部节奏、音高的准确和音色的统一和谐。

    ★《G大调小步舞曲》的结构规整、旋律发展极富逻辑性，解剖其中一个

乐句，可以发现它们就像是用体积、色彩不同的“音乐砖”砌成的有声有色的

“音乐墙”，进而构成宏伟的“音乐大厦”。同学们可以试着制作不同的“音

乐砖”来砌一面“音乐墙”吗？

    例如：

44 艺 苑 和 声 艺 苑 和 声 45



      古希腊人在研究几何问题时发现，用0.618这一数值确定的比例在造型

艺术上是最美的，所以称它为“黄金分割律”，0.618就被称为“黄金分割

点”。从古到今，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黄金分割的比例来建构艺术

作品。现在，让我们一同探索音乐中的“0.618”……

    二、走进奇妙的0.618

    雅典的巴特农神殿是古希腊的一大杰作，这座建造于公元前5世纪的神殿其宽与高

之比就恰恰符合“黄金分割律”。

   北京的中央广播电

视塔也是按照“黄金

分割律”来建造的。

5

8

5

8

    注：8比13约等于0.618。

    “ 黄 金 分 割

律”在我们的现实

生活中随处可见，

如 最 美 的 人 体 比

例、最美的画面布

局。你能用自己的

眼睛去发现更多这

样的事物吗？

13

46 艺 苑 和 声 艺 苑 和 声 47



梅 娘 曲
田  汉  词
聂  耳  曲

黎英海配伴奏

  歌曲《梅娘曲》共57小节，前35小节为第一段，后22小节为第二段。全曲忧伤的情绪最浓

郁之处，是两段交接处的               ，这一点所在的位置恰好是57与0.618的乘积，即35

小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黄金分割点”。

听 赏

46 艺 苑 和 声 艺 苑 和 声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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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声独唱



    音乐用无形的声音“建造”大厦，建筑用有形的木石建造大厦，产生于同

一文化背景的音乐与建筑之间具有许多相通之处。例如，中国音乐与中国建筑

都清晰地展现出它们的“曲线美”。

    三、体验声音与木石创造的“曲线美”

    苏州园林在布局上以水为中心，随形

而弯，依势而曲；在结构上以小巧取胜；

空间处理上时而开明阔朗，时而曲折幽

深，或藏或露，或深或浅。 

    苏州园林的“曲径通幽”与中国江南音乐的委婉、

精致、秀丽多么相似！

    观察以上图片，找找苏州园林建筑在哪些地方呈现出曲线美。

48 艺 苑 和 声 艺 苑 和 声 49



姑 苏 行

    《姑苏行》根据昆曲和江南丝竹音调改编，具有典型的江南地区音乐风格，曲调优美典

雅、婉转悠扬，表现了苏州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时的喜悦心情。

    听音乐，观察《姑苏行》五线谱旋律逶迤的曲线，谈谈它与苏州园林建筑

有什么相通之处。想一想，还有哪些地方、哪些时期的建筑与音乐风格互相影

响、互相联系。

笛子独奏
江先渭  改编

听 赏

48 艺 苑 和 声 艺 苑 和 声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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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板

唱名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简谱   1 2 3 4 5 6 7 i

音名    G  A  B  C  D  E  #F  G



指尖飞舞，流出动人的旋律；琴弦跳动，奏出精美的乐章。有涓涓

小溪，也有高山流水；有柔美多姿，也有万马奔腾。

心  弦
独弦琴独奏

杨一丹  曲

    悠然自得、婉转优美的引子，描绘了京族人民美丽的家园和恬静、充满希望的早晨。

听 赏

50 八 音 合 鸣

1=G

指尖跳动的旋律



    富有歌唱性的音乐主题饱含着幸福的喜悦和浓郁的民族风情。

   

    《心弦》是根据我国京族民间音调创作的一首优美的独弦琴曲，具有浓郁亲切的民间风

情，流淌出京族人民赞颂美好生活的喜悦心声。

50 八 音 合 鸣 八 音 合 鸣 51

    模拟独弦琴的音色哼唱主题

片段，感受其特有的音色。

    独弦琴，广西京族弹拨乐器，流行

于广西防城港一带。独弦琴音色浑厚、

圆润、甜美，歌唱性强，适合演奏缓

慢、柔情的曲调。

1=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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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好比春江水
琵琶独奏曲

韦京宇  编曲

主题一

听 赏

引子

1=K  

散板 

52 八 音 合 鸣 八 音 合 鸣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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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琵琶独奏曲《山歌好比春江水》根据广西歌舞剧《刘三姐》同名唱段改编。乐曲以优美动

听的旋律和欢快跳跃的节奏，表现了大自然的秀丽景色以及人民的欢快情绪。

52 八 音 合 鸣 八 音 合 鸣 53

    琵琶，弹拨乐器。演奏

技法丰富，音域广阔，在不

同音区有不同的音色变化。

    唱一唱民歌《山歌好比

春江水》，模拟琵琶的演

奏，去感受歌曲的旋律。

主题二

1=K  4

2



春到沂河
柳琴独奏

王惠然  曲

    柳琴，弹拨乐

器 ， 全 称 “ 柳 叶

琴”，形似琵琶，

但比琵琶小。柳琴

声音明亮清脆，是

民族乐队中高声部

的重要乐器。

听 赏

54 八 音 合 鸣 八 音 合 鸣 55

    乐曲作于20世纪70年代初。乐曲通过具有浓郁的山东风味的旋律，描绘了沂河两岸春光明

媚、流水潺潺、万物生辉的动人景象。

主题二

主题一

1=H  4

2

1=H  4

2  4

3

……

……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彝族人民重要的节日—火把节。乐曲通过跳跃的节奏和欢快的旋

律，表现了彝族青年的热情与奔放，以及热闹、欢乐的火把节场面。

    扬琴，弹拨乐器，源于波斯，约

在明朝末年传入我国。扬琴音色清

脆、明亮，演奏技巧灵活多变，音域

广阔。

听 赏

八 音 合 鸣 55

快乐的火把节（片段）

扬琴独奏
刘希圣  曲

1=H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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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战 台 风
筝独奏

王昌元  曲

    乐曲通过运用左右手的反向刮奏和扣摇等独特的筝演奏技法，将台风呼啸以及工人们团结

一致奋战台风的动人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旋律宽广抒情，抒发了码头工人们经过与台风顽强搏斗后胜利的豪情。

    筝，弹拨乐器。音色清雅秀丽、洪亮刚劲，擅长用

刮奏和琶音等表现流水、波浪等声音。

听 赏

56 八 音 合 鸣 八 音 合 鸣 57

    仔细聆听，

说 说 乐 曲 在 速

度、力度方面的

特点表现了怎样

的情景与情绪。

主题二

主题一

1=J  4

2

1=J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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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独奏

八 音 合 鸣 57

    这是一首由通俗歌曲改编的古琴演奏曲，通过融入现代音乐元素，使音乐更具时尚

性和感染力。

    古琴，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

一，表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深厚底

蕴，是中华民族传统乐器的典范，

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2003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古琴的十大名曲有《潇湘

水云》《广陵散》《高山流水》《渔樵问答》《平沙落雁》《阳春白雪》《胡笳十八

拍》《阳关三叠》《梅花三弄》《醉渔唱晚》。

听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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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筝与古琴的音色，感受其不同的表现力。   

★听辨不同的弹拨乐器的音色，说出乐器名称及其特点。在你熟悉的歌曲

中，有哪些适合用弹拨乐器演奏？

中速稍慢

翁炳荣  词

三  阳  曲

    学唱这首歌曲。

1=H  4

4

三  阳  曲中速稍慢



    竖笛演奏断音（顿音）的技法

    常用的吹奏方法有连音和断音两种，吐音就是处理断音的技术。

    吹奏时将舌头顶住牙齿和牙肉的地方，在吹气时舌尖一接触吹口马上向里缩回，使气

流吹出，达到断音效果。

  吐音有单吐、双吐等。

  1. 单吐  吹奏方法与吹单音相似，发音比单音迅速、短促，发“突”字。声音结

实、清楚，有弹性。

  2. 双吐  吹奏时，舌尖后移的间隙送气发“一”音，舌根前移再发“一”音，动作

一气呵成，分别发出“突库”两声。

    口琴新式单音奏法

    新式单音奏法又称为正规单音奏法。将口张大，含住口琴七个孔左右，用舌尖盖住左

面主音以下的六孔（留出右面一孔），由唇边奏出单音来，无论上行或下行，舌尖总是在

左边，并始终不脱离孔格。见图。

58 器 乐 训 练 器 乐 训 练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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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结子高又高
彩调剧《刘三姐》选段

注：打击乐主要使用小鼓、小镲、小锣、木鱼等。

学唱这段彩调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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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音乐岛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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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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