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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春秋时期，晋
国大夫俞伯牙很擅长
弹琴，一次他到楚国
遇见樵夫钟子期，两
人谈论琴律很投机，
从此引为知己。

       ②伯牙的琴弹得好极
了，钟子期最懂伯牙的琴
声：“好呀，一会儿像雄
伟的泰山，一会儿像浩荡
的长江黄河。”

陈
安
民

     ④某日，伯牙惊闻钟
子期的死讯，心中万分悲
痛。他仰天长叹：“知音已
失，我还要这把琴干什么
呢？”于是摔琴断弦，永远
不再弹琴。

       ③伯牙在泰山以
北游历，突遇暴雨，
触景生情，先弹凄风
苦 雨 ， 又 奏 山 崩 地
裂。伯牙的琴声无论
表达什么，钟子期都
能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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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    耳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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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

光 荣 少 年 

第一单元

光荣少年

陈奎及  词
孟庆云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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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团结互助为荣

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
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热爱祖国为荣
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
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

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
以违法乱纪为耻

这是一首由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

位共同推荐的优秀少儿歌曲。全歌以激越

的旋律、铿锵的节奏，表现了新时期少年

志存高远、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 在歌曲的休止处，选用你喜欢的

方式，如用打击乐器（大鼓、大镲）或加语

气词（嘿、呵）等参与演唱。

● 背唱这首歌曲。

体验·表现

第一单元  光荣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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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的味道※

梁和平  词
孟卫东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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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简缩谱）

● 用轻松自然的声音演唱歌曲。

● 设计一些能展现自己个性的动作参与表演。

第一单元  光荣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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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

2
3

4
5

②
③

④

上加三线 ——
上加二线 ——
上加一线 ——

下加一线 ——
下加二线 ——
下加三线 ——

下加一间

下加二间

下加三间

上加三间

上加二间

上加一间

第四间

第三间

第二间

第一间

第五线
第四线
第三线
第二线
第一线

高音谱号 高音谱表 高音谱号在谱表上的正确写法

（1） （2） （3） （4）

音名与唱名   音的名称叫“音名”。音乐中七个基本音的名称用英文字母C、D、E、

F、G、A、B 来表示，音名在键盘和五线谱上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

将上述七个基本音分别唱作do、re、mi、fa、sol、la、si，叫做“唱名”。

全音与半音   在键盘上，任何相邻两个键的音高关系均为半音；两个半音为一个全音。

音乐知识音乐知识

五线谱   在五条等距离的平

行横线上（还可以上下加线），用

不同时值的音符及其他记号记载

音乐的一种记谱形式。

五线谱识读（一）

变声期的嗓音保护

变声期要注意保护嗓音，不要大声喊

叫，不要模仿成年人说话或压着嗓子唱歌。

要适当用嗓，以免嗓子过度疲劳，影响发

声器官正常发育。要注意锻炼身体，增

强体质，保证适当的营养和充足的

睡 眠 ， 尽 量 不 吃 有 刺 激 性 的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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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名、唱名、全音、半音在键盘及五线谱上的示意图。

活动与练习

1. 随琴唱一唱下列音阶，熟记各音位置。

2. 唱一唱下列音组。

3. 写出下列各音的唱名。

（简谱）

第一单元  光荣少年 

d1

c1

e1

d1

a1

g1

b1

a1

d2

c2

e2

d2

音名

唱名

（       ） （       ） （       ） （       ） （       ） （       ） （       ） （       ）

半音

g1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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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唱练习。

鄂豫皖民歌《八月桂花遍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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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欣赏

〔意〕
G.卡普罗  词
E.卡普阿  曲
尚家骧  译配

我 的 太 阳
（男高音独唱）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曾

是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的保留

曲目。歌曲旋律爽朗、豪放，表达了对

心中恋人的赞美之情。

● 你能体会到高亢、明亮，富有穿

透力的男高音特点吗？

● 随音乐跟唱歌曲的前半部分。

体验·探究

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他音域宽

广，音色明亮，高音区具有穿透力，

能自如地演唱出高音c3，被誉为“高

音C之王”。

帕瓦罗蒂
（1935—2007）

美妙的人声
第二单元

13



伏尔加船夫曲

●聆听音乐，你能感受到低沉、浑厚的男低音特点吗？

（男低音独唱）

俄罗斯民歌

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俄〕列宾

14



瞿 琮 词
郑秋枫  曲
  

我爱你，中国
（女高音独唱）

第二单元  美妙的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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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华  词
阿拉腾奥勒  曲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女中音独唱）

● 随音乐跟唱这首歌曲，体验其宁静、恬美的意境。

● 将女高音和女中音及其音色特点用线连起来。

女高音          圆润、宽厚

女中音          明亮、甜美

16



雪 绒 花

演唱

雪绒花是开在雪山上的白色小野花，它象征着勇敢、坚强。

● 背唱这首歌曲。

第二单元  美妙的人声

〔美〕
O.哈默斯坦  词

R.罗杰 斯  曲
章    枚  译配

Edelweiss

E  -     del - weiss,         e   -    del - weiss,       eve -    ry    morn - ing you greet        me.

E  -    del - weiss,        e   -    del - weiss,      bless  my   home - land   for  -  e  -          ver.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 - py   to    meet         me.

Blos - 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 - e    -     ver.

17



名    称 五线谱
简    谱

（以   为例）
时    值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全音符    4 拍

    二分音符           2 拍

    四分音符 1 拍

    八分音符    拍

十六分音符    拍

五线谱与简谱音符时值对照表

音乐知识音乐知识音乐知识

通常可将人声分为童声、男声、女

声。男声和女声又可分为男女高音、男女中

音、男女低音。一般来说，高音比较高亢、明

亮、悠扬；中音比较宽厚、结实；低音则比较低

沉、浑厚。在高音中又因声音色彩、音量及表现

特点的不同，女高音可分为戏剧女高音、抒情

女高音、花腔女高音；男高音则可分为戏剧

男高音、抒情男高音。男女童声差异较

小，音色近似，声音明亮、清脆、

甜美。

人声的分类

符尾

符干

符头

音符  乐谱中用来记录音的符号叫音符，音符由符头、符干、符尾三部分组成。

五线谱中的音符以符头在谱表上的位置来表示音的高低，以不同的形状来表示音的

长短。

五线谱识读（二）

1
2

1
4

18



1.  聆听下面的歌曲片段，分别说出它们的人声类型及声音特点。

曲    名 人声类型 声音特点

    当兵的人

    打起手鼓唱起歌

党啊，亲爱的妈妈

    我为祖国献石油

活动与练习

2.  视唱练习。

3. 合唱练习。

（1）

（2）

西藏民歌《我的家乡日喀则》

选自奥尔夫《学校音乐教材》
廖乃雄  编译

这是一首可多次反复的

四声部轮唱曲。演唱时注意

把握准确的节奏和音高。乐

器声部和双响筒声部可由同

学们自己演奏。

第二单元  美妙的人声

19



朱践耳  曲

欢欣的日子
（民乐合奏）

《欢欣的日子》原名《翻身的日子》。乐曲以流畅的旋律、跳跃的节奏和热烈的情绪，

表现解放初期农民分得土地后笑逐颜开、欢天喜地的情景。

全曲由三个部分和引子、尾声组成。

引子为乐队全奏，旋律热烈欢快。

欣赏欣赏

八音和鸣（一）

第三单元

八音和鸣（一）

20



作曲家，安徽泾县人。主要作品有：十部

交响曲以及歌曲《打得好》《唱支山歌给党听》《接

过雷锋的枪》，民乐合奏《欢欣的日子》，管弦乐

《节日序曲》，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献身的勇

士》，音诗《纳西一奇》等。

朱践耳（1922—2017）

第一部分，在跳动活泼的音型衬托下，由板胡奏出

具有陕北民间音乐风格的旋律。

第三部分，热烈高亢的旋律、不同乐器的欢快对答，使情绪层层推进，达到高潮。

尾声是引子的变化再现，乐曲前后呼应，完整统一。

第二部分，音乐采用对答形式，上句用管子和笛子领奏，下句

用拉弦、弹拨乐器及笙合奏。管子、笛子与乐队呼应，相映成趣。

第三单元  八音和鸣（一）

21



这首乐曲将生动的造型手法与抒情性音调结合在一

起，试图描绘深山幽谷之中百鸟争鸣的景象，表现人们置

身于大自然中的愉悦心情。

●聆听音乐，将你联想到的情景说出来与同学交流。

体验·探究

刘天华  曲

空 山 鸟 语
（二胡独奏）

民族音乐家，
作曲家，江苏江阴
人 。 主 要 作 品 有

《病中吟》《良宵》
《空 山 鸟 语》《光
明行》等二胡曲和

《歌 舞 引》等 琵 琶
曲 。 他 发 展 了 二
胡、琵琶的表现手
法，为我国民族音
乐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刘天华

（1895—1932）

22



这首乐曲由四个段落组成。曲首以散起的形式、缓慢朴实的旋律，表现了亲友惜别时

深深依恋的情感；随后乐曲以变奏手法及笛子特有的技巧，表现人们别后相逢时的热闹场

面和喜悦心情。乐曲极具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

●根据你的生活经历，你会有相近的联想吗？

喜  相  逢※

（笛子独奏）

民间乐曲
冯子存  改编

体验·探究

古曲

阳 春 白 雪
（琵琶独奏）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

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的

名句，在听赏此曲时你有这种感受吗？

第三单元  八音和鸣（一）

23



中国民族乐器
吹管乐器

梆笛

柳琴

板胡 高胡 二胡 中胡

琵琶 三弦 中阮 大阮 扬琴

曲笛 唢呐 管子箫 笙

弹拨乐器

筝

拉弦乐器

革胡

音乐知识音乐知识

24



打击乐器

民族管弦乐队排列示意图

大鼓 堂鼓 板鼓 排鼓

大锣

小锣

云锣

大钹 小钹 碰铃 木鱼 梆子

第三单元  八音和鸣（一）

鼓    锣    钹    梆子

管子    唢呐

曲笛    梆笛    笙

三弦    大阮    中阮

中胡    高胡

琵琶    柳琴

筝

扬琴

大提琴

二胡

低
音
提
琴

指挥

25



活动与练习

1. 聆听下面乐曲片段，写出演奏乐器的名称。

（1）《战台风》（            ） （2）《凤凰展翅》（            ） （3）《赛马》（            ）

（4）《扬鞭催马运粮忙》（            ） （5）《彝族舞曲》（            ）

2. 竖笛演奏。

●六孔竖笛结构及演奏姿势

●六孔竖笛F 调指法表

●练习曲

5

5 6 7

6 7

1 2 3

1 2 3 4 5

吹口

笛头

左手

右手

第六孔

第五孔

第四孔

第三孔

第二孔

第一孔

笛尾

26



朝鲜歌剧《卖花姑娘》选曲

马可等《北风吹》

3. 课堂锣鼓演奏练习。

谱    字 打击乐器 声势动作

仓 大锣单击或与鼓、小锣、钹同击    双手拍击大腿外侧

才    钹单击或与鼓、小锣同击    手掌平开合击

台    小锣单击或与鼓同击    右手指拍击左手掌

乙    休止    双手握拳平放

（冬）    鼓单击、双击或滚击 双手或左右手交替拍击大腿

鼓谱演奏说明（一）

4. 用上面的鼓谱为《欢欣的日子》引子部分伴奏。

第三单元  八音和鸣（一）

内蒙古民歌《嘎达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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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衣  歌

欣赏欣赏

第四单元

班级演唱组合

李俊琛  词
罗念一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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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出打出打，觉过出打，咳勒司！”意为“洗呀
洗呀，快快洗呀！好了！”“阿拉黑司”为藏语劳动号子
呼喊的衬词。“呷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意为“时
代的花朵，高兴地向亲人开放”。

体验·探究

第四单元  班级演唱组合第四单元  班级演唱组合第四单元  班级演唱组合

这是舞蹈《洗衣歌》中的主题

曲，创作于1964年。歌曲表现了藏

族人民与解放军之间的鱼水深情。

2003年“高原红”组合翻唱了这首

歌，她们以组合演唱的形式给人们

带来了清新的感觉。

●根据你对组合演唱的了

解，说说它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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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

维吾尔族民歌
王 洛 宾  译配

青 春 舞 曲

体验·表现

● 用明快、活泼的情绪演唱这首歌曲，体验维吾尔族民歌的风味。

● 选择你喜欢的方式和适合的固定节奏，即兴参与演唱伴奏。

1. 声势动作：拍手、拍肩、跺脚、捻指等。

2. 打击乐器：手鼓、铃鼓、沙锤、串铃、响板等。

3. 固定节奏音型（     ）：

● 背唱这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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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   浪 
庄    奴  词
古    月  曲中速稍快  柔和、甜美

第四单元  班级演唱组合

● 这是一首清新、抒情的校园歌曲，要注意用柔和、甜美

的声音来演唱。你能自编动作来表现歌曲诗一般的优美意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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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与练习

1. 视唱练习。

匈牙利民歌《瓶舞歌》

《小曲》 
   

丹麦民歌《丰收之歌》

2. 将下面的五线谱译成简谱。

（2）

（1）

  五线谱与简谱休止符时值对照表

休止符   用来记录音乐的停顿（或间断）的符号叫“休止符”。常见的休止符有：

五线谱识读（三）

全休止符          二分休止符           四分休止符           八分休止符         十六分休止符

音乐知识音乐知识

名    称 五线谱 简    谱
时    值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全休止符 4 拍

   二分休止符 2 拍

   四分休止符 1 拍

   八分休止符    拍

十六分休止符    拍

1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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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邀请你的好朋友组成一个“演唱组合”，并尝试排练表演。
提示：

①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演唱形式可以有齐唱、对唱、重唱、小合唱，还可加入适当

的动作表演。

②组合的人数可为两个或多个不等。别忘了给自己的组合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③将大家的节目组织起来，举办一次“班级组合演唱会”。

4. 合唱练习。

美国歌曲《铃儿响叮当》

第四单元  班级演唱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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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

云南民歌

放 马 山 歌

体验·表现体验·表现

这首流行于云南的山歌结构简练、旋律欢快活泼，真切地反映了牧马人的生

活。歌曲中夹以“喔噜噜的”等衬腔以及赶牲口的吆喝声，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 你注意到这首民歌“一句比一句短”的结构特点了吗？

● 尝试用云南方言演唱这首民歌，力求唱出云南风味。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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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民歌

脚 夫 调

体验·表现体验·表现

《脚夫调》是一首信天游。信天游是陕北人民喜爱的一种山歌形

式。其歌词常为即兴创作，曲调多由上、下两个乐句构成。

● 你能根据这首民歌的曲调，即兴编创一两段新的唱词吗？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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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民歌

【歌词】

太阳出来红似火，驾起船儿走江河。洞庭湖里掀大浪，自古驾船是好汉。

乌云起，狂风来，紧摇橹儿赶上前。大风大浪我不怕，胆大心细走天下。

过了一滩又一滩，滩水好比蛟龙翻。大家一心力量强，个把滩哪不为难。拿稳舵，站

稳桩，篙子拿好不要慌，齐心合力好过滩。

凉风吹来好自在，要唱歌儿一起来，一齐唱歌多开怀。

体验·探究

澧水流经湖南省西北部，注入洞庭湖。《澧水船

夫号子》通过复杂多变、富有气势的号子音乐，生动

地反映了澧水船夫紧张激烈的劳动生活和乐观、自

豪、坚毅、勇敢的性格。全曲完整地表现了船夫们从

风平浪静的航行到遇风暴、过险滩，最后战胜艰险，

继续平水航行的劳动过程，是一曲由船夫们用辛勤劳

动和汗水谱写的劳动赞歌。

● 唱一唱这首民歌的开始部分，体验劳动

号子一领众和的特点。

澧水船夫号子

欣赏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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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民歌

槐花几时开

● 对比欣赏由鲍元恺改编的

同名管弦乐曲，说说民歌旋律在乐

曲中出现了几次。

● 将对比欣赏后的感受说出

来与同学分享。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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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劳

动中口耳相传、不断加工而成的，具有鲜

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是人民群众集体

智慧的结晶。民歌体裁主要有号子、山歌、小

调三大类。

号子亦称劳动号子，是与劳动方式和过程

密切结合的民间歌曲。其演唱形式以一领众和

为主。音乐多坚毅质朴、粗犷豪迈，富有律

动性。

山歌是人们在山野田间劳动时即兴所

唱的歌曲。一般用于消除疲劳，抒发

情感，传递情意。其音乐风格多

自由奔放、悠长舒展。

民歌（一）

活动与练习

2. 创作实践一：“鱼咬尾”。

（1）唱一唱下面的民歌和民族器乐曲片断，观察前一个乐句尾音与后一个乐句起音

之间的关系。

江苏民歌《孟姜女》

曲    名 体    裁

      哈腰挂

上去高山望平川

      打硪歌

      小河淌水

1.  聆听下列民歌片段，辨别其体裁。

音乐知识音乐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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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民歌《孟姜女》

民族器乐曲《春江花月夜》

上述曲例中，后乐句起音与前乐句尾音相同，形成前后旋律平稳承递—展开的关系。

这种不同结构部位前后衔接、环环相扣的组合形式，与水中鱼儿咬尾相戏的情景相似，故

俗称“鱼咬尾”，是民间音乐（或部分专业音乐作品）中一种常见的旋律创作方式。

（2）根据下面的音乐材料，运用“鱼咬尾”的方式，尝试创编4～8小节旋律短句。

3. 竖笛演奏练习。

傣族民歌《赶摆舞》

朝鲜歌曲《只要妈妈露笑脸》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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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唱练习。

安徽民歌《凤阳花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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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欣赏

〔法〕比    才  曲

《卡门序曲》是法国作曲家比才于1874年创作的歌剧《卡门》中的序曲。乐曲为回旋曲

式结构。全曲洋溢着热烈奔放的情绪，生动地表现了斗牛场狂热、喧闹的场景及主人公的

形象和命运。

●根据你聆听音乐的体验，将下列有关词语填入相应的括号里。

    ①威武、雄壮           ②热烈、辉煌           ③轻快、活泼

    基本主题（A）（    ）          第一插部主题（B）（    ）   第二插部主题（C）（    ）

●背唱第二插部主题。

体验·探究

（管弦乐曲）

卡 门 序 曲

七彩管弦（一）

第六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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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展览会（选段）

《图画展览会》是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根据其挚友——画家维克托·哈特曼遗作展览会

上的部分作品创作的一部钢琴组曲，后由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改编为管弦乐曲。全曲共分十段，

每段乐曲描绘一个特定的景物。整部作品用一个短小的“漫步”主题贯串起来。《牛车》《两个犹

太人》是其中的第四和第六段。

牛  车

一位饱经风霜的赶
车老农，两头温驯的拉
车公牛，一辆轱辘咿咿
呀呀的大轮车，在田野
上艰难行进。

穆索尔斯基  曲
拉威尔  配器

● 乐曲中的力度变化使你联想到怎样的情景？

● 仔细聆听音乐，说说这段音乐带给你的感受。

          欢快活泼（      ）   

          深沉凝重（      ）   

          热烈奔放（      ）   

● 你认识《牛车》音乐主题的主奏乐器大号吗？

〔俄〕
〔法〕

（管弦乐曲）

（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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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主题

“漫步”主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赏画人在一幅幅画间穿行，在乐曲结构功能上起着“间

奏”的作用。

● 随琴声唱一唱“漫步”主题。

● 背记“漫步”主题。

俄国作曲家。主要作品有歌剧《鲍

里斯·戈杜诺夫》，管弦乐曲《荒山之

夜》，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歌曲

《跳蚤之歌》等。

穆索尔斯基（1839—1881）

两个犹太人

● 聆听音乐，想想音乐是如何表现两个不同人物形象的。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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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威尔弟 曲

大 进 行 曲

〔意〕威尔第  曲

（管弦乐曲）

《大进行曲》选自歌剧《阿伊达》第二幕第二场。埃及为庆祝军

队的胜利，在城门口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凯旋的将士，故

这首《大进行曲》又叫《凯旋进行曲》。全曲旋律激越铿锵，小号与

乐队的配合，更增添了大军得胜而归的雄壮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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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与练习

1. 合唱练习。

〔意〕威尔第《大进行曲》

2.  根据下面的音乐材料，运用“鱼咬尾”的方式，尝试创编4～8小节旋
      律短句。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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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

集    体  词
贺慈航  执笔

印    青  曲

在灿烂阳光下

第七单元

在灿烂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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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时要关注歌曲合唱的前半部分，其中第一声部为衬托性声部，声音要轻柔、连

贯，第二声部为主旋律声部，声音可稍突出些；后半部分则两声部都要饱满有力。同时

要注意倾听其他声部的声音，做到声部均衡、和谐。

●合唱准备练习。

（此为简缩谱）

《阳光多灿烂》

第七单元  在灿烂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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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修  词
陈耀川  曲

中  国  人※

（此为简缩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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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死 不 离

王平久  词
舒    楠  曲

欣赏欣赏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遭遇8级地震。这场空前的劫难吞噬了六 

万多同胞的生命，也牵动了十三亿华夏儿女的心！生死不离，是爱的凝

聚，它充满了对地震遇难者的深切哀悼和对被困者的关切；生死不离，

更是爱的力量，手拉着手，我们会看到彩虹在雨后坚强升起！

●随音乐跟唱这首歌曲。

第七单元  在灿烂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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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音乐记号

附点音符  写在音符（符头）右边的小圆点叫附点，带附点的音符叫附点音

符。附点表示延长前面音符时值的一半。

五线谱识读（四）

活动与练习

1.  视唱练习。

（1）

安徽民歌《凤阳花鼓（二）》
   

五线谱与简谱附点音符对照表

音乐知识音乐知识

记    法 名    称 记    法 名   称

保持音    跳    音

强    音    换    气

顿    音 自由延长

名    称 五线谱
简    谱

（以   为例）
时    值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附点二分音符
      

（         ）
3 拍

    附点四分音符             . 1   拍

    附点八分音符             .    拍

附点十六分音符             .    拍

4
3

8
3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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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诃《小杜鹃》

河北民歌《对鲜花》

（3）

2. 竖笛演奏练习。

王立平《大海啊，故乡》

第七单元  在灿烂阳光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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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从前，有一个皇帝，他

最大的嗜好就是穿新衣。这位

皇帝啊，只要隔一个小时没有

换新衣他就浑身不对劲儿。

［皇帝由皇后和侍卫搀扶着走

上。皇帝头上系布巾，哼哼着，

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主持人

皇帝的新装

综合艺术表演

     ［幕启。骗子吆喝：织布啦……歌舞者走上舞台“织布”。］

第八单元

曲    一

时间：古代。

地点：欧洲某国。

人物：主持人、皇帝、皇后、老骗子、

小骗子、文臣、武将、侍卫、小

孩、歌舞者若干。

原作：〔丹〕安徒生  

改编：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执笔：笑蓓  

配曲：鲁人  

皇帝的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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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帝

皇　帝

皇　后

哎哟，我头痛，心口疼，浑身

都不舒服……

陛下，您就忍着点儿吧，满城

都在为您寻找新衣服呢！

真是一群废物！我会活活被

你们气死！

（数板）会织什么布？

（数板）会做什么衣？

（数 板）会 织 人 间 最 美 的 布 ，

会做人间最美的衣。

（数板）什么布是最美的布？

    什么衣是最美的衣？

（数板）我织的布，很神奇。

（数板）我做的衣，很神奇。

（数板）不称职的人他看不见。

（数板）不聪明的人他看不见。

（数板）哎呀呀！太好了！

    这是美妙的检测仪。

赏钱。［侍卫拿钱给骗子。］

［接钱，乐不可支］哎哟哟哟，

陛下您真是太客气了。可是，

我们还想要一些生丝。

给他们生丝。［侍卫递生丝。］

还想要一些金子。

给他们金子。

谢皇后。［收进腰包。］

皇　帝

皇　后

骗　子

帝、后

老骗子

小骗子

老骗子

小骗子

皇　帝

皇　帝

哎，得了这么多钱，你们是不

是也得买点儿原料什么的？

买什么原料？我们这种布，不

用原料！明白吗？［诡谲一笑，

主持人摇头。］

织——布——啰！

［歌舞者唱曲三。］

主持人

老骗子 

小骗子

老骗子

皇　帝

小骗子

皇　后

老骗子

第八单元  皇帝的新装

曲    二

皇    帝

［骗子领着歌舞者起劲地织

布：（奏曲一音乐） 歌舞者以半

白半唱形式进行表演：

“ 嘁嚓嚓　嘁嚓嘁嚓……”］

［一跃而起］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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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开始呻吟］ 哎哟，都一天一

夜了，夫人，那俩工匠的布织

好了没有？

您是不是想去看看？

不不不，让文臣武将先去，他

们是两个诚实人，肯定能看出

这种布料是什么样子。

行。传文臣武将。

文臣武将进宫——

来啦。见过陛下和皇后。

陛下让你俩去瞧瞧那两个工匠，

看看他们的布织好了没有。

呃，老臣遵命。

［音乐舞蹈又起。（奏曲一过门

音乐）俩骗子在起劲地忙碌。］

皇　　　帝

皇　　　后

皇　　　帝

皇　　　后

侍　　　卫

文臣、武将

皇　　　后

文臣、武将

文臣、武将

文　　　臣

武　　　将

文臣、武将

［左看右看］上帝呀，你可怜可怜

我吧，我可是什么也没看见啊！

喂，老伙计，你看见什么了？

你看见什么了？

［抓耳挠腮］

（唱曲四）

曲    三

曲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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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尊敬的老臣，你俩看见我

们织的布了吗？

看见了。怎么可能看不见呢？

这么好看的布。

［一乐］ 嘿！

［瞪眼］ 找死啊你！［装模作样

地抚摸“布料”］ 尊敬的老臣，

您对我们织的布，一点儿意见

也没有吗？

老　骗　子

文臣、武将

小　骗　子

老　骗　子

文臣、武将 没有。哎呀，太美了，真是太

美了！

（唱曲五）

那就太谢谢您了。

您再帮我们要些金子吧。

那是一定，一定。

文臣武将向皇帝禀报，说他们

看见了世界上最美的花布。皇

帝好欢喜，要封这俩骗子为御

聘织师，还要赏给每人一枚爵

士勋章。

呃，那我们就赶制新衣去了！

（唱） 嘁嚓嚓嘁嚓嘁嚓，

缝衣啦，缝衣啦，

没有布，没有纱，

信不信，由你啦！（曲三）

文臣、武将

老　骗　子

文臣、武将

主　持　人

老　骗　子

歌　舞　者

第八单元  皇帝的新装

曲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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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衣服缝好了。聪明的人，称

职的人，请过来看新衣。

［拥挤上前，欢呼］啊，我看见

新衣服了！

多么轻柔的衣服啊，拈在手上

仿佛没有什么东西似的。

走开！有你说的话吗！［装模作

样地抚摸］多么美的花纹，多么

美的色彩！蠢人根本就看不见。

就是，就是。

俩    骗   子

众　　　人

文臣、武将

皇　　　帝

众　　　人

老　骗　子

皇　　　帝

文臣、武将

皇　　　帝

众　　　人

请陛下更衣！

呃。［喜滋滋地脱衣。］

这是袍子。

请皇上穿新袍子。

呃，穿新袍子啦。［装模作样地

穿袍子］

［用床单遮住皇帝更衣。］

这是外衣。

啊，穿新外衣啰！

陛下，大家都在外面等着，请

您亲临游行庆典。

走吧走吧。

（奏曲六过门）

［文臣武将用手托着空气，就

像托着皇帝的新衣，一群人跟

在后面踏着音乐节拍神气地走

着。站在街上和窗口的人一齐

唱起了赞美的歌儿。］

 （唱曲六）

老　骗　子

皇　　　帝

小　骗　子

皇　　　后

皇　　　帝

曲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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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赞美皇帝新衣的音乐声

中］爸爸，我要看，我要看

皇帝的新衣。

看吧。来，站在我前面看

皇帝的新衣。

［歌舞者唱曲七。］

小   孩

主持人

说明：

为便于排演本剧，剧中唱段分别借用了

《单身汉》《闲聊波尔卡》《丰收之歌》《剪羊

毛》等歌曲旋律。

［在音乐声中惊呼］哎呀，爸爸，

皇帝没有穿衣服，他什么衣服

也没穿！

上帝哟，你听听这个天真的声音。

［对皇后］他们说什么？

陛下，他们说您什么也没穿。

［大惊失色，一身发抖］啊！你

说呢？皇后，你说我到底穿什

小   孩

众    人

皇    帝

皇    后

皇    帝

么了吗？

陛下，您确实什么也没穿。

天啦！［急得团团转］我怎么……

我我我……［皇帝晕倒］

一个一眼就可看穿的骗局，竟

然畅行无阻，人人说假话，最

终演出一场荒唐的闹剧。同学

们，我们除了嘲笑那个愚蠢的

皇帝，还会有别的感想吗？

皇    后

皇    帝

主持人

曲    七

第八单元  皇帝的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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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歌点击

●  让歌声更美好

●  音乐小百科

我们的我们的

音乐天地我们的我们的

音乐音乐音乐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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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君  词曲

一、好歌点击

隐形的翅膀

我们的音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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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年

罗大佑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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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峰  词曲 

飞 得 更 高

我们的音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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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声预备练习。

声音连贯、圆润、流畅、甜美，气息要有支托，注意韵母转换时声音位置的统一。要求

2. 连音练习。

3. 顿音练习。

声音明亮、集中，短促而富有弹性，声断气不断。要求

4. 合唱练习。

要注意声音的和谐统一，气息要有支持。可先练主旋律，再练合唱。要求

二、让歌声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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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乐小百科

节奏  组织起来的音的长短关系。

节奏型  在整首乐曲或乐曲的一个部分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节奏样式。

节拍  固定时值的强拍和弱拍的组合及周期性的、有规律的重复。

旋律  又称曲调，是按照一定的高低、长短和强弱关系组合起来的，具有独立性的单

声部线条。

乐段  由若干乐句组成的、能表达一个相对完整乐思的段落。乐句是构成乐段的基本

单位。乐段最常见的有二句式乐段和四句式乐段。

二段体  由两个音乐段落组成的乐曲结构形式。二段体的结构图式常用A、B 来表示，

A、B 两段一般具有对比的性质。

序曲  原指歌剧、清唱剧、舞剧等作品的开场音乐，后来作曲家常采用这种体裁写成

独立的、多带有标题的器乐曲。

进行曲  原为军队中用以整步伐、壮军威、鼓士气的队列音乐，后发展为具有独立意

义的音乐体裁。其特点为节奏鲜明，结构规整，旋律铿锵有力，采用队列行进速度。

回旋曲  采用主题循环再现形式（即回旋曲式）写成的乐曲。它的基本结构图式为：A

（主题）——B（第一插部）——A（主题）——C（第二插部）——A……

常见力度记号

记    法 名    称 记    法 名    称
最弱       很强

很弱       最强

          弱       渐弱

中弱       渐强

中强       突强

          强 强后即弱

声音和谐、均衡，力度起伏适当。注意按乐句呼吸，保持气息的支托。要求

我们的音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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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材尚有部分作品和图片无法获得原作者通信方式，敬请有关作者尽快与我社联系，以便及时付酬。
● 本教材中的作品，除署名者外，其余均为本教材编写组集体创作或改编。
● 未经允许，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敬  告  

音乐教科书循环使用记录

循环使用顺序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姓    名 班    级 教科书的爱惜程度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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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沿

此

虚

线

剪

下

来

P.11  活动与练习

3. 写出下列各音的唱名。

（       ） （       ） （       ） （       ） （       ） （       ） （       ） （       ）

丹麦民歌《丰收之歌》

P.32  活动与练习

2. 将下面的五线谱译成简谱。

曲    名 人声类型 声音特点

    当兵的人

    打起手鼓唱起歌

党啊，亲爱的妈妈

    我为祖国献石油

P.19  活动与练习

1.  聆听下面的歌曲片段，分别说出它们的人声类型及声音特点。

P.26   活动与练习

1. 聆听下面乐曲片段，写出演奏乐器的名称。

（1）《战台风》（            ） （2）《凤凰展翅》（            ） （3）《赛马》（            ）

（4）《扬鞭催马运粮忙》（            ） （5）《彝族舞曲》（            ）

班级

姓名

综合练习（活页）

七年级上册



P.42 《图画展览会》（选段）

● 仔细聆听音乐，说说这段音乐带给你的感受。

欢快活泼（      ）   

深沉凝重（      ）   

热烈奔放（      ）

P.38  活动与练习

1.  聆听下列民歌片段，辨别其体裁。

2. 创作实践（2）根据下面的音乐材料，运用“鱼咬尾”的方式，尝试创编4～8小节旋

律短句。

曲    名 体    裁

      哈腰挂

上去高山望平川

      打硪歌

      小河淌水

P.45  活动与练习

2. 根据下面的音乐材料，运用“鱼咬尾”的方式，尝试创编4～8小节旋律短句。



可

沿

此

虚

线

剪

下

来

第一关  填空。

1. 变声期要注意保护嗓音，不要　　　　      ，不要　　　　                                      。

2. 人声可分为童声、男声、女声。一般来说，高音比较　　       、　　       、悠扬；

中音比较　　       、　　       ；低音则比较　　       、　　       。

3. 民族管弦乐队由吹管乐器、　　                  、　　                  、打击乐器组成。

第二关  选择本学期学过的一首歌曲有感情地背唱出来。

             歌曲名：　　　　　　　　      

自我评价：很满意（         ）        比较满意（         ）

                                一    般（         ）        不太满意（         ）

音乐主题 曲    名 作曲家 国    籍

①

②

③

第三关  聆听下面的旋律，分别写出它们的曲名、作曲家及其国籍。

第四关  聆听下面的乐曲片段，分别写出它们的演奏乐器。

            片段一                           演奏乐器：

            片段二                           演奏乐器：

            片段三                           演奏乐器：

班级

姓名

期末测评（活页）

七年级上册



第七关  根据下面的音乐材料，运用“鱼咬尾”的方式，创作四小节的旋律短句。

第六关  用竖笛或其他乐器演奏一首你熟悉的小乐曲。

乐曲名：

演奏乐器：

自我评价：很满意（         ）        比较满意（         ）

                                一    般（         ）        不太满意（         ）

土家族民歌《乃哟乃》

（1）

达斡尔族民歌《夸山羊》

自我评价：很满意（         ）        比较满意（         ）

                                一    般（         ）        不太满意（         ）

第五关  视唱下面的旋律。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