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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谱）

　　管弦乐队是由弦乐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的大型器乐合奏乐队。现代管弦乐
队的真正缔造者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此后乐队的发展总是保持着古典乐派时期管弦
乐队的基本框架。现代交响乐队编制在80—100人左右。著名的管弦乐团有德国柏林
爱乐乐团、奥地利维也纳管弦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等。

民族管弦乐队（National Orchestra）

　　民族管弦乐队是在我国传统民族乐队的基础上，借鉴西洋管弦乐队的组合原则和
编制，通过不断地实验改进而逐渐成型的。民族管弦乐队由“吹、打、弹、拉”四组
乐器组合而成，能演奏多声部结构，乐器色彩丰富，音响规模宏大。较有影响的民族
管弦乐团有中央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等。

管弦乐队（Orchestra）

中央民族乐团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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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齐　唱）

胡宏伟　词
雷雨声　曲

1= A  

进行速度　朝气蓬勃地

 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我相信

 快乐阳光

 共青团员之歌

 竖　笛

 金色年华

实践活动

我们可以欺瞒别人
却无法欺瞒自己
当我们走向枝繁叶茂的五月
青春就不再是一个谜

—汪国真《跨越自己》

○ 节奏训练：根据下面的节奏，在歌曲中找出相对应的旋律。

       

○ 歌曲中共有几个乐句？哪些乐句的节奏型是完全一样的？请在乐谱中画出

来，它表现了怎样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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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相　信
（男声独唱）

刘虞瑞　词
陈国华　曲

1= E  

中速　激情地

谱例一

谱例二

快 乐 阳 光
（合　唱）

1= B  

中速稍快　潇洒、充满活力地
李幼容　词
晓　丹　曲

实践活动

○ 在这首歌曲中，有许多旋律级进发展和同音进行的地方，你能找出来吗？

○ 试着随音乐哼唱，体会弱拍起唱的作用。

谱例一

谱例二

　　变声期嗓音保护知识：青少年一般在13—16岁之间开始变声，大约需要
经过一年的时间。变声期的主要特征：声音嘶哑、音域狭窄、发音疲劳、局
部充血水肿等。由于这个阶段嗓子很容易受到损伤，要注意以下三点： 
　　1. 正确使用嗓子，不要大声喧哗，不要过度唱歌。 
　　2. 注意喉部保暖，小心感冒。 
　　3. 生活中劳逸结合，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

实
践

活
动

○ 请用下面两种声势为谱例一伴奏。（△跺脚　□捻指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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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员之歌
前苏联话剧《路途的起点》插曲

（男声合唱）

1= E   

进行曲速度

阿 　·　 伽　 里　 契　词
瓦·索洛维约夫·谢多伊　曲
赵　　　　　沨        译配

［苏联］

谱例一

谱例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歌
词

　　《共青团员之歌》生动地描绘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广大青年，为了保卫
国家，告别母亲奔赴前线时的感人场面。

歌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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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共青团员之歌》与《光荣啊，中国共青团》，这两首歌曲在

内容和情绪上有什么不同？

○ 你认为这首歌曲中哪几个乐句最具感染力？

○ “ ”是一种什么写法？给你什么感受？

实
践

活
动

竖　　笛

　　无名指

　　中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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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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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法　表

 六孔竖笛，一、二、三孔全开作do音是F调，它的指法如下表：

1= F

调音
插口

调音
插口

调
音
孔
（
风
门
）

尾
部
管

体
部
管

头
部
管

●按孔     ○开孔

 为了获得圆润、悦耳的发音，吹奏时，口风的力量要集中，音头要吐奏，
即在吹奏时加“t”音。有连线的地方，只在第一个音上吐奏。

 竖笛（Recorder）：欧洲传统木管乐器。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十六
至十八世纪盛行于欧洲各国。音色纯正清丽，柔和轻盈，表现力丰富且简单
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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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色 年 华

1= E  

朝气蓬勃地
贾　知　松　词
善国　玉奎　曲

　　演唱形式：指的是演唱的表现形式，包括独唱、重唱、齐唱、合唱等
组合形式。采用什么样的演唱形式要根据歌曲的题材、体裁和要表现的情
绪而定。

实践活动

○ 二声部发声练习。（要求一口气完成，声音要有弹性。）

  

○ 请同学们选择适当的演唱形式表现这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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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
（合　唱）

1= E   

庄重、深情地
张　黎　词
秦咏诚　曲

谱例二

 我和我的祖国

 祖国颂

 祖国赞美诗

 长江之歌

 关山行

 走向复兴

实践活动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呵，
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谱例一

　　变换节拍：在（歌）乐曲中各种节拍的交替出现，叫做变换节拍。

○ 请用不同的律动方式表现出6/8拍的强弱规律。如：

　    

○  在歌曲中，作曲家运用了旋律重复与变化重复的手法。在谱例下面用 

“　　”标记出主题的重复乐句，用“　　”标记出变化重复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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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赞美诗
（女声独唱）

王晓岭　词
范哲明　曲

祖　国　颂
（合　唱）

乔　羽　词
刘　炽　曲

谱例一　1= F  　稍慢　广阔地

谱例二　1= F   　赞颂地

谱例三　1= F  　壮丽地

谱例一　散板　自由、高亢地

谱例二　中板　热情地

　　合唱：一种多声部的声乐形式。它的种类按声部的多少可分为二声部合
唱、三声部合唱、四声部合唱等；按人声的类别可分为男声合唱、女声合
唱、童声合唱、混声合唱等。合唱又可分为有伴奏合唱和无伴奏合唱。

1= F  

实践活动

○ 对比演唱谱例一和谱例三，谈一谈你的音乐感受。

○ 欣赏《祖国颂》后，请说说这首歌曲是几声部合唱。

实
践

活
动

歌曲　　项目 演唱形式 节拍 力度  情绪

我和我的祖国

祖国颂

祖国赞美诗

○ 聆听乐曲，完成下列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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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江 之 歌
纪录片《话说长江》主题音乐

（女声独唱）

胡宏伟　词
王世光　曲

○ 随音乐哼唱《长江之歌》，感受第一、三乐段和第二乐段的情绪。

关　山　行
《长城随想》第一乐章

（二胡协奏曲）

刘文金　曲

1= B  

中速　亲切、热情地

谱例一　1= C  　慢板　行板

谱例二　1= C  

○ 乐句：乐段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乐段中一般都包含两个或四个乐句。

○ 乐段：是音乐作品中表现完整乐思或相对完整乐思的最小结构, 是建

立在单一主题上的、最小的完整曲式。

　　《长城随想》是作曲家刘文金于1981年创作的二胡协奏曲，由闵惠芬和上海民
族乐团首演于1982年。全曲共分为四个乐章：关山行、烽火操、忠魂祭和遥望篇。
　　作曲家并没有刻意去描绘万里长城宏伟的外貌，而是以善于抒情和歌唱的二胡
与乐队协奏的形式，抒发了人们登临长城时的那种感受。

乐曲简介

实
践

活
动

○ 二胡是我国传统的民族弓弦乐器，请说一说它的音色特点。

○ 你还听过或知道哪些二胡曲目，把这些乐曲推荐给同学听听。

　　协奏曲（Concerto）：由一件独奏乐器和乐队协同演奏的体裁形式。

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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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向 复 兴

李维福　词
印　青　曲

1= B  

进行曲速度

　　重复：一种旋律发展的方法，可使旋律在发展中更加巩固并得到统一。
重复可分为原样重复和变化重复两种。

实践活动

○ 这首歌曲采用了“重复”的旋律写作方法，请找出来并试着唱一唱。

○ 节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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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北　风
（小合奏）

东 北 民 歌
周成龙　改编

1= G  

喜悦地

 东北风

 乌苏里船歌

 月牙五更

 丰收歌

 冬　猎

 欢欢喜喜来过年

 东北民间音乐

实践活动

○ 五声调式：按照纯五度排列起来的五个音所构成的调式。这五个音

依次被称为宫、徵、商、羽、角。

○ 五种调式： 宫调式　　1　2　3　5　6 (1
3

)

徵调式　　5　6　1
3

　2
3

　3
3

 (5
3

)

商调式　　2　3　5　6　1
3

 (2
3

)

羽调式　　6　1
3

　2
3

　3
3

　5
3

 (6
3

)

角调式　　3　5　6　1
3

　2
3

 (3
3

)

（　　）板胡 （　　）三弦 （　　）唢呐

谱例

○ 这是一首由东北民歌《东北风》改编的器乐曲。说说此曲表现了东北人怎

样的性格？

○ 这首乐曲中有哪几件主要乐器在演奏？在下面的括号中，按出现的顺序标

出来。

这片土地哟，
一直如大梦沉沉!
几百里没有人声，
但听狼嚎、熊吼、猛虎长吟。
这片土地哟，
一直是荒草森森!
几十天没有人影，
但见蓝天、绿水、红日如轮。

—郭小川《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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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颂等根据赫哲族
民 间 曲 调 改 编

乌苏里船歌
（男声独唱）

谱例一 （由慢渐快）

谱例二

○ 歌曲中回声是怎样表现的？结合谱例一和伙伴们试着合作表现回声，体验

音乐的意境。

○ 发声练习。

   

1= A  

谱例一　慢速　柔情地

谱例二　渐快　欢快地

1= B  

月 牙 五 更
（板胡独奏）

东北民歌曲调
刘明源　编曲

实践活动

○ 器乐曲《月牙五更》是一首东北民歌改编的板胡独奏曲，请说出板胡

的音色特点。

○ 乐曲中你还听到哪些乐器的音色？

 板胡：中国民乐中的弓弦乐器。琴筒由木
料或椰子壳制成，它的发音清脆而响亮，适
用于表现热情奔放的乐曲。除了独奏外，它
也是北方戏曲的主要伴奏乐器。

实
践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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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收　歌
（小合奏）

朝鲜族民歌
马友道改编

冬　　猎
《北方民族生活素描》第四乐章

（月琴组曲）

刘锡津　曲

实
践

活
动

1= G  

谱例一　欢快地

谱例二　开阔、明朗地

1= B  

○ 节奏训练。

　  

○ 欣赏此曲时，可用上面的节奏敲一敲。

 长唢呐：朝鲜族双簧气鸣乐
器，古称太平箫。音色浑厚、
明亮。常用于民间喜庆或节日
的歌舞伴奏。

谱例

 伽倻琴：朝鲜族弹拨弦鸣乐器，又称朝鲜
筝。伽倻琴富有表现力，是善于表达柔和情感
的民间乐器。

 长鼓：朝鲜族打击乐器，又
称杖鼓、两杖鼓。鼓的两端可
发出两种不同音色，粗端为柔
和深沉的低音，细端为清脆明
亮的高音。 

 月琴：中国民乐中的弹拨乐
器，起源于阮。也有二弦、三弦
的月琴。月琴音箱呈满圆形，琴
颈较短，音箱为木制圆形。音量
较小，音色清脆柔和。常用于戏
曲、曲艺和歌舞伴奏。

　　组曲（Suite）：几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乐章,在统一艺术构思下,排  列、组
合而成的器乐套曲。

实践活动

○ 随着音乐哼唱谱例一、二，说说两者在速度、情绪及音乐表现内容上的不

同，分别描绘了什么样的场景？

○ 用下列声势节奏为谱例一伴奏。（△跺脚　○拍手　◇拍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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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欢喜喜来过年

1= G  

中速稍快　喜悦地
东 北 民 歌
张红曙　词

实
践

活
动

○ 通过演唱《欢欢喜喜来过年》体会这首歌曲属于哪种五声调式。

○ 演唱衬词部分加入拍手或小型打击乐器伴奏。

○ 用扭秧歌等形式表现歌曲。

青 年 参 军

实践活动

1= F  
中速 东北民歌

○ 分组合作：用以下打击乐器和节奏与竖笛合奏。

　　一段体：以一个乐段构成的乐曲形式。一段体一般只有一个音乐形象，一
个意境。由于结构简单精炼，许多民歌小调多为一段体。

1946年哈尔滨青年参军欢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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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转：由东北大秧歌和河北的莲花
落发展而来的一种边说边唱，且歌且舞
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它包括 “四功一
绝”，即唱、说、扮、舞、绝。二人转唱
腔十分丰富，也很讲究说口，分单人、双
人、多人和拉场戏四种形式。二人转的
根，扎在东北农民的心里。民间常说“宁
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东北秧歌：北方劳动人民长期创造积累的艺术财富，起源于插秧耕田的劳动生
活，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农歌、菱歌、民间武术、杂技以及戏曲的技艺与形
式，从而由一般的演唱秧歌发展到今天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歌舞。

○ 视唱下面两段秧歌曲牌，对比它们的情绪有何不同？

　

　

○ 打起鼓，敲起锣，用《东北风》作伴奏音乐扭秧歌。

 朝鲜族音乐：朝鲜族的民间音乐和朝鲜半岛的民间音乐是一脉相承的。朝鲜族音
乐按传统可分为民谣、歌乐、舞乐、器乐、“板嗦哩”（说唱音乐）、唱剧等。 

二人转

 满族音乐：我国东北地区满族的民族音
乐。满族音乐可分为民间歌曲、歌舞音
乐、说唱音乐等。

朝鲜族长鼓舞 朝鲜族民谣

萨满舞 满族风情舞

实
践

活
动

基本舞步图

左 右

左

左

右

①

②

③

④

东北民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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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之　海
（俗筝与尺八二重奏）

［日］宫城道雄　曲

谱例一

谱例三　1= E

 春之海

 吉米，来吧

 梭罗河

 波斯集市

 阿里郎

 樱　花

 亚洲民间音乐

　　《春之海》描绘了大海的波涛声、渔夫的摇橹声、天边的鸟鸣声，生动地展现
了大海的万象景色。

谱例二

太阳在西方落下时，
他的早晨的东方已静悄悄地站在他面前。

—［印］泰戈尔

1= C  

 尺八：气鸣吹管乐器，以管
长一尺八寸而得名。音色苍凉
辽阔，也能表现空灵、恬静的
意境。

 俗筝：拨奏弦鸣乐器。源于中国，唐代传入日
本，后演化成为日本传统乐器。

乐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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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　罗　河
（女声齐唱）

印 度 尼 西 亚 民 歌
陈　　  琪 　 译词
何少平　林维　配歌

1= C  

吉米，来吧
印度电影《迪斯科舞星》插曲

（女声独唱）

［印］巴比·拉希里　曲
　　　佚　  名　  填词

谱例一

谱例二

谱例三

1= B  

稍快

实
践

活
动

　　二段体：由两个对比的、性质不同的乐段构成的乐曲形式。

实
践

活
动

○ 歌曲《梭罗河》分为几个乐段？请你在乐谱上标出来。

○ 视唱歌曲中1～8小节，体会印度尼西亚克隆钟歌曲的旋律特点。

○ 你能听出歌曲《吉米，来吧》的节奏特点吗？

○节奏练习： 

○ 随音乐动一动，用身体表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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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斯 集 市
（管弦乐）

［英］阿尔伯特·凯特尔贝　曲

谱例一　1= C  

谱例四　1= F  

谱例五　1= E  

谱例二　1= C  

谱例三　1= F  

○ 随音乐哼唱谱例一、谱例二的旋律，说出你在以下哪首通俗歌曲中听过。

　 A.中国话　　　B.波斯猫　　　C.不想长大　

○ 请将下列音乐形象与对应的谱例连线。

玩蛇艺人　　　　　　　谱例一

骆驼商队　　　　　　　谱例二

乞丐　　　　　　　　　谱例三

魔术师　　　　　　　　谱例四

公主　　　　　　　　　谱例五

　　《波斯集市》是英国作曲家凯特尔贝众多描绘性极强的管弦乐小品中最著名的
一首。它描绘的是一位美丽端庄的公主在侍从的簇拥下经过波斯集市的所见所闻。
透过生动的音乐形象，表现了波斯集市繁华喧闹、五彩缤纷的景象。

乐曲简介
实
践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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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里　郎

朝鲜半岛民歌
金 善 国 译 配

1= G  

稍慢

樱　　花
日 本 民 歌
清水修　编曲
佚　名　译配

1= E  

稍慢　明朗地

左手
实
践

活
动○ 有感情地用汉语和韩语演唱歌曲。

○ 按后面给出的节奏型为歌曲伴奏。

○ 试着用竖笛演奏歌曲。 右手

○ 视唱曲谱，将曲谱中使用的音由低至高排列起来（八度重复音不计）唱一

唱，辨别日本调式与中国调式有什么区别。

○ 在教师带领下，有感情地用汉语和日语演唱歌曲《樱花》。

实践活动

乐曲简介

　　《樱花》所用的是日本调式中的都节音阶，由mi、fa、la、si、do、mi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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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民间音乐

 日本

 朝鲜半岛

 东南亚

 南亚

 西亚

西塔尔：印度流行最广的一种弹弦乐
器。它造型修长俊美，七根琴弦，音
色柔美悦耳、如怨如诉、婉转曲折，
既能演奏如歌的抒情性音调，也能弹
出快速的舞蹈性节奏。

乌德：阿拉伯地区传统弹拨乐
器。琴箱呈半梨状，短颈，
有5组双弦，无品，用拨子弹
奏。它是阿拉伯地区最重要的
乐器，被誉为“乐器之王”。

歌舞伎：起源于17世
纪江户初期。歌舞伎
中的歌代表音乐；舞
表示舞蹈；伎则是表
演的技巧。歌舞伎与
能乐、狂言、木偶剧
并称为日本四大表演
戏剧形式。

朝鲜半岛舞蹈：是一
种含而不露，流动性
极强的舞蹈，体现了
朝鲜民族坚忍不拔、
顽强奋进的精神。它
包括“长鼓舞”“农
乐 舞 ” “ 扇 子 舞 ”
等。

印尼佳美兰乐队：印尼及东南亚
地区常见的一种民族乐队，其音
乐大约形成于15世纪。佳美兰是
一种以打击乐器为主的多种乐
器组合并加上人声构成的合奏音
乐。佳美兰音乐的用途十分广
泛，常为舞蹈、戏剧、皮影戏等
伴奏。

宫廷雅乐：日本最古老的音乐。它是公元7、8世纪日本
古代的祭祀歌舞与中国唐乐、朝鲜高丽乐相结合的产
物。风格典雅庄重，被视为日本国宝。

印度舞蹈：它源于古时候人
们对神的崇拜。最明显的特
点就是身体语言异常丰富，
尤其是手语更是变幻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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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　牲　灵
（男声独唱）

陕北民歌

1= C  

自由地

○ 请在《赶牲灵》的曲谱中标记出“上句”和“下句”。

○ 你能模仿陕北民歌的风格来演唱这首歌曲吗？

　　信天游：又称“顺天游”，是陕北地区的一种山歌形式。它结构短小，
上、下句呼应，节奏自由，曲调悠扬动听，高亢奔放。

 赶牲灵

 上去高山望平川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春节序曲

 黄土地鼓阵

 黄河船夫曲

 军民大生产

 陕北民间音乐

实践活动

在那儿，大地的门户，
跟天空一般的高，
在那儿，寒冷的风，
挟着那黄色的尘土，
吹在高原地的山峰。

—徐迟《中国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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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高山望平川
（男声独唱）

青海民歌

　　花儿：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等广大地区的一种山歌。《上去高山望
平川》这首“花儿”寓意深刻，富于想象。歌曲节奏自由舒展，曲调高亢辽
阔、激情奔放，起伏大，拖腔长，多用假声演唱，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1= D  

节奏自由　缓慢地

陕 北 民 歌
李若冰　关鹤岩　词
徐　锁　冯福宽　曲
刘　　 烽　 　编曲

谱例二

实
践

活
动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合　唱）

1= C   

宽广、热情地

谱例一　

○ 轻声跟随录音唱一唱，体会“花儿”的音乐风格。

○ 体会歌曲唱腔中“长而高”的特点与当地地理环境的关系。

实
践

活
动

○ 视唱谱例二。

○ 聆听歌曲，说一说谱例一、二各表现了怎样的音乐情绪。请你思考

探究陕北民歌风格特点与自然环境、生活条件、人文环境等因素的

关系。

40 41



春 节 序 曲
（管弦乐）

李焕之 曲

谱例一　1= C  　欢快、喜庆地

谱例二　1= F  　抒情、喜悦地

　　李焕之 [1919—2000]
　　作曲家，出生于香港。1936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8年赴延
安。建国后曾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等职。
　　主要作品：
　　管弦乐组曲《春节》
　　第一交响乐曲《英雄海岛》
　　琴歌合唱《苏武》

新春秧歌闹起来

陕西民歌

1= F  
稍慢　愉快地

　　《春节序曲》是作曲家李焕之于1955年创作的《春节组曲》的序曲部分。乐曲
生动地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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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主题由两首陕北民间唢呐曲组成，中间部分是一首悠扬的陕北民歌。

乐曲简介

○ 视唱谱例一、二，说出哪段旋律与《新春秧歌闹起来》相似。

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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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鼓阵
选自《黄土地组曲》

（民族管弦乐）

赵季平　曲

谱例二

谱例一　

1= C  

欢快、热烈地

　　赵季平 [1945—　]
　　作曲家，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七届主席。他的创作几乎涉及了音乐的各
个领域：歌曲、影视音乐、民族管弦乐、交响音乐、歌剧、舞剧、戏曲音乐等
等，显示出他多方面的创作才华以及深厚的艺术修养。
　　主要作品：
　　管子与乐队《丝绸之路幻想曲》
　　交响叙事诗《霸王别姬》
　　影视音乐《红高粱》《水浒传》等

○ 视唱谱例一、二，感受不同的音乐情绪。

○ 你能在作品中听辨出哪些民族乐器？

黄河船夫曲

陕西民歌

1= G  

有表情地

○ 聆听时，用轻声或假声模唱歌曲，感受这首民歌的特点，唱准装饰

音（倚音与下滑音）。

○ 配合演唱，分组表演“黄河船夫”行船的情景。

实
践

活
动

实
践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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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民间音乐

 陕北秧歌：流传于陕北高原的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传统舞蹈，又称
“闹红火”“闹秧歌”“闹社火”“闹阳歌”等。它主要分布在陕西榆林、延安等
地，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它的动作特点是跳时昂首挺胸，双肩打开，
甩手幅度大，步伐平衡，摇头灵巧，动作自然。

 腰鼓：陕北最流行的民间歌舞形式之一。表演时气势浩大、情绪热烈、队列整
齐，且富于变化，能走出各种队形。

○ 学习陕北秧歌舞步，在《春节序曲》的伴奏下跳起陕北秧歌。

 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内容丰富，曲调种类繁多。主要分为三类：劳动号子、山
歌（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包括打夯歌、打硪歌、采石歌等；信天游分为高
腔和平腔；小调分为通行小调、社火歌曲、风俗歌曲等。

军民大生产

甘 肃 民 歌
张寒晖编曲

1= C  

中速稍快　欢快、热情地

　　《军民大生产》是作曲家张寒晖用“劳动号子”特有的音调改编成的劳动歌
曲。曲调铿锵有力、生动活泼，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
动的火热场面。

实践活动

歌曲简介

实践活动

○ 歌曲《军民大生产》可用轮唱形式唱出劳动生产的火热场面。

○ 发声练习：用“lu”演唱下面的练习曲。

　   

○ 用竖笛演奏发声练习曲，进行双吐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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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四季》第一套曲之第一乐章

（小提琴协奏曲）

春之喜
天色突变
雷鸣电闪

微风絮语
溪水潺潺

鸟儿起舞
歌唱春天

○按上面的内容提示感受乐曲，写出给你印象最深的音乐节奏型。

○想一想，小提琴上的颤音（  ）片段，表现了什么情绪？

○“雷鸣”“闪电”是用什么乐器表现的？配合音乐，选用打击乐器进行展示。

［意］维瓦尔第　曲

谱例

 春

 小步舞曲

 英雄凯旋歌

 G大调第九十四交响曲“惊愕”

 G大调弦乐小夜曲

 欢乐颂

 作曲家年表之一

之 一

实践活动

1= E  

春来了

欢乐就是坚强的发条，
使永恒的自然循环不息。
在世界的大钟里面，
欢乐是推动齿轮的动力。

—［德］席勒《欢乐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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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唱练习：随钢琴用“lu”模唱下面旋律，注意“ ”“ ”的音准。

　  

小 步 舞 曲
（钢琴独奏）

［德］巴　赫　曲

英雄凯旋歌
选自清唱剧《犹大·玛加比》

［德］亨德尔　曲

谱例一　

谱例二

1= C 

进行曲速度

○ 视唱上面两个音乐主题，在旋律和节奏上你有什么发现?

○ 律动：选择你喜欢的方式，试用身体动作表现三拍子的强弱关系。

　　小步舞曲（Menuet）：一种起源于西欧民间，流行于法国宫廷的三拍
子舞曲。速度中庸，风格优美典雅，其结构为三段体。17世纪后流传欧洲各
国，后作为一种音乐体裁，多用于器乐套曲中。

1= G  

中速稍快

○ 清唱剧：一种介于歌剧与大合唱之间的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包括

独唱（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及合唱，用管弦乐队伴奏。与歌剧的

区别在于无戏剧表演动作，用音乐会形式演出。它的戏剧结构鲜明，

人物情节突出，篇幅较长。

○ 三段体:由三个乐段构成的乐曲形式。第三段通常是第一段的重复，重

复时可以完全不变或稍加改变。第二段称为中段，与第一、三段成为

明显的对比。这一形式多见于器乐小品中。

实
践

活
动

实
践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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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大调弦乐小夜曲
第一乐章

（弦乐合奏）

［奥］莫扎特 曲［奥］海　顿　曲

G大调第九十四交响曲“惊愕”
第二乐章

（管弦乐）

谱例
谱例一　1= G  　进行曲风格

谱例二　1= G  　清新欢畅、生机勃勃地

谱例三　1= D  　流畅、优美地

谱例四　1= D  　自得其乐地

实
践

活
动

　　《惊愕交响曲》作于1791年，据说当时伦敦的贵族是音乐会的常客，但是他们
经常听不懂海顿的音乐，只是在那里附庸风雅，每每在乐队演奏时打瞌睡。海顿知
道后非常生气，于是，他就写了这部《G大调第九十四交响曲》。
　　新作品演奏那天，音乐厅座无虚席。当演奏到徐缓宁静的第二乐章时，贵族们
又在昏昏欲睡，刹那间乐队用最大的音量演奏，爆发出强烈的声音，定音鼓猛烈地
敲击，仿佛惊雷声，狠狠地将打盹的贵族们吓了一跳。此后，人们就把这部作品称
为《惊愕交响曲》。但全曲的情绪依然是明朗乐观的。

乐曲简介

　　小夜曲（Serenade）：一种音乐体裁，原为向心爱的人表达情意的歌
曲。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旋
律优美、委婉、缠绵，多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但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
夜曲》，通篇使用弦乐器演奏。

○ 视唱谱例，正确表现强弱变化（可在最强处配合拍手等动作突出强

音效果）。

○ 仔细聆听作品，整首乐曲出现了几次“惊愕”的效果？

实
践

活
动

○ 听辨练习：仔细聆听教师弹奏的旋律，请你迅速说出是上述谱例中

的哪一条，感受不同音乐主题的风格。

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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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乐　颂
《第九交响曲》终曲片段

［德］席勒　词［德］贝多芬　曲
邓　　 映 　　易　　译配
徐武冠　 郑小维 　编合唱

1= G  

快板

实
践

活
动

○ 发声练习：用“lu”演唱下面的练习曲。

 　　　 

○ 结合人声，用竖笛演奏女低音声部，注意“ ”“ ”的音准。

女高音

女低音

男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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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 Joseph Haydn

古典主义时期
1750 1755 1760 1765 1770 1775 1780 1785 1790 1795 1800 1805 1810 1815 1820 1825 1830

● ● ● ● ● ● ● ● ● ● ● ● ● ● ● ● ●

巴洛克时期
1670 1675 1680 1685 1690 1695 1700 1705 1710 1715 1720 1725 1730 1735 1740 1745 1750
● ● ● ● ● ● ● ● ● ● ● ● ● ● ● ● ●

　　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奠基人。
　　海顿一生创作了104部交响曲，被称为“交响乐之父”。
　　主要作品：
　　交响曲《升f小调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
　　清唱剧《四季》

　　德国作曲家，与巴赫齐名的巴洛克音乐的杰出代表。 
　　主要作品：
　　管弦乐组曲《焰火音乐》

●1732 出生于奥地利罗劳村

●1791 创作《G大调第九十四交响曲“惊愕”》

●1798 创作《创世纪》

●1809 卒于奥地利维也纳

Ludwig van Beethoven

　　德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作品：
　　交响曲《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
　　　　　《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
　　管弦乐《爱格蒙特》序曲
　　奏鸣曲《c小调“悲怆”》；弥撒曲《D大调庄严弥撒》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 [1732—1809］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莫扎特的音乐典雅秀丽，如同珍珠一样玲珑剔透，又似阳光一
般热情温暖，洋溢着青春的生命力。
　　主要作品：
　　歌剧《费加罗婚礼》《唐璜》；声乐作品《安魂曲》（遗作）

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 [1756—1791]

●1756 出生于奥地利萨尔兹堡

●1788 创作《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朱比特”》

●1791 创作歌剧《魔笛》

●1791 卒于奥地利维也纳

●1770 出生于德国波恩

●1814 创作《费德里奥》

1827 卒于奥地利维也纳●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1770—1827]

Antonio Lucio Vivaldi

●1678 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

●1725 创作《春》

●1741
卒于奥地利维也纳

安东尼奥·卢西奥·维瓦尔第 [1678—1741]

　　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
　　维瓦尔第以创作协奏曲见长，一生共创作协奏曲446部之
多，在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主要作品：
　　小提琴协奏曲《和谐的灵感》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 出生于德国图林根的爱森纳赫

●1717 创作《勃兰登堡协奏曲》

●1721 创作《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1750 卒于德国莱比锡●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1685—1750]

　　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及羽管键琴家。复调音乐大师，
巴洛克音乐的巅峰代表。
　　主要作品：
　　管弦乐《英国组曲》《法国组曲》
　　古钢琴《平均律钢琴曲集》

George Frideric Handel

●1685 出生于德国哈勒

●1724 创作《弥赛亚》

●1717 创作《水上音乐》

1759 卒于英国●

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 [1685—1759]

●1824
创作《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

作曲家年表之一 作曲家年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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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音乐会
主持人：     　　  　　　　　　　　　　　七年　　班

一、合 唱《金色年华》 表演者：　  　

二、独 唱《樱花》 表演者：　　  

三、音乐游戏一：听辨音乐
规则：播放本册教材中的欣赏曲目谱例音乐，说出歌曲、乐曲的
名称。

四、表演唱《黄河船夫曲》 表演者：　　  

五、竖笛合奏《新春秧歌闹起来》 表演者：　　  

六、音乐游戏二：视频抢答
规则：观看舞蹈视频，分组抢答说出视频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舞
蹈；如果有会舞蹈的同学，可以进行表演，给予加分。

七、歌伴舞《阿里郎》 表演者：　　  

 伴　舞：　　              

八、齐 唱《军民大生产》 表演者：　　  

九、配乐诗朗诵《祖国赞美诗》
规则：分组编写一首歌颂祖国的诗歌，选用第二单元任一曲目作
为背景音乐进行表演。

十、自选节目
规则：各组同学如有器乐、声乐或舞蹈特长，可自选节目进行表
演，给予加分。

十一、印度舞蹈 《吉米，来吧》 表演者：　　  

十二、音乐游戏三：知识抢答
规则：视频播出本册教材出现的作曲家图片，两组同学抢答，请
说出这位作曲家的名字、生平、主要作品等；如果能讲述这位作
曲家的小故事，给予加分。

十三、合 唱《走向复兴》 表演者：　　  

十四、歌表演《欢欢喜喜来过年》 表演者：　　  

十五、合 唱《欢乐颂》 表演者：　　                       

 * 音乐会前将全班同学分成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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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谱知识（复习）

 音符：用来记录音的高低和长短的符号叫做音符。在简谱中，用七个阿拉伯数字
“1、2、3、4、5、6、7”来表示音的高低，音名分别为“C、D、E、F、G、A、
B”,唱名分别为“do、re、mi、fa、sol、la、si”。

 休止符：表示声音休止的符号叫做休止符。在简谱中，用“0”标记休止。下面
是常用的音符和休止符：

音
符

全音符
附点二分

音符
二分
音符

附点四分
音符

四分
音符

附点八分
音符

八分
音符

十六分
音符

1 — — — 1 — — 1 — 1 ● 1 1 ●  1  1 

休
止
符

全休止符
附点二分
休止符

二分
休止符

附点四分
休止符

四分
休止符

附点八分
休止符

八分
休止符

十六分
休止符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  0  0 

 
 音的高低：在简谱中，用阿拉伯数字“1、2、3、4、5、6、7”来表示不同的音

高。在钢琴键盘上，可以很直观地理解音的高低。

 音的长短：音的长短是由于音的延续时间不同决定的。音的延续时间长，音则
长；音的延续时间短，音则短。

 音的强弱：音乐中音的强弱程度叫做力度。常见的力度标记有以下几种：

极弱 弱 中弱 中强 强 极强

       <  渐强          >  渐弱           个别音加强

 节拍：在乐曲中表示固定单位时值和强弱规律的组织形式叫做节拍。节拍是用分
数来标记的：分母表示单位拍的音符时值，分子表示每小节中单位拍的数目。

二二拍 四二拍 四三拍 四四拍 八三拍 八六拍 八九拍

 变音记号：

升记号 降记号 还原记号

c d e f g a b c1 d1 e1 f1 g1 a1 b1 c2 d2 e2 f2 g2 a2 b2

1 2 3 4 5 6 7
44 44 44 44 44 44 44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44 44 44 44 44 44 44

合唱指挥图示

 歌唱指挥时，指挥动作依照节拍的制约，要进行往复循环。同时，双手通常作对
称的指挥动作。常见的基本节拍有二、三、四、六拍子等。

 二拍子节拍为：强拍、弱拍。  三拍子节拍为：强拍、弱拍、弱拍。

 四拍子节拍为：强拍、弱拍、次强
拍、弱拍。

 六拍子节拍为：强拍、弱拍、弱
拍、次强拍、弱拍、弱拍。

右手 右手

右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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