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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长征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选曲

（男声领唱、合唱）

毛　泽　东　词
彦克　吕远　曲

1= D  

气势宏伟地

 七律·长征

 松花江上

 红旗颂

 保卫黄河

 游击队之歌

我心头有一幅旌斾
没有风时自然摇摆；
我这幅抖颤的心旌
上面有五样的色彩。
这心腹里海棠叶形
是中华版图的缩本；
谁能偷去伊的版图？
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闻一多《爱国的心》

　　组歌：根据同一主题思想，将若干首独立但内容上相互联系的歌曲，按
一定顺序联缀组合起来的声乐套曲。

主题一　慢速　节拍自由地

主题二　中快板　阔步前进

实
践

活
动

○ 用鼓或镲为歌曲渐强部分设计烘托气势的节奏型。

○ 请同学们跟随主题二指挥，感受歌曲的节拍和韵律。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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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花 江 上
（男声独唱）

张寒晖词曲

1= B  

中速稍慢

主题一

主题二

　　《松花江上》作于1936年秋。当时张寒晖随东北籍学生看望因家乡沦陷流亡到
西安的东北难民，亲闻难民哀伤的哭诉，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张寒晖夜不能寐，
一气呵成写出了催人泪下的《松花江上》。

歌曲简介

实践活动

○ 找出歌曲中的“ ”节奏，说出这一节奏在歌曲中所表达的作用。

○ 欣赏全曲，用图形写出歌曲的曲式结构，找出最让你感动和震撼的乐句唱唱。

红　旗　颂
（管弦乐）

1= C  
吕其明　曲

主题

　　《红旗颂》是由作曲家吕其明于1965年创作的一部交响诗。作品以红旗为主
题，融入了《国歌》《东方红》和《国际歌》的音调，描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情景，表现中国人民在红旗的指引下奋发向
上的豪迈气概，讴歌伟大祖国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乐曲简介

实
践

活
动

○ 记背音乐主题。

○ 在乐曲中你听到了哪些熟悉的音调？

(略)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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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协奏曲《黄河》取材于冼星海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名作《黄河大合
唱》，1969年由中央乐团创作组改编为钢琴协奏曲。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
大英雄气概，被誉为我国钢琴艺术与交响音乐结合的一座里程碑。

乐曲简介

保 卫 黄 河
《黄河》第四部分
（钢琴协奏曲）

1= A  

坚定、有力地
冼　　　星　　　海　曲
中央乐团创作组集体改编

主题

实践活动

○ 比较合唱版《保卫黄河》与钢琴协奏曲《保卫黄河》，说说不同的音乐

表现形式给你的感受。

○ 用下面的节奏为乐曲伴奏，你还能设计更好的伴奏方式吗？（○拍手　

◇拍腿）

1= A  

(略)

◇  ○   ◇  ○   ◇  ○   ◇  ○

(略)

①

◇  ○   ◇  ○   ◇  ○   ◇  ○

②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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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之歌

1= G  

进行速度 贺绿汀词曲

工农兵联合起来

实践活动

1= G  
进行速度　雄壮地 中国工农革命歌曲

实践活动

○ 为歌曲设计不同的演唱形式，按力度记号的要求表现歌曲的音乐形象。

○ 用下列节奏型为歌曲片段伴奏。

　　　　 1= F  

　　　 

拍　手

人　声

竖　笛

大　钹

小军鼓

大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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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的姑娘
电影《阿里山风云》主题歌

（女声独唱）

张　彻　词
邓禹平　曲

 阿里山的姑娘

 乡　愁

 望　月

 台湾追想曲

 乡间的小路 1= E  

中速

主题一　委婉、抒情地

主题二　由慢渐快　喜悦、欢快地

实践活动

○ 用下面的节奏型为歌曲《阿里山的姑娘》伴奏。（○拍手　△跺脚)

　  X －  X  X∣X －  X  X∣∣
    ○   △ △ ○   △ △      

○ 在歌曲衬词处随音乐即兴表演。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席慕容《乡愁》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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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愁
（男声独唱）

余光中　词
潘兆和　曲

1= E    

中速稍快　诉说地

望　　月
（女声独唱）

国　风　词
印　青　曲

1= F  

中速

主题一

主题二

主题一

主题二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乡愁》

实践活动

○ 欣赏后说说歌曲表达了怎样的情绪。

○ 歌曲采用变换拍子对表现音乐情绪起到

了怎样的作用？

○ 为《乡愁》配乐诗朗诵。

实践活动

○ 欣赏歌曲后说说歌词中借“月亮”之意抒发了怎样的情感。

○ 用节奏型“X   X X X X”为主题一伴奏；节奏型“X X  X X X”为主题

二伴奏。分析歌曲中节奏型与音乐情绪的关系。

○ 歌曲的前奏、间奏采用了哪种乐器？对歌曲的情绪有什么影响？

诗
词

(略)

(略)

(略)

(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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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追想曲
（民乐合奏）

苏文庆　曲

　　《台湾追想曲》是苏文庆1997年创作的。作品以悠扬的曲笛引出思乡情怀，旋
律优美，节奏欢快。其间有气势磅礴的音响，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最后在热闹喜悦
的乐声中结束。

乐曲简介

实践活动

○ 欣赏乐曲，完成下列表格。

主题一 主题二 主题三 主题四

主奏乐器

速　　度

力　　度

情　　绪

主题一　1= F  

主题二　1= C    稍快

主题四　1= G    慢

主题三　1= C  

(略)(略)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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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的小路

1= F  

中速　恬静地 叶佳修词曲

　　校园歌曲：20世纪70年代后期，台湾大学生在“乡土文学”的影响下，
出现了一股“唱自己的歌”的热潮。一些青年作者创作了一批描写大自然景
色、怀念故乡、抒发爱恋之情的歌曲，在校园内聚会时自弹自唱。这些歌曲
被称为校园歌曲。80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流传到大陆，其清新的乐风受到
年轻人的喜爱。《乡间的小路》是典型的校园歌曲之一。它描写了一幅恬淡
的田园风光，抒发了年轻人对回归自然的向往。

实践活动

○ 用下列节奏型为歌曲伴奏。

1= F  

①

②

响　板

串　铃

双响筒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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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南　好
（民乐合奏）

瞿春泉改编

1= G  

委婉、抒情地

 江南好

 茉莉花开

 采茶舞曲

 二泉映月

 无锡景

 茉莉花

 江南民间音乐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郑愁予《错误》

　　《江南好》根据江南丝竹曲《欢乐歌》改编而成，乐曲旋律华丽、细柔，
悠扬动听，是一首既有民间音乐特色，又有现代生活情调的轻音乐曲。

乐曲简介

实践活动

○ 这首乐曲主要是由哪些民族乐器演奏的？

○ 视唱下面曲谱，体会江南音乐的韵味。

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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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 莉 花 开
（民乐合奏）

 江苏民歌
佚名改编

实践活动

○ 主题二在乐曲中共出现了几次？分别是由哪些乐器演奏的？

○ 为乐曲主题一、二画出旋律线，通过对比显示了音乐旋律怎样的特点？

　 主题一：

　 主题二：

主题一　1= C  　稍慢

主题二　1= F  　中速稍快　活泼地

(略)

(略)

1= G  

中速　轻快地

采 茶 舞 曲
（女声独唱）

周大风词曲

实践活动

○ 歌曲运用方言来演唱，你觉得与我国哪种戏曲唱腔相似？尝试模仿一下。

○ 分组即兴表演《采茶舞》。

　　《采茶舞曲》原是采茶音乐中的歌唱部分。采茶是流行于我国南方各省的
一种民间歌舞形式，内容多表现茶农的劳动生活。

乐曲简介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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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彦钧　曲

二 泉 映 月
（二胡独奏）

主题

1= G  

　　华彦钧 [1893—1950]
　　又名阿炳，江苏无锡人。民间音乐家。他刻苦钻研并广泛吸取民间音乐
的曲调，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民间乐曲。
　　主要作品：
　　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
　　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

　　乐曲《二泉映月》叙述了作者坎坷的人生际遇和悲怆的心境，揭示了作者
顽强自傲、倔强不屈的性格。委婉流畅的曲调，柔中带刚的旋律，使乐曲具有
强烈的感染力。这支优秀的民间乐曲在世界乐坛上也享有盛誉。

乐曲简介

实践活动

○ 请你说说二胡的音色有什么特点，并哼唱引子与音乐主题，说说表现了什

么样的音乐情绪。

○ 欣赏弦乐版的《二泉映月》，说说两种音乐表现形式给你带来怎样的不同

感受。

(略)

江苏民歌

无　锡　景
（女声独唱）

1= C  

甜美地

实践活动

○ 欣赏歌曲，完成下列表格。

旋律特点

典型节奏

语言特点

○ 随音乐哼唱歌曲，体会江南音乐委婉、动听的韵味。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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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　莉　花

1= C  

中速　抒情地
江 苏 民 歌
何仿整理改编

　　《茉莉花》是流行于全国各地的民间小调。歌曲通过赞美茉莉花，表现人们对
生活的热爱。各地的《茉莉花》歌词基本相同，但曲调各异。以江苏的《茉莉花》
流行最广，其曲调委婉流畅，结构严谨，五声徵调式。

歌曲简介

实践活动

○ 发声练习。

   
○ 对比歌曲《茉莉花》与乐曲《茉莉花开》，说说它们在音乐素材与情感表

达上有什么异同。

○ 随琴视唱并感受不同地区的《茉莉花》。

江苏民歌《茉莉花》

东北民歌《茉莉花》

河北民歌《茉莉花》

1= C  

1= D  

1=  B  

1= F  

(略)

(略)

(略)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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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民间音乐

 江南丝竹主要乐器

清商乐中出自江南的“吴声歌曲”，又称吴声或江南
吴歌。吴歌是吴语方言地区广大民众的口头文学创
作，发源于江苏省东南部，包括“歌”和“谣”两部
分。“歌”一般说就是“唱山歌”，“谣”就是通常
说的“顺口溜”，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江南吴歌

原名扬州弦词，是用扬州方言说唱的一种曲艺形式，流
行于江苏省扬州、南京及苏北一带。表演以说白、插科
为主，唱、弹为辅，以不同人物的口吻、声调对话。

扬州弹词
北京单弦

一种曲艺形式。又称渔鼓。曲调一般为上下句结构，
可作变化反复。唱腔因地而异，均用当地方言说唱。
以演唱历史故事和当地新闻为主要内容。

浙江道情

一种曲艺形式，流行于上海和江苏、浙江部分地区。
是建国后在“独角戏”基础上，吸收了苏州弹词的说
表技巧逐步发展形成。一般为一人演唱，伴奏乐器有
扬琴、琵琶、二胡、三弦等。

上海说唱

 江南丝竹：民间器乐演奏形式。因流行于苏、沪、浙地区，习惯称之为“江南丝
竹”。演奏形式以丝弦和竹管乐器相结合，曲调欢快流畅、清新活泼。主要乐器有
琵琶、二胡、扬琴、三弦、笛、笙、箫、鼓、板等。代表作品有《快乐歌》《老六
板》《鹧鸪飞》《霓裳曲》等。

笛 笙 箫 二胡

琵琶 扬琴 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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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太 阳
（男声独唱）

卡普罗　词
卡普阿　曲
尚家骧译配 

主题一

 我的太阳

 绿袖子

 苏格兰勇士

 进　化

 霍拉舞曲

 桑塔·露琪亚

 欧洲民间音乐
1= A  

［意］

主题二

实践活动

○ 欣赏歌曲,对比主题一、二，说说它们在音乐情绪上的变化。

○ 请分别用串铃、鼓按下列节奏型为歌曲伴奏。

　　　　　1= A  

　　　　

○ 观赏世界三大男高音的视频，进一步感受美声唱法。

串　铃

鼓

你的脸色为何如此苍白？
莫非倦于攀登高空、凝望大地？
你置身在星辰之间，
恰似异乡的游子，没有伴侣—
永远亏盈交替，像一只忧伤的眼睛，
寻不到值得长久眷恋的物体？

—雪莱《致月亮》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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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勇士
（苏格兰风笛独奏）

苏格兰民间乐曲

主题

1= B  

绿　袖　子
（鲁特琴独奏）

英国民谣
1= B  

 苏格兰风笛：簧片气鸣乐器。用嘴吹气给
气囊鼓风，由气囊带动簧管发声。音色高亢明
亮，富于共鸣，因而被苏格兰军乐广泛使用，
成为苏格兰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鲁特琴：一种曲颈拨弦乐器，可以
演奏和弦、旋律及装饰音。它既能为
歌曲伴奏又可以作为独奏乐器。

实践活动

○ 欣赏乐曲，说说风笛的音色有什么特点，并分析作品的曲式结构。

○ 请用小军鼓或其他打击乐器即兴为乐曲伴奏。

○ 请你说说作品展现了苏格兰勇士怎样的精神风貌。

主题

　　《绿袖子》原是一首英国民谣，相传是英
皇亨利八世所作。这首民谣的旋律古典而优
雅，是一首描写爱情的歌曲，后被改编为各种
器乐演奏的版本。

乐曲简介

实践活动 ○ 说说鲁特琴的音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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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化
（吉他独奏）

西班牙民间乐曲
1= C  

霍 拉 舞 曲
（小提琴独奏）

［罗］格里高拉斯·迪尼库　曲
［美］亚 莎 · 海 菲 兹 改 编

1= E  

乐曲简介

　　《霍拉舞曲》又称《顿音霍拉》，是流行于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等地区的一种
民间歌舞体裁。乐曲以明快活泼的伴奏引出小提琴以断弓技法奏出的顿音主题，如
同鸟鸣般婉转的颤音和飞泉般奔泻的快速的顿音，形成了一个充满欢乐气氛的乡村
舞会场面。

实践活动

○ 作品采用了哪些音乐要素，描绘了一个充满欢乐气氛的乡村舞会场面？

○ 作曲家在创作中运用了重复、变奏的手法。通过欣赏乐曲请你找出主

题旋律，并说出它在乐曲中重复出现了几次。

 吉他：弹拨乐器。音域宽广、和弦丰
富、转调自如、音色优美，既可以独奏又
可以伴奏。

主题一

主题二

主题三

乐曲简介

　　欧洲吉他演奏可分为两派：一种是古典派演奏，特点以稳重的节奏为主；另一
种则是浪漫派的演奏，特点是以一种弹性的节奏来表达乐曲，再即兴发挥。尽管这
两派演奏风格和特点不同，但基础节奏是完全一样的。这首乐曲采用的是浪漫派的
演奏风格。

实践活动 ○ 说说乐曲中吉他演奏的音色特点。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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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露琪亚

［意］特奥多罗·科特劳词曲
邓　映　易　译　配

1= B  

中速

　　正确的发声：歌唱时咽喉和口腔等发声器官要处于放松状态，不要紧
张；学会用气息支持歌唱；注意声音在高、中、低音区的和谐统一，使声音
自然流畅；还要学会用轻声歌唱，避免喊唱。

歌曲简介

　　《桑塔·露琪亚》是一首意大利那不勒斯船歌，由意大利作曲家科特劳根据威
尼斯船歌的风格改编而成。歌曲描绘那不勒斯美丽的夏夜海景和热情的船夫，旋律
优美流畅，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船歌采用三拍子节拍，给人以摇晃的感觉，情绪大多开朗豪放。

实践活动

○ 结合 拍的节拍特点，用体态律动体会《桑塔·露琪亚》这首船歌的特点。

○ 用下列节奏型为歌曲伴奏。（○拍手　◇拍腿）

1= C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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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间音乐

 爱尔兰

爱尔兰风笛（Uilleann pipes）：爱尔兰民族乐
器。演奏时靠肘部的鼓风器给气囊鼓风，由气囊
带动簧管发声。音色哀婉忧伤，一般用于室内乐
演奏。

 捷克

波尔卡（Polka）：捷克民间舞蹈，起源于
波希米亚的一种速度适中的二拍子舞曲。
波尔卡是一种轻快活泼的舞蹈，舞者面对
面站立，成对地沿着场地周围逆时针方向
旋转行进。

 西班牙

弗拉门戈音乐（Flamenco）：西班牙的一种综合
性艺术，它融舞蹈、歌唱、器乐于一体，是西班
牙的代表性艺术之一。代表了这门艺术的弗拉门
戈舞融合了欧洲的华丽、美洲的奔放而享誉世界
舞台。

 意大利

曼陀林（Mandolin）：拨奏弦鸣乐器。现今人
们所知的曼陀林变体产生于那不勒斯，19世纪
由意大利曼陀林制造家维纳恰予以改进，奠定
了现代的样式。琴体呈半梨形，短颈，颈部带
品，琴头呈镰刀形，向后弯曲。其特点是需快
速反复弹奏，以震音方式保持音响的持续，音
色明亮。

 德国

德国民间舞蹈（German folk dance）：
由华尔兹和波尔卡演变而来。在德国
北部舞蹈形式比较庄重，南部则与奥
地利的民间舞蹈近似。如巴伐利亚的
舒普拉特勒舞蹈。

约德尔唱法（Yodeling）：
一种源自瑞士阿尔卑斯山区
里牧人们通过用号角和叫喊
声来呼唤他们的羊、牛群而
形成的十分有趣的唱法。其
特点是在演唱开始时在中、
低 音 区 用 真 声 唱 ， 然 后 突
然用假声进入高音区，并且
用这两种方法迅速地交替演
唱，形成奇特的效果。

 瑞士

爱尔兰踢踏舞（Tap dance）：踢踏舞是爱
尔兰的特色舞蹈，更是爱尔兰的国粹。它
结合了艺术的表演、优雅的舞蹈动作与舞
者惊人的体能。代表作品《大河之舞》规
模宏大，气势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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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下的凤尾竹

 采　花

 欢乐的泼水节

 小河淌水

 康定情歌

 西南民间音乐

我是一条小河，
我无心从你身边流过，
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
投入了河水的柔波。

—冯至《我是一条小河》

月光下的凤尾竹
（葫芦丝独奏）

施光南　曲
和　照改编

主题一

主题二

1= C  

优美地

乐曲简介

　　葫芦丝独奏《月光下的凤尾竹》是根据作曲家施光南的同名创作歌曲改编而成
的。乐曲以优美悠扬的曲调，表达出傣家少女的无限深情。

实践活动

○ 你看过傣族的《孔雀舞》吗？能模仿其中的几个动作吗？随音乐表演。

○ 主题一主要由哪几个音构成？请你用这几个音编创一段旋律。 

1= C  

　　　　　　　│　　　　　　　│　　　　　　　│　　　　　　　││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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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花
（小合奏）

四 川 民 歌
周成龙改编

1= F  

乐曲简介

　　乐曲《采花》根据四川地区
流行的小调《采花》改编而成。
它歌词朴素，旋律轻盈，深受群
众所喜爱。改编后的器乐曲更增
添了欢快喜悦的气氛。

实
践

活
动

○ 说说这首乐曲主要是由哪几件乐器演奏的。

○ 将《采花》歌词加入到主题一中，试着唱唱。

主题一

主题二

正月里采花无（哟）花采，
二月间采花花（哟）正开，
二月间采花花（哟）正开。

三月里桃花红（哟）四海，
四月间葡萄架（哟）上开，
四月间葡萄架（哟）上开。

歌
词

(略)

(略)

欢乐的泼水节
（民族管弦乐）

周成龙　张祖豫　曲
1= D  

主题一

主题二

实践活动

○ 欣赏乐曲，请找出最能体现泼水节欢乐气氛的旋律片段。

○ 说说主题二是由哪件民族乐器演奏的。

○ 为乐曲划分段落。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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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定 情 歌

四川民歌

1= F  

稍慢　饱满地

实践活动 ○ 用竖笛演奏歌曲《康定情歌》。

小 河 淌 水
（女声独唱）

尹宜公　黄　虹　林之音　词
高　　粱　　尹　宜　公　曲

1= E  

慢　抒情地

实践活动

○ 发声练习： 

1= B  　

○ 随音乐哼唱《小河淌水》，并背唱这首民歌。

1.

2.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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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笙：苗、瑶、侗等民族的簧管乐器。音色
明亮浑厚。每逢节日，少数民族男女老少都
要举行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芦笙会。

象脚鼓：傣族民间打击乐器，
因鼓身似象脚而得名。象脚鼓
因大小不同而发音各异，大鼓
雄壮浑厚，中鼓激越昂扬，小
鼓清脆明亮。广泛用于歌舞和
傣戏伴奏。

洞巴：景颇族双簧气鸣乐器。
音量较大，音色粗犷浑厚而悠
扬。可用于独奏、器乐合奏或
歌舞伴奏。

巴乌：彝、苗、哈尼等民族的簧管乐器。音
量较小，音色柔美。常用于独奏、合奏或为
舞蹈和叙事歌等说唱伴奏。

葫芦笙：彝、苗、佤等民族单簧气鸣
乐器。高音笙清脆明亮；中音笙圆润
柔和；低音笙浑厚低沉。常用于独奏
或为歌舞伴奏。所奏乐曲以轻快活
泼、节奏鲜明的舞曲为主。

西南民间音乐

 《云南映象》：
　　《云南映象》是一台将云南原生态歌舞与民族舞重新整合的充满古朴与新意的
大型歌舞集锦。由舞蹈家杨丽萍出任编导并主演。参与演出的演员大都来自云南各
村寨的少数民族，演出服装全部是少数民族生活着装的原型。原汁原味的真实服装
道具、不加雕琢的唱腔和原始自在的舞技，将传统歌舞和新锐舞蹈、现代舞美完美
融合，生动地展现了多姿多彩的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艺术，包括石屏花腰彝歌舞、
烟盒舞、版纳鼓、孔雀舞、火鸡舞、伞舞、打歌等。 

瑶族长鼓：流传于瑶族地区的细腰鼓，主要用
于舞蹈伴奏。《长鼓舞》是瑶族最著名的民间
舞蹈。舞者将鼓斜挂腰侧，双手拍击，或左手
执鼓中部，用右手拍击，边击边舞，长鼓既是
伴奏的乐器，又是舞蹈的道具。

 西南少数民族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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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年 情 景
（钢琴独奏）

［德］舒　曼　曲

 童年情景

 婚礼进行曲

 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号）

 降A大调波罗涅兹

 拉科齐进行曲

 野玫瑰

 西方作曲家年表之二

之 二

主题一(《捉迷藏》)　1= D  　快速

主题二(《重要事件》)　1= A   　中速

主题三(《梦幻曲》)　1= F  　略快的行板

乐曲简介

　　《童年情景》是舒曼于1838年创作的钢琴套曲。作品没有直接描绘儿童生活，
而是从成年人回忆童年情景的角度进行创作。以准确的笔触、洗炼的手法，深入儿
童心灵刻画他们的心理活动，使得乐曲的音乐形象幽默、神态逼真并富有情趣。全
曲由《梦幻曲》《木马游戏》等13首标题性小曲组成。

实践活动

○ 欣赏乐曲，当听到上面三个主题旋律时请举手示意。

○ 边听《梦幻曲》，边画出乐曲的旋律线，并分析这些旋律线的特点。

我常常回想遥远的故乡，
那里有祖上的两层小房。
我常常回想峭壁间的那块旷场—
那是我童年练习骑术的地方。
我常常回想林边的清泉，
在那里她第一次把水罐递到我手上。
我常常回想那条微风轻拂的路径，
在那里她伴送我直到天亮。
但我从未特意去回想我心上的人儿，
因为我一刻也没把她遗忘。

—［苏联］加姆扎托夫《我常常回想》
(略)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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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进行曲
（管弦乐）

［德］门德尔松　曲

1= C  

中速稍快

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号）
（钢琴独奏）

［匈］李斯特　曲

主题一(第二部分)　1= D  　生动、活泼地

主题二(第四部分)　1= B  　热烈、欢快地

乐曲简介

　　《匈牙利狂想曲》
第六号完成于1845—1850
年间，是李斯特为贵族
阿波尼伯爵所作。全曲由
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似
雄壮的进行曲；第二部分
采用了飞快短小的舞蹈性
节奏；第三部分有如民间
游吟诗人在诉说往事；第
四部分是狂欢般的民间舞
蹈，表达了匈牙利人民欢
度节日的场面。

　　狂想曲：始于19世纪初的一种结构自由、具有史诗风格的器乐曲，多以
缓慢的民歌曲调为基础，经过系列变奏和主题发展的手法，最后达到高潮结
束。往往采用流行的、民族或民间的曲调为主要素材。

乐曲简介

　　《婚礼进行曲》是1842年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为莎士比亚喜剧《仲夏夜之梦》
所作的配乐，原为戏剧中第四幕与第五幕间的间奏曲，表现出富丽堂皇的婚礼场
面。该曲与瓦格纳同名作品成为欧洲婚礼中最常用的两首典礼音乐。

主题一

主题二

实践活动 ○ 仔细听辨主题二旋律在乐曲中变奏了几次。实践活动 ○ 随琴视唱主题一的开头部分，注意唱准变化音。

(略)

(略)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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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肖　邦　曲

降A大调波罗涅兹
（钢琴独奏）

主题一　庄严神圣、生机勃勃地

主题二　粗犷雄壮、严峻刚毅地

主题一　1=  A  　中速

主题二　1= E  　雄壮有力地

拉科齐进行曲
（管弦乐）

［法］柏辽兹　曲
1= A  

　　波罗涅兹（Polonaise）：一种音乐体裁，又被译为波兰舞曲，是一种源
于波兰、3/4拍子，中等或偏慢速度的舞曲。在肖邦的作品中，波罗涅兹变成
一种华丽而雄壮的钢琴独奏曲，通常采用的是三段体或者回旋曲式。

乐曲简介

实
践

活
动

○ 欣赏乐曲，说说乐曲描绘了怎样的场景。

○ 主题一在乐曲中共出现了几次？为乐曲划分段落。

(略)

(略)

(略)

(略)

　　拉科齐是18世纪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后成为匈牙利国家元首。为歌颂
他的光辉业绩，一位宫廷乐师谱写了《拉科齐进行曲》。柏辽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
改编和创作，使之成为世界各地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实
践

活
动

○ 欣赏乐曲，说说作品表现了军队行进时怎样的情景。

○ 主题一主要是由管弦乐队中的哪个乐器组演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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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玫　瑰

1= E  

平稳地

歌　德　词
舒伯特　曲
廖辅叔译配 

［德］
［奥］

　　艺术歌曲（The Art Song）：浪漫派音乐中的一种体裁，区别于歌剧和民
歌的一种歌曲形式，是音乐与诗歌的完美结合。它的结构一般短小精致，是
一种高度浓缩的音乐小品，在欣赏或演唱时要非常注意细节的表现。

摇　篮　曲

实践活动

1= G  
稍慢

［奥］舒伯特　曲
编写组编配

实践活动

○ 随琴用“啦”模唱歌曲旋律，注意变化音的音准及旋律的强弱变化。

○ 发声练习。

睡吧，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
摇篮摇你快快安睡，
夜已安静，被里多温暖。

歌
词

竖　笛

三角铁

碰　钟

沙　槌

1= F  

舒伯特（1797－1828）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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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时期
1790 1800 1810 1820 1830 1840 1850 1860 1870 1880 1890 1900
● ● ● ● ● ● ● ● ● ● ● ●

Fryderyk Chopin

浪漫主义时期
1790 1800 1810 1820 1830 1840 1850 1860 1870 1880 1890 1900
● ● ● ● ● ● ● ● ● ● ● ●

　　德国作曲家。
　　德国浪漫主义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其作品以精
美、优雅、华丽著称。 
　　主要作品：
　　交响曲《A大调第四交响曲“意大利”》
　　管弦乐《芬格尔山洞》序曲

●1810 出生于波兰华沙

●1831 创作《c小调练习曲“革命”》

●1842 创作《降A大调波罗涅兹》

●1849 卒于法国巴黎

弗里德里克·肖邦［1810—1849］

Robert Schumann

　　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
　　舒曼继承发展了舒伯特的歌曲创作传统，进一步丰富了钢琴
伴奏的表现方法，注重选择富有诗意的歌词，故享有“诗人音乐
家”的称号。
　　主要作品：
　　钢琴作品《基阿琳娜》《肖邦》《埃斯特列那》《重逢》

罗伯特·舒曼［1810—1856］

●1810 出生于德国茨维考

●1834 创作钢琴组曲《狂欢节》

●1838 创作《童年情景》

●1856 卒于德国波恩

Franz Schubert

●1797 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

●1815 创作《魔王》

●1828 卒于奥地利维也纳

弗朗兹·舒伯特［1797—1828］

　　奥地利作曲家。
　　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也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
的最后一位巨匠。
　　主要作品：
　　交响曲《b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
　　声乐套曲《冬之旅》；声乐作品《纺车旁的格丽卿》

Hector Berlioz

●1803 出生于法国柯特·圣安得烈

●1830 创作《幻想交响曲》

●1869 卒于法国巴黎

艾克托·柏辽兹［1803—1869］

　　法国作曲家、指挥家、评论家。
　　法国浪漫主义音乐优秀作曲家之一。
　　主要作品：
　　管弦乐《罗马狂欢节》序曲

Felix Mendelssohn

●1809 出生于德国汉堡

●1844 创作《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1829 创作《无词歌》

●1847 卒于德国莱比锡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1809—1847］

Franz Liszt

　　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
　　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人们誉为“钢琴之王”。 
　　主要作品：
　　钢琴作品《匈牙利狂想曲》(共19首)

●1811 出生于匈牙利雷丁

●1854 创作《浮士德交响曲》

弗朗兹·李斯特［1811—1886］

●1856 创作《但丁交响曲》

西方作曲家年表之二

　　波兰作曲家、钢琴家。
　　波兰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
代表人物。肖邦一生创作了大量钢琴曲，被誉为“钢琴诗人”。
　　主要作品：
　　钢琴作品《降E大调夜曲》

●1819 创作《A大调钢琴与弦乐五重奏“鳟鱼”》

●1886 卒于
  德国拜罗伊特

西方作曲家年表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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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级音乐会
主持人：     　　  　　　　　　　　　　　八年　　班

一、合 唱《游击队之歌》 表演者：　  　

二、对 唱《康定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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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的小路》 表演者：　　  

五、竖笛合奏《工农兵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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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 表演者：　　  

 伴　舞：　　              

八、齐 唱《军民大生产》 表演者：　　  

九、配乐诗朗诵《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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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舞蹈 《霍拉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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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玫瑰》 表演者：　　  

十四、歌表演《桑塔·露琪亚》 表演者：　　  

十五、结束曲《拉科齐进行曲》 表演者：　　                       

 * 音乐会前将全班同学分成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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