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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神奇的童话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童话时刻伴随着孩子成长,音乐中的童话作为童话故事的另一种载体常常

出现在孩子们的生活中。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小红帽和大灰狼、花甲虫王子

和小公主,许许多多的童话人物将会出现在这一个主题单元中。
本单元在“童话”这个统一的主题下依次安排了欣赏、唱歌、音乐活动等教学

内容。所有的教学内容都以童话人物为音乐形象,包括了许多动画片的主题曲,
也有经典的管弦乐曲。

(二)内容结构

神
奇
的
童
话

———

— 欣赏《想你的365天》(独唱)

— 欣赏《小红帽》(独唱)

— 欣赏《糖果仙人舞曲》(管弦乐)

— 唱歌《快乐王子的小船》

— 欣赏《劳动回家转》(四重唱)

— 唱歌《春天的童话》

(三)教学目标

1.在学习中感受童话世界的美好,体验轻松、愉悦的心情。

2.认识音乐记号———升记号、降记号,并能够在歌唱中了解这两个音乐记号

的作用,用歌声表现这两个音乐记号。

3.了解人声的分类,并能够通过听觉进行分辨。

4.能够在气息支持下有感情地歌唱,保持良好的歌唱状态。能够用连贯的

声音表现欢快活泼的歌曲情绪,在老师的引导下整齐地换气。

5.通过对合唱片段的演唱,学习合唱的演唱技巧。

6.能够在演唱中分角色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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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想你的365天》(独唱)
《想你的365天》是动画电影《宝莲灯》中的插曲,是一首旋律悠扬、富有动感

的歌曲, 拍,D大调,带有变奏性质的并列三部曲式结构。歌曲表现了主人公

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歌曲A乐部(第1~6小节)由两个乐段构成,每个乐段有八个小节。A'乐

部(第17~49小节)和A″乐部(变化反复加结尾部分)为A乐部的变奏形式。
A乐部第一乐段的四个乐句中,第一乐句和第三乐句旋律和节奏完全相同,

第二乐句结束于属音“”,半终止,第四乐句结束在稳定的主音“”上。第二乐段四

个乐句中,前三乐句旋律和节奏大体相似,每个乐句的前乐节相同,后乐节有所变

化,第三乐句以音阶式的方式从高音的“”向下进行到中音的“”,第四乐句不以高

音“”开始,而是在中音区进行,稳定地结束A乐部。歌词具有很强的叙事性,从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作了描述,句句都表现思念的情感。

A'乐部以A乐部的主题旋律为主,每个乐句开始加入了一个小节的间奏,
乐句的节奏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的拉伸,且配器上的变化,使其整段音乐的

情绪得到很大的转变,比之前更为动感和有热情。
A″乐部由A'乐部的第一乐段和结尾两乐句共同构成,并且结尾部分从主调

D大调转到E大调,使歌曲的情感更加真挚而深切,最后结束在属音“”上,以长

音的方式结束全曲。
附谱:

想你的365天
———电影《宝莲灯》插曲

(独唱)

 
中速 稍慢

邬裕康 词

李伟菘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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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欣赏《小红帽》(独唱)
《小红帽》是根据同名童话故事创作的儿童歌曲,音乐情绪欢快活泼,表现了

小红帽去看外婆时的快乐心情和智斗大灰狼的机智勇敢,同时也教育学生在生

活中遇到坏人要勇敢。
这是一首 拍、大调式、一段体的歌曲。全曲由六个乐句构成。
第一乐段由六个乐句组成。第一乐句的音域从“”到高音“ ”,第3小节是

第2小节的变化重复,具有烘托气氛的作用,虽然节奏不同,但是它的旋律音相

同,都是由“”“”“”三个音构成。第二乐句的音域也是从“”到高音“ ”,尤其

用了高音“ ”的同音反复,强调小红帽是一个快乐的小姑娘。前两个乐句虽然

节奏不同,但是旋律音的走向相似。第三乐句和第四乐句的前两个小节节奏完

全相同,都是“ ”,并都在第2小节加入了伴唱。前四个乐句

具有强烈的叙事性,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小红帽智斗大灰狼的故事。
第五、六乐句为歌曲的高潮部分,音域度从“”到高音“”,旋律起伏较大,旋

律音集中在小字二组里,结束句后半部分节奏较为舒展,切分节奏加上长音,长
音落在高音“”上,强调了旋律的结束感,赞美了小红帽能干、勇敢的品质。

歌曲中都加入了伴唱和间奏,不仅具有烘托气氛的作用,而且也增强了歌曲

的童趣。

小 红 帽
(独唱)

 
活泼、可爱地

 李众 词

郭成志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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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糖果仙人舞曲》(管弦乐)

管弦乐《糖果仙人舞曲》是古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的一首配乐。1890
年12月,柴可夫斯基应彼得皇家歌剧院的邀请,为该院创作了一部芭蕾舞

剧———《胡桃夹子》的音乐。舞剧根据德国作家霍夫曼的童话《胡桃夹子与和鼠

王》改编。
在这首乐曲里,钢片琴奇妙的音响增添了乐曲虚幻的色彩和仙境的气氛。

这是钢片琴这种乐器首次运用在芭蕾音乐里。因为这种琴的声音比较小,柴可

夫斯基在配器时进行了精心设计,除了圆号外,没有再用其他铜管乐器,也没有

打击乐器。在木管乐器组里,加上了不常用的英国管和低音单簧管,这几种乐器

的组合使乐曲更富有童话色彩。

乐曲为G大调, 拍,ABA三段体结构。

第一主题:
由弦乐拨奏四个小节引子后,钢片琴在提琴轻轻拨弦的伴奏下,奏出虚幻的

第一主题。

这时,低音单簧管用快速的下行音引出低沉的持续音与之相呼应,并形成

对比。

第二主题:
在中提琴演奏一串同音反复的三连音作为过渡之后,由单簧管、大管、圆号

呈现较为抒情的第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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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第一主题:
随后,钢片琴演奏一段华彩乐段,这时,再现A段。这一次钢片琴比原来提

高了八度音,音色显得更加明亮。最后接尾声,轻轻地结束全曲。
(四)唱歌《快乐王子的小船》

歌曲《快乐王子的小船》是一首天真、活泼,充满童话色彩的儿童歌曲。附点

音符、休止符让歌曲变化有致,表现通往童话世界的路上的神秘和有趣。歌曲为

一段体结构,小调式, 拍。
歌曲共分为四个乐句,每个乐句均为四个小节,在第三乐句与第四乐句之间

穿插了一个短小的过渡句。
第一乐句由两个完全相同的乐节构成,旋律围绕主音上下跳进展开,乐句结

束在三音上,形成了向下延续的动力。
第二乐句在节奏上与第一乐句形成了对比,连续的休止符给人一种欢快跳

跃的感受。乐句由两个节奏基本相同的乐节构成,半音的出现给旋律增加了新

鲜感,半音向主音的倾向性发展,增加了旋律的美感 。
第三乐句为弱起乐句,在第二乐句最后的弱拍上开始了第三乐句的第一个

音。旋律中多次采用临时升记号,“”使旋律倾向性更加强烈,增加了抒情性。
两小节的过渡句采用了拉宽的节奏排列,歌词以衬词为主,仿佛是花甲虫王

子正在深情地呼唤着小公主的到来。旋律由四度跳进变为三度跳进,增加了旋

律的抒情性。
从歌词的结构上来看,可分为两段,第一段由四句构成,每句有十一个字;第

二段由两个完整句子构成,第一句由十二个字构成,第二句由十三个字构成 。
所有句子都统一归韵在“i”上。

(五)欣赏《劳动回家转》(四重唱)

这首歌曲选自于美国迪士尼动画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插曲,表现

了七个小矮人在完成了一天的开矿工作后愉快地回家的场景。
歌曲采用四重唱形式。由一个男高音领唱开始,采用了“嗨嗬”的衬词,仿佛

是召唤着同伴们一起回家。随后声部不断加入,形成合唱。
歌曲为大调式,二段体结构。第一部分短小的前奏由一个男高音领唱开始,

随着声部的不断加入,歌曲呈现出了欢快热烈的音乐情绪。第一部分与第二部

分之间有一个较长的间奏,进入第二部分后,通过相同乐句的不断反复,力度逐

渐减弱,仿佛小矮人的队伍渐渐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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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劳动回家转
(四重唱)

 
稍慢

《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插曲

贺锡德 译词配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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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唱歌《春天的童话》

这是一首由三部分构成的歌曲,第一部分为不带歌词的旋律,是整首歌曲的

引子;第二部分为单乐段,由五个乐句构成;第三部分也为单乐段,由四个乐句构

成。三部分采用了统一的大调式。
引子部分首先采用了宽松的节奏排列,悠长、自由的旋律仿佛宣告着春天的

到来。随后带前倚音的四个相同音高的四分音符,仿佛是调皮的春姑娘翩翩起

舞来到了人间。随后密集排列的十六分音符使音乐的情绪趋向欢快。在引子部

分的最后4小节,开始出现了较为宽松的节奏排列,为下一乐段的进入做好

铺垫。
第二部分第一乐句采用了向上的六度跳进,随后紧接着连续向下三度、四度

跳进,一开始就奠定了歌曲欢快活泼的情绪。第一、二乐句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节

奏排列,形成了一个问答式的旋律结构。
第三乐句的旋律为第一乐句的重复,随后的第四乐句中出现了两次短小的

间奏,更加增添了歌曲欢快的气氛。乐句旋律围绕主和弦发展,旋律婉转。第五

乐句完全终止在主音上,给人以完整的结束感。
歌曲的第三部分同样为一个单乐段的唱段,由五个乐句构成。第一、二乐句

节奏相似,歌曲旋律较为舒缓,同第一乐段欢快的情绪形成对比。这一乐段中最

为特殊的是第四乐句和第五乐句。这两个乐句共八个小节,第四乐句中两小节

为间奏,间奏的出现为原本舒缓的音乐情绪增加了灵动的色彩,同时也非常巧妙

地承接了第三乐句的旋律发展。第五乐句节奏排列恢复到前三乐句的节奏排列

规律中,切分节奏的出现推动着旋律走向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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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1.欣赏《想你的365天》。
这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插曲。动画电影《宝莲灯》对于很多学生来说都很

熟悉,学生对这首歌自然也很熟悉。歌曲旋律优美,歌词富有情感。
老师可采用音像结合的方法让学生先观看电影《宝莲灯》片段,结合画面欣赏

音乐,老师还可以把剧情讲给学生听,以便他们更好地理解音乐。
这是一首采用通俗唱法演唱的歌曲,学生非常容易接受。这首作品作为单

元的第一个内容,旨在通过教学引入主题,老师可更多地着眼于歌曲内容。在教

学时间的安排上,这部分内容可用约十分钟的时间完成。
2.欣赏《小红帽》。
歌曲取材于《格林童话》,是一首欢快的儿童歌曲,节奏跳跃,旋律动听,主题

形象鲜明。三年级的学生应该很熟悉这个童话故事。
老师可以结合图片讲故事导入歌曲,学生在熟悉故事情节的基础上来聆听

歌曲,帮助他们理解音乐。
教材第13页中的“创创做做”有两个要求:首先是让学生相互交流童话。这

个练习可以放在导入新课中,让所有的孩子都参与进来,让他们去发现那些有故

事的音乐,仔细聆听音乐里的故事。然后学生通过小组合作,随音乐用动作表演

《小红帽》的故事。这个内容可以放在学生基本熟悉音乐的基础上来完成。三年

级的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动作表现力,同时也有强烈的表现欲望,
因此这两个活动都是适合他们的。

以上两首欣赏作品适合放在一起进行教学,老师还可以依据歌曲的演唱形

式,引导学生区别女声和童声的音色。
3.欣赏《糖果仙人舞曲》。
《糖果仙人舞曲》是一首非常梦幻的作品,篇幅短小,音乐主题形象生动鲜

明,富有童话色彩,适合三年级的学生聆听。
教材中的“创创做做”有两个内容:首先,请学生分析这段音乐是适合踏步走

还是舞蹈,学生通过聆听后,会很容易分辨出来;然后,请学生随着音乐跳舞。三

年级的学生虽然处于小学中段,但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对音乐和舞蹈有着浓厚

的兴趣,适合学生学习并能够完成。
结合乐曲本身,老师可围绕第一主题的旋律展开教学。学生初步聆听音乐

时,老师可播放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糖果仙人舞曲》的视频给学生观看,给学

生关于这个作品梦幻、充满幻想的初步印象。然后老师可以用钢琴弹奏出第一

主题的旋律,并出示旋律的谱例,引导学生随钢琴哼唱主题,通过哼唱记住主题。
随后,播放作品的第一部分,请学生随音乐哼唱,并编创舞蹈动作随音乐进行表

演。当再次完整聆听作品时,老师可提出问题:刚才我们听到的主题一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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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当你们听到这个主题时请用舞蹈动作来表现。
结合作品的聆听,老师还可以给学生介绍钢片琴的相关知识。
4.唱歌《快乐王子的小船》。
歌曲旋律婉转,节奏排列规整,音域为八度,最低音为小字一组的c,最高音

为小字二组的c,从音域上来看,整个旋律的进行均在中音区,适合三年级学生

演唱。
老师要关注学生的歌唱状态,在歌谱上以两小节为一个单位,画上明确的换

气记号。在歌唱时,要求学生统一换气,注意歌唱时气息的控制,特别注意第三

乐句的弱起,换气记号应该标记在第二乐句结束的地方,也就是第8小节的第三

拍后面,切忌画到小节结束的地方。
歌曲中出现了临时变音记号,这也是本课时的音乐知识点。教学时,老师不

但要引导学生认识这两个记号,同时要通过听觉感受,引导学生从听觉上去分辨

这两个记号的作用。首先,弹奏没有升记号的旋律,再弹奏有升记号的乐句旋

律,从听觉上引导学生感受异同,然后要求学生随钢琴视唱有升记号的歌谱。
第三乐句的弱起有可能成为教学的一个难点,老师要多用歌声示范,不要只

是用语言去描述。歌曲旋律流畅、连贯,在教学时,老师应关注学生歌唱是否连

贯,特别是第二乐句中休止符的演唱,需要用声断气连的方法去演唱,切不能

唱断。
5.欣赏《劳动回家转》。
歌曲选自动画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教学时,老师可结合音响、视频

给学生介绍《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童话,引导学生了解歌曲背景内容。
歌曲为男声四重唱,老师可以结合前面的内容,进一步听辨人声的分类。
歌曲一开始由一个男高音进入,随后是多个声部的逐步进入,这也是老师引

导学生聆听的一个教学难点。
在聆听后,结合教材第17页中“创创做做”的练习一,开展二声部的合唱训练。
6.唱歌《春天的童话》。
这是一首音乐形象鲜明,表现性很强的歌曲。春天是孩子们都很喜欢的季

节,教学时,老师抓住小草、小溪等音乐形象展开教学。老师要分乐段引导学生

学习歌曲。
第一唱段的旋律欢快、跳跃,教学时,老师应关注学生的呼吸、发声状态,两小

节换声一次,引导学生用连贯的声音歌唱。然后通过音乐形象的引导,唱出欢快活

泼的情绪。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情绪是欢快的,但是仍要用连贯的声音来演唱。
第二唱段旋律较为连贯,老师引导学生控制好演唱的气息,两小节换气一

次,用连贯的声音演唱。
在唱好两个唱段的歌曲后,老师可将学生分组进行分角色的音乐表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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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例

音乐唱歌课《快乐王子的小船》

(一)教学内容

学唱《快乐王子的小船》。

(二)教学目标

1.在歌唱中体验童话世界的梦幻,感受歌曲所带来的优美、抒情的情绪,能
用自己的歌声表达这一情感。

2.认识升记号。能从听觉上进一步感受这一音乐记号对音符的作用,并能

用歌声进行表现。

3.能够在气息的支撑下,用连贯的声音歌唱,在歌唱中保持音色的统一。

4.在聆听和歌唱的活动中,进一步体验“声断气连”的歌唱方法,并能够用这

种方法表现歌曲中出现的休止符。

(三)教学重、难点

1.用歌声表现歌曲优美、抒情的情绪。

2.用声断气连的歌唱方法演唱好带有休止符的乐句。

(四)教学准备

钢琴、教学CD、多媒体课件。

(五)教学课时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1.感受升记号

老师:同学们,听琴音,一起来唱唱这句旋律。

教学行为:

①第一遍老师单手弹奏旋律,学生学会聆听,记住旋律的走向。

②第二遍老师右手伴奏,左手指挥,引导学生挥拍、听琴学唱旋律。

③关注学生音准、节奏、挥拍是否准确以及提醒学生歌唱状态(呼吸、发声状态)。

④进行D~F调的逐渐半音移调练习。
老师:同学们,再来听听! 旋律发生变化了吗? 你们能找到发生变化的地方吗?
教学行为:

①老师弹琴,演奏第二句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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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引导学生观察这两句旋律,通过对比发现其中的不同之处。

环节目标:在聆听、歌唱的实践活动中,从听觉上感受升记号。

2.教学难点突破

老师:今天,老师邀请大家感受的就是“”这个记号带给我们的奇妙变化。
再来听一听旋律的变化。

教学行为:
老师再次弹奏旋律。
老师:同学们,这个“”记号的名字叫升记号,通常写在音符的左上角。它表

示升高半音。(出示课件。)

老师:用“lu”,跟琴唱唱这句旋律。
教学行为:
①老师右手伴奏,左手指挥,让学生用“轻、优美、柔和、连贯”的声音模唱旋律。
②模唱旋律时,关注学生的音准,以及“lu”音的演唱状态是否准确,是否从

“lu”归韵到“u”。
③进行D~F的逐渐半音移调练习。

  环节目标:通过进一步的演唱,掌握升记号的演唱方法,能够用歌声准确地

表现歌曲的情绪。

3.歌曲学习

(1)学习歌曲第五、六乐句。
老师:刚才我们学习的旋律就是歌曲《快乐王子的小船》中的片段。一起来

听一听,这条旋律加上歌词以后速度和情绪有什么变化。
教学行为:
①出示歌谱。
②老师左手指挥,可用手划拍指挥,引导学生完整聆听歌曲。
老师:请孩子们仔细聆听歌曲,认真观察歌谱,找一找我们刚才认识的升记

号出现在什么地方。(学生答。)
老师:看来同学们都有善于聆听的耳朵。现在谁愿意来说说歌曲带给人怎

样的感受? (学生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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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歌曲抒情、优美、连贯,特别是加上临时升记号的这两句旋律,带给了

我们梦幻般的色彩。让我们用歌声,轻轻地唱一唱这一段歌曲。
教学行为:
①出示歌谱,老师范唱。
②在练习中,及时纠正学生出现的问题。关注学生准确演唱切分音和休

止符。
老师:听听老师是怎样唱这一句的。(老师范唱第三、四乐句。)
老师:花甲虫小小的,它是一个快乐的小王子。我们来轻轻地唱唱这两句歌

词。(学生演唱。)
教学行为:
①师生接唱:学生演唱歌曲已学的部分,老师演唱歌曲的第一乐段的最后两个

乐句。
②老师右手伴奏,左手指挥学生学唱这段歌词。
③关注学生的音准、发声方法、吐字归韵以及演唱姿势和换气方法。
④关注学生歌唱的声息。
老师:在童话世界里,船儿漂摇在清清的溪水里,小船上坐着童话王国里的

小王子。来,我们轻轻吹口气,让小船快快漂到童话世界里。
教学行为:
①通过吸气、吹气的方法,引导学生进一步掌握急吸缓呼的呼吸方法。
②在唱歌词的实践活动中,关注学生对气息的控制,能够一口气唱完一个完

整乐句。
③感受切分节奏。
老师:我们盼望着小船能够载着小王子快快漂到童话世界里。
教学行为:
老师范唱第二句歌词。
老师:你们觉得老师强调了哪几个字,来表达我们急切的、盼望的心情。
学生:老师把“顺风”两个字唱得比较突出。
老师:老师强调了“顺风”两个字,你们也来试着唱一唱。
教学行为:
进一步巩固升记号的学习。
老师:童话世界充满着梦幻色彩。(老师再次范唱。)听着琴声,我们再来唱

一唱这两句歌词,注意听琴声,唱好升记号。
(2)学习歌曲第一至第六乐句。
老师:童话世界里有神秘的花甲虫王子,还有美丽、善良的小公主,他们都在

等待着我们快快走进童话世界里。来,让我们用歌声来回应他们的邀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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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行为:
出示歌谱,老师一手伴奏,一手指挥;学生演唱歌词。

  环节目标:在演唱活动中进一步学习升记号的演唱方法,能够正确进行表

现。练习急吸缓呼的呼吸方法,并能够运用到演唱中。

(3)学习歌曲第七、八乐句。
老师:在童话世界里,美丽善良的小公主正在迎接着英俊、快乐的小王子。

我们也用歌声来欢迎小王子的到来吧! (出示课件。)

教学行为:

①按节奏读歌词:

②运用范唱、聆听的方法,指导学生用声断气连的方法,跟琴准确演唱乐句。
③把这两个乐句连起来完整地唱一唱。
老师:(范唱第七乐句)“咿呀咿,咿呀咿”,小船慢慢漂摇在小溪里,随着水波

轻轻地摇晃着。(学生唱歌词。)
老师:小公主轻轻地唱起了歌儿,欢迎着花甲虫王子。
教学行为:
演唱时关注乐句前后的情绪变化,第1、2小节要演唱得连贯,后面采用声断

气连的方法演唱。特别是“小公主”三个字一定要唱得轻快一些。注意歌唱的连

贯性。

  环节目标:学习声断气连的歌唱方法,并能够运用到歌曲的演唱中来表现

歌曲情感。

4.完整演唱歌曲

老师:多美的童话故事,现在我们完整地唱一唱这首歌曲。(老师伴奏,学生

演唱。)
老师:童话故事一直是我们的好伙伴,伴随着我们成长。今天,花甲虫王子

和美丽的小公主带着我们走进了美丽的童话里,让我们再次用优美的歌声来表

达对他们的喜爱之情吧! (播放录音伴奏,学生完整演唱歌曲。)
(李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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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钢片琴

钢片琴为法国米斯泰尔发明。最初的发音体用一系列音叉,亦称钢叉琴。
1886年正式命名为钢片琴,实际现在的钢片琴音条和共鸣管均以铝制作。钢片

琴外形如小形簧风琴,声源体为金属板条。演奏时,与键盘相连的锤子敲击一串

经过调音的钢条。有踏板制音器控制音响的长短,和键盘钢条琴相似,但每一钢

音条下方附有共鸣管,可使其放大音量,并且音色清晰纯净。
钢片琴音域一般为4个八度,属于键盘乐器。钢片琴高音域的音色跟钢琴

差不多,但低音域的音色却有独特之处。低音区淳厚、圆润,中音区清脆、明亮,
高音区较尖锐,共鸣短促。

钢片琴与钢琴的演奏方法相同,因其发音的机动没有钢琴灵敏,因此不宜演

奏快速和连续反复的乐句。可演奏音阶、半音阶、和弦、琶音及音程跳跃。其力

度较弱,可独奏也可伴奏。最早在作品中使用钢片琴的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

基,用于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的《糖果仙人舞》中。

《胡桃夹子》故事简介

《胡桃夹子》又名《咬核桃小人和老鼠国王》。小姑娘玛丽收到教父送的圣诞

礼物:一个咬核桃小人。它与一堆玩具兵一起锁在玻璃柜里。玛丽夜里梦见老

鼠国王率大群老鼠来攻打玩具兵,咬核桃小人指挥士兵作战受伤。玛丽情急之

下,用自己的鞋子击中老鼠国王,救了咬核桃小人的命,但她因用力过度,昏倒在

地。她因此病倒,这时,教父前来探病,还给她讲故事。
教父说的故事是:一位国王设宴的时候,王后做好的香肠被老鼠吃了大半,

国王大怒,命技师消灭这些老鼠。老鼠王后向公主报复,使她变得丑陋。国王又

命技师恢复公主的美貌,否则砍头。技师打听到,只要公主能吃上克拉图克核桃

的肉便可复原,于是他花了15年工夫才把一颗克拉图克核桃弄来了。但核桃奇

硬,无人能咬开,技师侄子愿意一试。核桃终于被咬开,但国王规定咬开后须闭

眼退后七步,侄子退后两步便被老鼠王后绊倒,于是他也变得丑陋。公主吃了核

桃肉恢复美貌,变丑的侄子却被国王赶走。
玛丽听了故事后,十分同情技师的侄子,她夜里又做了个梦,在梦里看见丑

陋的咬核桃小人与7个脑袋的老鼠王决斗,最后打败了鼠王,咬核桃小人变成了

一个漂亮的王子。那王子邀请她去自己的王国游玩,他们两个人一起去了很多

美丽的地方:玫瑰湖、牛奶河、巧克力城堡、杏仁糖宫殿。后来玛丽醒来,发现教

父的侄子来到她的床前,他和咬核桃小人竟然长得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