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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五洲儿童齐相聚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六一”是孩子们的节日,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

地的孩子都以自己的方式欢庆这属于自己的节日。美丽的鲜花汇成欢乐的海

洋,雄壮的鼓号奏响希望的乐章。快乐的节日带来无尽的喜悦,孩子们一张张笑

脸洋溢着幸福和欢乐。
本单元以“六一”为主线,呈现了世界各国的孩子们各种庆祝活动,在音乐活

动中让孩子们感受快乐。
“和平、友谊”是本单元倡导的主题,因此,在音乐学习中,孩子们还会感受到

来自各地小朋友传递的友谊。

(二)内容结构

五
洲
儿
童
齐
相
聚

———

—

在
欢
乐
的
节
日
里

—

— 欣赏《各国儿童心连心》(合唱)

— 欣赏《快乐天堂》(合唱)

— 唱歌《“六一”舞曲》

—
手
拉
手

—
— 唱歌《红蜻蜓》

— 唱歌《大家一起跳起来》

(三)教学目标

1.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感受欢快的音乐情绪,体验朋友间真挚的友谊。了解

六一儿童节的内涵,感受“和平、友谊”的精神。

2.在歌唱活动中通过聆听正确感受歌曲的情绪,能用声音表现情绪。能够

在恰当的地方换气,用正确的方法吸气,将气息均匀地分配到演唱中。合唱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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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唱过程中,在保持声部音准、节奏的基础上,体验合唱声部的均衡配合。

3.在聆听活动中,进一步感受、了解演唱形式。能够感受歌曲的基本情绪,

并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4.认识 拍,了解拍号的含义以及节拍的强弱规律,并能够在了解概念的基

础上灵活运用。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 欣赏《各国儿童心连心》(合唱)

《各国儿童心连心》是由著名作曲家陆建华作曲,于之作词。歌曲以简洁明

快的语言,轻松活泼的节奏,优美动人的旋律,构成鲜明的舞曲风格,抒发了全世

界儿童对心连心的愿望与向往。歌曲为 拍,小调式,二段体结构。

歌曲的前奏采用了舞蹈性的节奏,两次连续级进下行模进,一开始就把人们

带入热烈、欢快的气氛之中。第一部分使用了大量的八分音符和顿音,抑扬顿挫

的律动、气息连贯的乐句与短促的音符形成鲜明对比,贯穿于间奏的击掌,增加

了动感与欢快的气氛。

第二部分,开始乐句节奏型较舒展,在歌曲的发展中,运用了重复和变化重

复的手法,第二乐句和第三乐句变化重复了第一部分第二乐句,使音乐形象更加

鲜明。最后加进了拉开节奏的七个小节尾声,表现了各国儿童友谊的歌声永远

在空中回响。整首歌曲在欢快、热情的情绪中结束。

附谱:

各国儿童心连心
(合唱)

   于之 词

 欢快、热情地 陆建华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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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欣赏《快乐天堂》(合唱)

这是一首三声部的合唱歌曲, 大调, 拍。歌曲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二声部合唱,第二部分加入第三声部。歌曲中速稍慢,表达了只有人们用真诚的

心对动物和孩子献出爱时,才能让世界感受到我们的快乐、顽强和力量的含义。

整首歌曲情绪明快,节奏流畅,大量上滑音有助于歌曲情感的表达。

第一部分为二声部合唱,第一声部为主旋律声部,共两个乐句,前四个小节为

第一乐句,以属音“”开始,节奏型较丰富,包含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附点四分

音符以及全音符等,第1小节和第四小节都出现上滑音,增强了歌曲的童趣,第一

乐句结束在不稳定音“”上。后四个小节为第二乐句,变化重复第一乐句,在第3
小节将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组合的节奏型变为附点节奏,也结束在不稳定音“”

上。第二乐句的第3小节出现的切分节奏改变了乐曲的强弱关系,反复后结束在

主音“”上。第二声部以长音为主,为伴奏声部,结束在Ⅲ级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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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为三声部合唱,通过弱起、主旋律声部连续出现的大量中高音域音

符和上滑音,将歌曲情感推向高潮,前六个小节第一、二两个声部的节奏型完全

相同,延续了第一乐段丰富的节奏型,结束在主和弦根音和三音上。从第7小节

起,主旋律声部由第一声部变为第二声部,附点八分音符后的同音连线使歌曲节

奏型发生了变化,Ⅳ级音“”多次出现在主旋律声部的强音上,使音乐更加丰富。
结束句变化重复“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坚定地表达了只要大家都献出自己的真

心,我们的世界就会充满幸福。
附谱:

快 乐 天 堂
(合唱)

  
中速稍慢

吕学海 词

陈复明 曲

朱洪 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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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唱歌《“六一”舞曲》

这是一个单乐段、大调式的儿童歌曲。歌曲表现了节日里孩子们快乐的

心情。
歌曲由七个不规整乐句构成。第一、二乐句均为四个小节。旋律一开始就

出现了一个从属音到主音的四度跳跃,这种跳跃稳定性强,给人带来了欢快、坚
定的感受。四分休止符的使用再次增加了旋律的跳跃感。第一乐句的旋律围绕

属音展开,紧随的第二乐句延续了第一乐句的节奏排列,为两个相似乐句。两个

乐句基本相同,只是在结束音上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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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乐句为一个不规整的长乐句,由六个小节构成。
旋律由下属音“”开始,这一乐句的前两小节的旋律一直采用三度的小幅跳

跃。乐句的后半部分承接了前面的旋律发展,乐句最终结束在主音上,给人以短

暂的终止感。
第四、五乐句与第一、二乐句的发展手法相似,同样为两个相似乐句,节奏排

列也与第一乐句相似。这样的旋律构成,很好地呼应了歌曲的开始部分。
第六乐句由十个小节构成,我们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两个乐节。前乐节为第

1~6小节,旋律从Ⅲ级音开始围绕属音发展,结束在属音上,给人以半终止感。
后乐节为前乐节后半部分的重复再现。旋律较多采用四分休止符和切分节奏,
这都给旋律增加了欢快的情绪。

在歌曲反复之后,加入了一个结束乐句。全曲最终结束在最高音上,将歌曲

情绪推向高潮。
歌曲的歌词为两段体,排列自由。歌词主要表现了孩子们欢庆“六一”的场

景,展现了一幅快乐的画面。歌词第一、二句归韵在“ɑ”韵上,为开口音,第三句

归韵在“i”上,第四至六句也保持了这样的规律,使歌曲演唱起来朗朗上口。
(四)唱歌《红蜻蜓》

歌曲由日本作曲家山田耕筰采用诗人三木露风的一首回忆童年情景的诗谱

写而成。歌曲采用 拍,宫调式,全曲只有八个小节,上、下乐句构成的一段体结

构。歌曲分为两个乐句,第一乐句旋律上行,第二乐句以下行作为呼应。歌曲中

设置了较多的力度记号,力度变化细腻、频繁,但基本上都与旋律的起伏结合紧

密,烘托了宁静而深远的气氛。
歌曲的歌词优美抒情,在第一段歌词中大多描绘的是童年的美好情景,令人

难以忘怀。第一、二句归韵在“ɑ”上;第三句的韵母由前两句的开口音转化为闭

口音,韵母的变化给歌词以转折感;第四句歌词归韵在复韵母“ei”上,与第一、二
句形成呼应。

(五)唱歌《大家一起跳起来》

这是一首具有圆舞曲风格的德国儿童歌曲,歌曲为 拍,大调式,一段体结构。

全曲由四个乐句构成,带有反复记号。每个乐句4个小节,第一、三乐句和

第二、四乐句为相似乐句。第一、三乐句的第1小节旋律不同,其他三个小节旋

律相同;第二、四乐句只有最后一个小节的节奏略有变化。整首歌曲旋律重复较

多,交错进行,跳跃的进行突出了歌曲欢快、活泼、热烈的情绪。歌曲中出现的重

音记号更加强调了三拍子的强弱规律,突出了歌曲的韵律感。
这首歌曲的歌词简单的重复,表达了孩子们一起跳舞的高兴心情。歌词为

六句体结构,都归韵在“ɑi”,只有第三乐句归韵不同,归韵在“ɑn”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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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一)在欢乐的节日里

1.欣赏《各国儿童心连心》。
歌曲主题明确,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轻松活泼的节奏、优美动人的旋律构成

鲜明的舞曲风格。欣赏时,老师可以结合音乐形象让学生体会全世界儿童心连

心的愿望与向往,从而更好地理解歌曲。
教材第37页中的“创创做做”是让学生跟琴进行合唱训练。学生在歌唱中

感受歌曲的意境,同时提高学生的合唱能力,这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说是可以完

成的。这一合唱片段是在前几个单元合唱练习基础上,增加了训练的难度。除

了开始音与结束音的二声部为四度音程外,两个声部的旋律一直保持三度音程

的关系发展,在这样的合唱声部的旋律构成中,学生在演唱时最容易出现音准的

问题,特别是第二声部容易被第一声部影响。在教学时,老师可首先教授第二声

部的旋律,在学生对第二声部旋律建立了稳定的音高概念后,再学习第一声部的

旋律,以保证第二声部演唱的独立性。
作品后的“你知道吗?”是让学生继续学习演唱形式,认识合唱、表演唱、重唱

这三种演唱形式。
通过对这一歌曲的聆听,老师还可以结合歌曲内容给学生讲解六一儿童节

的来历和意义。
2.欣赏《快乐天堂》。
《快乐天堂》的音乐主题对象包括动物和孩子,生动形象,比较适合三年级学

生聆听。
歌曲以童话般有趣的语言、轻松活泼的节奏、流畅动人的旋律向学生传递着

爱心。欣赏时,老师可以结合音乐形象让学生体会,人们只有用真诚的心和爱对

待动物和孩子时,才能让世界感受到我们的快乐、顽强和力量。
教材第38页中的“创创做做”练习一是让学生听辨歌曲的演唱形式,三年级

的学生能够轻松完成;练习二是让学生跟琴唱一唱歌曲的片段,此片段为二声

部,教学时,只演唱第一声部的旋律,演唱难度在于节奏排列不够规整。教学时,
老师应充分发挥指挥的作用,引导学生唱好节奏。
3.唱歌《“六一”舞曲》。
歌曲音域为八度,最高音在小字二组的c上,最低音在小字一组的c上,从

音域和音区来看都是适合三年级学生演唱的。
歌曲情绪欢快活泼,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休止符烘托了歌曲的情绪,但也给教

学增加了一定难度。四分休止符是三年级学生学过的音乐知识,准确演唱休止

符不会成为学习难点,但是休止符不仅仅是代表休息与停顿,很多时候是一种演

唱时的语气停顿。在这首歌曲中,第一乐句中出现的休止符就是典型的语气

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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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演唱时有一种习惯,他们看到休止符就会不自觉地停顿下来,并换一

口气接着进行演唱。在这首歌曲中,第一乐句中出现的休止符只是表示一句话中

的一个语气停顿,并不是表示话语完全结束,因此在演唱时不能在这里断开。教学

时,老师应引导学生感受声断气连的演唱方法,将这一乐句连贯地演唱完整。在歌

曲中,后面的乐句也多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教学时都需要老师给予重点关注。
从学生演唱技巧难度来看,歌曲虽然是欢快活泼的音乐情绪,但是仍然要求

学生能够用连贯的声音进行演唱。
(二)手拉手

1.唱歌《红蜻蜓》。
歌曲的旋律起伏较大,音域达十一度,曲调优美抒情,歌词所描写的童年的

美好情景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令人难以忘怀。歌曲中通过“我”在晚霞中看

到的红蜻蜓而引起的回忆,亲切而又深情地抒发了“我”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怀念

之情。
三年级学生在音乐课堂中已经养成了一定的表达能力及与他人合作学习的

能力,有利于老师开展教学,三拍子的歌曲学生之前也有一定的接触,但在对音

乐的旋律、音准把握及对音乐的感受力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歌曲的演唱技能要求来看,歌曲 拍强弱交替鲜明,采用舒缓、深情的演

唱方式。教学时,老师应重点关注歌曲的力度变化,按照教材上标记处的力度记

号引导学生演唱歌曲。
力度不单是代表声音音量的大小,它主要是表现情绪的强烈程度,不同的力

度代表了不同的音乐情绪。歌曲中的力度变化充分表现了歌曲所要表现的音乐

情绪,因此,按照力度记号进行演唱是表现歌曲情绪的重要手段。

歌曲后出现的“你知道吗?”和“创创做做”的练习,都是针对 拍的学习。通过

音乐知识的学习,引导学生了解 拍的音乐概念,在学习这一概念时老师应着重强

调“每小节三拍”以及拍子的强弱规律,并结合歌曲的教学,引导学生理解概念。
在教材第41页中“创创做做”的练习,要求学生依据拍号画出小节线,这是

对学生掌握音乐概念的一个检测。
2.唱歌《大家一起跳起来》。
歌曲的音域为九度,最低音在小字一组的c上,最高音在小字二组的d上,

从音域上来看,整个旋律的进行多在中音区,适合三年级学生演唱。
歌曲以三拍子的基本节奏型“ ”为主,适合三年级学生的

年龄特点和能力水平。
从老师教学方面来看,歌曲演唱难度较低,篇幅短小,老师能够轻松地进行

演唱,只是需要引导学生注意附点四分音符以及四分休止符的演唱,及反复记号

的运用。



第
五
单
元
 
五
洲
儿
童
齐
相
聚

67   

从歌曲的演唱技能要求来看,适合采用中速来进行演唱。演唱时,两小节换

气一次,可用欢快活泼的情绪来演唱。演唱时需要采用自然、连贯的声音,特别

注意唱出三拍子的韵律感。同时注意结合歌曲的教学进一步巩固 拍的音乐

概念。
在歌曲后出现了“创创做做”的两个练习。练习一要求学生能够依据旋律写

出拍号,这是对以前学习过的 拍、 拍、 拍音乐知识的复习巩固。教学时,老

师可先让学生视唱旋律,然后找出每小节旋律的共同规律,从而确定拍号。
练习二为一个合唱片段练习。三年级开始进入童声歌唱的黄金训练期,加

强歌唱技能的训练是这一学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在这一单元出现了两个

合唱片段的训练,目的在于通过这样短小的合唱片段的练习,提高学生的合唱

技能。
《铃儿响叮当》是学生非常熟悉的歌曲,歌曲的主旋律出现在第二声部,第一

声部主要采用了有规律的伴奏音型。教学时,老师可引导学生先学习第二声部

的旋律,老师演唱第一声部的旋律,给学生听觉上的感受。合唱片段可分为两个

部分进行教学,第一部分为第1~4小节,只有第一声部的旋律出现,这时的第一

声部应采用渐强的力度演唱;第二部分为两个声部的穿插演唱,演唱时,老师引

导学生唱好自己的声部,以保证第一声部准确出现在自己的拍点上。

四、课例

音乐歌唱课《红蜻蜓》

(一)教学内容

学唱《红蜻蜓》。

(二)教学目标

1.通过演唱歌曲,感受连贯起伏的音乐旋律,体验充满回忆的音乐。

2.认识力度记号在表现歌曲情感上的作用。在歌曲演唱中用声音的强弱来

表现力度,用连贯的声音表达音乐情感。

3.进一步感受 拍的韵律,能用歌声表现节拍的强弱规律。

4.通过对比体验、实践、反复聆听和演唱歌曲,以模唱、视唱、歌唱、师生接唱

的形式演唱歌曲,表达歌曲情感。

(三)教学重、难点

认识力度记号:中强、强、渐强、渐弱,并用歌声表现力度的变化。

(四)教学准备

钢琴、教学CD、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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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时间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1.聆听、感受

(1)师生问好。
老师:同学们,好! (第一遍:采用常态的师生问好方式。)
学生:老师好!
老师:同学们,好! (第二遍:老师用较强的力度,加上体态语再次问好,引起

学生的注意。)
学生:老师好! (学生模仿老师的问好方式回答。)
老师:刚才我们这样打招呼,声音有什么变化?
学生:声音变大了。
老师:声音有强有弱,让我们的对话变得更有意思。
(2)感受连贯的声音。
老师:听,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变化。
教学行为:
播放范唱录音,同时老师用手势引导学生发现渐强渐弱变化。

环节目标:通过对比、实践的方法,在老师示范和体态语的帮助下,体验连贯的声音。
(3)认识力度记号,体验力度的变化。
老师:当我们心情很激动,音量也慢慢变得很……(认识中强、弱、渐强、渐弱

记号。)
学生:很大、强……
老师:我们会用这样的记号来表示“中强”的力度,再用这样的记号表现逐渐

从弱到强,也有慢慢地从强到弱。(出示课件。)

老师:我们来试试看。(体验力度变化,出示课件。)

教学行为:
老师范读,用体态语引导学生处理力度记号,并保持声音的连贯。

2.学习歌曲前四个小节

(1)感受乐曲,体验 拍节奏特点。
老师:听到孩子们有变化的呼喊声,老师仿佛在山林中看到了美丽的红蜻

蜓,还有提着小篮子采桑果的小朋友,多么有趣啊! 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段美好的

童年回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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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行为:
播放音乐,出示歌单,老师带学生做简单的三拍子律动,体验旋律的连贯性、

拍的强弱规律,划分出乐句及换气点。

老师:孩子们,刚才我们是怎么拍手为歌曲伴奏的?
学生回答略。
老师:对,刚才这首歌曲的特点是每小节拍三下,第一下拍得(重),第二下和

第三下要拍得(轻),这样的强弱规律,我们叫:强、弱、弱。同时,我们把“以四分

音符为一拍,每小节有三拍”的节奏叫作四三拍。(出示课件。)

(四三拍)  
每小节三拍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强弱规律为:
强、
●

弱、
○

弱、
○
)

(2)感受旋律,体验 拍节奏特点。

老师:了解了 拍的知识,咱们再来为旋律伴奏一次。

教学行为:
播放伴奏音乐,老师范唱歌曲,并带领学生做简单的三拍子律动,体验旋律

的连贯性和 拍节奏的强弱规律,划分出乐句及换气点。

环节目标:通过为歌曲伴奏的活动,认识 拍的意义,并体验其强弱规律。

(3)学习第3~4小节。
老师:伴随着 拍的音乐,让咱们一起走进美好的童年记忆里。(初步视唱

旋律。)
教学行为:
①出示前四个小节旋律。师生合作,老师演唱第1~2小节,学生接唱第3~

4小节。
②老师用手势帮助学生找到音高,解决从中音“- ”的六度音程的音准,出

示课件。

老师:看,你们演唱的第3~4小节出现了力度记号,应该怎么唱? (处理力

度记号。)
学生回答略。
教学行为:
①老师在学生回答后,用琴弹出旋律,表现力度的变化,引导学生唱好力度记号。
②学生再次演唱第3~4小节,老师用一手弹奏,一手提示强弱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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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同学们处理得很好。现在咱们再来合作一次,完成这四个小节。(师
生合作完成前四个小节。)

(4)学习第1~2小节。
老师:刚才老师在唱第1~2小节时,用的什么力度? (为旋律加上力度

记号。)
教学行为:

①老师再次范唱,学生听后回答,并根据学生的回答为旋律加上力度记号。
出示课件。

②师生第三次合作完成前四个小节。

  环节目标:通过三次师生合作,层层递进,对旋律从感受到熟悉,最后会唱。
帮助学生扫清识谱障碍,特别是音程跳跃、音准及力度记号给学习旋律造成的

困难。

(5)完整演唱前四个小节。
老师:同学们刚才表现不错,旋律加上力度记号后,变化起伏,就好像在给我

们讲述童年的回忆。现在,我们来完整演唱前四小节的旋律,注意力度记号,老
师也会用手势提醒大家。

教学行为:
学生演唱后,老师自然过渡,接着演唱后四个小节。

3.学习后四个小节

老师:在同学们的歌声中,我仿佛看到了美丽的晚霞,还和小伙伴们一起在

爬山。
老师:同学们也一起来爬爬这座小山,到了山顶的时候稍微使点劲。
老师:那么多美好的记忆,统统都记在我的脑海中,想起来,也觉得非常

的美。
老师:让我们随着音乐再次进入童年那美好的记忆中,感受那些曾经的

美好。
学习第5~6小节。
教学行为:

①示范第5~6小节旋律,并用手势提示渐强、渐弱。

②学生随琴演唱第5~6小节旋律,老师注意用手势提示,并在学生演唱后

自然接唱第7~8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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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老师再次范唱第7~8小节。
④学生随琴演唱第7~8小节。
⑤完整演唱后四个小节。
⑥完整演唱全曲,老师双手为学生伴奏,出示课件。

  环节目标:感受歌曲旋律连贯、起伏的音乐特点,进一步用连贯的声音表现

歌曲。在演唱实践中准确演唱好附点四分音符和音程的音准。

4.学习歌词

(1)学习第一段歌词。
老师:听到同学们的歌声,让我也开始回忆我的童年。作曲家记忆中的童年

是怎样的呢? (出示大歌单。)
老师:“晚霞中的红蜻蜓呵,请你告诉我……”跟我一起读一读。(老师朗读

歌词,学生跟读。)
老师:再听! 有变化了! (用歌唱的状态朗读;老师范读,学生朗读。)
老师:带着这种感觉,我们唱唱第一段歌词。
老师:旋律加上力度记号后有变化,不要忘了歌词也需要力度记号。
教学行为:
①课件出示歌谱,老师一手伴奏,一手指挥,用手势提示力度记号及换气点,

引导学生完整地加入歌词唱一遍。
②关注学生的音准和节奏,发现学生的演唱问题。
③引导学生处理力度记号。
④学生再次演唱第一段歌词,老师同样一手伴奏,一手指挥,提示力度及

换气。
(2)学习第二、三段歌词。
老师:你们看看,第二段和第三段歌词在节奏上有什么不同? (找不同点,出

示歌单。)
学生回答略。
老师:找对了,你们能来念一念吗?
学生回答略。
教学行为:
唱歌词。老师一手伴奏,一手指挥;学生演唱第二、三段歌词。
(3)完整演唱歌曲。
老师:听了同学们的演唱,老师就好像在听你们讲童年的故事一样,那美丽

的晚霞,还有停歇在竹竿尖上的红蜻蜓,真的太有意思了! 请再完整地唱一遍,
让我们一起去追忆童年的记忆吧! (老师双手伴奏,学生完整演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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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是啊,童年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那些曾经美好的记忆总是在我们

的内心深处珍藏着,就算我们以后长大了,童年的那些景物不在了,可是记忆还

是抺不去。让我们再次唱起这首回忆童年的歌曲,一起去记忆那些美好吧! (课
件播放录音伴奏,老师指挥,学生完整演唱歌曲。)

  环节目标:在演唱活动中,进一步体验童年的美好,自主运用连贯的声音、
力度的变化,表达对童年的怀念。

(王颖莹)

五、补充资料

六一儿童节的来历

儿童节,也叫“六一国际儿童节”,在每年的6月1日,是全世界少年儿童共

同的节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

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村里

的房舍、建筑物均被烧毁,好端端的一个村庄就这样被德国法西斯给毁了。为悼

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帝国主义虐杀

和毒害儿童,保障儿童权利;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

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

事会议,中国在内的各国代表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残杀、毒害儿

童的罪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委会正式决定每年6月1日为全世界少年儿

童的节日,即国际儿童节。
自从1949年确立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以后,世界各国纷纷将6月1日设

定为自己的儿童节。我国于1949年12月宣布将6月1日确定为儿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