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五
年
级
下
册

第三单元 祖国颂歌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五星红旗是我国的国旗，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是全国人民团结在中

国共产党周围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象征。

五星红旗：旗面为红色，它象征着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共和

国的诞生，人民的政权来之不易；旗面的左上方缀着五颗金黄色的五角星，象征

着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去实现美好的

理想。

中国人不会忘记，当毛泽东主席于 1949年 10月 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亲自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的时候，它标志着黑暗社会的结束，中国从此获得了新生。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一步步走向辉煌。从一

个多灾多难、任人宰割的弱国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繁荣富强、受人尊重的国

家。我们的祖国多姿多彩，我们的祖国伟大而坚强。您的“儿女”为您自豪，为您

骄傲；我们依恋您，我们赞美您。

本单元用歌曲《我的祖国》改编的民族管弦乐、《彩色的中国》《祖国之恋》《江

河万古流》《赞歌》等作品，来表达对祖国的赞美之情。

（二）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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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我们走进十月的阳光》（合唱 )
欣赏《我的祖国》（民族管弦乐）

唱歌《彩色的中国》

欣赏《祖国之恋》（女高音独唱）

欣赏《祖国的歌》（齐唱）

唱歌《我仰望五星红旗》

欣赏《红旗飘飘》（男声独唱）

欣赏《江河万古流》（男中音独唱）

欣赏《赞歌》（男高音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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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目标

1.让学生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更加热爱五星红旗，更加热爱祖国和中国共

产党。

2.了解五星红旗的相关知识，以及民族管弦乐曲的特点和一些演唱形式的

表现作用。

3.通过活动，提高学生辨别乐器的能力。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唱歌《我仰望五星红旗》

歌曲饱含热情地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歌曲具有抒情性，柔美中蕴含

着一种强烈的热情，这使得歌曲既内敛又富有激情。

歌曲为一段体结构，六声羽调式（加变宫），hb 拍。整首歌曲由 4个规整乐句

构成，每个乐句 8小节。歌曲的结尾加入了一个 5小节的结束乐句，结束的长音

将歌曲的意境延伸到了音乐之外。

歌曲第一、二乐句为相似乐句，第二乐句为第一乐句的变化发展，两个乐句

的前乐节为变化重复，并都在后乐节发展，推动音乐向前进行。乐句的旋律由主

音开始，多采用上下行级进，旋律线条平缓。乐句的前乐节奏多采用常规的四分

音符、八分音符的组合。在后乐节中开始出现切分节奏和附点音符，增加了音乐

的流动性。

第三、四乐句为相似乐句，同样采用了前乐节变化重复、后乐节发展的手法。

歌曲在尾声加入了一个结束乐句，乐句为第四乐句的变化再现，全曲结束在主音

上，同时也是全曲的最高音，将歌曲的情绪推向了高潮。

歌曲为三段歌词的分节歌，歌词为自由体，每句歌词都归韵在“ɑnɡ”上。歌

词用赞颂的语气，来表达对五星红旗的热爱之情和强烈的自豪感。

孟庆云（1949— ） 天津人，作曲家，任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

舞团编导室，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音乐创作，主要作品有：《想给边

防军写封信》（获全国“献给当代最可爱的人”优秀歌曲奖）、《姑娘在海边拾贝壳》

（获五省市电视台校园歌曲一等奖）、《长城长》《走进阳光世界》《归航》《黑头发飘

起来》《亲亲的茉莉花》《想家的时候》《黄河源头》《我用胡琴和你说话》《爱的港

湾》等。

（二）欣赏《祖国的歌》（齐唱）

这是一首比喻贴切且亲切、深情的优秀少儿歌曲。第一段分别从春、夏、秋、

冬 4个季节，描绘出了祖国的各种美好事物，栩栩如生；第二段呈现东部、南方、西

部、北方的“歌”，唱出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副歌部分把“我们的歌”和“祖国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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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在一起，简洁明了地表达了我们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之情。歌曲中出现的衬词

唱出了祖国人民对生活的满足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歌曲为宫调式，fb 拍，三段体结构，大量使用了十六分音符，歌唱性极强，节

奏欢快，充满热情。歌曲的第三部分在第一、二部分的主旋律上做了变化，最后

落在主音“1”上结束。

附谱：

祖 国 的 歌

（齐唱）

1=E fb 徐日东 词

欢快、热情地 张慧云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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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红旗飘飘》（男声独唱）

这是一首以国旗为主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歌曲。欣赏这首歌曲可以发

挥民族音乐的育人作用，为培养民族音乐文化的情感奠定基础，使学生感受到五

星红旗的深刻意义，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情感。

歌曲为 .E 大调，hb 拍。歌曲切分节奏的连续进行，显得明快而富于动感，旋

律起伏跌宕，富有时代气息，深情地表达了人们对五星红旗的热爱之情和对国家

的眷恋之情。

全曲第一部分由 4个乐句组成，其中，每个乐句均为 4小节。第一乐句节奏

密集，旋律平稳，给人以亲切之感；第二乐句切分节奏更加鲜明，旋律稍有起伏，

音域略有扩展；第三、四乐句开始采用了与第二部分相同的素材，节奏加以变化，

中间旋律在高音区进行，将音乐情绪推向高潮。

第二部分旋律较激越，在全曲的最高音区进行，乐句的开始从弱拍进入，与

第一部分形成了对比，把歌曲推向了高潮。激昂的歌声表达了人们对五星红旗

的深厚感情。

第三部分延续了高潮部分弱起节奏的特点，音区有所降低，是高潮情绪的延

伸，情绪从激昂、热烈转入深情、委婉。结尾处加入衬词，歌声在高音区（“ 8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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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三个音）中展开，节奏拉宽，旋律舒展，情绪再次转向激昂，使歌曲呈现明亮的

色彩，给人以余音缭绕、情感宣泄未尽的印象。

附谱：

红 旗 飘 飘
（男声独唱）

1= .E hb 乔方 词

赞美地 李季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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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欣赏《我们走进十月的阳光》（合唱）

这是一首抒发爱国情怀的少年儿童合唱歌曲。歌曲的音调、节奏、歌词的结

合，具有现代通俗歌曲的特点，体现了浓郁的时代气息。

歌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三乐句（各 4小节）相同。句中运用了八

分休止符和切分节奏，旋律以分解和弦进行，轻盈活跃，富有生气。第二、四乐句

除句末终止不同外，其余也大致相同。由于旋律抒情、节奏连贯，歌曲显得亲切

柔和。这一部分刻画了少年儿童活泼天真的形象，并表达了他们对祖国的真切

感情。

第二部分句幅扩展（每乐句为 8小节），节奏骤然展开，旋律跌宕起伏，气息宽

广，大、小调式的对比（第一乐句的后 4小节属于小调性质），使音乐的色彩更为丰

富。歌曲这一部分感情激荡欢畅，这是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温暖的阳光下，少

年儿童为友谊、为祖国而纵情放歌。末尾的 4小节采用了第一部分中连贯的上行

旋律的音调并加以扩充，攀升至歌曲的最高音，将歌曲推向高潮。

第三部分节奏明快有力，具有进行曲风格，揭示了歌曲的主题——“我们走

进十月的阳光”，在歌声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亿万人民在阳光下坚定豪迈、勇敢前

行的步伐。

歌曲的尾声采用三声部的“圣咏式”合唱，和谐、明净，预示了祖国美好的

前景。

附谱：

我们走进十月的阳光

（合唱）

1=A hb 王小龙 词

中速 抒情地 奚其明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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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欣赏《我的祖国》（民族管弦乐）

乐曲根据同名歌曲与传统民间器乐曲“淘金令”为素材重新创作，曲调宽广

舒展、热情，欢快而富于歌唱性，表达了中华儿女对母亲真挚的祝福。

《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创作于 20世纪 50年代。作品采用抒情

和歌颂相结合的手法，表达了志愿军战士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和乐观精神。

刘炽（1921—1998） 原名刘德荫，陕西西安人，中国著名的作曲家。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作曲兼艺术指导，中央实验歌剧院作

曲兼艺委会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创作委员会委员，《歌曲》编辑部编委。

1939 年 4 月刘炽考入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第三期，成了冼星海的

高徒，开始了他的“科班”音乐生涯，学习作曲和指挥。

（六）唱歌《彩色的中国》

这是一首表达对祖国深沉的爱的歌曲，为二段体结构，大调式，gb 拍。

第一乐段由 4 个不规整乐句构成，第一乐句由 4 小节构成。旋律由属音开

始，在一个短小的上下行级进后，采用了向上四度跳跃，然后是两小节的级进发

展，最后由一个向下的五度跳进结束。这样的波浪式的旋律发展，在平缓进行中

加入的跳进充分表达了一种无法抑制的情感，如娓娓道来中掩藏着无法平复的

激动之情。第一乐句一开始就奠定了歌曲的基本情绪，乐句的旋律为整首歌曲

创作的乐思。歌曲的第二乐句为弱起乐句，由 4小节构成。乐句继续延续了第一

乐句的节奏和基本乐思，为第一乐句的展开乐句。乐句中休止符的巧妙运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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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特殊的语气感，使歌曲的情绪显得更加含蓄、深沉。第三乐句仍然为 4
小节。乐句延续了第一乐句的基本乐思，节奏上稍有变化，但休止符的运用方式

仍然与前两个乐句相似。第四乐句与第三乐句结构相同，两个并列排比出现的

乐节构成一个完整乐句。这一乐句的节奏中减少了休止符，使乐句旋律显得更

加流畅。乐句结束部分收拢性较强，使第一乐段有较强且稳定的结束感。第一

乐段的旋律多采用级进加上小幅跳进发展，旋律在平缓中出现小幅跳动，以乐句

为单位的波浪式发展，这样的发展方式很好地诠释了歌曲的情感，将第一乐段的

情绪定义为内在、深情是比较恰当的。

歌曲的第二乐段为三乐句乐段，三个乐句基本规整。第一乐句为弱起乐句，

由 4小节构成。乐句节奏相对于第一乐段稍显舒展，一开始就出现的六度跳进直

接将歌曲带入高潮，歌曲最高音“ 86”的连续出现也将歌曲的情绪向前推进。整个

第一乐句基本都在整首歌曲的高音区发展，连贯、抒情。第二乐句开始采用了两

个连续的跳进、下行四度、上行五度，接级进之后采用了一个下行的四度跳进，第

4小节再接一个下行六度跳进，将乐句的旋律音区降低，这一变化使得歌曲高涨

的情绪慢慢降低。乐句的节奏，前两个小节延续了第一乐句的第 1完整小节和第

3小节的节奏排列，后两个小节回到第一乐句的节奏排列方式，起到前后呼应的

作用。第三乐句采用了变化再现的方式，在节奏排列完全相同的前提下，旋律稍

有变化。

歌曲的音乐形象是彩色的地图册，它指代的是“祖国”，借这一音乐形象所表

达的是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观察每一句歌词，我们发现本首歌曲基本归韵在开口音“e”“o”上，在演唱

时，“e”韵要注意保持口型。

（七）欣赏《祖国之恋》（女高音独唱）

全曲为 G大调，fb 拍，速度稍慢。整首歌曲旋律流畅、抒情，把对祖国的热爱

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全曲最高潮部分的歌词“我的生命都属于你啊”的音高为

全曲的最高音 a2，旋律糅合了高音延长音的戏曲元素，大气中略显柔美、深情，完

美地体现了祖国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依恋之情。“把一切交给你我无怨无悔”

充分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和奉献精神。歌曲尾声再次把旋律线条拉长、拉

宽，作曲家把最后一个音停在主音“ 81”上，使全曲回归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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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祖 国 之 恋

（女高音独唱）

1=G fb 屈塬 词

稍慢 优美地 印青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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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塬（1959— ） 出生于陕西省乾县，1991 年自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

业后留京，在原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任干事，2007年 1月调任第二炮兵政治部

文工团团长。屈塬是 20 世纪末军旅文学界具有代表性的青年诗人之一。自 20
世纪 90年代初从事艺术管理工作后，转而改写歌词。很快成为音乐界创作活跃、

佳作频现的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

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作品有《传说》《天路》《大

地》《呼唤》《一梦千年》及西部三部曲（《西部放歌》《西部情歌》《西部赞歌》）等。

曾为《成吉思汗》《格萨尔王》《红娘》《惊涛》《大槐树》《日出东方》《红舞鞋》《中华

十大女杰》《绿旋风》等数十部影视剧创作主题歌。还多次作为主创人员，参与

《复兴之路》等国家、军队大型演出活动的创作。屈塬作为词作者，与许多著名作

曲家都有过合作。他的作品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国

音乐金钟奖金奖、国家文化部艺术歌曲比赛金奖、广电局“中国原创歌曲奖”金

奖、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作品金奖、奥运歌曲征集优秀作品奖，并多次获得全军

文艺会演、全军声乐新人新作大赛、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因创作成绩突出，

屈塬先后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

印青（1954— ） 2006—2009年担任总政歌舞团团长，作曲家、中国音乐家

协会理事、中国文联第八届全委、全军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军高级职称评委

会评委、国家一级作曲，多次在全国、全军各次重大比赛中担任评委。

印青出生在一个艺术之家，其父母都曾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受家庭熏陶，尤

其是父亲的影响，年少的他通过家中的 700 多张唱片接触到了许多中外音乐作

品。10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并喜爱各种中外乐器。

20世纪 80年代初，他创作了成名作《当兵的历史》，此后又相继推出了《妈妈

的小诗》《采桑小路》等歌曲，在部队广为流传。1988年印青被调入了原南京军区

政治部前线歌舞团任创作员。

20 世纪 90 年代，印青被总政调往北京参加歌剧《党的女儿》的音乐创作，并

参加全军“双拥晚会”“八一晚会”等一系列重大创作任务。此间他创作的军旅歌

曲《不要问为什么》《边关军魂》《军歌声声》《潇洒女兵》《西部放歌》《世纪春雨》

《雪意》《昂首未来》《祖国，永远祝福你》《凝聚》等多次在全国、全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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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欣赏《江河万古流》（男中音独唱）

《江河万古流》为宫调式，曲调的节奏变化多样，旋律与歌曲结合紧密，富有

吟诵性，二段体结构。两段歌词具有相同的结构，但旋律的结构不同，加上曲调

高低起伏，曲折婉转，形成了歌曲的特殊“语气”，表达出一种深沉的情感。

歌曲《江河万古流》是为国庆 35周年精心制作的电视歌会《九州方圆》的主题

曲。1984年国庆节出版的《九州方圆》曲集被人们接受和传唱，专辑共有 13首歌

曲，首首动听，首首经典，成了一代人心中美好的记忆。电视歌会《九州方圆》，表

达了中国人民对长江、黄河的热爱，更由对长江、黄河万古源流激情的无限赞叹，

引发出了对中华雄魂深情赞叹。《江河万古流》这首歌曲气势蓬勃、深情豪迈，极

大地激发了听众的情感。

第一乐段和第二乐段的音乐风格基本一致。歌声中充满了雄浑、宽广且豪

迈的情感。旋律多次处在高音位置，把音乐推向高潮，随后再现第一乐段的音

调，并与第一乐段形成统一，使之首尾呼应。全曲结构简洁短小、音调精练，充满

深情地对长江、黄河的万古源流予以无限的赞叹，对中华雄魂予以赞颂。

附谱：

江河万古流

（男中音独唱）

1=G hb 苏叔阳 词

中速 热情地 王立平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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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欣赏《赞歌》（男高音独唱）

歌曲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作品之一，创作于 20世纪 60年代，至

今流传不衰。歌曲以饱满的感情歌唱伟大的祖国，既具有颂歌热烈高昂的气质，

又具有蒙古长调的典型特点。

全曲为 .B 大调，hb 拍。旋律的背景伴奏乐器主要由竹笛、马头琴及部分弦

乐组成。伴奏的节奏型为“o o o o o”，很富有蒙古歌曲的节奏特点。

附谱：

赞 歌

（男高音独唱）

1= .B hb 蒙古族民歌

宽广、赞颂地 胡松华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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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 4课时完成。

（一）飘扬的红旗

1.唱歌《我仰望五星红旗》。

这是一首代表青少年深情敬仰五星红旗的歌曲，老师应以形象和“美”为导

向去引导学生。可引导学生找出音乐中特别形象的地方，如“……飘呵飘扬”

“……一片霞光”“……红色的翅膀”等。旋律起伏推动着感情的升华。鼓励学生

随伴奏歌唱并加上适当的形体动作表达自己的感情。

2.欣赏《祖国的歌》。

这是一首非常欢快、热情的颂歌，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好题材。欣赏

中，老师应引导学生仔细聆听，体会歌词所表达的内涵。建议可随录音跟唱衬词

部分，让学生自己去体会歌曲所表达的意义，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让他们根据

歌词编创其舞蹈动作，并随录音律动。

3.欣赏《红旗飘飘》。

这首歌曲有很多不同的演唱版本，老师可根据需要，让学生聆听不同的版

本，感受不同的音乐风格及表达方式。

老师收集多方面资料，通过讲解中国的历史及红旗的象征意义等方式，对学

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让学生说说歌曲分为几个部分，老师引导学生用线条或色块表示出来。可

选择音乐素质较好的同学进行领唱，其余同学齐唱，在伴奏的引领下将整首歌曲

的意境推向高潮。

4.欣赏《我们走进十月的阳光》。

建议可收集中国国庆阅兵仪式的音像资料供学生欣赏，一来让学生感受祖

国的不断壮大，二来可直观了解十月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增强学生的爱国

意识。

在聆听作品时，可带领学生讨论，如歌曲进行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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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听了这部作品，你内心有什么感受？你能随着音乐的进行，用手势或形

态表达出你的内心感受吗？

聆听音乐后，分别为这 3首歌曲标记上相应的演唱形式。

建议还可把《祖国的歌》《红旗飘飘》及《我们走进十月的阳光》做成系列进行

授课：《祖国的歌》可搜集中国的历史资料，对学生讲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红旗

飘飘》讲解红旗的象征意义及它与祖国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我们走进十

月的阳光》可激励学生从小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理想、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自

己的一分力量。

（二）可爱的祖国

1.欣赏《我的祖国》。

观看电影《上甘岭》或搜集、了解有关抗美援朝及上甘岭战役的有关资料。

由原歌曲作为导入，分组讨论，如何理解歌词“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

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老师引导学生跟唱主歌部分，体会祖国的大好河山

及抹不去的历史足迹，然后再欣赏民族管弦乐《我的祖国》。聆听过程中，主要是

体验民族管弦乐的表现性能和乐曲的情绪，老师应讲解民族管弦乐队的相关

知识。

2.唱歌《彩色的中国》。

能够在演唱和欣赏音乐作品的基础上，感受、体验、理解其深厚的爱国主义

情感。老师重点引导学生唱准歌曲中的休止符和长连音，用适当的力度处理歌

曲。让学生首先跟唱歌曲的旋律，了解歌曲的情绪特点，用听唱方法学会歌曲。

歌曲难点在于后半拍起拍的演唱，老师可根据学生乐理基础的不同水平来进行

教学。建议尽量使用听唱法教学，重点是让学生先感受后半拍起拍，然后再模仿

演唱。

二声部合唱的两个声部主要是由三、四度音程构成，可分声部先单独练好后

再合练。试着在唱二部合唱前，让学生只唱单旋律（一个声部），并体会加入第二

声部演唱的效果有何不同。让学生去体会不同演唱形式带来的不同效果，最好

能背唱这首韵律感极强且优美的歌曲。

3.欣赏《祖国之恋》。

初听，让学生感受什么是独唱，什么是女高音独唱，老师应讲解独唱的含义。

复听，注意聆听歌词中表达的情感，如“我是你春天的一枝花蕾”等，让学生找出

其余类似的歌词，体会歌词所表达的对祖国深深的依恋之情。歌曲副歌部分“我

的生命都属于你”一句，此处是整首歌曲的高潮部分，老师就“高音延长音的戏曲

元素”可对学生做简略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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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欣赏《江河万古流》。

欣赏国庆 35周年精心制作的电视歌会《九州方圆》的相关音像资料，了解歌

曲的相关背景。初听，感受男中音的声线及浑厚的音色之美。复听，找出表达对

长江、黄河热爱之情的歌词。体会祖国的这两股源流对于华夏儿女的重要意义，

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3.欣赏《赞歌》。

初听，感受男高音音色的特点及与男中音音色的区别。体会蒙古族民歌的

韵律感，老师应讲解蒙古族的“长调”与“短调”的相关常识。复听歌曲的引子部

分，体会蒙古族长调的韵律之美。在聆听歌曲前奏部分时，可让学生辨别出伴奏

乐器（竹笛）。歌曲中的主奏乐器是马头琴及竹笛，加上弦乐。背景节奏由

“o o o o o”构成。应介绍蒙古族民歌的特点，引导学生跟随伴奏轻声学唱歌曲。

四、课例

音乐唱歌综合课《彩色的中国》

（一）设计思路

本课时从 3个环节进行教学——谈、听、唱，各个环节紧紧相扣，相互联系。

整个教学从学生观看地图、谈感想开始，层层深入，为后边学习歌曲打好基础。

比如初听时，学生通过边听歌曲边观看地图，激发爱国情感。而歌曲节奏的突

破，能加强学生对节奏的掌握和运用，巩固乐理知识。

（二）教学内容

感受与鉴赏

欣赏视频《我的祖国》

表现

歌曲《彩色的中国》

创造

编创动作，表现歌曲

音乐与相关文化

学生演唱其他关于祖

国妈妈的歌曲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民族管弦乐《我的祖国》，使学生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对祖国的

深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2.在学习歌曲《彩色的中国》时，能够通过节奏练习掌握歌曲中的难点节奏，

进而正确演唱歌曲。能唱准歌曲中的休止符和长连音，用适当的力度处理歌曲。

3.在歌曲学习中，欣赏环节主要是运用课件展示，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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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重、难点

1.准确演唱休止符和附点节奏。

2.用连贯的声音正确演唱歌曲副歌部分。

3.用轻快活泼、富有弹性的声音，有感情地演唱歌曲，并进行二声部合唱。

（五）教学时间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1.导入

（1）欣赏视频——民族管弦乐《我的祖国》。

老师：同学们，在你们眼中，我们的祖国是什么样子？（学生答略。）

（2）幻灯片出示世界地图。

老师：你们能在世界地图上找出我们祖国的地理位置吗？你们能用一个动

物来形容我们祖国地图的形状吗？

学生：能，大公鸡。

（3）老师：是的，而且还是一只彩色的大公鸡。请同学们跟随老师，一起来看

看这五彩斑斓的祖国吧。（碧绿的是平原，金黄的是沙漠……）

（4）出示歌词内容，带领学生一起朗读歌词。

老师：我们的祖国是五彩缤纷的，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来赞美一下祖国吧！

……你们想听听其他同学是用什么方式来赞美我们祖国的吗？一起来听听（幻

灯片出示歌谱。）

2.歌曲学习

（1）播放歌曲录音，学生初次聆听。（感受歌曲的韵律感，听完以后请学生回

答歌曲的拍号以及歌曲的情绪。）

（2）老师范唱，学生找出这首歌曲的特点在哪里。（让学生自主去发现休

止符。）

（3）老师带领学生视唱旋律。在视唱过程中，建议第一遍可用“嗯”或“空”来

念唱休止符，第二遍可让学生把休止符“吃掉”，即不出声，或用点头等方式来表

示。老师可根据自己的教学方法，或按学生平时的习惯进行教学。

（4）老师进行第二次歌曲范唱，让学生用“只张嘴不出声”的默唱形式跟唱

歌曲。

（5）游戏“歌词填空”。建议老师根据各班情况，可弹奏两小节或一个小乐

句，让学生跟随伴奏，填唱对应的歌词。

（6）齐唱歌曲，老师进行重、难点的评价及处理。（休止符及附点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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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跟随伴奏齐唱歌曲，体会歌曲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学生自己思考应该用

怎样的情绪来演唱歌曲。建议从歌曲开始一直到歌词“弯弯的是黄河”处，可以

用轻快、有弹性的声音处理歌曲；从“宝岛台湾像小船在东海上漂”一直到歌曲结

尾，可以用连贯、柔和的声音来进行演唱。

（8）歌曲处理。

老师：请同学们用轻快活泼、富有弹性的声音，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3.拓展、表演

（1）分组表演，抽学生演唱，并相互进行点评和学习。

老师：歌词中“神州处处好”你怎么理解？既然处处好，那作为学生的我们应

该怎样“对待”这处处好的祖国呢？（引出主题“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教育学生保

护环境。）

（2）二声部合唱训练。

①将学生分为两个声部（可用分组别或男女等方式），分组进行旋律学习；

②二声部合唱（找出不足，及时纠正和反复演唱）；

③学生可分声部自主学习歌词；

④二声部合作，老师纠错，反复磨合。

此环节老师可根据各班学生的学习差异进行有效的调控和训练。

（3）学生演唱所知道的其他的歌颂祖国的歌曲或歌曲片段并进行交流。

生活在祖国妈妈的怀抱中是多么的幸福和甜蜜啊！你还能为祖国妈妈献上

动听的歌吗？

4.小结

老师：祖国妈妈给了我们这色彩斑斓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

幸福，希望同学们能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从小热爱祖国、热爱学习，

长大后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吧！（播放歌曲《娃哈哈》，下课。）

（王华）

五、补充资料

五星红旗

1.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决

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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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联松是五星红旗的设计者。五星红旗旗面为红色，左上方缀着五颗金

黄色五角星，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大团结。五星红旗旗面的

长、宽均有相应的比例（3∶2）。

3.1949年 10月 1日下午 3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按动电钮，升

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这面红旗现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4.从 1982年冬开始，武警部队警卫大队国旗班每天准时将国旗升到 22米高

的杆顶，每天升旗的时间，与太阳升起的时间相同。

5.1990 年 6 月 28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

过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五星红旗作为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在全

国各族人民心中的位置更崇高了。

6.学校的升国旗仪式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词作家乔羽简介

乔羽（1927— ） 山东济宁人，中共党员。幼时家庭生活拮据，靠哥哥做店

员维持生活，高中期间当过小学教员。1946年初入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学习，

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和小说，还写过秧歌剧。1948年毕业于晋冀鲁豫边区北方

大学艺术学院。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调入华大三

部创作室，开始专业创作。2010年 4月 9日，担任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名誉院长。

乔羽在 20 多岁的青年时代，就创作了童话《龙潭的故事》，批评贪得无厌的

人。1956年与时佑平合作创作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少年行》（即电影《红孩子》），

描写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一群儿童成长为革命少年的故事。1954年加

入中国作家协会。1964年参加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诗词部分的写作。粉碎

“四人帮”后，与树园等合作创作了话剧《杨开慧》并继续创作歌词。现任中国歌

剧舞剧院院长，是中国音乐创作界不折不扣的词坛泰斗。历任文化部、中国戏剧

家协会、中国歌剧舞剧院专业创作干部，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一级编剧、全国第

八届政协委员。著有歌词集《小船儿轻轻》、歌词《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

《祖国颂》《牡丹之歌》《难忘今宵》《思念》《说聊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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