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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古诗音画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汉赋、唐诗、宋词、元曲

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瑰丽遗产。我国的古典诗词,不仅文辞优美,而且具有音乐

性。诗的节奏美是适应舞蹈和吟唱的需要而形成的,它是人的生理节奏和生活

的自然节奏的统一。词源于诗而又不同于诗,它除了具有诗的音乐特点外,还有

自身的特点,古代诗词又与绘画不可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音乐与绘画情景

交融,音乐与诗歌韵味隽永”这两句话正好道出了它们的关系。设计这个主题正

是为了让学生了解这笔遗产,珍惜这笔遗产,从而继承和发展。
这一主题以“古诗今咏”“盛唐诗乐”“音乐、诗情、画意”呈现。通过学唱古诗

词歌曲、欣赏古曲和表现古诗词意境的名画,学生扩展了视野,了解相关的文化,
热爱优秀的中国文化。

(二)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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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和演唱,感受音乐与诗歌完美贴切的结合,对以我国古典诗词

为题材的现代声乐作品有进一步学习的愿望。

2.引导学生体验教材作品所表达的诗情画意,以开阔思路,充分发挥想象

力和创造力,表现作品的意境。

3.学习吟诵式演唱,感受多种表现形式,增强表现能力。

4.通过演唱和欣赏,了解相关的文化,提高人文素养。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歌曲《春晓》

  歌曲《春晓》系赵奉先、赵佳琳为唐代诗人孟浩然诗《春晓》所谱的曲。
这首诗写出了作者对春天风光的喜爱和对春天在不知不觉中逝去的惋惜。

春天气候温和,又日长夜短,夜晚睡觉,不知不觉就天亮了。刚一醒来,只听得传

来阵阵悦耳的鸟叫声。春天是多么令人喜爱啊! 然而,朦胧中记起昨晚刮风下

雨的声音,不禁担心有多少花儿在风雨声中飘落了。这反映了诗人对美好春光

的怜惜。
此歌为民族五声徵调式。4小节前奏概括了歌曲的基本情绪,4个音乐短句

明显地具有起承转合的特点,二声部合唱是前4个短句的变化重复。全曲音域

九度,音乐手法十分简洁,重复时的第一句音乐提高了五度,形成了音乐的高潮。
整个歌曲非常短小,易唱、易记。此歌于1996年获“海内外中华古诗词谱曲大

赛”三等奖。
孟浩然(689-740) 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湖北襄阳人。早年在故乡鹿门

山隐居,后来又出外游历过许多地方。他的诗以写田园风光著称,是山水田园诗

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过故人庄》《早寒有怀》等。
赵奉先(1938- ) 男,河北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1961年毕业于内

蒙古师范大学音乐系。曾创作《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大合唱》《老人与孩子》、
歌曲专辑《森林之歌》等。

赵佳琳(1969- ) 女,原籍河北。1993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竖

琴专业,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多次参加“上海之春”等大型交响音乐会的演

出。和父亲赵奉先一起创作了数十首古诗词歌曲,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推进素

质教育,陶冶情操很有益处。

(二)欣赏《明日歌》(独唱)

这是一首具有民族风格的劝勉歌,明代钱鹤滩诗,现代作曲家晓河谱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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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七声羽调式。
歌曲以通俗的道理、生动的比喻告诫人们要爱惜时间、珍惜生命。全曲由三

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4个方整的乐句;4个小节的间奏后进入第二部分,仍
由 4 个 乐 句 组 成, 但 节 奏 比 较 自 由,

“

……”第三部分节奏更为自由,可视为第二部分的扩充,起着尾声的作用。
晓河(1918- ) 男,江西上饶人。曾用名何鉴、何桀。曾任解放军艺术学

院教务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1938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长期从事部队文

化工作,因其音乐作品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了贡献,曾荣立一、二、三等功。代

表作有歌曲《山是我们开》《勘探队员之歌》《三杯美酒敬亲人》《几内亚比绍共和

国国歌》等。

附谱:

明 日 歌
(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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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赋得古原草送别》(男中音独唱)

这是一首宫调式的男中音独唱歌曲,三段式结构。
歌词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作,写于白居易16岁时。通过对野草的描

绘抒发送别朋友时的情绪,诗的前四句写野草虽有枯有荣,但年年生长,所以千

古长在。五、六两句,一方面继续写出了芳草的繁茂,一方面写人事有变迁,不能

如野草岁岁常新。结尾两句借芳草来寄托别情。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两句,表现了野草的顽强生命力,后来人们借以形容新生的革命力量是扼杀

不了的,成为很有名的诗句。
古原:古老的原野。
荣:繁茂。
远芳侵古道:野草长满了古老的道路。
萋萋满别情:无边无际的野草满含惜别情。
歌曲结构为A+B+A。
第一乐段为6个乐句,末两句是三、四句的变化扩充,强调了“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在宫音上坚定地结束。4个切分音的运用,尤其是“ ”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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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现,使这个音乐主题很有气势。
第二乐段在音乐的速度、节奏和旋律的进行上都与第一乐段形成鲜明的对比,感

情细腻、深切感人。尤其是“ ”处

的大跳和宣叙的音调把送别友人的惜别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乐段是第一乐段的再现。
白居易(772-846) 又名白乐天,下邿人(现陕西省渭南县),唐代著名诗

人,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一,十五六岁时就作诗。他早年生活贫困,曾在

农村居住,知道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后来做了左拾遗(谏官),和当时的太监及

顽固的官僚进行过斗争,写了许多讽刺统治阶级的诗,受到迫害,降职做江州(现

在江西九江市)司马(官名),以后又做过杭州和苏州刺史(官名)。他在这些地方

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当时苏、杭一带的老百姓都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好

官。他的诗通俗易懂,真切感人,艺术成就很高,为广大人民喜爱和传诵。代表

作还有《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等。

附谱:

赋得古原草送别
(男中音独唱)



148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七
年
级
下
册

(四)欣赏《唐诗里的月光》(女声独唱)

这是一首小调式的女声独唱歌曲,抒情优美,富有激情。歌词极富诗意和想

象,“牵着花香流淌……”“裹着酒香飘扬……”,月光在华清池里轻轻荡漾、脂粉

凝香月下舞动霓裳。音乐频频运用切分节奏,配合旋律递进上行的走向,自如地

进入高潮,犹如置身于摇曳的月光下、荡漾的华清池旁,伴着琵琶轻声弹唱,追着

云彩飞翔。

附谱:

唐诗里的月光
(女声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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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欣赏《关山月》(民乐三重奏)

这是一首古曲,由孙贵生改编,古琴、箫、二胡三重奏。
《关山月》原为汉代乐府歌曲,属于“鼓角横吹曲”,是汉代守边将士骑在马上

奏唱的。唐代诗人李白曾为之填写新词,内容是抒写作者感怀古代边防战士的

艰难困苦。

关山月①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②。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③。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④。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⑤。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⑥。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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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篇写边塞将士战斗生活的惨苦以及他们的思归之情,表达了诗人对广

大戍边将士的同情和关切。关山月,乐府旧题,内容多写离别哀伤之情,属横

吹曲。

②天山:今甘肃省境内的祁连山。

③玉门关: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汉唐时通往西域的重要关塞。

④汉:指汉王朝。下:出兵。白登:山名,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东。据《汉书·
匈奴传》载,匈奴兵扰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汉高祖在白登与匈奴作战,被困七

天,伤亡惨重。胡: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此指叶蕃。窥:伺机骚扰的意

思。青海湾:即青海湖,在今青海省。唐初其地为吐谷浑所有,后被吐蕃所占,唐
和吐蕃经常在这里作战。

⑤由来:从来。

⑥戍客:守卫边疆的战士。边邑:边地的城市。苦颜:愁苦的容颜。

⑦高楼:此指代身住高楼、盼望戍客归来的妻子。徐陵《关山月》有句:“思妇

高楼上,当窗应未眠。”此为李诗所本。闲:停止。
《关山月》的曲谱,较早的是1768年的《魏氏乐谱》,歌词就是李白填词的那

一首。在1931年的《梅庵琴谱》中改录有《关山月》,两者相近,但无歌词。
这首乐曲带有北方民歌的风味,旋律进行平稳,感情深沉、缠绵,并略带凄

凉,用五声宫调式写成。
孙贵生(1937- ) 上海市人,民族器乐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员,任职于

中国电影乐团。对笛、箫、古琴均有深入研究,演奏技艺精湛。
李白(701-762) 又叫李太白,是我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出生在中亚的

碎叶城(当时是唐朝的土地)。李白5岁时跟随父亲搬到四川江油县的青莲乡。
他从小爱学习,读了很多书。相传,他有一次在溪边见一位老太太拿着一根铁杵

在磨,李白问她做什么,她说要把铁杵磨成一口针。李白听了很受感动,读书更

加勤奋,终于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他25岁时离开四川,乘船经过三峡来到长江

中下游,从此游历了祖国的许多名山大川,广泛接触了社会生活,写了许多动人

的诗篇。他是一个具有反抗性格的人,不愿参加封建统治者的考试,因而一直没

有做官。当他已经成了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的时候,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才把他

召进宫廷,但因他不愿在权贵面前低眉折腰,权贵们自然排挤他,不久就被逐出

宫廷。晚年的李白生活很不幸,仅活61岁。
李白一生写了很多诗,流传下来的就有900多首。他的诗揭露了封建社会

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赞美了祖国壮丽的山河。他想象丰富、奇特,善于用

新颖的比喻和高度的夸张来写景抒情,诗的语言优美自然,长期为人民喜爱、传

诵,哺育了祖国一代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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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欣赏《绝句》(齐唱)

绝句是古代的一种诗歌体裁,每首只有四句。五字一句的叫五言绝句,七字

一句的叫七言绝句。现在欣赏的是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没有另外标出题目。
这首诗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描绘了草堂周围的景色。一对黄莺儿在嫩

绿的柳树上欢快地叫着,一行白鹭从水边飞起直上蓝天。从窗子往外远望,可以

看到巍峨的岷山雪景,门前是连通万里的江水,停泊着许许多多的船只。从这幅

优美开阔的景物图画,我们可以体会到经过辛苦流离以后定居下来的杜甫那种

平静喜悦的心情。四句诗组成了两副工整的对联。
窗含:从窗口可以看到的意思。
西岭:成都以西的岷山。
千秋雪:千年的积雪。
东吴:现在江苏省一带古代称东吴。
万里船:相隔万里远的东吴来的船只。

这是一首宫调式的歌曲,用 拍, 拍交替使用,以领唱、齐唱形式演唱,给

人的感觉是教师教学生读诗,教师教一句学生跟一句,然后师生一起读一遍,非
常有趣。

杜甫(712-770) 又名杜子美、杜少陵,出生在河南巩县。是同李白齐名的

伟大诗人,人们往往将他们并称“李杜”。杜甫青年时代曾经到河南、山东、江苏、
浙江一带游历,扩大了眼界。35岁时,杜甫来到当时的国都长安,想要在政治上

干一番大事业。但在反动统治集团的排挤下,他在长安住了10年,生活愈来愈

困难,最后才得到一个很小的官职。可就在这时,安史之乱爆发了,在8年的战

乱中,杜甫曾经同老百姓一起逃难,做过安禄山的俘虏。贫困流离的生活加深了

他对社会的认识,对人民疾苦的了解,思想逐渐接近苦难中的人民,并写了许多

忧国忧民的诗歌。公元759年,杜甫漂流到四川,依靠朋友的支援,在成都附近

的浣花溪边建了一个草堂定居。几年后,朋友去世,他又带上全家离开四川,沿

长江漂泊到湖北、湖南,来往在湘江上。不久,因贫病交加,在漂泊中死去。杜甫

给我们留下1400多首诗歌。他的诗好比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真实而深刻地反

映他那个时代的面貌,描写了人民遭受的苦难,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荒淫。

(七)歌曲《秋思》

歌曲《秋思》采用元代马致远小令《天净沙·秋思》为歌词,天净沙是曲牌名。
元代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之分,天净沙是小令,即只有一支曲子。马致远著有小令

104支,而秋思是他所著小令中最著名的一支,被称为“秋思之祖”。
《秋思》以郊野日暮的秋景为衬托,抒写了作者深沉的愁思,凝聚着作者长期

漂泊的切身体验,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失意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寂寞愁苦的情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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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传诵不衰。
音乐用羽调式谱写,吟诵式的行腔,具有戏曲的韵味,以景达情,融情入景。
前三句纯是写景,宛然一幅深秋图:

枯萎的藤枝,古老的树木,黄昏的乌鸦,一切显得如此凄凉、如此冷漠,原能

给人以恬静之感的“小桥流水人家”,也变得冷落、空寂。再面对古老的驿道,惨
烈的西风,瘦弱的马匹,悲凉之气到达极点。

四、五两句收结全曲,点出题旨。当落日余晖无力地斜照大地时,沦落天涯、
思念故乡的游子更觉伤感、孤独。“断肠人在天涯”一句震撼人心,把感情推向最

高潮。此时,音乐在高音区重复了末句,更是催人泪下。

马致远 大都(今北京)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

初。早年曾热衷于功名,但未得志,漂泊20余年后才进入仕途。官场的黑暗及

统治集团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使他不满现实,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50岁时

就离开官场,隐居山林。
马致远生活在杂剧创作最兴盛的时期,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散曲家,有“曲

状元”之称,后世把他与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虽然分为“古诗今咏”“盛唐诗乐”“音乐、诗情、画意”3个部分,但全

部内容都是“古诗音画”这个主题的不同侧面。教学时应有总体设计安排,3个

部分可以改变其排列顺序;教材中选用的作品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必

要的更换。
本单元教学重点是了解音乐及其与诗歌、绘画的关系,而不是背诵几首古诗

(或复习几首古诗),也不是会唱几首诗词歌曲,更不是孤立地欣赏几幅绘画作

品。老师不宜多讲,而应让学生通过听、唱、想对三者(音乐、诗歌、绘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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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感性认识,尽可能多记住一些音乐片段,了解一些相关文化,扩展他们

的思路、丰富想象力,增强创造力,提升对我国古典传统音乐文化艺术的热爱

之情。

(一)古诗今咏

教材安排了学唱《春晓》、欣赏《明日歌》两首歌曲,教学中注意几点:
1.学唱《春晓》,可让学生先吹奏曲调,首先学会第一声部,然后学吹第二声

部,最后两个声部合奏。此曲的节奏和旋律都不难,但要注意合唱部分的细微变

化,如“ ”(齐唱部分是“ ”),“ ”(齐

唱部分是“ ”),另外,合唱部分在音程上的变化也应在吹奏时让学

生准确地掌握。
学唱《春晓》时,因已有了吹奏的基础,就相对容易了。侧重点应让学生充分

地感受音乐表现的意境,可让学生谈自己的理解和歌曲感情的处理办法。
2.《明日歌》作为欣赏,可采用视唱法学唱第一部分。后面的内容也可用视

唱、听唱。

歌曲中几处切分节奏应让学生认识,并单独练习,如: 、 和

, 是跨小节的切分音,要让学生明确,并配合划拍练习。

歌中有两处七度大跳 和 是难点,可让学生多听老师弹奏后

再唱。
欣赏时要特别注意歌曲的风格。第一部分要让学生能背唱。
作者介绍可以从简。

(二)盛唐诗乐

这一部分是欣赏曲:男中音独唱《赋得古原草送别》、欣赏《唐诗里的月光》、
民乐三重奏《关山月》,教学中注意几点:
1.《赋得古原草送别》。
教材中的背景画就是该作品的意境,应充分利用画面以启发学生联想。
欣赏时要让学生听出三段式结构特点,了解这种结构的表现作用。
结合欣赏复习男中音的特点、简介演唱者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的生平。
要求学生背唱音乐主题(连同歌词)。
有条件的还可以让学生发挥想象力,随音乐欣赏进行表演。
2.《关山月》。
既有歌曲谱又有李白的诗句,可引导学生以诗意来理解音乐作品,但绝对不

能将音乐和诗句逐一对号,而应是从总体上感受。对诗人李白的介绍不是本节

课的主要任务。
此曲为民乐三重奏,至于是哪3件乐器,应让学生在欣赏过程中听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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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先做介绍和提示,学生可以自由发言,甚至争议后,做出准确的判断。

(三)音乐 诗情 画意

这一部分包括欣赏《绝句》、歌曲《秋思》。教学时注意以下几点:
1.请始终注意“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音乐与绘画情景交融,音乐与诗歌韵

味隽永。”几句话,并将其贯穿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去探索三者的联系。
2.《绝句》。
这首欣赏曲是齐唱,给人以教师教学生吟诗的意境,女中音领唱犹如教师在

教,童声跟唱犹如学生在学,接着齐唱一遍,好似学会以后齐诵一遍。可由学生

自己来感受上述特点。学生可跟随录音吟唱此歌,吟唱时可自由一些,不必将旋

律卡得过死,让学生在吟唱中感受这首古诗歌曲的特点。在吟唱前后,还可离开

旋律自由地吟诵。
3.《秋思》是让学生学唱的,不能忽视画面。这首歌的学唱还必须重视几点:
(1)语言行腔的韵味,与一般歌曲不同,怎么不同法? 不要由老师先讲,而应

在学唱过程中,让学生自己去感受体会。
(2)倚音、波音在这首歌中有着重要作用,重要体现在哪里? 也应让学生自

己去感受。
(3)演唱的分句、换气以及气势的处理,在这首短小的唱段中都不可忽视。
总之,要让学生通过学唱受到艺术感染。
4.本单元的全部画面都与主题“古诗音画”有密切联系,如:编钟、演奏图、

唐筝、古代五弦琵琶、扇面诗以及许多作品的意境画,多为名作,在教学中要充分

重视其作用。

四、课例

盛唐诗乐

———选自第五单元“古诗音画”

(一)教学目标

  1.品唐诗,理解诗词意境及背景,并能从诗的韵律中感受与音乐相通的

地方。
2.能从古诗词的听赏与咏唱过程中想象音乐意境及特点,并能用简单的语

言描述听赏后的感受。
3.理解声音艺术与语言艺术之间的关系,联想到相关的诗词、音乐,能进行

乐配诗、为诗选乐、试着吹奏乐曲或进行舞蹈动作设计等编创活动。
4.在教师的引导和鼓励下,学生能够对讨论的问题进行互评。

(二)教学设计思路

本课主要从音乐与相关文化———诗歌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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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审美情操。提倡学科之间的高度综合,鼓励学生在体验与感受中进行一定

的编创活动,让学生了解音乐与诗歌的内在联系。吟唱以古诗为词的歌曲,欣赏

与古诗内容和意境一致的古曲,拓宽视野、提高学生音乐鉴赏与审美能力。本节

首先回顾上一课时内容,介绍音乐与姊妹艺术———诗歌之间的关系,比较音乐与

诗歌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共性与差别,再介绍本节———盛唐诗乐。引导学生听赏,
有感情地哼唱曲调,朗诵古诗词———探索音乐中的诗意。如听赏古曲《秋江夜

泊》《关山月》及欣赏歌曲《赋得古原草·送别》等。

(三)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
组
织
教
学

随铃声举行上课仪式。
教师引导学生讨论交流上节课的作业。

举行上课仪式。
学生 主 持 关 于“盛 唐 诗 乐”的
讨论。
学生交流上次布置的作业———
唐诗及代表人物简介。

以“兴 趣、爱 好”为 动

力,营 造 音 乐 教 学 氛

围,让学生的注意力尽

快转移到音乐教学中。

(二)
情
景
导
入

教师:同学们,古诗今咏真是别有一番

韵味! 那么我们今天将探讨新的音乐

内容,新课之前请大家回顾这样一个问

题:从小学到现在,你们经历过送别吗?
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你当时的心情

如何? (如:上学读书妈妈送别时的情

景……)
小结:同学们讲述的送别故事都十分感

人,很好!
教师:同学们再思考一下,人们送别时

会产生什么样的心情。
教师:是啊! 人们送别时的心情是复杂

的,有叮咛、有牵挂、有伤感、有无尽的

祝福和期待……

学生分别讲述回忆自己送别时

的情景及心情,积极开展课堂

交流。

学生随教师的启发再一次体会

离别时的心情。
学生甲:伤感、伤心

学生乙:叮咛、牵挂

学生丙:……

引导学生从亲身感受

体验中描述送别时的

场面和心情,为即将开

始的新课作铺垫。

(三)
新
课
教
学

教师: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教师播放歌曲———《赋得古原草送别》

1.大屏幕展示《赋得古原草送别》谱、
词音乐及听赏要求:

①谈谈听赏音乐后的感受;

②用简单的语言描述歌曲的特点、演唱

形式、人声特点和对诗歌的理解。

1.学生听赏歌曲《赋得古原草

送别》。

2.有表情地朗诵歌词。

3.讨论相关问题并用简单的语

言描述其情景。

感受音乐与诗歌风格

的统一。

学生讨论听赏歌曲后

的感受,再从教师的小

结中明白歌曲总的特

点及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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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
课
教
学

教师小结并补充:这首诗是唐朝诗人白

居易16岁时所写,诗中通过对野草顽

强生命力的描绘,抒发了送别友人时的

心情,诗人借小草歌颂友谊、勉励朋友,
在失意伤感时要勇敢乐观地面对生活。
这首歌曲以切分节奏×××居多,它使

音乐富有动力感的特色,唱时男中音声

音厚实使音乐显得苍劲、豪放,很好地

表现歌曲内容。
教师钢琴弹奏《赋得古原草·送别》音
乐,引导学生用圆润的声音轻声随乐哼

唱歌曲片段。
2.教 师 引 导 学 生 重 点 听 赏《秋 江 夜

泊》。提示学生思考:
①音乐情绪如何?
②简单描述乐曲意境、乐曲特点和由什

么乐器演奏及其音色特点?
教师补充:这首由古曲改编的萧独奏乐

曲,速度缓慢(前1~4小节长音节奏),
G大调,4/4拍,节奏简单易唱,体现出

诗的意境:月黑风高,秋霜满地,夜深人

静……音乐从另一角度体现出诗人人

生旅途失意和痛苦的心情……
教师问:能否由《秋江夜泊》联想到另一

首相关的诗?
(大屏幕显示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

泊》)
《枫桥夜泊》
[唐]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③教师弹奏《秋江夜泊》音乐主题。
教师引导学生情感思维,从音乐的速

度、旋律、强弱节奏中分析和感受音乐

意境。
3.教师引导学生带问题听赏《关山月》
(大屏幕显示)。
提示学生思考:
①音乐描述的是怎样的情景。
②是 用 什 么 乐 器 演 奏? 其 音 色 特 点

如何?
教师补充:这是一首在唐代以后一直广

为流传的民族器乐曲,乐曲描绘了边塞

风光及望月引起的情思。整首乐曲较

慢,F大调,2/4拍,附点及含十六分音

符节奏型较多,旋律优美流畅。
③教师弹奏《关山月》音乐主题。

4.边看歌曲画面边随音乐哼唱

歌曲片段。

5.学生交流自己对诗及歌曲内

涵的理解。

6.随 琴 声 轻 声 哼 唱 旋 律 及 歌

曲,体验音乐韵味。

7.学生听赏《秋江夜泊》。
学生分别用语言描述(萧独奏:
音乐 古 朴、浑 厚,乐 曲 情 绪 伤

感)。

8.学生积极思考、回答。

9.随音乐一起朗诵《枫桥夜泊》
诗句,体验其诗词意境。
(1)学生随音乐哼唱。
(2)合着教师琴声用竖笛一起吹

奏音乐主题。
(3)一部分学生随琴声用竖笛为

音乐主题伴奏,一部分学生随着

琴声朗诵。
10. 学 生 随 第52页 画 面 聆 听

《关山月》音乐,边听边想象音乐

情景。
11.学生交流讨论、回答问题。

12.学生合着音乐富有表情地

朗诵诗词并哼唱音乐主题。

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
培养学生横向、纵向联

想分析能力和艺术鉴

赏能力。
培养学生音乐辨别及

欣赏能力。培养学生

边听边联想的能力。

培 养 学 生 丰 富 的 想

象力。

师生互动,用不同的形

式 表 现 音 乐,体 验 诗

歌、音乐的意境美。
感受不同风格和情绪

的 音 乐,丰 富 学 生 听

觉,提高学生鉴赏音乐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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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综
合
表
演

提示学生分组选择自己喜欢的形式表

现诗歌。

教师对学生的表演以鼓励为主,适当地

加以评价。

学生积极参与表现、感受和体验

音乐的表演活动:
第一小组:一部分同学哼唱《赋
得古原草·送别》,另两位同学

有表情地朗诵《赋得古原草·送

别》。
第二小组:一部分同学运用乐器

吹奏《秋江夜泊》主题,另一部分

同学有表情地朗诵《枫桥夜泊》。
第三小组随音乐《关山月》舞蹈。

注重音乐实践,激发学

生兴趣,并进行一些创

造性的音乐活动,培养

学生的音乐创造能力。

(五)
课
堂
小
结

1.小结本课内容。

2.概括音乐与诗歌的内在联系。我国

诗歌在唐朝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通过

本课教学,我们可以体会到,音乐体现

着诗的情感,音乐与诗歌韵味隽永。

学生自由发表“音乐与诗歌”的
见解。

发挥学生个性特长,培
养学生艺术欣赏能力

和音乐实践能力,丰富

学生音乐体验。
将音乐与诗歌联系起

来,体 现 艺 术 的 综 合

性,让学生初步了解音

乐与诗歌的相互联系。

五、补充资料

(可选用)

春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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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用)

明 日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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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用)

枫 桥 夜 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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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夜泊①

[唐]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②。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③。

①本篇抒写游子漂泊的困顿和愁苦:枫桥夜泊,愁对渔舟,月落乌啼,疏钟远送,在这寂

寥而浓重的夜色中,跳动着一颗不眠的诗心,也创造着一种深幽的意境。枫桥:在今江苏省

苏州市西。题一作《夜泊枫江》。

②江枫:江边的枫树。渔火:渔船上的灯火。对愁眠:陪伴着愁思难眠的旅人。

③姑苏:苏州的别称,因城外西南有姑苏山而得名。寒山寺:始建于梁,原名妙利普明塔

院,相传唐诗僧寒山曾住此寺,因而得名。

寒山寺

寒山寺始建于梁天监年间(502~519),据传唐初两僧人寒山、拾得曾在此住

持,“寒山寺”之名由此而来。后因张继诗《枫桥夜泊》而名声大振,中外知晓。
寒山寺山门前有“古寒山寺”匾额,为程德全所写。主要建筑除大雄宝殿外

还有庑殿、藏经楼、碑廊、钟楼、枫江第一楼等。寺内大殿两侧陈列有寒山、拾得

两僧塑像和香樟木雕五百罗汉。大雄宝殿内佛座两边和后壁,嵌有寒山子诗36
首及韦应物等历代诗人诗作10余首,大殿后藏经楼下还有宋代张樗寮所书《金
刚经》石刻等。

钟楼为明代嘉靖年间所造,相传张继诗中提及的那口古钟已轶,明代所铸的

大钟也流往日本,现钟楼内大钟为清代所铸。日本明治38年,日本人士募铸小

型唐式乳头铜钟一口送来寒山寺,现悬寺里大殿内。
碑廊中有宋以来历代名人墨迹石刻,其中包括岳飞、文徵明、唐寅、俞樾、康

有为等。“枫江第一楼”是后来移建入寺的古建筑,结构精致,因前檐接榫处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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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篮两只,故该楼又有“花篮楼”之称。
寒山寺周围更有“江树桥”“铁铃关”等古迹,古运河从寺边流过。寺内原还

有古佛像、七层宝塔等胜迹,惜乎皆先后毁于战火。寒山寺宝塔的重建工作现已

开始筹备。

寒山与拾得

唐朝初年,苏州枫桥镇上有一位老和尚,经常为当地百姓施药舍茶。那天,
一对讨饭的夫妻带着一个十来岁小男孩来到老和尚住处,请老和尚发发善心,收
这个小孩做徒弟。老和尚见小孩没吃没穿,可怜他,便将他留了下来。

老和尚问及小孩的名字,小孩答道,他出生的那天,正逢大雪,家中已断食,
父亲顶着大雪去山里砍柴,差一点冻死,母亲为让儿子记住父亲的苦难,便为他

取名寒山。
过了一年,一位病重的老汉和一位十来岁的小男孩来找老和尚。老汉对老

和尚说,这个男孩是忠臣子弟,现在他的家人都被奸臣杀害了,只留下这根独苗,
请收下他做个徒弟吧。于是这个小男孩也被好心的老和尚收留了下来,取名为

拾得,意思是捡来的孩子。
日月如梭。转眼老和尚已80多岁,自知须准备后事了,便把寒山、拾得叫到

身边,分别给了两人半本真经和一枝荷花。老和尚“圆寂”后,寒山、拾得分别往

名山求仙访道,相约明年这时在枫桥再会。第二年,两人如约而至,各自从圆盆

中取出半本真经和两枝荷花合在一起,两人感悟到:师父临终的遗愿就是要我们

俩荷(和)盒(合)一起,友好相处,诵颂真经,得道成仙啊!
几年后,拾得再次离开枫桥外出云游传道,相传最后东渡到了日本,在日本

还有“拾得寺”一座。而寒山则仍留在枫桥,为百姓施药舍茶。寒山圆寂后,枫桥

百姓在当地建了一座庙,取名寒山寺,以纪念寒山、拾得这两位高僧。后民间称

他们两人为“和合二仙”。寻常人家办喜事,都要挂一幅“和合二仙”的画轴。据

说寒山、拾得本是前世冤家,经过丰干大师点化,终于双双成为高僧。
另据考证,历史上也确有寒山、拾得两人。寒山原为农村贫苦农家之读书

郎,有家室,有子女,自耕自食,称自己为“贫子”。因生活逼迫,世道险恶,终于愤

而到天台翠屏山隐居。据唐末《仙传拾遗》载:翠屏山“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
而他“自号‘寒山子’”。后寒山在常去的国清寺结识了清理厨房杂工拾得,两人

意气相投,很快成为密友。正因为认识了拾得,寒山终于也皈依了佛门,但他们

两人在寺内并不参禅诵经,规规矩矩,而是成天疯疯癫癫。寒山和拾得常会说出

哲理很深的禅语,而众僧不能理解,只当他们是在说疯语。国清寺中唯有长老丰

干慧眼独具,非常器重他们两人。拾得据说是一个孤儿,丰干长老行至赤城,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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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路旁有小儿啼哭,遂收入抚养,并将之带到天台国清寺为僧,取名拾得。
寒山和拾得都是极有造诣的诗僧,《全唐诗》中收有寒山诗一卷,共有303

首;收拾得诗一卷,共50来首。

寒山寺的古钟

在寒山寺,最为游人感兴趣的就是那口大钟了。寒山寺古钟已几易其物。
张继《枫桥夜泊》中提到的那口唐钟,据记载是“炼冶超精,云霄奇古,波磔飞动,
扪之有稜”,可见是一口工艺价值极高的珍品,非常可惜的是这件国宝已不知

下落。
明代该寺修建钟楼并新铸了一口铜钟,明末乱世,此钟又神秘地消失了。有

一种说法是“钟遇倭变,销为炮”。明末苏州一带曾遭沿江而上的倭寇侵扰,枫桥

作为苏州的西北大门是抗倭重要门户,情急之下,销钟为炮不是没有可能,国难

当头,想必僧家也愿献宝的。另一种说法是这口明钟流失到了日本,相信此说者

大有人在,清末康有为就曾经赋诗:“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枫”,表达了

他对明钟流失日本的无比痛惜之情。作为此说印证的是日本明治年间石刻大师

山田寒山还专门在日本国内寻访搜索过这口明钟,但毫无结果。但山田寒山坚

信此钟失于日本,故而重铸了一口奶子钟,回赠寒山寺。抗战胜利后,要日本归

还寒山寺明代古钟的呼声甚高,当时的寒山寺住持曾培元也出面要求当时政府

与日本交涉此事,但终因失传太久,没有结果。
清光绪三十年,江苏巡抚陈虁龙重修寒山寺时又新铸大钟一口,重3600斤,

据说此钟内含有乌金,所以撞击时钟声特别洪亮,传之久远。现今寒山寺钟楼内

挂的就是这口清代大钟。
关于寒山寺的古钟,还有一个神话色彩浓厚的传说。说唐朝初年,西天佛国

飘来一口青铜古钟,正好停在寒山寺门口大河的驳岸旁,寺内僧人拉了半天拉不

上来。拾得和尚找了一枝竹竿跳上古钟,竹竿轻轻一点,想不到古钟便顺流东

下,渡过东海到了日本。寒山为纪念好友拾得,仿造古钟铸了一口大钟悬于寒山

寺内。这当然是神话,不过神话往往是有一些生活依据的,分析这则神话,也有

这种可能,即寒山寺最早的古钟也是僧人“发现”的,说不定还是唐以前的古

物呢!

“夜半钟声”的古代“官司”

由张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一佳句吟出,寒山寺更为知

名。但不久便引出一场文坛争鸣,好不热闹。北宋散文大家欧阳修最先质疑,他
说,寺里夜半根本不撞钟的,何来“夜半钟声”,进而认为张继诗虽好,但犯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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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性的错误。此言一出,语惊四方,并引起争论。于是,知名文人纷纷表示各

自看法。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反驳说:“欧公盖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僧寺,实半夜

鸣钟,或谓之定夜钟。”清人叶昌炽所撰《寒山寺志》中载有不少当时争鸣的情况,
趋向性意见是半夜敲钟不独姑苏有,在唐代,寺庙半夜敲钟的情况还是比较多

的,问题是确有不少寺庙无“夜半钟声”的情况,欧阳修质疑的根据也在于此。
寒山寺的敲钟不是用于报时的,而是按佛法规程办事。每年除夕之夜,寒山

寺要敲钟108响,这也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了。为何要敲108下? 也有两种说法,
一是一年有12个月,24节气,72个候(5天为一候)加起来正好108,年终敲钟

108响,表示一年已终结,有除旧迎新的含意。另按佛经的教义,人生有108个

烦恼,每撞钟一下,便消除一个,这也是预祝来年人们幸福安康的意思。

洒向全球的歌声

———记青年歌唱家廖昌永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三次在国际声乐大赛中夺冠,给中国人争了

光,长了脸。廖昌永的名字已如雷贯耳,声震世界歌坛。
在约定见面的钟点,廖昌永按时前来,他穿着朴素,一件夹克衫,一条牛仔

裤,一双旅游鞋,完全不是舞台上身着燕尾服,在聚光灯照射下和掌声包围中,面
对听众,频频鞠躬、彬彬有礼的样子。初次见面,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没有任

何官职和头衔,只有男中音廖昌永六个字,这使我又添了几分对他的好感。
也许是由于他的朴实可亲,我们又都是四川人,又先后从师周小燕教授之

故,我们这一对师姐师弟和老乡,一见如故,感到亲切。我用四川话问他是四川

哪里人? 他说:“郫县。”我说:“郫县豆瓣,又辣又香。”我们不约而同笑起来,同时

也就谈起来。
廖昌永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天生一副好嗓门,从小爱唱歌。政治老师把他

推荐给男高音歌唱家周维民学了一年后,廖昌永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

罗魏。罗魏去美国后,廖昌永有幸到了周小燕教授班上。廖昌永虽然声音条件

好,但音乐基础差,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分不清英语中的“N”和“L”,把“娘”说
成“梁”,把“牛奶”叫成“留来”。这成了他学习声乐的阻力。为了克服乡音,他把

每个字注上音标,反复读,反复识正,不仅练出纯正的国语,还练出正确的法语、
德语、意大利语,他的歌谱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作品风格、人物感情、音乐处理、老
师的要求……他查阅资料,听唱片、音带,不分严冬酷暑,整天在他那间不足十平

方米的琴房里思索、苦练。读完五年本科后,他以优异成绩直升研究生,两年后

获得硕士学位,留校做了青年教师。
七年寒窗苦,迎来硕果累累,喜获丰收的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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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廖昌永首战告捷,在“太平洋之声”全国选拔赛中获优胜并于5
月赴美国旧金山歌剧院学习、演出;1993年9月在朝鲜“四月之春”艺术节,获个

人演唱金奖;1994年6月获法国第20届巴黎国际声乐比赛最佳法语歌曲演唱

奖,成为该比赛成立以来,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歌唱家;1995年获华东地区“为
了和平”歌唱大赛专业组最高奖“和平金奖”;1996年获法国第41届图鲁兹国际

声乐比赛第一大奖;1997年6月荣获’97普拉契多·多明戈国际歌剧咏叹调演

唱比赛第一名;同年8月获挪威宋雅王后杯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创下不到一年

连获三项国际声乐大赛第一名的光辉纪录。
捷报频传,欢声雷动,上音师生们为廖昌永的胜利而自豪,称他参加比赛是

神枪手打靶———百发百中。在热烈的祝贺声中,廖昌永却想起在夺取胜利的路

程中,那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艰难足迹:
法国第41届图鲁兹国际声乐比赛,参赛的有30多个国家的150多名选手,

第一轮选拔赛后,廖昌永和36名选手进入半决赛。由于时差和旅途的过度疲

劳,他上场后不久,就脸色发白,眼睛发黑,汗珠布满额头,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

演唱,当参赛的第二首歌唱到一半时,实在坚持不住,一走下台就昏倒了。医务

人员给他输了氧才醒过来。虽然廖昌永只唱了一首半歌,但他美妙的歌唱已征

服了大家。评委们一致决定,让他晚上再唱一次。当晚,廖昌永重振雄风,终于

以高超、出色的演唱,赢得了全场听众长达十几分钟的热烈鼓掌并狂喜地跺脚。
全体评委和全体听众选举结果,一致通过授予廖昌永男子组第一大奖。当廖昌

永手捧着法国总统赠送给第一大奖获得者的塞夫勒瓷瓶和第一大奖证书时,泪
花在他眼里闪烁,他心里反复在说:“祖国! 我的同胞! 我没有辜负你们的

期望!”

1997年5月在东京举行的由普拉契多·多明戈发起组织的国际歌剧咏叹

调比赛,共有3000多名歌手寄去录音带参赛。廖昌永取得入围赛后,没带伴奏

和翻译,只身一人去闯东京。在第一轮比赛中,他演唱了歌剧《假面舞会》中的

“是你玷污了一颗纯洁的灵魂”和歌剧《赛维勒的理发师》中的“快给忙人让路”两
首咏叹调。廖昌永出场时,这个个子矮小、一头黑发的中国人,并未引起多明戈

的注意,但小廖唱了几句后,他就从不经意的态度到注意力十分集中地听了,还
非常欣赏地为小廖点头、划拍子,还有一个高难度的乐句,许多歌唱家都是唱两

句一换气,小廖却是一口气唱完四句,这使多明戈赞赏不已。
决赛即将开始,多明戈来到廖昌永的休息室给他加油、打气,并和小廖商定

决赛曲目唱古诺的歌剧《唐·卡洛》中的“我的末日即将来临”。小廖完美出色的

演唱,征服了全场每一个人的心,他们打破了演唱中不能鼓掌的惯例,情不自禁

地鼓起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世界著名歌唱家称赞廖昌永的演唱是大师级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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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流的! 多明戈夫妇紧紧拥抱着这位黄皮肤的中国青年,问他:“你是在意大

利还是在美国学的?”当他得知小廖一直是在自己的国家学习时,非常吃惊,连连

追问他的老师是谁? 小廖自豪地告诉多明戈说:“我的老师是周小燕教授。”多明

戈十分佩服地说:“啊! 你有一位伟大的老师,她有非常好的教学训练体系。”多
明戈当即邀请廖昌永1998年去日本和他同台演出。

8月廖昌永又风尘仆仆奔向挪威参加挪威宋雅皇后杯国际音乐大赛。他顺

利通过初赛进入半决赛后,评委指定小廖演唱的六首曲目中,格里格的《天鹅》一
直是用德语唱的,但在合伴奏时却通知他用挪威语演唱,小廖心急如焚,赶快到

挪威音乐研究院图书馆借了挪威文的《天鹅》曲谱,连夜请一位比赛组委会的工

作人员教他读了两遍歌词,然后自己争分夺秒地读到天明。第二天小廖终于字

正腔圆地用挪威语演唱了这首歌,并以出色的成绩夺得了第一名。在雷鸣般的

掌声中,宋雅王后亲手把第一名的奖牌颁发给廖昌永。世界十大男中音歌唱家

中的汤姆·克劳斯激动地对廖昌永说:“中国培养出你这样优秀的歌唱家,是中

国人的骄傲! 你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同年8月廖昌永在挪威创下一个月

中巡回演出40场独唱音乐会的空前纪录,挪威音乐界称廖昌永是“到挪威演出

的最优秀、最出色的歌唱家。”
廖昌永的歌声征服了世界,赢得了亿万人的心! 很多人对他取得如此巨大

的成功,感到不可思议,连多明戈在夸奖廖昌永的发声是世界超一流水平时,也
对他的法语、意大利语说得不错感到不可思议。而廖昌永的恩师周小燕却非常

了解她的学生,她说:“小廖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首先是他痴迷于音乐,为了音乐,
他有一股执着的钻劲、韧劲,他勤奋努力,肯下苦功;他能抓住作品风格、特点,能
深入角色,他唱《大江东去》时,他就是苏东坡,而不是廖昌永。他的歌唱不是演

唱,而是说唱,是在敞开心扉和大家亲切地说话,他人很朴实,他的歌唱自然就朴

实无华。这就是一个东方人唱歌能唱到外国人心坎里,能把自己的同胞和自己

都唱哭了的原因。”

1998年伊始,廖昌永来到北京参加周小燕歌剧中心晋京献演《春华秋实》音
乐会,他完美的歌唱又受到首都音乐界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和赞美。演出结束,我
和小廖握手,向他致贺,并问到他1998年的日程,他说:“1998年应邀去国外演

唱的日程已排满:一月再次去挪威,二月去日本和多明戈同台演出,三月去法国

演出歌剧《风流寡妇》,四月与德国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开音乐会,五月在柏林

歌剧院演出,六月在萨尔斯堡歌剧院演出,七月在维也纳歌剧院演出……”我问

小廖:“不少青年歌唱家为了谋求事业上的更大发展,都到国外去了。你是否也

会这样?”小廖说:“我愿意把中国的声乐艺术介绍给外国人民,也愿意把外国的

声乐艺术介绍给中国同胞,但我毕竟是中国培养的,我更愿在中国舞台上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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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胞演唱! 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功,靠国家的培养,老师的教诲,自己的努力,这
说明出人才、出成绩是多么艰苦和不易,我希望国家和政府能为我国歌唱家创造

更好的条件,使他们能为祖国的音乐艺术不断创造辉煌!”最后,小廖向我透露了

他的一个构想:“去年在成都举办的’97国际熊猫节中,我用美声唱法唱了《同一

首歌》和《拯救地球》两首流行歌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大家热烈欢迎。这

促使我正设想出一张完全用美声唱法演唱流行歌曲的CD。我希望有志于此的

同行们也能做些尝试和努力! 我们不要陷在美声、通俗等唱法的框架里,‘声’总
归要为‘乐’服务,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歌唱方法,掌握了不同时代和不同作品

的艺术风格和思想感情,我们就一定能唱好,并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欢迎。”
迎着1998年初升的太阳,廖昌永又带着他美妙的歌声,飞上蓝天,飞向全

球,飞向亿万热爱歌唱、热爱音乐的人民……

欣赏《秋江夜泊》(箫独奏)

这是一首古曲,由杨表、张维良改编,张维良箫独奏。
唐代张继的著名诗词《枫桥夜泊》中写道:“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

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相传乐曲取自这首诗意。这首诗通过

秋夜江边的景色,表现了旅途寂寞的愁思。诗中岸边的枫树,江上的渔火,船上

旅客的愁眠,构成一幅秋江夜景图,夜空中传来的单调的钟声,更增添了秋夜江

边的幽静和旅途的寂寞。
乐曲的主题节奏平稳,旋律多为级进,表现了秋江夜色的幽静,一个上行的

9度大跳紧接着由高音区级进下行的旋律,勾画了一幅霜满天对愁眠的图景。

此曲用箫独奏,十分深刻感人。
张继 唐代诗人,湖北襄阳人。生活的时代比杜甫(712-770)稍后一些,公

元753年考取进士,曾经在江西等地做官。张继的诗,流传下来50余首。
张维良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民乐演奏家,在吹管乐演奏方面有很高造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