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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乐 园

一、教学思路

  “音乐园”是根据低年级儿童生理、心理的特征,结合本学期的季节特点,对
学生进行阶段性的测评活动。

它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游乐形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通过艺术实践活动和自

评、互评,达到复习巩固、展示才能、发展创造的作用。让每个孩子都得到锻炼,
都能分享成功的快乐。

“音乐园”由四个小标题组成:

1.“观冰灯”;2.“滑冰乐”;3.“游冰宫”;4.“登冰塔”。
“观冰灯”着重让小朋友通过看图听音乐说出曲名,复习、巩固本期音乐欣赏

方面的知识。
“滑冰乐”主要通过竞赛,复习巩固已学唱过的歌曲。
“游冰宫”通过游戏,考查学生综合表演能力和即兴编创能力。
“登冰塔”是通过小组的集体努力,相互合作,进行才艺展示,发展个性特长,

也从音乐实践活动中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教学建议

建议用两课时完成。

(一)观冰灯

老师可创设一个情境,展示冰雪游乐园的场景,并配以一组冰灯画面,如“雪
娃娃”“玩具兵”“花时钟”等,让学生看见这些画面,同时听到相应的音乐,唤起音

乐记忆,达到复习巩固的目的。可采用分组抢答或自由抢答形式进行。

(二)滑冰乐

可采用分组竞赛形式。老师可先选一首乐曲,让学生按节奏做滑冰动作,哪
组小朋友先到终点,就取下挂在树上的一个礼品袋(可粘贴在黑板上),里面是选

唱歌曲的曲名。哪一组小朋友拿得最多又唱得最好就为优胜者。演唱形式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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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冰宫

可用游戏形式进行。

1.先把教室布置成“迷宫”(可用凳子组合),然后请四个小朋友站在路口处

当导游,手上拿着两张卡片:一张是正确路标,但必须完成卡片上的内容要求,方
可继续前进;另一张卡片是错误路标,走不通。

2.小朋友可分成几个小组,在音乐中跟着节拍,拍手前进。走到路口处,领
头的小朋友抽出其中一张卡片,若是正确路标,请小组集体表演或选出代表表演

卡片上的节目,然后继续前进。若是错误路标,则原地暂停一次。谁最先走出迷

宫谁就是优胜者。

(四)登冰塔

可采用小组竞赛形式进行。老师和小朋友共同制定出一个评分标准,然后

每组进行才艺展示,可集体表演,也可进行个人展示。通过表演、模唱、为歌曲或

乐曲伴奏、朗诵儿歌、背唱歌曲等形式,用自评、互评的方式评出优胜者。
在活动中,面向全体学生,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引导学生自评、互评,以

鼓励性评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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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教材选唱歌曲与选听曲目的分析、介绍

一、选唱歌曲

(一)《我们和祖国最亲亲》

《我们和祖国最亲亲》是一首短小、活泼的儿童歌曲,采用 拍,五声羽调式,

一段体结构。歌词的节奏与语言节奏相近,节奏比较规整,容易上口。

(二)《采山》

《采山》是一首欢快活泼的儿童歌曲,歌曲为一段体, 拍,五声徵调式。歌

曲 欢 快、活 泼。歌 曲 的 节 奏 鲜 明、紧 凑,尤 其 是 反 复 出 现 的 节 奏

“ ”,更增添了歌曲的情趣。配合着旋律音程的起伏,歌曲

具有朝气,并富有动力感,配上生动形象的歌词,极易为儿童接受和喜爱。歌曲

描述了小朋友去采山的愉快心情,表现了小朋友采山时灵巧的身影、灵活的手

指,采来的蘑菇、木耳、野果、山菜让丰收的喜悦萦绕在心头,是一首适合儿童学

唱的好歌。

(三)《大象桥》

《大象桥》是一首短小的儿童叙事歌曲。歌曲为一段体, 拍,F大调。歌词

形象生动,特别是歌曲中的衬词和结尾句描述了小白兔过不了桥很着急,在大象

伯伯的帮助下过了河的心情,表现得很生动。歌曲结合巧妙,适易学唱和表演。

(四)《勇敢的鄂伦春》

《勇敢的鄂伦春》是我国少数民族鄂伦春民族的一首歌曲。“鄂伦春”一词是

其民族的自称,有两种含义:第一是山岭上的人们,第二是驯鹿的人们。歌词充

满着无比自豪的感情,语言朴实、简洁,表现了鄂伦春人雄健、剽悍的气质,他们

骄傲地向人们诉说着他们不惧严寒、不怕困难,肩负着巡逻、守护山林的神圣职

责。歌曲为五声宫调式,旋律虽多为级进,却富有朝气和一往无前的精神,连续

的八分音符节奏,表现了奔跑着的马蹄声。全曲由四个方整乐句构成一段体,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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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又可分为两个乐节,和歌词的风格统一,使人们感到十分亲切。

二、选听曲目

(一)《我抱着月光,月光抱着我》

歌曲《我抱着月光,月光抱着我》是五声G宫调式,混合拍子,为“A+B+A”
单三段式结构,吸取了云南阿细人的民间舞蹈《阿细跳月》的音乐发展而成。

开始由电子琴、长笛、单簧管、架子鼓组成的轻音乐队奏出热烈欢快的前奏,
好似描绘在夜间银色的月光下,一堆堆熊熊燃烧着的篝火旁,阿细男女青年庆贺

节日狂欢歌舞的场景。

旋律采用了“ ”

带切分的节奏型,活泼跳跃,富有阿细人舞蹈特点,由主和弦分解进行,起伏跳动

的旋律线条“ ”给人以动感,架子鼓鲜明的节奏、电子琴

有力的和弦、长笛灵巧的加花变奏,以大地烘托了歌曲热烈欢腾的气氛。描写阿

细男女青年身着节日盛装,在银色的月光下,围着熊熊的篝火吹笛子、弹三弦载

歌载舞的欢乐场面,表达了阿细人民对生活的热爱。

(二)《啤酒桶波尔卡》

“波尔卡”是捷克文“Polka”的音译。它是1830年源于波希米亚的一种民间

舞蹈音乐。这种舞蹈的特点是男女对舞,基本动作由两个踏步和一个跳踏步组

成。音乐快速活泼,常以第二拍为重音,二拍子,三部曲式。
“波尔卡”于19世纪中叶在欧洲各地广为流传。捷克的斯美塔那、奥地利的

约翰·施特劳斯、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等均写有著名的波尔卡。
杰拉玛·万卓达(捷克)(1902—1988),在1927年创作此曲,《啤酒桶波尔

卡》是欧洲最流行的波尔卡舞曲之一,是世界著名的管弦乐作品,最佳的演奏形

式是“铜管五重奏”。它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曲子,而且相同的乐句不断反复。整

首曲子旋律富有动感,节奏欢快、活泼,给人一种丰收后的喜悦。它让人立即联

想到节日来临时,人们脸上洋溢笑容,围在一起载歌载舞的狂欢情景。典型的舞

曲节拍,速度较快,使得整首乐曲的旋律轻快、有弹性。乐曲为三段体,ABA的

曲式结构。

A段主题为轻快活泼的小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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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段主题为悠扬平和的旋律。

第三段又回到轻巧平稳的小快板。

(三)《山童》

《山童》是一首优秀的童声合唱歌曲,1989年全国广播新歌“联环杯”征集评

奖活动中,该作品荣登优秀歌曲奖榜首。
《山童》的歌词不仅形象生动,富于儿童情趣,而且语言通俗,读起来朗朗上

口,艺术地表现了山区儿童那美好的童年生活情景。
《山童》的音乐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前奏(第1~16小节)
根据第一部分第一乐段的主题发展而成,2+2结构,情绪欢快活泼。
第一部分(第17~83小节)
齐唱与合唱交替出现。旋律跳荡,节奏活泼,表现了孩子快乐舒畅的心情和

对美好景物的热情赞美。包括三个乐段:
乐段A为四个乐句组成的平行结构(第三乐句是第一乐句的完全重复),

上、下两个乐句之间有一个短小的间奏(1小节)。
乐段B为三个乐句(4+8+6)组成的对比乐段,第三乐句是第二乐句的局部

重复。
乐段C的前四个乐句为对比关系(4+4+4+4),之后用多种多样的衬词,惟

妙惟肖、有声有色地模仿了羊儿的踢踏、鸣叫,河水的流淌喧哗,鞭儿的挥动作

响,呈现出一幅诙谐、生动的有声图画。衬词演唱的片段既有补充性质(前半部

分),亦有过渡性质(后半部分),自然地导入歌曲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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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84~119小节)
合唱形式。四个乐句组成的对比乐段(乐段D),在调性(调高下移大二度)、

节奏(四分音符为主要节奏素材)、演唱形式(始终采用二声部形式)等方面与第

一部分形成鲜明的对比。
间奏(第120~125小节)
由节奏呈重复关系的两个乐节组成。第一乐节将高音上移半音( 的

),成为下一部分的属音( 的 ),与其开头的“”构成上四度进行(属音—
主音)。

第三部分(第126~174小节)
合唱形式(低声部细分为两个声部)。乐段E为对比结构。前两个乐句为重

复关系,虽然没有直接再现乐段A的旋律素材,但调性与情绪的回归是显而易

见的。这之后是第一部分用衬词演唱的片段的再现。为了歌曲的反复,第一段

歌词的演唱省略带有过渡性质的后半部分。第二段歌词再现了过渡性乐段并作

了扩展,连续地用二分音符长音一字一音地唱出歌曲的主题———“童年多美好”。
附谱:

山 童
(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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