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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黄葛树下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突出地域音乐文化特色,是本单元的重点。
黄葛树是西南地区(尤其是重庆地区)最常见、最具特色的一种树木。它具

有坚韧、顽强的生命力。本单元以黄葛树为主题,意在通过对黄葛树的赞美,学
习黄葛树坚韧、顽强、乐于奉献的精神,并引导学生通过说、唱、欣赏、表演等多种

音乐实践活动,感受具有浓郁川渝地方特色的乡土音乐文化,通过挖掘本地音乐

课程资源,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培养学生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本单元围绕主题设计了两个板块:
1.“黄葛树下歌儿多”。
这一部分主要从儿童生活出发,通过川渝孩子熟悉的数快板以及欣赏和学

唱歌曲《太阳出来喜洋洋》《黄葛树下有我家》,表现孩子们快乐的生活情景以及

对家乡的赞美之情。
2.“摆摆家乡的龙门阵”。
通过欣赏、学唱歌曲、表演土家摆手舞,表现西部地区的孩子们对家乡的热

爱,同时在音乐实践中感受地方音乐,了解地方音乐的风格特征,并在编创活动

中体现学科综合性,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大胆创造、自信表演的能力。
(二)内容结构

黄
葛
树
下

—

—

黄
葛
树
下
歌
儿
多

—
— 欣赏《太阳出来喜洋洋》(合唱)

— 唱歌《黄葛树下有我家》

—

摆
摆
家
乡
的
龙
门
阵

—

— 欣赏《黄葛树下小茶馆》(四川清音)

— 唱歌《黄葛树,山茶花》

— 唱歌《木叶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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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目标

1.感知体验巴渝地区的民歌、曲艺、舞蹈及川剧锣鼓经浓郁的地方音乐风

格特征,让学生了解并热爱家乡的音乐文化。

2.在朗诵、演唱中初步学习二声部合唱,掌握二声部合唱的节奏,培养相互

合作、协调统一的合唱意识。

3.在音乐活动中,学习“小节”“小节线”“终止线”的知识。通过音乐活动及

演唱,进一步学习川剧锣鼓经。

4.通过“创创做做”,了解、体验土家摆手舞的动作特征。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太阳出来喜洋洋》(合唱)

  《太阳出来喜洋洋》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歌曲描写了劳动人民上山砍柴的

情景,表现了劳动人民乐观爽朗、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情感。歌曲旋律清新、质
朴、高亢、悠扬,节奏明快。句尾常用自由延长音抒发感情,使音乐悠扬、舒展。
句中夹用的衬词“啰喂”“啷啷扯匡扯”将呼牛的吆喝声和锣鼓声模仿,流露出歌

者愉悦自得的心情,使这首歌曲更加生动。音乐家潘裕礼将它改编为合唱,使歌

曲洋溢着更加欢乐、热烈的情绪,尤其是开始引子部分“哟嗬”“哟嗬”喊山的情

景,表现了巴渝儿童天真、活泼、热爱生活的情趣。
附谱:

太阳出来喜洋洋
(合唱)



第
二
单
元
 
黄
葛
树
下

15   



16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三
年
级
上
册



第
二
单
元
 
黄
葛
树
下

17   

(二)唱歌《黄葛树下有我家》

这是一首欢快活泼、带有川渝地方音调的儿童歌曲。歌曲为羽调式,一段

体,歌词朴素、简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表现了西部地区孩子们快乐生活的情

景。旋律清新、流畅,节奏明快、活泼,尤其是歌曲中插入了川剧锣鼓经的间奏以

及补充乐句中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衬词,使这首短小的歌曲朗朗上口,更富有儿

童情趣。

(三)欣赏《黄葛树下小茶馆》(四川清音)

这是一首具有浓郁四川乡土风味的歌曲。此歌编曲融合了四川清音曲牌的

“鲜花调”“夺子”,数板的地方带有“未调”的曲调因素。此歌为徵调式,二段体。
歌词形象生动,词曲结合紧密,生活气息十分浓厚,表现了人们对家乡、对生活的

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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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黄桷树下小茶馆
(四川清音)

(四)唱歌《黄葛树,山茶花》
《黄葛树,山茶花》原是由重庆作曲家创作的一首公益歌曲,后经编写组改编成

一首带有简易二声部的合唱歌曲。歌曲为徵调式,一段体,旋律简洁、流畅,唱起来

朗朗上口。歌曲通过对重庆市树、市花的赞美,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家乡不仅要山

水美,而且更需要人的精神美、心灵美。
(五)唱歌《木叶歌》
这是一首在重庆酉阳地区广为流传的土家族民歌,原名为《木叶情歌》。歌曲

为一段体结构, 拍。歌曲仅有五度音域,由四个音“”“”“”“”构成。曲调质

朴,旋律优美流畅,节奏简单。节拍具有舞蹈韵律感,所以在欢乐的时刻,土家族儿

女常用此音乐载歌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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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3~4课时完成。

(一)黄葛树下歌儿多

这个板块里面安排了四个教学内容。

1.欣赏《太阳出来喜洋洋》。
在欣赏时,应重点引导学生感受、体验巴渝山歌的风格特征。从歌曲引子部

分的喊山,以及高亢、自由、欢快的曲调和生动风趣的衬词,可联想到重庆山高坡

多的地貌特征,重庆人热情、耿直、豪爽的性格,以此来体验、感受这首民歌的风

格特征。在欣赏时,还要注意聆听二声部的和声效果。老师可引导学生哼唱歌

曲片段,在聆听和演唱中加深对歌曲的理解与体验。
欣赏完《太阳出来喜洋洋》后,安排了一个“创创做做”。这是一个二声部的

节奏练习。从三年级开始,开始了合唱教学,应从二声部的节奏入手,增强学生

的学习兴趣,消除合唱畏难情绪。在引导学生读这首儿歌时,要注意速度的均

衡,二声部进入要整齐,不抢拍子。老师可先让学生分声部读,然后学生和老师

一起读,最后由学生分组进行二声部的节奏练习,在练习时,一定要给学生准确

的指挥提示。

2.唱歌《黄葛树下有我家》。
在学唱此歌之前,可先让学生听听范唱,了解歌曲间奏中的念白是什么意

思,然后引出川剧锣鼓经的学习:首先认识川剧锣鼓的几种乐器,这是小学一年

级已学过的知识,这里只是复习巩固;然后听听各种乐器的声音,再结合课后“创
创做做”中的活动学习川剧锣鼓经的读法,为歌曲伴奏做好准备。在学唱歌曲

时,可让学生看看黄葛树的课件或图片,谈谈对黄葛树的印象以及为什么会被重

庆市命名为市树,从而启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歌曲比较简单,可采用听、
唱、说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用热情、欢快的声音演唱,歌曲中的几处大跳,演唱时要

注意音准。
这首歌曲后,安排了一个“创创做做”。这是一个帮助学生了解音乐知识的

小游戏。从三年级开始逐步加入音乐识谱知识的学习,本单元主要让学生了解

什么是“小节”“小节线”“终止线”。为了让学生比较直观形象地了解“小节”“小
节线”“终止线”的概念,教材通过音乐游戏“找位置”来完成这一教学目标。在开

展活动时,老师可通过教材上的画面让学生观察什么是“小节”“小节线”“终止

线”,可用形象的比喻来告诉学生,每行谱例是否像火车,火车的每节车厢就是一

个小节,每节车厢用单纵线来划分就是小节线,最后结尾用一细一粗的双纵线来

划分就是终止线。用比喻来加深学生的理解,然后让学生带上头饰来玩一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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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愉快地学习乐谱知识。

(二)摆摆家乡的龙门阵

“摆龙门阵”是重庆方言,意思是聊天或讲故事。这一板块主要是让学生在

音乐活动中感受家乡的变化,体会到作为西部的孩子要为家乡的发展作贡献,要
像黄葛树那样,有不畏困难、默默奉献的精神。

1.欣赏《黄葛树下小茶馆》。
《黄葛树下小茶馆》是一首非常有地方特色、生活气息十分浓厚的四川清音

小曲。而歌中所唱到的“黄葛树下小茶馆”在西部城镇,尤其是重庆市郊随处可

见。它反映了一种崇尚自然、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在小茶馆里,人们可谈天说

地,说家乡变化,谈改革开放的成就。在欣赏这首歌曲时,可让学生看看关于小

茶馆的课件或图片,了解四川清音的演唱形式,并通过“摆龙门阵”的形式,说说

自己家乡的变化,此外还可在老师的带领下,哼唱歌曲片段,感受四川清音的风

格特征。

2.唱歌《黄葛树,山茶花》。
《黄葛树,山茶花》是一首简易的二声部合唱歌曲。三年级学生应开始接

触合唱,这首歌曲是为以后学习合唱作准备,因此比较简单。在学唱时,首先

把歌曲第一声部学唱好,然后再加入二声部的练习。在进行二声部合唱时,老
师的指挥很重要,手势提示要准确。这首歌曲唱会后,可进行拓展练习,如改

编歌词,歌词内容可赞美自己的家乡,用自己家乡的市树、市花替代重庆市的

黄葛树、山茶花,并用乐器吹奏歌曲齐唱部分。

3.唱歌《木叶歌》。
《木叶歌》是一首在重庆酉阳地区广为流传的土家族民歌。歌曲简单易学,

在学唱时,老师可让学生按音的高低顺序找找歌曲中出现的几个音“”“”“”

“”,并用柯尔文手势引导学生视唱。随后学生听琴模唱歌曲旋律,培养学生视

唱歌谱的能力。学会歌曲后,让学生模仿土家族摆手舞动作,边唱边舞,感受土

家族音乐的韵味。

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黄葛树下》

(一)教学目标

1.通过教学活动,学习黄葛树坚韧、顽强、默默奉献的精神,培养学生热爱

家乡、热爱生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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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巩固、掌握八分音符节奏、四分音符节奏、二分音符节奏,学习简单的二

声部合唱,感受巴渝音乐特点。

3.在引导学生演唱歌曲的基础上,根据家乡的特色、特产,编创歌词,培养

学生的创造力。

(二)教学重、难点

1.八分音符节奏、四分音符节奏、二分音符节奏的学习。

2.学习二声部合唱;编创歌词,歌颂家乡。

(三)教学准备

大歌单、盖碗茶、不锈钢餐具、自制手铃。

(四)教学过程

1.创设情景,激发兴趣

(1)组织学生律动进教室。
拍手读方言儿歌《黄丝蚂蚂》,踏着节奏进入教室。(用方言朗诵儿歌,唤起

学生对家乡话的亲切感)
(2)播放课件:参观磁器口。
老师:刚才我们一起用重庆话读了儿歌《黄丝蚂蚂》,现在老师将带同学们一

起去参观我们重庆有名的古镇,瞧,这是什么地方? (学生:磁器口)古镇磁器口

有上百年的历史了,陪伴她多年的是嘉陵江的滔滔江水和那一棵棵高大、顽强的

黄葛树。黄葛树是我们重庆的市树。瞧,不管是陡峭的山坡,还是悬崖峭壁,它
都能长出茂盛的枝叶。我们常常看到,黄葛树下大人们一起喝茶、摆龙门阵,孩
子们也常在树下捉迷藏、做游戏。

学生观看课件。
(以视频方式将黄葛树高大、茂盛的形象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同学们感受到

黄葛树就在我们身边,体会重庆人对黄葛树的喜爱之情)
(3)引入课题:《黄葛树下》。

2.基本练习

(1)呼吸练习。
老师:哇,好大一棵黄葛树哟! 我们来坐在树下歇歇凉、摆摆龙门阵嘛! (谈

话引入,创设情景)
老师拿出盖碗茶茶杯,引导学生闻茶的香味。可让一个学生尝一口,感受茶

的甘甜、滋润。(引导学生做呼吸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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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奏练习。
老师:坐在磁器口的江边品茶,脚下嘉陵江的滔滔江水发出“哗———哗———”

的声音,就像在唱歌;旁边有茂盛的黄葛树,在江风的吹拂下,茂密的树叶发出了

“沙沙”的声音,好像在给“江水的歌儿”伴奏。让我们也来试试吧!
学生带上自制的手铃模仿江水和树叶的声音。(为后面二声部合唱的学习作

铺垫)
分组学习,合作练习。在老师手势的引导下进行二声部节奏的练习。

3.学习儿歌

老师:在黄葛树下我们喝茶、聊天、玩耍。让我们来做个游戏怎么样? 黄葛

树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儿歌,老师为大家表演一下,同学们仔细听听儿歌中出现了

哪几种节奏。
学生听辨八分音符节奏、四分音符节奏。(从音响、动作上区别八分音符节

奏、四分音符节奏,老师帮助学生进一步熟悉、掌握)
(1)出示儿歌,老师示范,敲击茶碗的正、反两面,发出不同的声音为儿歌伴

奏。同学们自己设计八分音符节奏、四分音符节奏敲击的不同动作。(感受地方

文化,体会在黄葛树下玩耍的快乐)
(2)提出八分音符节奏、四分音符节奏,出示课件。
(3)划拍读儿歌。
(4)用餐具敲击作伴奏,引导学生读儿歌。
(5)引导学生用方言表演儿歌朗诵。

4.学习歌曲

老师:黄葛树爷爷今天带着他的好朋友,象征繁荣、富贵的重庆市花———山

茶花也和我们耍来了,他们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歌。让我们来听听。
(1)播放歌曲,引导学生再次感受歌曲。(通过听辨,学生找到歌曲的特点)
(2)介绍歌曲段落和演唱形式。(歌曲有两个乐段,演唱形式为合唱)
(3)引导学生听辨、感受歌曲两个乐段的旋律。
(4)简单介绍合唱的高、低声部。
(5)师生合作,突破难点。
(6)老师唱,学生拍节奏;学生边拍边唱;学生合唱;学生加乐器伴奏合唱。
(7)完整演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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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拓展练习,编创歌词

(1)播放视频,介绍重庆的巨大变化,引导同学们将家乡的特色、特产编创成

歌词。
(2)学生观看、思考。(激发学生爱家乡的情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3)老师提示、示范,拓宽学生思路。
(4)鼓励学生积极、大胆尝试演唱。
(5)演唱学生作品,集体表演。(鼓励学生积极踊跃地创作歌曲,歌颂自己的家乡)

6.小结

黄葛树爷爷已经有一千多岁了,他的子孙遍布我们重庆大地。他陪伴了我

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我们。他那顽强的生命力和不畏艰难的精神就像咱

们重庆人,愿我们可爱的重庆娃娃们在黄葛树的陪伴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彭昕)

五、补充资料

重 庆 小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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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花、市树

市花———山茶花

山茶花系山茶科,常绿灌木或小乔木,花期长,抗污染,易栽培,品种多。花

色鲜艳,有淡红色、紫红色、白色、复色等。花瓣类型有单瓣类、复瓣露心类、托桂

类、曲瓣类、半平瓣类和平瓣类。在巴蜀地区栽培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苏轼曾

有“游蜂掠尽粉丝黄,落蕊犹收蜜露香”的诗句咏山茶花。今巴南区石岗枝子桥

还生长着一株“七心红”古茶花,树高80厘米,直径72厘米,据传树龄已有400
余年。重庆市凡园区、风景区、庭院、楼台均有种植。1986年,山茶花被正式命

名为重庆市市花。

市树———黄葛树

黄葛树系桑科,榕属,落叶乔木。黄葛树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根深叶茂,

生长快,寿命长,忍高温,耐潮湿,抗污染,即使置身于悬崖峭壁,也能迎风昂首,

茁壮成长。自古重庆地名以黄葛冠之者众,北魏《水经注》载:“江水又东经黄葛

峡(铜锣峡)。”宋《图经》云:“涂山之足,有黄桷树,其下有黄桷渡。”重庆至今仍有

黄桷垭、黄桷坪等地名。1986年,黄葛树被正式命名为重庆市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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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身边的树

3月12日是植树节,成千上万的市民,到南山、歌乐山等地植树,用行动纪

念植树节。然而,你关注过自己身边的大树、小树没有? 它们长得如何? 它们的

生存条件好吗?

连日来,记者到解放碑步行街、帝王广场、江北嘉陵广场、南岸宏声广场、储
奇门滨江路等地采访,听见了许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树的故事,看见了大树无声

地哭泣!

步行街的树

偌大的解放碑,曾经绿荫遮天。但在1997年底,一夜之间,重百门口的大树,

全部消失。新世纪门口,终于留下6棵参天小叶榕。于是,新世纪门口,成了解放

碑的绿荫圣地。市民们在树下聊天、纳凉,新世纪生意,因为6棵大树,分外红火。

然而,春节以来,记者注意到,新世纪门前的大树,全部背上了沉重的“包
袱”。11个巨大的灯箱,挂到树上,灯箱上是:某某单位祝全市人民春节快乐。

昨天,坐在树下的王立珍老人指着灯箱说:“多重啊,树枝被压弯了腰了。”

去年国庆节,绿树又回到了解放碑。树用桶装着。记者的一位哈尔滨朋友

看见了解放碑的桶装树,感到不可思议。当他知道原先解放碑有天然树后,他说

这是对重庆的讽刺啊!

广场的树

10日,记者来到嘉陵广场,与老人们聊天。广场上,绝大部分大树不见了,6
个金属圆柱代替大树。人们坐在圆柱下,被太阳直射着,亮晃晃的,眼都睁不开。

广场边上,是3株人造的电子椰树,红、黄、绿3种颜色。

68岁退休职工李才有坐在金属圆柱下,指着3株电子椰树说,“真的不见

了,来假的,来铁的,多没劲儿!”李才有说,他在江北城区住了50多年,看着街上

的树长大。几年前这里是街心花园,长满了大黄葛树,树上有鸟,树下是人,那情

景真好啊。后来修广场把树砍了。当时我们都心痛,反对砍。我们退休了,没有

钱进公园看树,就爱在街心花园的大树下活动身子骨。但最后,树还是被砍了。

路边的树

城区路边的树,更是受尽折磨。

到处在搞灯饰工程,在树上挂满灯火。有大灯,有满天星。星星闪烁,把晚

上照得如白天。

植物专家说,树木在白天进行光合作用,晚上休息,释放氧气。人为地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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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挂满了灯光,将打破植物体内的生物钟,破坏它的新陈代谢。这是对树木的摧

残。专家说,在国外,绝不允许这样对待树木。

城里折磨树还有一招,路边的大树根部,用铁板覆盖。铁板上有一个大孔,

树木从大孔里长出。重庆市市树是黄葛树,黄葛树长得快。记者注意到,许多地

方的黄葛树长出了铁板上的大孔,把铁板震爆裂开,好似在向人类抗议:“为什么

用铁板控制我? 我要自由生长!”

除此以外,每天,主城区有大量烧烤摊点,在树下叫卖。烟雾直烤大树。树

叶在烟灰中,摇抖,变黄,枯死。

城里的大树死了,只要不是砍伐的,没有人问原因,拖走了事。

树啊,是人类的朋友。特别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树木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

我们不仅要关心远山的大树,更要关爱身边的树。它们带给我们的,太多太多!
(罗小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