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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乘着歌声的翅膀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音乐的魅力在于能给人们一个驰骋想象的空间。没有想

象力的人生是苍白的人生,没有想象力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学生的想象力

很丰富,要用音乐打开学生想象的闸门,培养他们用开放的眼光看世界,培养他们

的发散性思维能力和探究创造能力,培养他们独立自主和富有个性的人格,使他们

学会以审美的态度感悟人生、认识社会。由此,本单元进行了以下的设计:
首先安排了两首不同国家的歌曲。以学生喜欢的鹰的形象引入,通过唱歌

《鹰》和欣赏《摇太阳》,用优美的歌声唤起学生的想象力,使学生树立像鹰一样搏

击长空的雄心和信心。
然后安排了欣赏钢琴独奏《水草舞》,让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随着优美的旋

律,飞向辽阔的海洋。
最后安排了欣赏《乘着歌声的翅膀》和唱歌《亲爱相融》。通过欣赏《乘着歌声

的翅膀》,让学生的想象乘着歌声的翅膀,飞向远方。通过唱歌和教材中的“创创做

做”,培养学生的音乐实践能力。

(二)内容结构

(三)教学目标

1.在教学活动中感受不同国家、地区的优秀歌曲的风格特征和音乐情绪,
在音乐中展开想象的翅膀,培养并发展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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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二声部合唱,掌握好二声部合唱的节奏和音准,能用自然、优美、柔
和的声音演唱。

3.学习音乐知识———力度记号,认识常用的力度记号,并能在音乐中感知

并初步运用力度记号。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唱歌《鹰》

  这是一首流传甚广的日本儿童歌曲。歌曲是带再现的二段体结构。前后两

个乐段各包含了两个4小节的乐句,结构十分方整。歌曲的旋律流畅,特别是第

1~2小节运用音阶上行和附点节奏,以及第3~4小节模仿前两小节节奏并作

旋律下行的写法,生动地刻画了雄鹰在天空自由翱翔、上下盘旋的形象。第二乐

段为二声部合唱,先由上、下声部交替唱出“飞翔吧,歌唱吧”,再加上合唱的形

式,成功地塑造了“鹰击长空”的音乐形象,并与前乐段形成了对比,使音乐显得

更加刚强有力,情绪高昂。

(二)欣赏《摇太阳》(独唱)

这是一首活泼、欢快的歌曲,歌曲运用儿童化的语言,表现了充满遐想的童

年生活。歌曲为二段体结构,小调式,四四拍。

歌曲的第一乐段由四个乐句规整构成,每个乐句两小节。音乐旋律采用了

反复的创作手法,在第二次反复后旋律终止在主音上。乐句节奏较规整,旋律中

多次出现八度大跳,凸显了歌曲欢快活泼的情绪。

第二乐段仍然由四个乐句构成,采用了反复的创作手法,全曲在反复后终止

在主音上。节奏与第一乐段相比稍显紧凑,以八分音符为主,突出了歌曲欢快跳

跃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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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摇太阳
(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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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水草舞》(钢琴独奏)

《水草舞》选自钢琴组曲《鱼美人》。《鱼美人》组曲是根据芭蕾舞剧《鱼美人》

的几段舞蹈音乐改编的。该舞剧为三幕五场,1959年北京舞蹈学校首演于北

京,1964年在“中国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评比中获经典作品金像奖,1979年国

庆30周年时获创作二等奖、演出二等奖。

该舞剧表现的是居住在海底的鱼美人向往人间,并爱上了一位勤劳勇敢的

猎人的故事,鱼美人和猎人一起与恶势力相斗,终于获胜,为民除害,从此,人间

充满了爱和幸福。

剧中风趣幽默的《草帽花舞》、活泼玲珑的《珊瑚舞》、清秀柔美的《水草舞》等

均以不同特色的音乐引人入胜。

《水草舞》为第一幕第二场的独舞,其音乐为“A+B+A”三段式结构。

第一乐段开始的4个小节为主导动机“ ”,逐

渐发展,以四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交织的旋律,生动地刻画了水草在水波中摇曳,

清秀而柔美的形象。

第二乐段与第一乐段形成形式上的对比“

……”左手弹奏主旋律,把海水波动的形象描写得惟妙惟肖。

第三乐段再现了第一乐段。紧接的尾声,概括地再现了水草摇曳和海水波

动的形态。

尽管是对水草的描绘,然而作者对它赋予了人性化的处理,格外动人。

杜鸣心(1928—  ) 湖北潜江人。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早年在

重庆育才学校学习钢琴、小提琴和音乐基础知识,曾创作了讽刺歌曲《薪水是个

大活宝》,在国统区民主运动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赴莫斯

科柴可夫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其音乐创作偏重于器乐体裁。主要作品有舞剧音乐《鱼美人》《红色娘子军》

及交响诗、交响音画等,还有一批电影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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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水 草 舞
(钢琴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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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欣赏《乘着歌声的翅膀》(合唱)

这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以德国诗人海涅的一首抒情诗为歌词所写的歌

曲,后被改编为各种器乐作品。也有人把曲名译为《歌之翼》。

歌曲为一段体结构。全曲旋律流畅、清新,用 拍和流动式的伴奏音型,给

人以轻轻摇动、悠然自得的感觉,描绘了一幅温馨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图景。

旋律中不时出现的大跳音程,生动地渲染了这一美丽动人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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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乘着歌声的翅膀
(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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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唱歌《亲爱相融》

这是一首根据匈牙利作曲家莱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主题音乐片段填

词、改编的歌曲。歌曲由四个乐句组成, 拍,一段体结构。歌曲旋律优美、流

畅,节奏平稳、规整,具有圆舞曲的风格特征。歌词简单却充满意境,表现了大自

然及生活的美好,表达了人们相亲相爱、和谐共处、爱好和平的美好愿望。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3个课时完成。

本单元选用了五个不同国家、地区优秀的歌曲和乐曲,在教学时,要注意引导

学生感知不同的音乐风格及音乐情绪。另外,本单元应重点让学生认识并了解力

度记号,通过演唱及音乐活动,感知力度的变化及其在音乐中所起的作用。

1.唱歌《鹰》。

这是一首比较简单的合唱曲。在学唱时,要注意引导学生把握好合唱部分

的节奏和音准。感受雄鹰在蓝天飞翔时,音乐是怎样表现的,把旋律的起伏变化

用线画出来,同时在音乐中感受力度变化,用比较法来感受力度在音乐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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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外,要引导学生用连贯、柔和的声音来演唱歌曲。

2.欣赏《摇太阳》。

(1)聆听歌曲,感知速度、力度这两个音乐要素对歌曲情绪的表现作用。

(2)感知歌曲的旋律进行方式对音乐情绪的表现作用。

3.欣赏《水草舞》。

《水草舞》是首中国乐曲。在聆听时,要让学生在音乐中想象水草在水中是

怎样舞动的。学生可随音乐律动,同时注意聆听音乐中力度的变化,可让学生用

学过的力度记号来说说音乐力度有哪些变化。

4.欣赏《乘着歌声的翅膀》。

《乘着歌声的翅膀》是一首十分经典的合唱歌曲,启发学生充分展开想象,可

闭上眼睛随音乐律动,感受音乐优美、宁静、充满诗意的画面,同时让学生分辨歌

曲的演唱形式。《摇太阳》《水草舞》《乘着歌声的翅膀》可放在一起欣赏。

5.唱歌《亲爱相融》。

先学会歌曲,注意引导学生感知歌曲的分句,学习用连贯、优美的声音演唱,

在演唱时,注意4小节换气,然后参考书上的表演图边唱边跳,也可自己随音乐

编创动作表演。

四、课例

音乐唱歌课《飞向天空》

(一)教学内容

学唱歌曲《鹰》。

(二)教学目标

1.通过学唱歌曲《鹰》,学习雄鹰勇敢无畏、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

2.认识力度记号,并初步感知力度变化在音乐中所起的作用。

3.能进行二声部合唱,运用力度记号,提高学生的演唱能力。

(三)教学重、难点

1.力度记号的认识与运用;感受力度记号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

2.二声部合唱的演唱,提高演唱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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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准备

录音机、音像资料、课件。

(五)教学时间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1.欣赏《飞机先生》(创设情境,感受认知)

  教学设想:通过模仿、感受,认知并运用力度记号;营造氛围,用欢快的旋律

感染学生,提升学生的学习情绪。

(1)设疑引入。

老师播放由远到近的飞机引擎声,引导学生初步感受渐强、渐弱的力度变

化,并思索听到的音响带来怎样的感受。能用简单的图形或记号表达出来吗?

(2)认识力度记号。(引导认识,模仿运用)

出示力度记号,观察外形,老师讲解,引导学生认识。

学生进行力度变化的练习。

模仿飞机引擎的声音,运用力度记号表现出飞机由远及近的音响效果。

2.教学重、难点(引导感受,模仿体会)

教学设想:本环节的教学是歌曲演唱中的重、难点,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感

受、模仿、体会,让学生由浅到深地学习。在熟悉旋律的同时,初步感知力度及旋

律起伏在音乐表现中所起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获得美的感受及认知。
老师:蔚蓝的天空多么美丽! 听,风轻轻地在我们耳边唱起了动听的歌!
(老师轻声范唱,学生静听,感受旋律的起伏及力度的变化)

老师:在风的歌声中,你们感受到了什么? 它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来歌

唱的?
(学生模仿范唱,用“呜”轻声视唱旋律。注意音准、节奏及力度的变化)
老师:风的歌声有强有弱,听,远处又传来了美妙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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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范唱,学生感受旋律)

(学生模仿,用“呜”轻声视唱旋律,加深对力度变化及旋律线条的感受)
合唱练习。
老师:风变换了演唱的形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又会是怎样的感受。
老师播放范唱录音。学生静听二声部合唱的范唱,感受二声部合唱的和声

效果,并用语言表述对二声部合唱的感受。在老师的帮助下,进行二声部合唱的

练习。演唱时,注意音准、节奏及两个声部的和谐、统一。

3.学唱歌曲《鹰》(合作学习,深入体验)

教学设想:在歌曲学唱中,提倡学生以自学为主,老师辅助、引导,让学生通过

自己的感受、认知,自学歌曲,并能运用力度变化,提高自己演唱的表现能力。
(1)创设情景,展开想象。
老师:在广阔的天空中遨游,你们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你们能用声音

或是动作模仿出来吗? (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自由表达自己的情感)
(2)聆听歌曲,感受情绪。
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和雄鹰一起,乘着音乐的翅膀飞向高空!
(学生初听歌曲《鹰》,感受其音乐风格及情绪特点,并用语言描述对歌曲

《鹰》的感受)
(3)引导分析,加深体会。
老师出示歌谱,引导学生再听范唱,同时观察歌谱并思考歌曲有什么特点,

运用了哪些音乐手法来表现音乐形象。
老师引导学生从力度的变化、演唱方式的改变等方面来分析歌谱。如:歌曲

中运用力度变化表现了什么? (表现了鹰搏击长空、自由翱翔的姿态)
(4)合作自学,轻声演唱。
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学生自学及对音乐的感受、体会与认知,学唱歌曲,同

时进行歌曲演唱的处理。
学生分小组自学,轻唱旋律的齐唱部分,注意音准、节奏,在感受音乐旋律起

伏变化的同时,结合课后练习(画旋律线),加深对音乐形象的感知。
学生听琴轻唱歌曲,注意音准、节奏、旋律起伏及力度的变化。
(5)展示交流,情感升华。
播放课件,大家一起在优美的歌声中,想象自己在蔚蓝的天空中遨游的情景!
(学生可通过演唱及歌表演等形式,自由表现,抒发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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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

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我们和雄鹰一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我们要学习雄鹰那

勇敢无畏、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 希望同学们从小刻苦学习,练就过硬的本领,
像雄鹰一样,搏击长空,昂首飞向未来,去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

(学生们在《鹰》的歌声中“飞”出教室)
(彭云燕)

五、补充资料

飞机先生

(领唱、齐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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