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巴蜀放歌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巴蜀放歌》这个单元，有着浓郁的重庆、四川地区的特色。这个单元的内

容，遴选的全部是重庆、四川地区一些适合五年级学生欣赏、歌唱的优秀曲目。

围绕着《巴蜀放歌》这个主题单元，安排了两个二级标题，即“巴渝之声”和

“蜀州之韵”。在第一个二级标题“巴渝之声”的下面，安排了欣赏童声无伴奏合

唱《山娃娃》，介绍了重庆三个与音乐有关的景点：第一个是位于重庆南山风景区

里的涂山，是传说中的“音乐的萌芽”之地；第二个是“施光南音乐广场”，人民音

乐家施光南诞生在重庆，并在重庆读过小学；第三个是“国立音乐院”旧址纪念

碑，抗战期间，国立音乐院诞生在重庆所辖的青木关。以上三个音乐景点，以图

片形式在教材中呈现。这个二级标题下面，还安排了唱歌《嘉陵江的孩子》和极

富地域特色的儿童歌曲《走街街》。在第二个二级标题“蜀州之韵”的下面，遴选

了管弦乐曲《高高山上》作为欣赏曲目，选取了用彝族语和汉语演唱的《苏木地

伟》作为唱歌曲目，在唱歌后，安排了一个富有特色的花灯歌曲《观灯》进行“创创

做做”的活动。

（二）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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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走街街》

欣赏《高高山上》（管弦乐）

唱歌《苏木地伟》

唱歌《嘉陵江的孩子》

欣赏《山娃娃》（童声无伴奏合唱）

1= .E gc

1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五
年
级
上
册

（三）教学目标

1.在音乐欣赏和唱歌实践中，感受巴蜀风情和音乐美。

2.欣赏和体验四川、重庆地区的音乐作品，了解其音乐特点。

3.学唱秀山花灯《观灯》片段，并参与节奏编创、表演实践。

4.学习前奏、间奏等音乐知识。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山娃娃》（童声无伴奏合唱）

歌曲结构为带再现的三部曲式，徵调式。具体结构图式为：

引子 + A + B + 扩充 + [Ａ ′ ]
歌曲的词、曲作者都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重庆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儿

童的生活习性以及重庆民间的音乐都很熟悉。作者以独具特色的重庆民间音乐

为素材，采用主题贯穿的写作手法发展全曲。音乐形象突出，生动地再现了清纯

活泼的山娃娃的形象，表现了山娃娃淳朴无瑕的性格特点和他们对大自然以及

家乡的无比热爱之情。

歌曲引子作为歌曲主题旋律，下面采用领唱和合唱及复调式的尾声重复的形

式，像山间回声一样令人心驰神往，把人们带到了幽静的山谷之中。B乐段节奏紧

缩，同 A乐段在情感上形成对比，表现了孩子们活泼的性格和热爱家乡的情感。

再现乐段（A ′乐段）则采用领唱、合唱形式，分别由多个声部不断变化重复 A乐段

旋律。歌曲篇幅虽然较长，但用材简洁，集中概括地表现了山区孩子们热爱家乡

的情感。歌曲旋律优美而不失口语色彩，显示了该地区儿童歌曲独特的风格。

附谱：

山 娃 娃
（童声无伴奏合唱）

1= .B hb jb gb 孙国胜 词

恬静、空旷地 晓 鸥 曲

2



第
一
单
元

巴
蜀
放
歌

3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五
年
级
上
册

4



第
一
单
元

巴
蜀
放
歌

5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五
年
级
上
册

6



第
一
单
元

巴
蜀
放
歌

7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五
年
级
上
册

（二）唱歌《嘉陵江的孩子》

这是一首具有重庆地区特色的优秀儿童歌曲。歌曲结构为二段体，五声羽

调式，音域在八度以内（*6~6）。歌词浅显易懂、朗朗上口，具有儿童语言特点。旋

律以嘉陵江号子为音乐素材，表现了生长在嘉陵江边的孩子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第一乐段由四个乐句构成。旋律是级进和跳进的结合，特别是每句句末“哟

嗬嗬”的号子声，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犹如儿童们在江边嬉戏时触景生情——见

船上船工吼着号子划船，也情不自禁地同声应和歌唱。第二乐段由三个乐句构

成，从头反复至结尾时，加了扩充乐句，使歌曲圆满结束。第二乐段一开始就拉

长了节奏，同第一乐段形成对比，末尾乐句来源于歌曲的主题乐句，使歌曲在对

比中又有统一。

（三）唱歌《走街街》

这是一首具有浓郁重庆地方特色的优秀儿歌。歌曲结构为带再现的三段体

结构，音调在 bE同宫系统内转调，音域控制在（*6~ 81）十度内，适合学生演唱。歌词

地域色彩浓厚，有许多极富特色的重庆方言，同时也具有儿童语言的特征。歌曲

描写了山城孩子逛街时的各种生动场景，既描绘了儿童的活泼可爱，又表现了他

们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第一乐段（A）由前奏到说唱结束，共 20小节。前奏为五声徵调式，共三个乐

句，大量的前八后十六分音符，体现出歌曲活泼欢快的特点。念白部分是一个带

补充句的长乐句，在节奏上继续沿用前奏的节奏因素。

第二乐段（A′）是第一乐段的变化重复，吸收了前奏第一、二乐句的后缀音

调，并稍加变化，带有商调式的旋律风格，且在本乐段最后一句的念白处以旋律

衬托，描绘出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而此时的旋律已明显带有向宫调式转化的

趋向。

第三乐段（B）突然提高音调，出现全曲最高音“ 81”。此乐段包含四个乐句，具

有起承转合的发展特点，与第一、二乐段相比，在调式调性上做了比较大的改变，

转而行进到宫调式。

整首歌曲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深受学生喜爱。

（四）欣赏《高高山上》（管弦乐）

罗忠镕的管弦乐作品《四川组曲》是根据四川民间歌曲音调编写，描述了四

川人民生活中的一些风俗性场景。全曲共五个乐章：《晨歌》《高高山上》《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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裳》《挽歌》《舞曲》。第二乐章采用四川民歌的形式写成。原歌词是“高高山上一

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乐曲表现了青年男

女在山上游玩的情境，充满青春的乐趣。情绪明快又诙谐，热情而粗犷。

本教材只选听第二乐章。

附谱：

高 高 山 上

——选自管弦乐组曲《四川组曲》

（管弦乐）

主题：

1=G fb
稍慢 自由地 罗忠镕 曲

罗忠镕（1942- ） 中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四川省三台县人。 l942
年在成都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分院以及上海国立音

专主修小提琴兼学作曲。1947年，罗忠镕创作了他的第一首作品——歌曲《山那

边哟好地方》，这首歌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各地。此后，他便从小提琴演奏逐渐转

向作曲。1958年，他创作了第一部交响乐作品《庆祝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序曲》，

1958-1959年创作了《第一交响曲》。这两部作品都由中国著名指挥家——李德

伦指挥，由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在北京公演后，获得很大成功。1985年，罗忠镕担

任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同年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学者奖学金，被邀请到西柏林从事创作和其他音乐活动，并在西柏林举

行作品音乐会。1988年，他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海峡两岸

作曲家座谈会”。2004年，罗忠镕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奖”。作品还有交

响诗（《江姐》《保卫延安》《雷锋》等）、交响组曲（《洪湖赤卫队》《四川组曲》《内蒙

古组曲》等）、室内乐、声乐、舞蹈音乐、电影音乐、译著等。人们评价其作品：无论

是交响大作，还是室内精品，无不以色彩见长，以凝练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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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唱歌《苏木地伟》

这是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一首敬酒歌，热情欢快的节奏配合高低起伏的旋

律，突出了彝族人民善良好客的性格特点。全曲为带补充终止的四句体结构，曲

末还附有一个短小的尾声。旋律朴素优美，地区韵味鲜明。歌曲为五声徵调式，

每一乐句各有 4个小节，结构规整。第一乐句落在属音“2”上，第二乐句承接第一

乐句，落在主音“5”上，构成属音到主音强有力的进行，第三乐句转到羽音，形成

调式调性上的对比，第四乐句又回到“5”上，完满地收拢于主音。之后 4小节的补

充终止，尤其是“5~ *5”的下滑式进行，进一步表现出四川凉山彝族民歌的风味。

歌曲在高亢嘹亮的尾声中结束，显得意味悠长。

三、教学建议

（一）巴渝之声

1.欣赏《山娃娃》。

（1）让学生体验无伴奏童声合唱，感受和体验歌曲营造的意境，可要求学生

用优美的声音背唱歌曲所列出的主题部分。让学生在演唱中体会不同的力度记

号，如 f、p、P、F的运用对歌曲表现力起着怎样的作用等等。

（2）引导学生欣赏“巴渝音乐亮点”图片，结合作品欣赏介绍这些图片的来

历，了解相关音乐历史文化。

2.唱歌《嘉陵江的孩子》。

可组织学生讨论：这首歌曲由几个部分组成？从哪里分段？歌曲首、尾旋律

有什么不同？

3.唱歌《走街街》。

可利用念白部分作为发声练习，并要求学生在学会以后，用重庆方言或本地

方言唱一唱，唱出两个部分的不同，并进行生动的表演，体验歌曲所表达的情

感。学会歌曲以后可进行歌曲表演，也可编创歌词进行拓展训练。

（二）蜀州之韵

1.欣赏《高高山上》。

音乐以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的音调为主题音调，教学时，老师可先引导学

生演唱教材中呈现的《尖尖山》《槐花几时开》《康定情歌》这三首歌曲的旋律片

段，结合乐曲聆听，引导学生找出乐曲的主题音乐。接下来，老师可进一步引导

学生聆听辨认这一主题音乐在乐曲中共出现了几次，都采用了哪些不同演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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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在音色、节奏上产生了什么变化，从而揭示出音乐作品的创作特点，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

2.唱歌《苏木地伟》。

（1）本曲旋律动听，歌词也很有特色，教学时，可先进行“创创做做”的第一个

练习，用“ o.o o o o /o o //
苏尼 苏达 朵 朵

”作为学生的发声练习。这样既巩固了读谱知识，

又将歌曲中不容易唱准的旋律进行了练习。因第一段歌词是彝族语的译音，在

学习歌词的时候，可先学第二段，然后带领学生朗读第一段，并提示学生第二段

歌词是第一段歌词翻译为汉语后的意思，这样可以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

会歌曲以后可结合简单的动作进行歌曲表演，以加深学生对歌曲的理解。

（2）“创创做做”第二个练习为学唱《观灯》。《观灯》要求学生在熟悉这种风格

的民歌的同时，进行即兴编词演唱。教学中老师可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引导学生

参与编创并通过小组合作进行展示，老师应及时对学生的表现作出评价。

四、课例

歌唱教学课《走街街》

（一）教学内容

学唱歌曲《走街街》。

（二）教学目标

1.能用愉快的心情演唱《走街街》，并表演这首歌曲，领会歌曲中赞美家乡、歌

唱家乡的情感。通过本课的教学，培养学生对本土方言歌曲的兴趣。

2.创造性地参与音乐活动，尝试进行音乐编创活动。

3.学习、掌握“ 0 o o o /o o o o //”和“o o 0 o /o o o//”的节奏型，能

准确在歌曲中运用。

4.能用有弹性的声音，恰当地表现歌曲活泼、热情的情绪。

（三）教学重、难点

1.准确掌握“0 o o o /”和“o o 0 o /”节奏型。

2.有感情地演唱歌曲《走街街》，并进行创造性的音乐实践活动。

（四）教学分析

本首歌曲的特点在于运用重庆方言进行演唱。在演唱的时候，教师应积极

和学生互动，师生共同讨论歌曲的速度、力度及歌曲的风格。根据歌曲的内容，

确定歌曲的主题该怎样去表现，以此确定用什么样的情绪、速度、力度来表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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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让学生带着自己的见解和自己喜欢的歌曲处理方式演唱歌曲，不断提高演唱

的水平，做到唱准、唱美歌曲，满足学生自我表现的需要。使学生在融洽、欢乐的

氛围中体验歌曲的意境美，带着对歌曲的理解，进行表现美的活动。

（五）教学准备

多媒体音乐课件、歌单等。

（六）教学方法

借助律动的形式辅助教学，用启发式、引导式教学法进行教学。

（七）教学过程

1.组织教学

师生互礼。

2.引入

（1）老师和学生互动做游戏。

（2）学生进行方言童谣或儿歌的展示。

（3）老师进行童谣展示。

老师：今天我们就要学习根据这首童谣改编创作的歌曲。

（出示课件《走街街》）

（设计意图：运用本土方言儿歌和童谣引入新课教学，让学生融入方言童谣

的情境中）

3.学习歌曲说白（融入情境）

（1）运用说白进行发声练习。

老师：快乐的娃娃，嘿嘿嘿嘿，走呀走街街，走街街。（老师示范）

分三个层次，逐步提高声音的位置进行练声。

（2）运用强弱对比的方法，按节奏表现歌曲的说白部分。

老师：走上街，走下街（强）；快乐的娃娃，走街街（弱）。快乐的娃娃（强）；嘿

嘿嘿嘿（弱）。

（3）请学生用有弹性的声音完整地朗读说白。

（设计意图：运用歌曲说白进行发声练习，为学生学习歌词做铺垫）

4.学习歌谱

请同学们轻声地学唱歌谱，并加上声势动作。

老师纠正，评价。

1=D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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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排歌谱应该用声断气连的方法演唱，要唱得有弹性。

1=D fb

演唱这一排歌谱的时候，注意休止符。

（设计意图：通过对歌谱的学习，为学生学习歌词做铺垫）

5.学习歌词（展现情境）

老师：今天老师带你们去“走街街”，同学们跟我来 !
（1）老师出示第一段歌词。

a.老师展示磁器口的图片。（出示课件）

b.请学生说说磁器口的特色。

c.出示第一段歌词。

（2）老师进行范唱。

老师：歌词中“街”“板”“角”“灯”这几个字是怎么发音的？

（3）学生跟琴轻声学唱第一段歌曲。

a.注意发音的位置和休止符的运用。

b.老师及时纠正，并进行反馈。

（4）请学生轻声学唱第一段歌词，并加上声势动作。

老师纠正评价。

（5）学习第二段歌词。

a.请学生有感情地演唱第二段歌词。

b.注意几个字的方言发音：“锅”“圆”。

c.请学生跟琴轻声演唱第二段歌词。

d.以情带声。

（6）带着对家乡的热爱和赞美的情感完整演唱歌曲。

请学生在歌曲每一段的结尾加上一个最能表达自己心情的语气词。

（设计意图：指导学生用轻快而有弹性的声音，活泼、愉快的情绪演唱歌曲）

6.拓展

（1）请学生根据视频中舞蹈动作的特点和节奏，选择歌曲中的一部分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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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音。

学生表演，老师评价。

互评，自评。

（2）原音重现。

（设计意图：通过视频的欣赏，对歌曲进行编创）

7.小结

老师：同学们，让我们为中华崛起而奋发读书，将来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

美好 !
老师：同学们，让我们说声再见吧 !

（周宓）

五、补充资料

青木关国立音乐院

你知道重庆青木关吗？

如果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中央音乐学院吗？它的前身——青木关国立音乐

院，就在重庆青木关。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它的前身——青木关国立音乐

院幼年班，也在重庆青木关。另外，中央乐团刚成立时，各（器乐）声部的首席，几

乎都来自这个当年的幼年班 !
青木关在哪？位于重庆城西 50千米处的宝峰山口，为原巴县与璧山县交界

的山隘。数百年来，青木关一直被誉为“重庆第一关口”，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

青木关仍是大后方陪都的第一道重要关隘。现属重庆市沙坪坝区。国立音乐

院，怎么坐落在这个地方？那时的青木关，军、警、宪、特都在此设置了盘查哨所，

过往车辆及行人必须接受检查盘问。然而，随着日机的疯狂空袭，大轰炸令重庆

城几近焦土。为避空袭，一大批机关、学校先后迁到了青木关，一些党政要人、社

会名流，也随之落户青木关。于是，青木关的军事色彩被逐渐淡化掉了，取而代

之的是浓墨重彩的抗战陪都文化。

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继我国东北沦陷之后，我国华北、华东、华南、华

中的一些主要城市也相继沦陷，一些音乐院校纷纷撤往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

地，大批的音乐人才流离失所，到处流浪，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一时陷入瘫痪状

态。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国立音乐院成立。由于那时重庆市区已十分拥挤且

不安全，常遭日机轰炸，国立音乐院便把地址选在了青木关。一时间，我国大部

分的音乐人才纷纷聚于此，全院师生 1000余人。青木关也一时成了我国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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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之都和音乐摇篮。

与此同时，青木关还因音乐人才荟萃，爱国热情高涨，举行了一系列的音乐

盛宴，取得了一系列的音乐成果。有我国“第一情歌”之称的《康定情歌》就是在

这里改编和唱响的；我国音乐史上的首次交响音乐会在这里举办，加之有个专门

培养交响乐人才的幼年班，青木关也被誉为“中国交响乐的摇篮”；我国音乐史上

首次民歌演唱会也在此举办，以学生为主成立的“山歌社”颇有影响；时值国难当

头，各种带有抗日和爱国色彩的演出活动频繁不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木关

更因《黄河大合唱》传入国统区后率先在这里唱响而著名。

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而幼年班，是中央音乐学院附

中的前身。根据那时的办学方针，幼年班的主科都是学习管弦乐器，但管乐和打

击乐当时并没有开设，因为这些乐器被认为可以等孩子们年岁稍长时再开始学

习。最初开设的是小提琴和大提琴，以后准备学管弦乐器的就先以钢琴为主

科。于是进了幼年班才头一回见到钢琴和提琴是什么模样的小孩子们就开始了

自己的专业音乐学习。

发展中国的交响乐是国立音乐院院长吴伯超的夙愿，他志在中国交响乐日

后可以“与世界各国相提并荣”。而合格的交响乐演奏人才是需要从小培养的，

因而，吴伯超于 1945年召集梁定佳、黄源澧、章彦等人，经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批

准，在青木关音乐院大学部对面的山腰上，建立了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幼年班的

学制是 9年，建校的明确方针是让学生经过 9年培养，毕业后组建成高水准的国

家交响乐团。毫无疑问，幼年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儿童音乐学校，对中国音乐

和音乐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国家

残破、百废待举的当时，幼年班的建立实在是一项高瞻远瞩、极具魄力的举措。

幼年班的教学是高素质的，幼年班是中国第一个国家交响乐团中央乐团的建团

基石。再有，中央乐团成立时，各声部的首席，几乎全部来自青木关……张应发

担任该团首席，许多人担任声部长：岑元鼎（中提琴）、盛明耀（大提琴）、马育弟

（大提琴）、邵根宝（低提琴）、李学全（长笛）、刘奇（大管）、谢厚鸣（圆号）、方国庆

（打击乐），还有许多同学也都是乐队的骨干乐手。张孔凡则是乐队的指挥之一，

他也是中国第一部京剧交响乐《穆桂英挂帅》的主创者……这不得不说是青木关

这块热土的光荣与骄傲。著名指挥家严良堃，是当年青木关音乐院的学生。另

一位叫瞿希贤，她是大作曲家，其代表作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听妈妈讲

那过去的事情》……

音乐院在注重教学质量的同时，也注意民族音乐的学习和进行社会性的艺

术实践活动：音乐院曾设立国乐组，聘请杨荫浏等名家任教，师生们自行排演了

曹禺的名剧《日出》等；音乐院面向社会举办过音乐会，演出过《所爱的大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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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韵》；应尚能作曲的清唱剧《荆轲》等具有民主爱国思想的音乐作品。这些活

动极大地丰富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生活。

青木关音乐院人才济济，有的还在学生时期就有过惊人成绩。被誉为“中国

第一情歌”的《康定情歌》，谁不知道？但你可知道这首歌的诞生过程，它又是怎

样流传开来的吗？——这一切离不开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当初，学校深入民间

采风，有个叫吴文季的学生，于 1946年 5月去了当时西康省的甘孜，国民党在甘

孜驻有一支部队，吴文季到该部队的青年军夏令营任临时音乐教官。在这里，吴

文季了解到康巴民俗风情，了解到美丽爱情传说，搜集到独具特色的“溜溜调”。

回到青木关，吴文季创作出《跑马溜溜的山上》，后改名为《康定情歌》；再后来，由

著名作曲家江定仙配了曲，歌唱家喻宜萱首唱，随即风靡全国。而同样被歌唱家

喻宜萱率先唱红的《牧羊姑娘》的作曲者金砂，也是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学生。

1995年，人们在遗址上建了一座“国音台”雕塑，雕塑由三个半边提琴合抱组

成，寓意“国破山河在”，碑上浮雕再现了国立音乐院在重庆期间的历程。

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对雕塑进行保护迁移，并将其改建为一座纪念亭。碑亭

为红柱青顶，原“提琴碑”按比例缩小立在亭顶，三个亭脊和翘角分别镶嵌五线谱

和高音谱号，由于《黄河大合唱》传出延安后率先在这里唱响，所镶嵌的五线谱为

《黄河大合唱》的核心段落。一块黑色大理石碑平嵌在亭内地面中央，碑文由当

年在重庆指挥公演《黄河大合唱》的著名音乐家严良垄撰写。碑文写道：“国立音

乐院，1940年成立于重庆青木关，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最高音乐学府。1945年增

设幼年班。时值抗战，师生们住茅屋，点油灯，以音乐为武器，积极宣传抗战，为

中国音乐事业，储育人才。抗日战争胜利，迁南京。建国后，以该院为基础，合并

几个音乐院、系，于天津建立‘中央音乐学院’。”

时光匆匆，岁月无痕，七十余年弹指之间。如今的青木关镇，寻觅不到“国立

音乐院”半点痕迹，唯有屹立山包上的那座亭子，闪耀着永恒的“国音”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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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棒棒求生活

1=F hb fb 王光池 词

川味 调侃、轻松地 翔 兵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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