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 主题音乐活动——相聚北京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北京——祖国的心脏——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它古老而又年轻，神秘而

又现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北京以文明、友好、现代、开

放的国际大都市的风貌笑迎五洲宾客，展示中国北京迷人的风采。

本单元以“主题音乐活动——相聚北京”为题，设计的主题音乐活动课，意在

让学生通过自己收集材料、设计活动方案，共同参与音乐表演，在音乐活动中感

受北京的无穷魅力，为北京喝彩，为北京自豪。同时，在活动中体验合作学习、共

同参与的快乐，在活动中发展想象力，培养创造力。

（二）内容结构

主
题
音
乐
活
动—

—

相
聚
北
京

欣赏《北京欢迎你》（齐唱）

欣赏《北京颂歌》（男声独唱）

欣赏《故乡是北京》（女声独唱）

唱歌《我多想看看》

唱歌《美丽的鸟巢》

欣赏《北京童谣》（童声合唱）

（三）教学目标

1.积极参与音乐主题活动，在活动中体验、感受不同风格作品的音乐特点，

在参与中体验京腔、京调的韵味，从音乐中感受北京的迷人风光，从而更加热爱

北京，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2.在参与音乐活动时，大胆展示自我，学会相互合作，激发学生的表演能力

和音乐编创能力。

3.能主动参与活动评价，学会评价自己和他人，在评价中获得自信，体验主

动学习、主动参与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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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北京欢迎你》（齐唱）

《北京欢迎你》作为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由海内外百名歌星共同演

绎，用友好、自信的姿态邀请各地朋友，一起为奥运加油。当时，这首《北京欢迎

你》风靡全球，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关注着北京，关注着奥运，这首歌曲也在

各大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受到人们的热捧。

歌曲为复二部结构，具有传统民谣的风格特点，采用五声调式，旋法简单，歌

词浅显易懂，唱起来朗朗上口。第一乐段包括四个乐句，每个乐句都有两个小

节。乐段速度适中，采用叙事的口吻进行讲述，显得旋律比较平直。第二乐段由

弱起开始，为的是突出热情的“欢迎”，乐句长度也从第一乐段的两小节扩展为 4
小节，进一步抒发感情。旋律在大量使用高音的同时，也不断采用跳进音程，使

得音乐具有明显的起伏变化，烘托出歌曲欢快的情绪，增添了热闹的气氛。

总地来说，整首歌曲节奏并不复杂，旋律也很朴实，是一首容易掌握、易于传

唱的优秀歌曲。

附谱：

北京欢迎你
（齐唱）

1=D hb 林夕 词

热情地 小柯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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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欣赏《北京颂歌》（男声独唱）

《北京颂歌》创作于 1971年 4月。这首歌笔墨凝练、洒脱，感情发展的逻辑严

谨，是一首情感浓烈、艺术概括力很强的佳作。为了体现各族人民共同的意愿，

作曲者在音乐素材的选用上，没有局限在某一民族和地区的音调中，而是在民族

音调的基础上创造出既有庄重巍然之势，又有亲切细腻之情的旋律。在第一乐

段中，还自然地揉进了《国歌》《东方红》的曲调因素，真切地勾画出北京充满生机

的黎明景象。第二乐段每一乐句都从后半拍起，形成一种心潮逐浪的意境，使排

比语句驾着音乐的波浪，推向感情的高潮。随后，以七度大跳引出异峰突起的警

句——“心中一颗明亮的星”，迸发出各族人民歌颂首都强烈而炽热的心声。第

三乐段带有进行曲的特点，采用第一乐段的音乐素材加以发展，富有动力而又稳

健，表达了前进的祖国人民的昂扬激情，使音乐形象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结尾

处后倚音的装饰，既富有民间音乐甩腔润色的特点，又有别于一般化的歌曲结

尾，增添了旋律的光彩，是展现“美好的前程”的形象之笔。《北京颂歌》多年来一

直在群众中广泛传唱，它已成为北京的一种象征，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始

曲，每天伴随着首都的清晨，回响在人们的耳边。

附谱：

北 京 颂 歌
（男声独唱）

1=F hb fb 洪 源 词

中速 庄严地 田光、傅晶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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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故乡是北京》（女声独唱）

这首作品是一首具有京剧风格的女声独唱歌曲。该曲描写了古都北京的名

胜古迹和京城老百姓的京味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劲的艺术表现力。

它巧妙地将京剧的创作和演唱风格，与歌曲有机结合在一起，为歌曲的创新与发

展，闯出了一条新路，人们称之为“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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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曲为三段体结构。第一乐段旋律自由舒展，京味十足，采用京剧演唱的咬

字方式，收腔归韵、字正腔圆，一字一句有板有眼，表现了北京人对京城的一种特

殊情感。第二乐段旋律以十六分音符为主，节奏拉紧，以较快的速度把北京的名

胜古迹和京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情境，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展现出一幅

“京腔京韵自多情”的生活画面。句尾的拖腔京味浓郁，非常有特点。第三乐段

再现了第一乐段的旋律，在一片京腔、京韵的叫好声中，结束全曲。

附谱：

故乡是北京

（女声独唱）

1= .B hb fb 阎肃 词

深情地 姚明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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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唱歌《我多想看看》

歌曲用平实的语言，表达了小朋友对祖国首都的向往之情。

旋律为 c小调，结构是一段体，共包含五个乐句，前四个乐句均为规整的 4小
节，第五乐句扩充为 6小节，这种曲末拉宽节奏的处理让情感得到进一步的宣泄。

第一乐句一开始便是主音到属音的进行，句末也落在主音上，使得调式调性

得以明确，整个乐句在五度音程范围内进行，起伏不大。第二乐句的前两个小节

是对第一乐句 1~2小节的上五度模进，后两小节又回到主到属的范围内，不过这

次在前一乐句基础上向上扩充了一个小三度，进行到“5”，最后也落在四级音“2”
上，与第一乐句在和声走向上形成了主到下属。第三乐句在旋法上也采用了模

进的手法，后两小节是对前两小节的上五度自由模仿。第四乐句前 3小节借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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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句，形成呼应，但是又附加了一个小三度后缀“3-5-3”，落在属音上，让旋

律带有大调色彩，之后将这一旋律进行模仿，最终结束在主音“6”上，在句中形成

属到主的推进。第二乐段重复时，在曲末将最后一个乐句的第二乐节进行了重

复，随着速度的渐慢营造出意犹未尽之感，更加鲜明地表达了小朋友对首都北京

的热爱之情。

（五）唱歌《美丽的鸟巢》

歌曲呈鲜明的三段体结构，第一乐段舒缓亲切，第二乐段激情热烈，第三乐

段进一步抒发情感，相约在美丽的鸟巢。

第一乐段以中速娓娓道来“北京有一个大大的鸟巢”，内部包含四个乐句，每

个乐句由两小节构成。第一乐句多跳进，配合上附点节奏的运用，显得歌曲一开

始便清新、有活力。第二乐句的第一小节在前一小节核心音级“1”“5”的基础上

做上二度移位模仿，内部仍然保留附点节奏型。第三乐句与第一乐句基本相同，

只是落在Ⅵ级音上。第四乐句收拢于主音“1”。总的来看，第一乐段是一个复乐

段，在和声上呈“属——下属——主”的变格形式。

中间是一个欢快富有激情的间奏，以一个小节为单位不断地进行下行移位

模仿。跳进音程和休止符的运用，一改之前的抒情色彩，也为第二乐段转成抒发

对鸟巢的喜爱之情做铺垫。

第二乐段包含四个乐句，真诚邀请大家“相聚在这美丽的鸟巢”。这四个乐

句之间依然构成复乐段结构，在和声上也是呈“属——下属——主”的变格进行。

各句之间都采用了相同的节奏类型，只在音高上做了调整。第三乐句与第一乐

句相比，在后半乐节的地方使用了一个“ .7”，成为这两个乐句的最高音，也进一

步把感情推向高潮。第四乐句与第二乐句相比，整体上进行了一个大二度的下

行变化移位。这种内部模仿与对比，形成了歌曲的小高潮。

在第三乐段中，既有新出现的因素，也有再现的因素。第一、二乐句增加了

小节长度，然后又变化再现了第二乐段的三、四乐句，最后，在拉宽的节奏和全曲

的最高音中结束。

整首歌曲通过不同速度、情绪和不同小节长度上的对比，把对鸟巢、对祖国

的赞美与自豪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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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欣赏《北京童谣》（童声合唱）

这是一首蕴含京腔京韵的二声部儿童歌曲，表达了北京的孩子对北京的

喜爱。

歌曲呈宫调式，第一乐句从“3”一直上行到“ 82”，体现了五声性旋律的特点。

在节奏上由弱起开始，衬托了高声部第 2小节“ 81”的重要性，低声部与之对应的是

“5”，此音也是对“1”的支撑；同时高声部的第一乐句结束在“ 81”上，低声部结束在

“3”上，因此不管是高声部内部进行还是低声部的衬托，都十分明显地突出了“1”
的重要地位。第二乐句继续采用相同的开始方式，只是句末时进行在“5”上。低

声部大体上与高声部保持三度或四度的音程关系，高低声部十分和谐。

歌曲欢快热情，说与唱相结合，形式丰富，京胡等乐器的伴奏，使得歌曲带有

浓厚的地方特色，深受儿童喜爱。

附谱：

北 京 童 谣

（童声合唱）

1=D b1 fb 晓 诚 词

j=50 厚重而幽远的古楼钟声 杨春华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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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 3课时完成。

本单元是以活动为主的主题单元。首先要注意引导学生从音乐入手开展活

动。在活动中，以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主动参与音乐活动为主。教材围绕

主题为学生提供了总的活动计划、活动内容、活动要求的提示，为学生创造性地

开展音乐活动提供足够的空间。学生可以根据教材的提示，选择其中一个板块

的内容，通过收集相关音乐资料，选用教材提供的音乐参考材料，在老师的引导

下，按小组共同制订出表演方案，共同参与创造性表演活动。

（一）准备活动阶段

1.可先让学生交流在课前准备的相关资料，如：有关北京名胜古迹的图片、

诗歌、音乐，以及自己到北京旅游的所见所闻。

2.老师应指导学生唱好课前学生自己学唱的教材中的几首歌曲，为后面的

表演活动做准备。

3.分小组制订活动方案。

（1）确定小组表演活动内容。

（2）选择活动形式。

可采用小导游参观介绍的形式，通过介绍、歌曲表演、朗诵、欣赏等活动，感

受迷人的北京。也可用情境剧的形式分角色扮演北京的孩子、归国侨胞、去北京

游览的朋友等，用京腔、京调感受乡音乡情，表达对北京的情、北京的爱。还可用

各族人民到北京开联欢会的形式，表达各族人民对北京的向往和北京欢迎朋友

来的真情厚意。

（3）小组内整理筛选所选用的音乐资料。

（4）小组内分工合作，明确组内每位同学的任务，让每位学生都能参与进来。

（5）按小组进行排练。

（二）活动展示

1.介绍自己小组的表演活动方案。

2.分小组进行表演展示。

（三）活动评价

这个内容十分重要，首先让小组同学自己评价本组情况，然后进行互评，老

师补充评价。总之，让学生们在活动中感受到合作学习、主动参与的快乐，体验

成功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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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我多想看看》

（一）教学目标

1.能唱准歌曲中的四分附点节奏，尤其是附点节奏后面的十六分节奏。

2.能用连贯、抒情的声音，有表情地歌唱歌曲《我多想看看》，表现对首都北

京、对天安门升旗仪式的向往之情。

（二）教学重、难点

1.通过“呼唤北京”的体验活动，唱准歌曲中的四分附点节奏，尤其是附点节

奏后面的十六分音符节奏。

2.通过为歌曲命名的体验活动，拓展学生的艺术想象能力。

3.能用连贯、抒情的声音，有表情地演唱歌曲《我多想看看》，表现对首都北

京、对天安门升旗仪式的向往之情。

（三）教学过程

课前欣赏视频——韩红演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1.情感导入，奠定基础（律动《北京的金山上》）

老师：同学们，课前我们欣赏了著名歌手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北京的金山

上》，从歌词中你们听到了什么？

学生自由说：听到了北京、毛主席……

老师：歌手对毛主席、对北京怀着怎样的感情？

学生答略。

老师：少数民族人民就这样用他们直白的不做任何掩饰的风格，唱出了心中

最美的向往。（让我们跟随音乐一起去体会歌手那份直接、淳朴的感情。）

学生：跟随《北京的金山上》音乐做律动，初步体验歌曲优美的曲风，并感受

音乐中歌手对北京的向往。

通过聆听同类型的歌曲，体验少数民族音乐表达感情的直接，为感受歌曲抒

情、优美的曲风，歌词直接的表达方式奠定基础。

2.情境创设，呼唤北京，发声练习，突破重难点

老师：上节课，我们共同领略了北京的魅力。她作为我国的首都，是我们每

个中国人心中向往的地方。有一位来自草原上的小朋友，他也想去看看北京。

瞧，他站在山头呼唤着北京。他的声音传得又远、又高，仿佛飘到了天安门广场。

我们也来试试。（呈现歌曲中较难的附点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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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两个音的节奏相同吗？有什么不同？（学生找出附点节奏）

老师：我们一起唱准附点节奏。你们听，风儿吹来了天安门广场的回答。

分成两个大组，一组呼唤，一组回答。

老师：听到了北京的回答，来自草原的小朋友更激动了，你们听。（移调）

创设呼唤北京的情境，解决歌曲中附点四分音符节奏的难点，尤其是后面紧

跟的十六分音符节奏，同时为歌曲情感延续做铺垫。

3.寄语北京，传递情感

老师：草原上的小朋友梦想着去北京，他曾无数次坐在草原上，写下对北京

的向往。我们来看看，他写了什么？（用歌词作为信的内容）

（配音乐读）请同学们来读一读。

老师：草原上的小朋友想去北京干什么？

学生：看升旗仪式，看天安门广场……

老师：是啊，他多想去北京啊，可是，北京离草原的距离远吗？这对于一个小

朋友而言容易吗？他的信里是怎么写的？

老师：让我们再读一次他的信，读出去北京的强烈愿望和不易。

老师：草原小朋友的一封信打动了作曲家，他为小朋友的信谱上了好听的音

符。让我们关注音乐的乐谱，一起来聆听这首歌，一边听，一边为这首歌想个最

适合的歌名。

创设读草原小朋友的信的情境，让学生体验歌词表述方式的直接浓烈，有感

情地朗读歌词，为有感情地歌唱做铺垫。

4.拓展艺术想象，描绘音乐形象

老师：刚才大家都认真听了这首歌，你们想为这首歌命什么名？

学生：我多么思念，我多想看看……

老师：正如大家的想法，作曲家也是这样命名的，就像课前欣赏的《北京的金

山上》一样，用少数民族人民直白的话语，表达心中的想法，同时也用这简单的话

语为歌曲命名。我们来唱唱它的思念和愿望。

联系课前欣赏并简单总结，让学生体验歌词表述方式的直接浓烈，感受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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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人民表达感情的方式，为有感情地歌唱做铺垫。

5.动情歌唱，塑造音乐形象

老师：从大家的歌声里，我听到了你们的深情。让我们再次聆听歌曲，从歌

曲的哪些地方能听出小歌手是一名少数民族的小朋友？

学生：阿爸、阿妈的称呼凸显了少数民族的人物特征。

老师：阿爸、阿妈指的路是一条怎样的路？

学生：弯弯的小河、弯弯的小路。

老师：歌曲里是怎么唱的？唱唱这一段的乐谱。带上歌词唱一唱。

学生：阿妈告诉我，沿着弯弯的小河，就会走出草原。

老师：（再次追问）怎样的小河？

学生：弯弯的。

音乐中把这条河唱出了生命，还用较高的旋律来谱写。听（老师范唱）！

老师：在阿爸阿妈的描述中，小歌手仿佛来到北京，他看到了梦中的首都。

不由自主地唱到：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北京，我知道那是祖国的首都……

师生接唱。

学生：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北京。

老师：我知道那是祖国的首都。（师生交换）

老师：风儿吹动着小歌手激动的心，在草原的微风中，他放声歌唱，我们和他

一起高歌。

（全班跟随伴奏视唱全曲）

老师提示最后一句“我多么思念”弱起小节，请学生听老师是怎么唱的，在哪

里换气的。

老师：再唱歌曲，注意第二段的节奏发生了哪些变化。

老师：由于歌词增多，所以有的地方就出现了一字多音的地方，我们来唱

一唱。

歌唱全曲。

通过视唱、师生接唱、分角色唱等不同歌唱形式学会歌曲，并与歌词紧密结

合，表达歌手强烈的愿望。

6.首尾呼应，结束新课

老师：小歌手的愿望在心里生根发芽，终于有一天，他在阿爸、阿妈的祝福

中，满怀期待，去往北京。他带着草原人民的希望，去看北京，看升旗仪式。让我

们跟他一起出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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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用《北京的金山上》的律动动作，配合《我多想看看》的音乐，进行律动。

一边唱，一边律动，结束新课。

创设草原上的小朋友带着家乡亲人的期待去北京的情境，结合课前律动，升

华感情。

（周晓润）

五、补充资料

前门情思大碗茶

1= .B hb 阎肃 词

j=70 姚明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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