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单元 美丽的大草原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这首产生于我国南北朝时期脍炙人口的《敕勒歌》，形象地勾勒出北方草原

的壮丽图画。镶嵌在我国北方的内蒙古大草原，碧水绿草、鲜花朵朵、骏马欢腾、

辽阔无垠，犹如一幅美丽的图画。生活在那里的蒙古族人民勤劳、勇敢、豪放。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创造

了灿烂的音乐文化。本单元通过“牧歌声声”“骏马奔驰”两个二级标题的呈现，

通过欣赏、唱歌和编创活动，使学生认识、了解蒙古族音乐，感受其音乐特点，体

会蒙古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在音乐活动中增强对祖国各民族音乐的热爱。

（二）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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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赛马》（二胡独奏）

欣赏《吉祥颂》（呼麦）

欣赏《富饶辽阔的阿拉善》（女声独唱）

欣赏《森吉德玛》（男声独唱）

葫芦丝吹奏

欣赏《草原牧歌》（马头琴与乐队）

欣赏《牧歌》（无伴奏合唱）

唱歌《我是草原小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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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目标

l.在对比欣赏中了解蒙古族音乐中的长调、短调的音乐特点，知道呼麦这种

独特的演唱方式。

2.了解无伴奏合唱。

3.认识并了解马头琴、二胡，感受、听辨其音色特点。

4.能用轻快、富于弹性、有气息支撑的声音演唱歌曲。

5.在欣赏、演唱中感受草原的辽阔宽广和蒙古族人勇敢豪放的性格，感受蒙古

族音乐的风格，并能用唱、奏、演、说等表现方式表达草原儿女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牧歌》（无伴奏合唱）

20世纪 50年代初，诞生了一首根据内蒙古东部民歌改编的无伴奏合唱曲

《牧歌》。这首合唱曲像一碗醇厚的马奶酒，所有听过它的人，都醉卧草场。不少

外国来华团体都要欣赏这首歌，他们用了两个字概括对《牧歌》的印象，那就是

——天籁。

《牧歌》是蒙古族长调的代表歌曲，无伴奏合唱《牧歌》的曲是作曲家瞿希贤

根据流行在内蒙古东部昭乌达盟的民歌《牧歌》改编。改编后的歌曲有丰满而优

美的民歌形象，色彩更为丰富。不同音色的声部交替出现，互相呼应，加上浓郁

和谐的和声效果，使音乐的内涵更为充实，意境得到升华。《牧歌》的歌词充满诗

情画意，旋律具有蒙古族民歌中优美、抒情、高亢、悠扬的特点，加上舒展的节奏，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美丽富饶的草原一派迷人的景色。《牧歌》在简洁的旋律与字

里行间中流露出对草原和生活的热爱。全曲由带引子的三个乐段构成，每个乐

段由上下两个乐句构成。曲调优美抒情，宽广悠长，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上句

在高声区围绕着五度音“5”上下回旋，悠扬飘逸，仿佛是蓝天中飘着朵朵白云；下

句转入低音区低回歌唱，以“1”为中心围绕进行，是上句的下五度自由模进，低回

婉转的旋律，犹如撒在草原上珍珠般的羊群，展现了草原牧区美丽、壮阔的景象，

表达了蒙古族人民对辽阔草原和放牧生活的无限挚爱和深情眷恋。这首民歌有

着朴实优美隽永的特征，它有很好的歌词，给人的感觉是一切都很宽广优美，合

乎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翠绿的草地上，跑着白羊；羊群像珍珠，撒在绿绒

上。无边的草原，是我们的故乡，白云和青天是我们的蓬帐。朝霞迎接我，自由

地歌唱，生活是这样幸福欢畅。”这首无伴奏合唱，用学院化的技巧、复调自由卡

农手法写成，是一首非常打动人心的合唱歌曲。

歌曲结构是将原民歌略加变化地重复三次，即引子+A1+A2+A3+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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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的意境辽阔、宽广，深沉、暗淡的音色给人以苍茫之感。

第一乐段（A1）犹如将远景推到近景。第一句“翠绿的草地上，跑着白羊”，用

女高、女低、男高三个声部演唱。第二句“羊群像珍珠，撒在绿绒上”，以浑厚的男

低音托住其他声部，烘托出宽广舒展的意境。

第二乐段（A2）是对比性乐段。每个声部均有独立性，男高音唱出主调，女高

音则高八度模仿，女低音作答，充分展现了女低音特有的柔美音色。

第三乐段（A3）是第一乐段的再现，让人们对音乐形象有更深刻的印象。

尾声由男高音唱出“啊”引向高八度，接着是主题开始的 4小节先后在女

低、男高声部出现，落在主和弦上。此时，全曲仿佛结束，却又由女高音哼唱出

“ ”，它像一朵浮云飘向广袤的天空，

留给人无限的遐想。

《牧歌》曾打动过许许多多热爱生活、执着追求的人们，同时也感动着许多作

曲家、歌唱家，激发他们的灵感，唤起他们的激情。无伴奏混声四部合唱《牧歌》，

极充分地发挥了人声的巨大感染力，简洁明了，又丰富多彩，成为合唱作品中的

经典之作。

附谱：

牧 歌
（无伴奏合唱）

内 蒙 古 民 歌1=G fb 海 默 词

辽阔、优美地 瞿希贤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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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伴奏合唱 指仅用人声演唱而不用乐器伴奏的多声部演唱形式，也包括

为此写作的声乐曲。它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天主教教堂唱诗班所在的参拜席，至

文艺复兴后期这种合唱形式才开始用于牧歌等世俗音乐中。这种纯声乐演唱能

充分发挥各声部、音区、音色的表现力，又能保持音质的协调和统一。

瞿希贤（1919-2008） 女作曲家，上海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副主席、

中国电影音乐学会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儿童音乐学会名誉会长。她勤奋多产，

音乐创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她的音乐语言清新生动，刚柔兼备，具有鲜明的

民族特色和艺术独创性。

194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

业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系。曾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讲师。曾先后师从弗兰

克尔（德籍教授）、谭小麟教授等。建国后，长期在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和中央乐

团创作组工作。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一至三届理事、第四届副主席。中国电

影音乐协会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儿童音乐学会名誉会长。作品主要在声乐领

域，包括合唱、独唱、群众歌曲及儿童歌曲等。歌曲《全世界人民一条心》获第三

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歌曲比赛一等奖，合唱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获 1964年

全国群众歌曲一等奖，儿童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获全国第二次少年儿

童文艺创作评奖音乐作品一等奖，歌曲《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于 1980年被评为优

秀群众歌曲。影响广泛的合唱作品还有《飞来的花瓣》《乌苏里船歌》等，无伴奏

唱《牧歌》《红军根据地大合唱》，电影音乐《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了和平》《元帅

之死》《骆驼祥子》等。

豪放和婉约是她艺术风格的两翼。那些气势磅礴的作品，汇成乐观、豪迈、雄

健、清新、有强烈中国风味的艺术风格。在她的创作中还有许多以抒情、委婉、细

腻见长的艺术珍品，情真意切，发自肺腑，感人至深。她用民歌改编的一些合唱

曲，不仅保留了民歌朴实无华的特色，而且使之更丰富、更动听，也更具有魅力。

她的作品追求朴素的美，体现了呼之即来、排山倒海的阳刚之气与婀娜多姿、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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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致的阴柔之风的完美统一。她始终坚持“洋为中用”的探索，从而形成了她独特

的中国风格，成为一位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作曲家。

（二）欣赏《草原牧歌》（马头琴与乐队）

《草原牧歌》是根据故事片《草原上的人们》中的插曲改编的一首器乐曲。此

曲为 hb 拍，羽调式，结构为：引子+A+A1+A2+尾声。引子由钟声奏出下行的五个

音，短短的几声带颤音的笛声，自由而悠长的旋律展现了一望无际的、空灵的草

原景色。随后马头琴以舒缓、深沉的节奏及质感演绎出茫茫草原及草原的风貌，

乐声起处，我们似是看到那风儿吹过时绵绵的草浪，那点缀于绿色之中与白云遥

相映衬的羊群，那圆圆的蒙古包及牧民黝黑的脸颊和飘乱的长发……马头琴类

似人声的调子更是让人感觉似是在听一个牧人深情地歌唱。整首乐曲节奏规

整，乐句紧凑，结构匀称，旋律线条比较曲折，情绪开朗奔放。

音乐主题为乐段结构，4个乐句，每个乐句 4小节。原歌词为 3句，在创作时，

因重复第三乐句歌词，所以对第四乐句在曲调上保持原音乐素材的基础上进行

了变化发展，提高了音区，最后结束在高八度主音上。全曲节奏舒展而平稳，旋

律奔放而辽阔，切分节奏、附点四分音符的巧妙运用，4个乐句落音的精心安排，

使情感的表达更加情真意切。改编的器乐曲将音乐主题演奏了三次，在演奏形

式、配器和调性上做了精心的设计。第一遍由马头琴主奏，G大调；第二遍转为 C
大调，第一、二乐句为合奏，第三、四乐句由竹笛主奏；第三遍为 F大调，第一、二

乐句为合奏，第三乐句由马头琴主奏，第四乐句前两个小节为合奏，后两个小节

由马头琴演奏。最后，在尾声中结束全曲。

曲中及后部节奏的加快，似是在描述草原人的生活，奔驰的骏马、高高甩起

的马鞭、红红的篝火、深情的敖包……将草原人的快乐、勤劳、热情、善良、朴实等

尽情地展现出来。

附谱：

草 原 牧 歌

（马头琴与乐队）

1=G hb 向异 曲

中速 开阔、奔放地 贾铭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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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头琴 蒙古族拉弦乐器，因琴杆上端雕有马头而得名。其音色纯朴、浑

厚、富有沁人心脾的草原气息。声音圆润，低回婉转，音量较弱，为蒙古族人民喜

爱的乐器。2006年 5月 20日，蒙古族马头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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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赛马》（二胡独奏）

《赛马》是黄海怀先生在 20世纪 60年代初根据蒙古族民歌所创作的，并于

1963年 5月在“全国首届二胡独奏比赛”中演奏，获得极大的成功。乐曲情绪热

烈、奔放，生动地描绘了蒙古族人民在庆祝自己的节日时，举行赛马活动的热烈

情境。乐曲原是典型的复三部曲式结构，在中段后还有一个华彩乐段，后为了使

作品更为精练，演出的效果更好，由沈利群改编成目前的演奏版本，经多年的舞

台实践，得到了广大二胡演奏者和爱好者的认可。

这首乐曲速度很快，中间几乎没有速度变化，情绪上也始终是热烈、奔放

的。乐曲为带再现的三段体结构：

第 1~40小节是乐曲的第一个乐段。它一开始就以强有力的喷弓将草原上

举行赛马时那种热烈、壮阔的场面展现在听众面前，如“ ”“ ”

“ ”等。第 4小节的连弓十六分音符音型音量变弱，运弓中表现“连”的感

觉。第 7、8小节的音型力度渐强，运弓短促，有“顿”的感觉，与前两小节形成鲜明

的对比。第 9~16小节是以两小节为单位强弱交替的重复乐句，其力度较强，如：

“ ”，好像是骑手们在扬鞭催马；弱奏的十六分音符连贯而均

匀，犹如群马奔驰时的马蹄之声。两个相同的重复乐句，使人感到马群跑过了一

批又一批，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第 25~32小节表现了人群中粗犷的呐喊声，在

力度上前 4小节强，后 4小节稍弱，造成不同的距离感，给人以一种异常广阔的视

野。这 8小节是第一个乐段中的“眼”，从第 33小节起音乐性格又回到群马奔驰

的情景之中，并在第 39~40小节以几个从容、坚定的“ *6”音来造成段落的终止感。

1=F fb
奔放、热情地

第 41小节起是乐曲的第二个乐段，它由一个 16小节的歌唱性乐段，再加上

两次变奏来组成。这 16个小节的歌唱性乐段情绪非常开朗、愉快，旋律呈横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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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曲调更为连贯与动听，给人有“骑着马儿把歌唱”的感觉。第 43~55小节中不

同音区上“1”音的装饰音提示“ tr”，都以大三度的“3”音来作为颤指音，以奏出独

特的蒙古族音乐风格。

第 57小节起是这一乐段的第一次变奏，它以短促、跳跃的运弓，使旋律更突

出了“马”的个性；第 69~71小节的快弓，奏出了连贯的线条感，有强弱起伏，描写

了群马在面前奔驰而过的情景。

第二次变奏从第 73小节开始，它是以伴奏乐器演奏主旋律，由二胡用拨弦模

仿马蹄声来作衬托，这种形式是黄海怀先生的一大创举，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著名

的拨弦乐段。

第二乐段的旋律用了蒙古族民歌《红旗》的音调，旋律刚健有力，八度音程的

大跳进行和铿锵的节奏，表现了内蒙古大草原上的骑手勇敢豪放的性格。

1=F fb
欢乐地

这段旋律经过一次变奏“ ”

之后，转入由伴奏乐器扬琴主奏，二胡用内弦作分解和弦进行的弹拨伴奏的乐

段，抒发了人们在节日赛马时的欢乐情绪，描绘了马蹄疾驰、你追我赶的紧张热

烈的情境。

从第 89小节带起拍开始，是乐曲的第三乐段，在情绪上比第一乐段更热烈、奔放，

第 105小节起的马蹄音型由弱渐强，层层推进，在乐曲的最高潮中结束全曲，描写了胜

利者从远处直驰终点，使观众们情绪激昂，将整个赛马活动的气氛推至顶点。

第三乐段变化重复第一乐段的旋律，情绪越来越热烈。

1=F fb
奔放、热情地

50



第
三
单
元

美
丽
的
大
草
原

《赛马》自问世至今的几十年中，以其欢快、热烈的情绪，通俗易懂的内容，极

佳的舞台演出效果，成为二胡作品中知名度极高的乐曲。

附谱：

赛 马

（二胡独奏）

1=F（%6 3 弦）fb 黄海怀 曲

奔放、热烈地 沈利群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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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二胡 拉弦乐器，因有内外二弦而得名。二胡低音区音色饱满有力，中音区

音色柔和，高音区音色清晰，表现力丰富，是我国拉弦乐器中主要乐器之一。

二胡也是中国古典乐器。始于唐朝，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最早发源于

我国古代北部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那时叫“奚琴”。19世纪 20年代，二胡开始

作为独奏乐器出现在舞台上。在这之前，二胡多用于民间丝竹音乐演奏或民歌、

戏曲的伴奏。二胡是我国独具魅力的拉弦乐器。它既适宜表现深沉、悲凄的内

容，也能描写气势壮观的意境，音色接近人声，具有很高的情感表现力。意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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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二泉映月》、催人泪下的《江河水》、思绪如潮的《三门峡畅想曲》、宏伟壮丽

的《长城随想曲》、奔腾激昂的《赛马》《战马奔腾》等都是其代表性曲目。

黄海怀（1935-1967） 二胡演奏家。江西萍乡人。自幼受民间音乐熏陶，学

会演奏二胡、笛子等乐器。1958年毕业于武汉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后留校任教。

1963年在“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中获三等奖。他先后创作和改编了二胡曲

《赛马》《江河水》等。在《赛马》一曲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大段落的拨弦技巧，对二

胡演奏艺术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四）欣赏《吉祥颂》（呼麦）

《吉祥颂》是一首蒙古族民歌，是演唱者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呼麦”而

演唱的。一人同时唱出二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是蒙古国和我国蒙古

族特有的产物。《吉祥颂》表现了蒙古族人民歌唱美丽的家乡——草原，歌唱快乐

生活的幸福之歌。

（五）唱歌《我是草原小骑手》

《我是草原小骑手》是一首以蒙古族民歌为素材创作的 fb 拍儿童歌曲。歌曲

为羽调式，包括三个大乐句。歌曲旋律明快，节奏跳跃，情绪活泼，充满自豪感。

歌曲的节奏极富舞蹈性，第一乐句（a+b）情绪活泼欢快，和声内涵明确，旋律结束

在不稳定的半终止上；第二乐句（a+b1）是第一乐句的变化重复，仅仅结尾不同；第

三乐句（c+a1）前半部分为衬词句，引入新的旋律素材，后半部分重复开头一句歌

词，并变化再现 a乐节的部分旋律素材，在第 6小节和第 14小节运用了七度和八

度大跳，并在结束中采用了富有蒙古族特色的衬词，即“啊哈嗬咿”，进一步抒发

了草原儿童的自豪感。抑扬顿挫的节奏、跳跃的旋律，使草原小骑手的人物形象

特点非常鲜明，词作者以质朴、精练的语言，表述了大草原上蒙古族儿童的生活

情趣。全曲热烈豪放，歌曲中的衬词“啊哈嗬咿”以及富有动感的下滑音，表现了

小牧民愉快的心情和豪迈的性格。

（六）欣赏《富饶辽阔的阿拉善》（女声独唱）

此曲旋律舒缓、节奏自由，字少且衬词居多，腔长且音域较宽，多达十四度，

旋律多跳进。

从旋律发展上来看，第 1~12拍（到歌词“富饶啊哈嗬伊”结尾处）可看作是第

一乐句，其特点是旋律呈“尖角状”，先是从“ %6”直线上行十度至“ 81”，然后又一落

千丈式地以八度大跳下滑到“1”，使得音乐一开始便呈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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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24拍（歌词“辽阔啊嗬伊”结尾处）可看为是第二乐句，同样的这一乐

句也是直线式地向下进行，乐句内跨度达到十二度，随着音域的拓宽，进一步展

现出辽阔草原的景象。

最后部分可看为是第三乐句，这一乐句加入了颤音，很好地突出了蒙古族长

调高亢悠远的音乐特点，把辽阔无垠之景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流行于内蒙古

阿拉善盟一带，产生于 1686~1700年间，通常在庆典欢乐之日盛赞保卫祖国边陲

的英雄的功德。曲调辽阔开朗，节奏自如悠长，气息深厚，多七、八度大跳，有浓

郁的草原风味。

附谱：

富饶辽阔的阿拉善

（女声独唱）

1=D
自由节奏 蒙古族民歌

长调 蒙古族长调，意即长歌。它的特点为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由，

宜于叙事、抒情，被称为“草原音乐活化石”。2008年，长调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七）欣赏《森吉德玛》（男声独唱）

歌曲有一句类似长调拖腔的引子部分，结束以后，就进入主歌部分。

主歌部分节奏、节拍明确，前后强弱分明，从开始处的中音区逐渐增强到高

音区，音域提高的同时，力度也在进一步加强，使得情绪不断累积，直至高音区才

宣泄出来。结尾部分也有一句衬词组成的拖腔，表现渐渐远去的感觉。

歌曲衬词和装饰音较少，带有明显的宣叙性。旋律简洁，色彩明朗，音程多

跳进。这首民歌是五声音阶宫调式，“7”音只是偶然出现的经过音。曲调线条的

起伏很大，情感富于变化，这种旋律适于表现辽阔、舒畅、奔放的音乐形象和蒙古

族人民豪爽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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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吉 德 玛

（男声独唱）

内蒙古鄂尔多斯民歌

松 华 编曲1=D fb 阿 拉 坦 仓 译词

深情、优美地 西彤、松华 编词配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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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调 短调在蒙古语中称为“宝格尼道”，与长调民歌相对而言，泛指曲调短

小、具有明确节奏节拍的歌曲。其音乐特点为曲调简洁，装饰音较少，旋律起伏

不大，带有鲜明的宣叙性特征。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 4课时完成。

（一）牧歌声声

1.欣赏《牧歌》。

（1）多媒体出示蒙古族自然景观图、民族服饰图和娱乐风俗图片。师生共同

讨论总结蒙古民族特点，即地域、民风、居住、服饰、生活方式、娱乐风俗等，主要

引导学生了解蒙古族的民风——热情、纯朴、豪爽、粗犷，服饰——长袍、颜色多

彩鲜艳，地理环境特点——天高地阔、草绿羊肥，娱乐风俗特点——赛马、摔跤、

射箭，为接下去的《牧歌》欣赏创设画面情境。

（2）可以启发学生想象一幅美丽漂亮的内蒙古大草原画面。老师在学生想象

内蒙古大草原画面的过程中播放音乐，同学们可以闭上眼睛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想

象着草原风光，并思考：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这是一种什么样

的演唱形式？接着播放无伴奏合唱《牧歌》。当学生回答以后，老师引出无伴奏合

唱的概念，可以在复听时感受乐曲有几段，旋律、节奏有什么特点，速度、力度有什

么变化，在复听的基础上可以让学生跟着哼唱一声部旋律，熟悉歌曲，在熟悉的基

础上分析各声部的表现力和乐曲表现的意境，深入体验无伴奏合唱的魅力。

2.欣赏《草原牧歌》。

（1）《草原牧歌》的欣赏可以和《富饶辽阔的阿拉善》《森吉德玛》结合起来进

行教学。因为这两个曲子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让学生了解长调和短调的基本知识

及其主要特点，首先可以从听《富饶辽阔的阿拉善》入手，感受是否和《牧歌》有同

样的特点和风格，然后再对比聆听《森吉德玛》，对比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然后

在讨论回答的基础上讲解长调和短调的概念以及特点。

（2）在欣赏的基础上引出《草原牧歌》，这是一首蒙古族很有特色的、用乐器

演奏的乐曲，从感受音色、情绪入手，带领学生熟悉主题，在熟悉主题以后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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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和理解“引子+A+A1+A2+尾声”的结构就比较容易了。在欣赏这个乐曲的时

候可以辅助简单的蒙古族舞蹈动作。

（二）骏马奔驰

1.欣赏《赛马》。

《赛马》是一首情绪热烈、奔放的二胡独奏曲，在欣赏之前也可引出草原的

“那达慕”大会，可以用一些图片或者课件的视频引入，加深对蒙古族人性格的了

解。在初步感受以后可以介绍二胡这种乐器，然后对照谱例哼唱、熟悉主题，对

比音乐的变化，在反复聆听中感受二胡这种乐器的不同演奏方法和所表现的不

同效果。学生可以用声势动作、舞蹈、打击乐器、自己编创节奏为乐曲伴奏等方

式参与音乐实践活动。

2.唱歌《我是草原小骑手》。

《我是草原小骑手》的学习可以结合课后的“创创做做”进行教学，通过对《草

原上》的葫芦丝吹奏，进行相关的音准练习，也可以编创简单的低音为歌曲伴

奏。学习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时，特别注意对音程大跳的两个地方进行音准

的纠正，还有就是衬词的地方注意两小节换气，在学会歌曲和唱好歌曲的基础

上，学习“骑马扬鞭”“套马”“抖肩”“压腕”等基本舞蹈动作进行表演，在学习的过

程中注意对学生进行评价。

四、课例

音乐欣赏课《赛马》

（一）设计理念

本课教学设计的指导思想是：以音乐的审美体验为核心，使学习内容生动有

趣，丰富多彩，突出鲜明的民族性，引导学生主动地参与音乐实践，尊重个体的不

同音乐体验和学习方法。通过音乐欣赏活动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能力，进一步

开发学生的音乐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为学生终身喜爱音

乐、学习音乐、享受音乐奠定良好的基础。《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

中还指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为学生提供审美体验，陶冶情操，而欣赏是音乐

学习的基础，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应将我国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

作为音乐课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学习民族音乐，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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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本课正是让学生在欣赏、体验、参与中感受中国民族音乐的博大精深，感

受乐曲带来的强烈震撼，感受二胡这种民族乐器的魅力。

（二）教学目标

1.在欣赏乐曲中感知力度、节奏、速度的变化对音乐形象变化的作用。

2.了解二胡的三种演奏技法：拉奏、抛弓、拨弦。

3.感知乐曲《赛马》带再现的三段体的曲式结构和各部分的意境和情绪。

4.随音乐律动，感受乐曲和情绪。激发对草原、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三）学情分析

五年级学生经过前四年的学习和训练，对音乐的速度、力度有一定的感知能

力，对二胡的音色也有所了解，但是学生通过认真细致地分析音乐要素，从而进

一步了解音乐所要表达的深刻内涵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四）教学准备

1.教学课件。（呈现辽阔草原和蒙古族风情的呼麦视频、那达慕大会图片、曲

谱图片）

2.《赛马》的完整音乐和各个乐段的音乐，便于学生及时聆听旋律，分析曲式

结构。

3.二胡、串铃。

（五）前期教学状况、问题及其对策

问题：1.同学们对蒙古族风格的音乐感受不是很明显，对蒙古族的风情、习俗

也不是很了解。

2.对中国民族乐器二胡的了解和演奏方法不是很了解。

3.畏惧音乐欣赏，觉得听不懂。

4.对变奏的创作手法不熟悉。

对策：1.用呼麦视频引入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让学生知道呼麦已经有千年

历史，而今已是国宝级的艺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使学生为蒙古族的呼麦艺术

所震撼，为中国有这样独特的艺术形式而骄傲。

2.现场带来乐器，让学生近距离观看、接触，简单地演示，让学生更清晰地了

解中国民族乐器二胡。

3.通过音画结合、编创简单的动作、乐器伴奏、主题哼唱等方式融入到音乐中。

4.通过哼唱主题，分析主题的变化，让学生明确地感知主题的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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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重、难点

1.感受不同乐段所表示的意境和情绪。

2.能听出乐曲第二部分主题的三次重复。

（七）教学过程

1.感受蒙古族风情

（1）了解呼麦艺术。

老师：今天我先让同学们观看一段视频，请同学们边欣赏边思考，这是哪个

民族的音乐？他在唱什么？是怎么唱的？（听赏《呼麦》演唱视频）

欣赏后学生围绕刚才的问题进行讨论，然后老师简单介绍蒙古族最具特色

的演唱艺术——呼麦。

老师：呼麦是由喉咙紧缩而唱出“双声”的泛音咏唱技法。“双声”指一个人在

演唱时能同时发出两个高低不同的声音。呼麦又称“蒙古喉音”。2006年，蒙古

族呼麦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呼麦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畅谈蒙古风情。

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你们还知道哪些和蒙古族相

关的知识呢？谁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学生：略。

老师：你们知道的知识可真不少，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蒙古族的那达慕大

会。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在每年七、八月这一水草丰

茂、牲畜肥壮、秋高气爽的黄金季节举行。那达慕的蒙语是“娱乐”或“游戏”的意

思。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蒙古族人民在载歌载舞尽情地欢庆自己节日的画面。

其实在那达慕大会上，最激动人心的是蒙古族人民传统的三大竞技：赛马、摔跤、

射箭。（播放那达慕大会画面）

2.完整欣赏乐曲

（1）引入欣赏课题。

老师：听，从那达慕大会上传来了美妙的音乐，他们正在进行的是什么比

赛？（播放乐曲片段）

学生：赛马。（出示课题《赛马》）

老师：你们的音乐想象力真丰富，才听了一小段，你们就感受到是在赛马，你

们是怎么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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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音乐的速度快。

老师：其实乐曲能让我们明显地感受出赛马的情境，不仅仅是速度，还有音

乐的力度、节奏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完整欣赏全曲，初步感知乐曲的情绪、节奏、速度、力度。

老师：下面我们一起来完整地欣赏乐曲《赛马》，请同学们认真倾听并思考音

乐为我们描述的是一场怎样的比赛？音乐的力度和节奏是怎样的？（可以用点拍

的方式，来感受音乐的力度和节奏，声音强的时候我们点拍的幅度大，弱的时候

点拍的幅度小，但是一定要合上音乐的节拍）

欣赏后学生回答：赛马的场面是欢快、激烈、紧张、热烈……

老师：音乐密集的节奏让我们明显地感觉到马儿在不停地奔跑，那乐曲的情

绪一直都很紧张、激烈吗？有没有变化呢？

（3）复听全曲，认识主奏乐曲，感知乐曲的段落结构。

老师：谁知道这首乐曲的演奏乐器是什么？

学生：二胡。

老师：今天老师也带来了一把二胡，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二胡。二胡的构造

比较简单，由九个主要部分组成：琴筒、琴杆、琴皮、弦轴、琴弦、弓杆、千斤、琴码

和弓毛。你们想听听现场版的《赛马》吗？我来为你们现场演奏，让我们近距离

地感受一下蒙古族人民赛马的场景，当你们听到密集的节奏时就进行点拍，当你

们听到舒展的节奏时，就划旋律线，明白吗？

老师：刚才乐曲的节奏变化是怎样的？

学生：密集——宽松——密集。

老师：乐曲一开始我们听到密集的马蹄声，你们觉得音乐是在描述比赛的哪

个阶段？舒展的节奏又是在描绘比赛的什么阶段？最后密集的马蹄声又是在描

绘哪个阶段？那你们认为音乐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三个）请你们用图示或者做

手势等方式来把这三个部分表现出来。

3.分段欣赏《赛马》

（1）欣赏乐曲的第一主题。

理解这一主题音乐所塑造的形象。

老师：听，这是乐曲的开始部分，你们觉得音乐表现的是怎样的形象？（马儿

在草原上奔跑）那你们观察一下乐谱，觉得这部分音乐的节奏是怎样的？（紧密、

紧凑，采用了大量十六分音符），那这里的附点音符你们觉得有什么作用？

老师一边带同学们哼唱旋律，一边一起做扬鞭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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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们把右手举起来，一起来模仿一下这个动作（老师唱旋律带领同学们

一起做扬鞭的动作），你刚才做了几次这个动作？（三次）这个附点四分音符一共

出现了三次。

随音乐律动。

老师：这部分音乐节奏疏密相间，刻画了赛马场上群马飞奔的沸腾场景。刚

才我们练习了扬鞭的动作，那你们觉得马蹄声可以怎样表示？（可用弹舌表示），

那马儿由远及近呢？（弹舌、拍手，声音由弱到强），现在我们再来听一遍这段音

乐，请同学们用扬鞭、弹舌、拍手等动作来表现。学生随音乐完整表演第一段。

（2）欣赏乐曲第二主题。

对比感受第二主题的内容、情绪、节奏的变化。

（播放第二段音乐）老师：这段音乐又让你们想到了什么？你们感觉人们此

时的心情是怎样的？（人们在观看比赛过程中载歌载舞，心情舒畅、愉悦）这段音

乐和第一段比较，情绪上有什么变化？（悠扬、流畅）节奏有什么变化？（舒展）

哼唱第二主题。

老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哼唱一下这部分旋律的主题，老师演奏二胡，同学

们用“啦”哼唱。

a.先听老师演奏二胡，同学们默唱。

b.身体坐直，小声唱。

c.口张开，注意吸气，唱得再流畅、舒展一些。

听辨主题的两次变奏，了解二胡的跳弓、拨弦等演奏方式。

主题第一次变奏：

老师：老师继续拉奏这段主题，同学们注意听，音乐和刚才一样吗？

学生：不一样，变得欢快跳跃了。

老师：老师是怎样让这段旋律欢快起来的？

学生：老师演奏方法不一样了。

老师：先前我的演奏方式叫拉弓，现在我用的演奏方式叫抛弓。抛弓这种演

奏技巧有利于更好地表现乐曲感情。

老师：请同学们拿起串铃为老师伴奏，好吗？

主题第二次变奏：

老师：请同学们继续听，老师的演奏方法又变成怎样了？老师用右手食指，

拨二胡的内弦，这种演奏方式叫拨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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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同学们一起来模仿一下这种演奏方法，伸出右手食指，你们拨，老师为

你们配音。

（3）欣赏乐曲第三主题。

老师：现在整个那达慕大会简直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你们听，比赛已经到了

什么阶段？这部分音乐跟哪部分比较相似？（第一部分）但这一部分的马蹄声显得更

加密集，比赛场上的气氛显得更加紧张、激烈。这是整个乐曲的高潮部分。

4.完整复听

播放音乐，再次完整欣赏。老师与学生用身体动作完整表现音乐。

5.拓展

老师：二胡作为中国的民族乐器，也能登上世界的舞台，请听由我国著名的

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的《赛马》。

老师：世界人民都被二胡的魅力所感染，被乐曲《赛马》描写的激烈场景所吸

引。中国的民族音乐博大精深，希望我们以后去了解更多的民族音乐，把民族音

乐发扬光大。

（彭茹）

五、补充资料

马头琴的故事

马头琴是蒙古族的代表性乐器，在中国乃至世界乐器家族中，都占有一席之

地，而且也是民间艺人和牧民喜欢的乐器，它的琴杆上头雕着一个精美的马头，

顾名思义叫马头琴。可是，它为什么要雕一个马头呢？

很久很久以前，草原上有个放牛娃，名字叫苏和。一天，太阳下山了，天慢慢

地黑下来了，苏和才赶着羊回家。忽然看见前面路边有个毛茸茸的东西，走近一

看，啊，原来是一匹刚生下来的小白马，多可怜啊，苏和就把它抱回家去养着。小

白马一天天长大了，又美丽又健壮，人人见了都很喜爱。苏和更是爱得不得了，

每天骑着小白马去放羊，他们真像一对好朋友。

有一年，草原上的王爷举行赛马会，苏和带上干粮，骑着小白马也去参加了。

赛马会开始了，好多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棕色的、黑色的、黄色的马在草

原上奔跑，可谁也没有苏和的小白马跑得快。王爷一看，得第一名的是个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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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心里很不高兴，对他说：“你是个穷小子，不配骑这样好的马。喏，我给你三个

金元宝，把这匹小白马卖给我。你回去吧 !”苏和对王爷说：“我是来赛马的，不是

来卖马的 !”说着牵了小白马就走，王爷一听发了火：“你这个放羊的穷小子，敢顶

撞我 !来人啊 !拉下去狠狠地打 !”苏和挨了一顿打，被王爷赶了回去。

王爷抢了苏和的小白马，就想在别人面前显摆显摆。王爷摆了酒席，请了许

多许多客人，对大家说：“我刚得了匹小白马，奔跑起来就像一道闪电，谁也比不

过它。你们好好瞧着。”他说完话，就骑上了小白马，可是小白马一动也不动，王

爷生气了，就拿鞭子打它，这一打可不得了，小白马猛地一跳，把王爷摔了个四脚

朝天，小白马撒开腿就跑，想去找它的主人苏和。“捉住它，捉住它 !”王爷没命地

喊着。可是谁也追不上它。王爷接着喊：“别让它跑了！用箭射死它 !”几十支

箭，“嗖嗖嗖嗖”地向小白马射去。小白马被箭射中了，血不断地流出来。可是它

很勇敢，它忍着痛一个劲儿地向前跑，一直跑到主人苏和家。

夜里，一声长长的马嘶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苏和急忙跑出去一看，是小白马

跑回来了。苏和又惊又喜，借着月光仔细一看，发现小白马身中数箭，已经奄奄

一息……苏和心如刀绞。小白马因箭伤过重死在了自己主人的面前，苏和抚摸

着小白马忍不住泪如泉涌。失去了小白马后，苏和整天无精打采、伤心欲绝。有

一天，他在梦中又见到了小白马，它说：“主人哟，你不要伤心落泪了，你用我的

皮、骨、鬃、尾做一把琴吧，让我永远陪在你身边……”

于是苏和就按小白马说的话做了一把琴，在琴杆上端按照小白马的模样雕

刻了一个马头，并起名叫马头琴，永远带在身边。从此，苏和天天拉琴，拉了许多

好听的曲子，远远听起来，就像小白马在唱歌。其他的牧民听到这优美的曲子，

都按照苏和的琴的样子，用木头做马头琴。他们一边放牧一边弹着马头琴，就这

样马头琴传遍了整个草原。

那达慕

那达慕是蒙古族人民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活动，也是蒙古族人民喜爱

的一种传统体育活动形式。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不但译为“娱乐、游戏”，还

可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每年农历六月初四（多在草绿花红、羊肥马壮的阳历

七、八月）开始的那达慕，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它在蒙古族人民生活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适应蒙古族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有着悠久的历史。

那达慕大会的内容主要有摔跤、赛马、射箭、套马、下蒙古棋等民族传统项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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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还有田径、拔河、篮球等体育项目。此外，那达慕大会上还有武术、马球、

骑马射箭、摩托车等精彩表演。夜幕降临时，草原上还会飘荡起悠扬激昂的马头

琴声，男女青年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欢快气氛。那达慕大会

是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蒙古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

那达慕大会上的三项运动

摔跤——蒙古族特别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也是那达慕大会上必不可少的

比赛项目。蒙古语称摔跤为“博克·巴依勒德呼”，称摔跤手为“博克庆”。蒙古族

的摔跤有其独特的服装、规则和方法，因此也叫蒙古式摔跤。最引人注目的是，

摔跤手的皮坎肩的中央部分饰有精美的图案，图案呈龙形、鸟形、花蔓形、怪兽

形，给人以古朴庄重之感，摔跤手身着的套裤用五米多长的白绸子或各色绸料做

成，宽大多褶，裤套前面双膝部位绣有别致的图案，呈孔雀羽形、火形、吉祥图形，

底色鲜艳，图呈五彩。其足蹬马靴，腰缠一宽皮带或绸腰带，著名的摔跤手的脖

子上缀有各色彩条——“江嘎”，这是摔跤手在比赛时获奖的标志。

赛马——蒙古高原盛产著名的蒙古马，能跑善战，耐力极强。自古以来，蒙

古族人对马就有特殊的感情，他们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都以自己有一匹善跑的

快马感到自豪。赛马为蒙古族男儿三技之一。赛马项目包括：快马赛，主要比马

的速度；走马赛，主要是比赛马步伐的稳健与轻快；颠马赛，是蒙古族特有的马上

竞技表演项目。在那达慕大会时，内蒙古大草原上，远近百里乃至几百里的牧民

驱车乘马赶来聚会，参加赛马活动。赛马场上，彩旗飘飘，鼓角长鸣，热闹非凡。

射箭——是蒙古族传统的“男儿三项”的项目之一，也是那达慕最早的活动

内容之一。蒙古族射箭比赛分近射、骑射、远射三种，比赛的规则是三轮九箭，即

每人每轮只许射三支箭，以中靶箭数的多少定前三名。

呼麦

呼麦——作为一种歌咏方法，主要流传于中国内蒙古，蒙古族、阿尔泰、哈卡

斯（Khakass）和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等地区。“呼麦”，又名“浩林·潮尔”，是蒙古族

复音唱法潮尔（Thor）的高超演唱形式，是一种“喉音”艺术。呼麦是一种古老的

歌唱方式，声音从喉底里发出来，悠悠远远地往一个很深很深的隧道里面钻，那

个隧道是时间的记忆。据说，呼麦已经有千年历史，而今已是国宝级的艺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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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独一无二。2006年，蒙古族呼麦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呼麦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呼麦是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

态。呼麦发声原理特殊，有时声带振动，有时不振动，而是用腔体内的气量产生

共鸣假声带也随之振动。演唱者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发出粗壮

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在此基础上，巧妙调节口腔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唱

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音声部，获得无比美妙的声音效果。有关呼麦的产

生，蒙古族人有一奇特说法：古代先民在深山中活动，见河汉分流，瀑布飞泻，山

鸣谷应，动人心魄，声闻数十里，便加以模仿，遂产生了呼麦。声乐专家形容这种

唱法是“高如登苍穹之颠，低如下瀚海之底，宽如于大地之边”，被音乐界誉为“天

籁之音”。

长调

蒙古族民歌分长、短调两种体裁，长调流传于牧区，而短调则流行于半农半

牧区。

蒙古族长调蒙古语称“乌日图道”，意即长歌。它的特点为字少腔长、高亢悠

远、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于抒情；歌词一般为上、下各两句，内容绝大多数是

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蓝天、白云、江河、湖泊等。蒙古族长调以鲜明的游

牧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演唱形式讲述着蒙古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

和艺术的感悟，所以被称为“草原音乐活化石”。2008年 11月 25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宣布了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蒙古国

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荣列榜中。

长调也是蒙古族音乐风格的标志，是蒙古族民歌主要艺术形式之一，主要流

行于牧区。音乐特点为音调高亢，音域宽广，曲调优美流畅，旋律起伏较大，节奏

自由而悠长，多采用复合式节拍。曲式结构以上、下句构成的乐段较为常见，也

有复乐段乃至多乐段构成的联句体，以非方整性结构居多。歌词多以两行为一

段，在不同的韵步上反复叠唱。长调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声多词少、气息绵

长，旋律极富装饰性（如前倚音、后倚音、滑音、回音等），尤以“诺古拉”（蒙古语音

译，波折音或装饰音）演唱方式所形成的华彩唱法最具特色。

倾心听一曲长调牧歌，犹如站在苍茫草原上向大自然倾诉体验。这种艺术

境界，被诸多音乐学家、歌唱家称之为“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而美学家则称

之为“人和大自然高度自由完美的统一”。只要有一人领唱长调旋律，三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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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续低音配合，就会产生庄严肃穆、声势浩大、辉煌壮丽的气势；而一首马头琴

民间独奏曲《走马》，就有排山倒海之气概。二者均能使人产生一种雄浑壮美的

崇高体验。

长调歌唱着草原土地、生命青春、牛羊骏马、候鸟鸿雁、阳光云霭、明月繁星、

山的景色、海的风光、怒放的鲜花、清澈的流水、弹拨的琴弦、嘹亮的歌声、父母的

恩情、兄弟的情义、长者的训导、天下的太平……这种情景交融、发乎自然、天人

合一的独特意境和神韵，显示出蒙古族长调民歌高度的美学价值。

短调

短调在蒙古语中称之为“宝格尼道”，与长调民歌“乌日图道”相对而言，泛指

那些曲调短小、具有明确节奏节拍的歌曲。其音乐特点为曲调简洁，装饰音较

少，旋律起伏不大，带有鲜明的宣叙性特征。乐句之间与唱词之间的结构形式与

布局较长调民歌协调、对称，节奏规范，多采用单一节拍，曲式多为对称的方整性

结构，歌词一般四句一段，形成分节歌形式，在不同音韵上反复叠唱。短调结构

规整，短调歌曲旋律简单，易学易唱，因此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其表现题材十分

广泛，几乎涉及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常言说民歌伴随了蒙古族人的一

生，是毫不夸张的。孩提时代，伴随着摇篮曲入睡；玩耍时，唱着儿歌嬉戏；青春

年少时，通过爱情歌曲抒发心中的恋情；女儿出嫁时，双亲唱起送亲歌；远嫁他乡

的姑娘，在思亲怀乡的歌曲中，寄托自己的眷恋；离开家乡的游子，只有在歌声

中，才能缓解心中的愁思；长辈们用饱含哲理的训喻歌教导子女……短调的种类

很多，有情歌、洒歌、婚礼歌、祝寿歌、叙事歌、摇篮曲等歌种，在蒙古族各种艺术

形式中是首屈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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