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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歌剧舞台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歌剧这一艺术表演形式可以说是多姿多彩、纷繁绚丽,它为人类艺术宝库增

添了无限的光辉。安排“歌剧舞台”这个主题单元,旨在培养学生对歌剧艺术的

情感,使学生了解歌剧体裁的基本特点,了解音乐在歌剧艺术中的作用,同时拓

展学生的艺术视野。为此,在“歌剧舞台”这个主题单元,首先让学生欣赏五彩缤

纷的歌剧精彩片段,了解歌剧这一综合艺术特征,了解世界歌剧艺术和中国新歌

剧的深远影响。其次,通过赏析各类体裁及各种演唱形式的歌剧音乐,让学生能

够初步把握歌剧音乐的主要风格和体裁,知道音乐在歌剧艺术中的作用。最后,

通过介绍音乐剧并欣赏与演唱,感受音乐剧的魅力,了解歌剧与音乐剧的联系及

区别。同时,本单元安排的音乐活动,培养学生对歌剧艺术的情感,帮助学生了

解歌剧常识,培养学生感受并表演歌剧音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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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结构

歌
剧
舞
台

—

—

歌
剧
舞
台
缤
纷
多
彩

—

— 欣赏 —

— 《今夜无人入睡》(男高音独唱)

— 《扎红头绳》(男女声对唱)

— 《十里风雪》(男低音独唱)

— 歌曲 ——— 《杜鹃花》

—

歌
剧
音
乐
风
格
各
异

—

— 歌曲 ——— 《牵挂》

— 欣赏 —

— 《洪湖水,浪打浪》(女声二重唱)

— 《回忆》(女中音独唱)

— 《卡门序曲》(管弦乐)

(三)教学目标

1.在欣赏或演唱中、外歌剧的精彩片段过程中,激发学生对歌剧艺术的兴

趣,培养对歌剧艺术的情感。

2.在欣赏和讲解过程中,学生能对歌剧艺术有初步了解,知道歌剧体裁的

基本特点,知道音乐在歌剧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

3.积极参与本单元的各项音乐活动,培养学生感受和表演歌剧音乐的能

力,尤其是在音乐活动中,体验如何通过歌剧表演人物形象。

4.在欣赏与演唱音乐剧中,了解音乐剧的特点及其与歌剧的异同。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今夜无人入睡》(男高音独唱)

1.歌剧《图兰朵》讲述的是发生在中国元朝的一个传奇故事。美丽大方的图

兰朵公主为了替受外族凌辱而死的祖母报仇,对全天下具有王室血统的人宣布:

如果可以猜出她的三个谜题,她就嫁给他,如猜错便处死,已有众多的异国王子

丧命于这残酷的游戏。流亡中国的鞑靼王子卡拉夫来应婚,答对了所有谜题,但

图兰朵拒绝认输,卡拉夫便要求公主答对他出的一道谜题,就是公主在天亮前需

得知他的名字,若知道便可处死王子,公主捉到了王子的父亲和女仆柳儿,并且

严刑逼供,柳儿因爱王子而自刎,以示保密。卡拉夫指责图兰朵的冷酷无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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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时,公主也尚未知道王子之名,但她冰般冷漠的心被卡拉夫对自己炽热的爱和

柳儿对爱情的忠贞所震撼和感动。王子把真名告诉了公主,公主却没公布他的

真名,说王子的名字叫爱(Amore),并公告天下要嫁给王子,全城人民沉浸在一

片喜悦中。

1998年,该剧由张艺谋导演,在北京等城市上演,广受欢迎。

《今夜无人入睡》第三幕开头是男主人公的唱段,这首歌曲被称为男高音的

试金石,一般都放在音乐会的最后压轴曲目。

2.茉莉飘香———《图兰朵》中的中国元素。

《图兰朵》在音乐上最有意思的特征是普契尼风格要素的全面综合体现。就

此而言,这部歌剧总括了普契尼一生的艺术追求,代表着他创作生涯的顶峰。由

于普契尼将自己所擅长的创作技能完全融入这部歌剧的创作中,因而《图兰朵》

体现出了少有的开阔视野和丰富内涵,特别是在“异国情调”的描绘和营造上,普

契尼继续发展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专长。

《图兰朵》从头到尾几乎浸润在中国特有的五声调式色彩中,因而更具浪漫

的张力和戏剧力量。在剧中,普契尼不仅使用了正宗的中国民间音调———江苏

民歌《茉莉花》,而且用了不同的配器和表达方式演奏同一旋律的主题,从而更好

地衬托了图兰朵公主的倔强、冷酷以及被扭曲的性格,同时也昭示着她终将被爱

所征服的结局。《茉莉花》的旋律在图兰朵公主首次上场时被完整地使用,由儿

童合唱团幕后唱出。另外,在图兰朵每一次出场时,《茉莉花》都会长短不一地被

乐队以不同的方式奏出,以表现她的美丽、高贵、圣洁、冰冷和遥不可及。当卡拉

夫三次解谜成功后,图兰朵恳请父王允许她不嫁但被拒绝,她迁怒于卡拉夫,以

《茉莉花》旋律开始的部分唱到:“你要拖我到怀中,用暴力,不顾我心,好恐怖!”

卡拉夫接着则以《茉莉花》下面的旋律唱到“不! 不! 高高在上的公主,我只要感

动你真心爱我。”另外,第一次上场的音乐和他们幻想为图兰朵准备新婚之夜时

的音乐都来自中国,只是被普契尼做了修改与润饰。有资料表明,《图兰朵》中的

中国旋律有两个来源,一是普契尼的朋友———曾经出使中国的法西尼公爵从中

国带回去的两个音乐盒子,二是一位荷兰传教士阿斯特于1884年在上海出版的

《中国音乐》一书。

普契尼(1858-1924) 浪漫主义时期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的代表作曲家。

他一生共写了十二部歌剧,较著名的有《艺术家的生涯》《托斯卡》《蝴蝶夫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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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朵》等。他的歌剧追求体现社会现实,以真实主义文学为鉴,以一系列栩栩如

生的下层人物为歌剧主人公,以他们的生活情感为歌剧内容。在戏剧与音乐的

关系上继承了意大利歌剧创作原则,认为没有鲜明动人的旋律就没有音乐,是威

尔第真正的继承者。他的音乐旋律优美,乐队与人声融为一体。精致的配器,新

颖的结构,民族音乐词汇的运用等,都展现出其作品与众不同的魅力。

(二)欣赏《扎红头绳》(男女声对唱)

《扎红头绳》《十里风雪》是歌剧《白毛女》的选曲。1940年歌剧《白毛女》根

据在我国晋察冀边区河北省西北部某地流传的民间传奇《白毛仙姑》的故事创作

而成,并于1945年在延安首演,此后,又做了不断的修改。1951年,这部歌剧获

“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是我国新歌剧史上的一个光辉里程碑。

剧情梗概:1935年除夕,河北省某县杨各庄外出躲债的贫农杨白劳回家后,

地主黄世仁逼其以闺女喜儿抵债。杨白劳被逼自尽,喜儿被抢到黄府做丫鬟,受

尽了虐待,荒淫无耻的黄世仁奸污了喜儿,还要将她卖掉。黄府的一位好心的女

仆帮助喜儿逃出了地主家,在深山野林里苦熬,强烈的仇恨使喜儿顽强地活下

去,历尽千辛万苦,头发也变白了,被当地村民误认为“白毛仙姑”。1938年,八

路军来到杨各庄,把喜儿从山洞中救出来,并发动群众清算了黄世仁的罪恶,为

喜儿和千千万万受苦的人报了仇。

歌剧真实反映了旧社会地主阶级残酷压迫下的农民的血泪生活,表明了

广大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地主阶级的压迫做坚决的斗争,才能真正

得到翻身解放。歌剧反映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

思想。

全剧共分五幕十六场。《扎红头绳》选自第一幕第一场,由杨白劳和喜儿对

唱。杨白劳的唱段是四个乐句将杨白劳出场时深沉、压抑的主题音调加以变奏

而成的。因其加快速度(中板),改变原有节奏,使曲调变得稍为欢快,表现出杨

白劳与喜儿相叙时的快乐心情。喜儿的唱段是加上补充句的单乐段结构,曲调

欢快活泼,表现了喜儿喜悦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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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扎 红 头 绳
(男女声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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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十里风雪》(男低音独唱)

《十里风雪》这首歌曲是第一幕第一场中杨白劳的一个唱段。这首歌的场景

是:漫天大雪,杨白劳挑着豆腐担子,披着盖豆腐的布,满身是雪,踉踉跄跄地走

在回家的路上。歌曲的旋律深沉、压抑。它深刻地刻画了杨白劳一辈子受剥削

压迫、逆来顺受、敢怒而不敢言的农民形象。

附谱:

十 里 风 雪
(男低音独唱)

(四)歌曲《杜鹃花》

歌曲《杜鹃花》是歌剧《党的女儿》的主题歌,它以江西民歌为基调,采用二段

体结构,第一乐段为单声部,第二乐段为二部合唱,前后两段在音区、织体和情绪

上形成对比。歌曲用朴实无华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通过对杜鹃花的赞美,隐喻

革命烈士高洁无瑕的品格和坚贞不屈的意志,同时寄托了对先烈的怀念。
歌剧《党的女儿》讲述了发生在1935年江西苏区杜鹃坡的感人故事。叛徒

马家辉和白军团长设下埋伏,妄图一举消灭游击队。危急关头,共产党员田玉梅

和桂英揭穿了马家辉的叛徒嘴脸,二人在筹盐时,遭遇白军,桂英壮烈牺牲,田玉

梅为拖住敌人,保护同志,被白军抓住,她豪气凛然,视死如归,怀着对共产主义

必胜的信念,慷慨就义。她那不朽的精神化作了满山盛开的杜鹃花。
此剧获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大奖”和“解放军文艺大奖”一等奖。
王祖皆(1949- ) 上海人,作曲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歌舞团

副团长。1973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毕业后曾在原南京军区前线歌

剧团工作,1987年再赴上海音乐学院深造。先后创作了大量体裁形式的音乐作

品。其中歌剧《芳草心》获全国音乐创作一等奖(1984年),主题歌《小草》影响广

泛;歌曲《两地书———母子情》多次获奖;舞剧《繁漪》获华人舞蹈经典作品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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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歌剧《党的女儿》获全国第二届“文华奖”音乐创作奖;电视连续剧《唐

明皇》主题歌和片尾歌获全国第十三届“飞天奖”最佳音乐奖。
张卓娅(1952- ) 云南昆明人,女作曲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

歌舞团创作员。1969年入伍,任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演奏员;1977年毕业于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1987年再入上海音乐学院深造。主要作品有:歌剧

音乐《芳草心》《党的女儿》,合唱套曲《南方有这样一片森林》,电视连续剧《唐明

皇》主题歌和片尾曲。先后为《凤凰琴》《苍天在上》《玻璃屋里的人》等电视连续

剧作主题歌及音乐。

(五)歌曲《牵挂》

1.《赤道雨》简介

2003年,由海政文工团和海政电视艺术中心联手打造的海军首部原创题材

音乐剧《赤道雨》,在北京首度公演,好评如潮。该剧在“全军第八届文艺汇演”中
获优秀剧目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优秀现代戏展演的重头戏之

一,成为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标志性作品。
《赤道雨》以海军舰艇编队在世纪之交跨海越洋、环球出访的壮举为背景,以

新型导弹驱逐舰舰长潘天雨与旅美华人肖可悦等人的情感和奋斗经历为主线,
通过“三个春天的故事”展示主人公对祖国、对海军的深情挚爱,反映了我国综合

国力的增强和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风貌。
2.《牵挂》分析

该曲是二段体结构。乐曲第1~8小节,旋律细腻委婉,对亲人与祖国的思

念缓缓渗出;第9~19小节,情感进一步升华,旋律起伏较大,全曲在对亲人祖国

的牵挂中,表达了当代军人执着的信念与使命。
跨洋越海出访各国,是中国海军从浅蓝走向深蓝,走向大洋的标志。军舰环

球航行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特别是在通过赤道的时候,能遇到赤道雨是一种

幸运。赤道雨是一种象征,因为它来去匆匆,变幻莫测,水兵们都把淋到赤道雨

作为一种莫大的幸运。而在这部音乐剧中,“赤道雨”这三个字不仅蕴含着当代

人对爱情、对人生、对命运的复杂心态和感触,也象征着经历了百年磨难的中华

民族终于走上了伟大复兴之路。
付林(1946- ) 中国音协流行音乐会主席,词曲作家。从艺近50年,在

创作上不断追求探索,是跨越传统音乐与当代音乐的践行者,最早涉足原创流行

音乐,是新时期民谣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品有《太阳最红,毛主席

最亲》《妈妈的吻》《小螺号》《祝愿歌》《小小的我》《故园之恋》《相聚在龙年》《都是

一个爱》《楼兰姑娘》《步步高》《天蓝蓝海蓝蓝》《故乡情》等上千首歌曲。为音乐

剧《赤道雨》作曲,获“全军文艺汇演”一等奖。

(六)欣赏《洪湖水,浪打浪》(女声二重唱)

《洪湖水,浪打浪》是歌剧《洪湖赤卫队》的选曲。《洪湖赤卫队》反映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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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湖北沔阳县委为配合由贺龙领导的红二军行动,暂时

把洪湖赤卫队撤离彭家墩。国民党保安团和当地白极会头子彭霸天乘机卷土重

来进行报复,妄图摧毁苏区。乡党支部书记韩英及赤卫队长刘闯,带领赤卫队机

智地与敌人展开斗争。韩英在一次掩护队伍撤退时不幸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

下,韩英坚贞不屈,敌人又逼她母亲劝降,但韩英母女相互激励,宁死不屈,后在

地下党的掩护下韩英脱险,迅速归队,带领部队配合红军消灭了彭霸天,革命红

旗重新飘扬在洪湖上空。
全剧共分六场:第一场《撤退》,第二场《劫抢》,第三场《搜湖》,第四场《越

狱》,第五场《找党》,第六场《胜利》。
《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抒情歌曲是歌剧的第三场中韩英和赤卫队员秋菊的

二重唱。全曲为三段式结构,歌曲汲取襄河民歌《襄河谣》的音调,用七声徵调式

写成。其宽广舒展的节奏,明快绮丽的曲调,通过对洪湖地区的优美景物和革命

根据地人民生活的描述,抒发了她们对党、对家乡的一片深情,以及对未来充满

信心的崇高感情。

附谱:

洪湖水,浪打浪
(女声二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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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欣赏《回忆》(女中音独唱)

1.《猫》简介

《猫》是英国作曲家安德鲁·洛伊·韦伯(AndrewLloydWebber)根据英国

著名诗人T.S.艾略特的儿童长诗《老负鼠的实用老猫经》改编而成。1981年5
月11日,《猫》在英国新伦敦剧院首演,从此一炮而红。1983年在第37届托尼

奖———音乐剧最高奖的评奖中获得7项大奖。该剧的百老汇原版录音带的销量

已逾二百万。在20年的时间里,《猫》不停地创造着新的演出纪录和票房神话。
它在百老汇演出场次高达七千多场,全世界现场看过《猫》的观众有五千多万人,
票房总收入超过二十六亿美元。《猫》与《歌剧院魅影》《悲惨故事》《西贡小姐》并
称为四大经典音乐剧。

《猫》的剧情很简单,主要讲述的是性格各异的杰里克猫聚在一起举行一

年一度的舞会庆典,等待他们之中最具智慧的领袖猫老杜特洛内米选出一位

最有资格得重生的猫。每一只猫都用歌曲和舞蹈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能

够被选中成为有另一次生命的杰里克猫。渴望爱与被爱的格里泽贝拉发自肺

腑地唱出了“回忆”,并以此感动了杰里克猫族,最后领袖猫决定由格里泽贝

拉———这只已经领悟了猫的生命意义且对生活不屈不挠的老猫,升上属于杰

里克猫族真正的天堂。

2.《回忆》简介

《回忆》的旋律在剧中多次出现,在第二幕中老猫格里泽贝拉演唱的《回忆》
最为完整。老猫格里泽贝拉年轻时非常漂亮,她经受不住外面的诱惑而离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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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闯天涯。如今,她衣衫褴褛,穷困潦倒,辛酸寂寞,她渴望回到猫的家族,渴望

回到以前的生活,但是她的同伴们不接纳她,他们无法原谅她当年的背叛。此时

失望痛苦的格里泽贝拉唱起了这首优美又带有忧郁的《回忆》。
3.《回忆》的音乐分析

《回忆》采用复三部曲式结构。它包含了音乐进行中经常出现的呈示、发展

(或对比)、再现三部性原则,非常适合情感细腻、抒情性的曲目。
A乐部。深夜,在寂静在街道上,被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的格里泽贝拉悄悄

降临,观众被引入对无限往事的回忆之中。
B乐部是一个对比性的中部,由两个乐句构成。第一个音从导音开始,减四

度上行后又回落,再向下走大二度。从不稳定的音开始,又上下跳动,反映出了

“魅力猫”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孤零零的街灯犹如自己,难道命运早已注定?
再现A乐部没有什么变化。但歌词的内容变了,变得积极向上,充满了希

望。“我要迎接旭日东升,安排崭新的生活,不被命运屈服。天将破晓,今夜又将

成为记忆,新的一天即将来临。”
纵观全曲,音乐多次转调,情绪在不断地升华,从对昔日痛苦的回忆到充满

希望地迎接新的生活,这与《猫》的剧情正好相符,预示着“魅力猫”最后赢得了去

“九重天”获得新生的资格。

附谱:

回  忆
(女中音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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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1948- ) 1948年3月22日生于英国南肯辛顿的音乐世家。祖父

是优秀的男高音,父亲是英国伦敦音乐专校的校长、知名风琴演奏家,母亲是小

提琴家,姨妈是剧院演员,弟弟是著名大提琴手。韦伯从小受音乐熏陶,7岁开

始作曲,姨妈带领他进入剧院,令他从小就领略了舞台的魅力。代表作品有《猫》
《歌剧院魅影》《艾薇塔》《万世巨星》《日落大道》等。

他共赢得五项英国劳伦斯奥立弗奖,六项美国托尼奖和三项格莱美奖。韦

伯于1988年荣膺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院士头衔,1992年被英国女皇册封为骑士,

1996年岁末再次被授予终生勋爵,成为贵族院成员。

(八)欣赏《卡门序曲》(管弦乐)

《卡门序曲》采用复三部曲式结构,开始呈现的主题是欢快热烈的进行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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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这一快板主题,选自歌剧最后一幕斗牛士上场时的音乐。

接着,乐曲从大调转入大调,在铜管乐雄壮的伴奏下,弦乐器从容不迫

地奏出了《斗牛士之歌》的旋律。这一旋律选自歌剧第二幕中斗牛士埃斯卡米洛

所唱的歌曲。

第二插部带有凯旋进行曲的特点,表现了斗牛士埃斯卡米洛气宇轩昂、英姿

勃发的形象。
接着,音乐再现开头的主题告一段落。当乐声再响起时,音乐气氛突变,在

弦乐震音的衬托下,大提琴和管乐器奏出了悲剧性的主题。

这一以吉普赛音乐特有的增二度音程写成的“悲剧性命运主题”,情绪沉重,
预示着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结局。最后,乐曲在强烈的不和谐的声响中结束。

这首序曲是这部歌剧最著名的器乐段落。

卡 门 序 曲
(管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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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3~4课时完成,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内容进行增减。教学

中,要重点引导学生在歌剧的教学过程中自己学习并归纳出歌剧体裁的基本特

点,懂得音乐在歌剧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新歌剧发展的深远影响,进一步

了解音乐剧与歌剧的区别并学唱音乐剧。此外,还应注意在本单元安排的一些

富有创造性的音乐教学活动中,培养和锻炼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一)歌剧舞台缤纷多彩

教材围绕和突出“歌剧舞台缤纷多彩”这一主题,安排了三部中、外歌剧的精

彩片段,教学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欣赏《今夜无人入睡》,老师应为学生简介这部歌剧的剧情和作者,引导学

生理解这部歌剧所反映的现实情景。

2.欣赏歌剧《白毛女》选曲《扎红头绳》《十里风雪》应是这部分教学的重点。

老师首先应让学生了解《白毛女》歌剧的整个剧情,其中可以较详细地介绍歌剧

第一幕的剧情以及介绍我国近代作曲家马可,使学生认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蕴意,进而教育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同时,还应让

学生了解歌剧《白毛女》的艺术价值及深远影响。在欣赏歌剧《白毛女》第一幕片

段后,应让学生学会演唱这三首插曲,学唱的过程应简化,可以让学生随老师的

琴声模唱,也可以让学生随录音哼唱。练唱的方式也应多样,可以让学生自由组

合进入角色练唱,也可以让男女学生集体分组练唱等,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

动。欣赏或参与演唱这部分的歌剧片段后,应组织学生对歌剧特征进行讨论性

的小结,重点应放在引导学生归纳歌剧演唱形式和在歌剧表演中如何塑造人物

形象。

3.歌剧《党的女儿》主题歌《杜鹃花》的唱歌教学,老师应为学生介绍歌剧的

大概情节。唱歌教学的重点应放在歌曲二声部的合唱练习。歌曲中临时变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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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在这里不必做过多的讲解,因为在前面的教学中已讲述。可以让学生先听

辨这组音 以后,再练唱乐句:“ ”。此外,还

应注重引导学生对复拍子的了解,通过让学生选择两种节奏型“ |”和

“ |”为歌曲伴奏,了解 拍的强弱规律。

通过欣赏《白毛女》的选曲和学习演唱《杜鹃花》,了解中国歌剧的发展,同

时了解音乐剧这一音乐戏剧形式,演唱过程中,应体会歌剧与音乐剧之间的

异同。

(二)歌剧音乐风格各异

1.学唱《牵挂》。

老师可为学生介绍当代中国音乐剧发展的概貌,通过学唱表演其中的代表

作品《牵挂》,以点带面进一步体会与比较音乐剧与歌剧表演的异同,并引导学生

对中外优秀音乐剧进行关注。

欣赏和唱歌教学进行完后,应组织学生对本主题单元的教学内容开展讨论

性的小结,重点应引导学生讨论歌剧音乐的特点风格、歌剧的演唱形式和音乐在

歌剧中的作用。教材还安排了来源于歌剧并日益发展的新音乐戏剧形式———音

乐剧及相关曲目供学生欣赏演唱,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提高学生对音乐剧的

关注。

2.欣赏《洪湖水,浪打浪》。

歌剧《洪湖赤卫队》选曲《洪湖水,浪打浪》,老师应为学生简介这部歌剧剧

情,并让学生哼唱歌曲的主题片段,还应鼓励会唱这首歌曲的同学为大家表演

全曲。

3.欣赏《回忆》。

老师为学生介绍音乐剧相关剧情及作曲家韦伯,让学生在了解剧情的基础

上,感知和理解《回忆》的旋律韵味及其浓厚的人文关怀。

4.欣赏《卡门序曲》。

欣赏《卡门序曲》时,应为学生简要介绍歌剧序曲及器乐在歌剧音乐中的作

用,还应为学生简要介绍作曲家比才。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哼唱这首器乐曲的

主题音乐,并引导学生感受并讨论作品几个主题各自的音乐特点,以及这几个主

题所表现的情绪和带给人们所产生联想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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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例

卡门序曲

———选自第五单元“歌剧舞台”

(一)教学目标

  1.通过对《卡门序曲》的学习,激发学生对歌剧艺术的兴趣,培养学生对歌剧

艺术的情感。

2.通过欣赏,让学生对歌剧艺术有一定的了解,并且了解音乐在歌剧中的重

要作用,掌握序曲与回旋曲的结构特点。

3.通过对作品的欣赏和分析,增强学生了解音乐要素对作品的音乐情绪和

内容所起的作用,提高学生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能力。

(二)设计思路

歌剧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多姿多彩又纷繁瑰丽。这一单元的重点旨在培养学

生对歌剧艺术的情感,使学生了解歌剧体裁的基本特点,了解音乐在歌剧中的重

要作用。这一课重点是加强学生对音乐的审美体验,通过对比和反复聆听,感受

音乐、表现音乐,让学生走进歌剧、走进序曲,开拓学生的艺术视野,培养学生感

受并表演歌剧音乐的能力。

(三)学情分析

八年级的学生对音乐教学有一定了解,也能掌握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他

们喜欢音乐,也好奇于不同形式的音乐,加之他们生理、心理日趋成熟,参与意识

和交往愿望增强,所以他们能积极参与各种音乐体验,从他们的喜好入手,更能

激发他们学习音乐、参与音乐活动的兴趣。

(四)教学重、难点

1.正确认识《卡门序曲》里的每个主题及其特点。

2.了解回旋曲式的结构特点。

(五)教学过程

1.导入。

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在上课之前先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

回答大屏幕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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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播放歌曲《再见,卡门》。

老师:同学们能说出这首歌的名字吗? 歌曲中的卡门是谁,你们知道吗?

老师:同学们,刚才我们听了这首歌,知道了一个名字———卡门。那么你

们知道她是来自于哪里? 她又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呢? 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

歌曲。

(2)播放《哈巴涅拉舞曲》。

同学们讨论并回答老师的提问。

老师:同学们,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法国作曲家比才所作的歌剧《卡

门》里的片段《哈巴涅拉舞曲》。你们知道什么是歌剧吗?

老师:歌剧是音乐的体裁之一,它集音乐、诗歌、舞蹈、戏剧于一身并以歌唱

为主,散发着无穷的艺术魅力。

请同学来讲述歌剧《卡门》里的故事,老师做补充。

老师:故事是围绕卡门、霍赛和埃斯卡米洛来展开的。卡门热情泼辣、酷

爱自由,整首歌剧塑造了卡门这个追求解放的女性形象,然而最终以她和霍赛

的死来结束,充 满 了 悲 剧 色 彩。今 天 我 们 要 欣 赏 的 是 这 部 歌 剧 的 开 场 音

乐———《卡门序曲》。

2.欣赏《卡门序曲》。

老师: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序曲吗?

老师:序曲是歌剧开始时的一首明朗而辉煌的管弦乐曲,它是歌剧、舞剧及

其他戏剧和声乐套曲的开始曲,歌剧的序曲起到暗示剧情和引导听众进入戏剧

的作用。

(1)初听音乐。

老师:音乐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认为这首序曲可以分为几个片段?

(2)复听音乐之分段聆听音乐。

老师:请同学们将听到的每个音乐片段的特点记录下来。

播放第一个片段:主部。

老师:这段音乐表现出什么样的情绪? (热烈欢快)

你知道有哪些乐器演奏? (木管乐器和小提琴奏主旋律)

想象这段音乐表现了什么样的场景? (西班牙斗牛场上的喧闹狂热的气氛)

老师:观看歌剧第一个片段,结合视频和音乐再次感受西班牙斗牛场上的喧

闹狂热的气氛。

播放第二个片段:第一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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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这部分的情绪是如何呢? (活泼跳跃)

它是运用什么乐器演奏的? (由木管乐器及小提琴奏主旋律,加入少量打击乐)

它表现了什么样的场面呢? (妇女和儿童跳跃、欢唱的场面)

老师:观看歌剧第二片段,结合视频和音乐再次感受妇女和儿童跳跃、欢唱

的场面。

播放第三个片段:第二插部。

教师:这部分的情绪和前面两个部分比较有什么样的变化? (雄壮威武)

乐器有哪些变化? (主旋律第一次呈现时由弦乐组奏主旋律,曲调抒情又威武雄

壮;第二次呈现时,铜管乐演奏的曲调坚定强大而雄浑)

这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 (英勇的斗牛场面)

播放歌剧第三个片段,同学们跟着画面哼唱这个片段的音乐,再次感受骄傲

豪爽的斗牛士埃斯卡米洛气宇轩昂、英姿勃发的形象。

(3)学唱《斗牛士之歌》。

要求能用激情饱满的情绪来演唱。

(4)《卡门序曲》各部分特点介绍。
《卡门序曲》各部分特点

片段 调式 拍子 速度 力度 乐器 情绪 表现的场面

A主部 A大调 快板 f
木管乐器及小提

琴奏主旋律
热烈欢快

西班牙斗牛场喧闹

狂热的场面

B第一

插部
A大调 快板 mf

木管乐器及小提

琴奏主旋律,加
入少量打击乐器

活泼跳跃

妇女、儿童们在斗

牛场上活泼地跳跃

欢唱的场面

C第二

插部
F大调 快板 mp—mf

第一次弦乐奏主

旋律,第二次改

为铜管乐

威武雄壮

斗 牛 勇 士 气 宇 轩

昂、英姿勃发的斗

牛场面

  (5)复听音乐之完整聆听。
老师:请说出整首序曲的结构(A+B+A+C+A),你们知道这种结构的乐

曲在音乐中是一种什么曲式吗? (回旋曲)
老师:回旋曲包括一个多次重复的段落(主部)和若干个与它穿插对比的段

落(插部),一般来讲主题至少要出现三次。

3.再次聆听音乐(学生参与表演)。
将学生分为三组,一组演唱《斗牛士之歌》,一组为歌曲伴奏,一组用自己的

肢体语言来表现斗牛士那气宇轩昂、英姿勃发的形象。
让学生更加深刻地体会和感受《卡门序曲》的魅力,跟着音乐用自己的方式

再现音乐。为了让这个气氛更加活跃,老师可跟着学生一起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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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
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欣赏的这部歌剧是由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的,《卡门

序曲》是这部歌剧中最著名的器乐片段,这首作品经常被交响乐团作为音乐会的

演奏曲目。其实,我们今天听到的还不完整,最后还有第三个插部预示着“悲剧

性的命运主题”,同学们若对比有兴趣可以课后欣赏。

(六)教学反思

本节课在课前要安排学生们自己先熟悉这部歌剧作品,了解一下作品的故

事情节和作品特点。从孩子们喜爱的流行音乐和较熟悉的歌曲入手,能比较好

地引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循序渐进地进入到本堂课的重点。以整个故事为主

线,引导孩子们来感受音乐的独特魅力所在。通过“体验—感受—再现过程—分

段聆听—完整聆听”的方法,加深孩子们对《卡门序曲》的理解,积极参与对作品

的再现,让学生听懂歌剧、喜欢听歌剧、乐于听歌剧,从而达到能真正提高学生的

欣赏水平和审美能力。

(李蕊君)

五、补充资料

歌剧常识

(一)歌剧概念

  歌剧(Opera)是将音乐、戏剧、舞台美术等融为一体并以歌唱为主的综合性

艺术形式。歌剧通常由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序曲、间奏曲和舞蹈场面等

组成(在有些歌剧中还包括说白和朗诵等)。一部歌剧常由三幕或四幕构成,其
开幕前有序曲,幕与场次之间有间奏曲。歌剧音乐包括声乐与器乐,器乐部分由

管弦乐队演奏。

1.声乐部分

宣叙调 亦称朗诵调。在歌剧中以独唱形式出现,是一种以语言音调为基

础的、吟唱性质的曲调,用以代替对白的歌唱,节奏自由,伴奏亦较简单。常用于

咏叹调之前,起引子作用或与咏叹调形成对比。
咏叹调 歌剧的主要组成部分。以独唱形式出现,它往往安排在戏剧情节

发展的关键时刻,着重表现剧中人在特定情境中的思想感情。咏叹调具有高度

的技巧性和丰富的表现力,几乎所有著名的歌剧作品,其主角的咏叹调都是脍炙

人口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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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唱 这是两位以上的演员按各自的声部同时进行演唱的形式,在歌剧中

占重要地位,常出现在叙事或强烈矛盾的情景中。在重唱中,每个演员根据所扮

演的不同角色对具体事件做出不同反应,唱词也往往不同。

合唱 是剧中群众角色所唱的声乐曲,在歌剧中可起多种作用,如强调气

氛、刻画环境,表现群众的思想感情。

2.器乐部分

序曲 是歌剧的开场音乐。它们有的是将歌剧中主要的音乐主题连缀在一

起,使观众对歌剧的主要内容预先在听觉上有所感受;有的是以歌剧主题为基础

写成比较完整的器乐曲,预示着剧情的发展和结局;也有的序曲起描绘环境、渲

染气氛的作用,直接与歌剧的第一幕连在一起。

间奏曲 歌剧中的过场音乐或幕间曲。它对剧情的发展分别起衔接、过渡

或缓冲、加剧等作用。

(二)欧洲歌剧

欧洲歌剧于16世纪末起源于意大利,经过历代作曲家的努力,在18世纪

至19世纪得到全面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达到高峰。在历史的发展中,因时

代和地区的不同,逐步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歌剧,其主要有正歌剧、喜歌剧、大歌

剧等等。

正歌剧盛行于18世纪的意大利,并从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各国。正歌剧大多

取材神话或历史故事,音乐注重华丽的演唱技巧,以迎合宫廷贵族的艺术趣味。

如亨德尔的《李纳尔多》、莫扎特的《体托的仁慈》就是正歌剧。

喜歌剧分意大利喜歌剧和法国喜歌剧。它们取材于现实生活,音乐生动、剧

情风趣,受到人们的喜爱。

意大利喜歌剧最初是由正歌剧的幕间剧发展而成,18世纪30年代以后脱

离正歌剧独立演出,并传播到欧洲各国。意大利喜歌剧的说白采用无伴奏宣

叙调唱出,其他与正歌剧相同。著名的歌剧有: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唐

璜》,罗西尼的《塞维利尔的理发师》等等。法国喜歌剧产生于18世纪,是在民

间闹剧和滑稽舞剧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对白不像意大利喜歌剧那样用无

伴奏宣叙调唱出,而是采用生活语言说出来。如比才的《卡门》就是一部悲剧

题材的法国喜歌剧。除上述之外,德国的歌唱剧和英国的民谣歌剧,也属于喜

歌剧的范畴。

大歌剧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末期,盛行于三四十年代的法国歌剧。常

以历史英雄故事为题材,崇尚富丽堂皇的壮观场面和光辉灿烂的音乐,还有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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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舞,但不用说白,音乐从头贯穿到底。如迈那贝尔的《新教徒》便是大歌剧的

代表作。

19世纪以后的歌剧,有两种结构类型:一种是由一系列自成起讫的分曲组

成的歌剧,如威尔第的《茶花女》;另一种是音乐在一幕之内连续不断地发展的歌

剧,如普契尼的《艺术家的生涯》。

欧洲歌剧的繁荣来自许多卓越歌剧作曲家的努力,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丰富和发展了歌剧艺术,创作了大量的剧目,构成歌剧艺术发展的灿烂长河。

(三)中国歌剧

中国歌剧萌芽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小小画

家》,配乐剧《扬子江暴风雨》,它们都将歌曲与对白并重。40年代初的《上海之

歌》《大地之歌》等作品,在如何吸收西洋歌剧特色以探索中国歌剧创作的道路方

面起了先行作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

在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的基础上,我国第一部新歌剧诞生了,这就是由

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于1945年的五幕歌剧《白毛女》,从而奠定了我国民

族特色的新歌剧的艺术形式,标志着我国歌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

了与中国固有传统戏曲相区别,此种歌剧被称为新歌剧。中国新歌剧,在中国民

族民间歌曲、歌舞和戏曲基础上,借鉴欧洲歌剧的表现形式逐步形成和发展起

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歌剧事业得到发展,涌现出了大量优秀剧目,

如《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我国歌剧形成了一个新

的歌剧创作高潮,产生出了《刘三姐》《红珊瑚》《洪湖赤卫队》《江姐》《阿依古丽》

等一大批影响遍及全国的剧目。“十年动乱”期间,我国歌剧事业遭到严重的摧

残,歌剧创作处于停滞状态。“四人帮”被粉碎后,歌剧逐步恢复了生机,尤其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20世纪80年代,歌剧舞台上出现了多种体裁、形式、

风格。有按照西洋歌剧的模式创作的歌剧,如《伤逝》《原野》等;也有沿用民族歌

剧的形式而在音乐创作上有了更大发展的歌剧,如《沂蒙儿女》《火把节》《深宫欲

海》等;也有采用喜歌剧、轻歌剧的形式创作的歌剧,如《现在的年轻人》《芳草心》

等,我国歌剧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