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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竞赛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音乐既是情感的艺术,又是表演的艺术。人人都有表现自己才能的欲望,作
为教师应从多方面去开发、拓展学生的才智并给他们提供展现才智的机会,培养

他们成为高素质的人才。本学期即将结束,如何考量学生的学习收获呢? 通过

这一单元有趣的音乐活动,复习、检验本学期所学主要内容,对提高学生学习质

量和改进教师教学都是很有益处的。
根据本套教材“具有主题单元情节性”的特点,在“音乐竞赛”单元主题之下,

设了“参赛篇”和“拓展篇”两个板块。“参赛篇”,首先是要动员每一个同学都“参
赛”,参加“音乐竞赛”活动。在这个前提下,教材上列出了参赛曲目、参赛内容、
演唱形式、主持人和评分标准。这样,参赛者就能知道应复习什么内容,如何更

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拓展篇”,是在参赛的基础上,怎样展现自己的才能,怎
样去创造。在这个板块中,设了曲目呈示、表演、听辨、视唱,音乐知识快速回答

和综合评议等栏目,并设立了加分项,鼓励学生精确地回答问题,发挥他们的创

造性。通过竞赛提高他们的音乐综合能力。

(二)内容结构

“音乐竞赛”,是一个集中复习教材内容、展示学生才能的实践活动。这个

活动,是在“竞赛”中体现出来的。“参赛篇”中,有参赛形式、参赛内容,有主要

演唱曲目,有演唱形式和主持人职责,还有参评的评分标准,便于评委和参演

者把握。“拓展篇”的立意重在培养和启发学生的演唱才能,拓宽了创造方面

的内容。

(三)教学目标

1.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期末班级“音乐竞赛”活动,积累舞台表演经验,增
强自己学习音乐的兴趣和信心,不断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
2.在音乐竞赛、表演活动中能够与同学密切合作,充分交流,增强集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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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协调能力,进一步理解音乐艺术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3.收集整理本期所学的知识,展现自己的音乐技能,锻炼和增强自己的组

织、社交能力,在活动中锻炼自己的能力。

二、教学建议

(一)参赛篇

1.按照教材上的参赛形式、参赛内容、演唱曲目、演唱形式和评分标准对参

赛者予以评价。

2.既可以小组评分,也可以单独为每个参赛者评分;既可以等级评分,也可

以分数评分。

3.演唱曲目可在学生自己准备的、熟悉的四首歌曲中抽取一首,为节约时

间,可以只演唱一段歌词。

4.学生可以单独展示乐器、舞蹈等与音乐相关的其他特长项目,评价时酌情

加分。

5.全班同学分成红、黄、蓝、绿四队参赛,队内设组长、记录员、监督员等。各

组自选本册教材歌曲一首集体演唱。

6.全班选出竞赛音乐会主持人二人,在老师的指导下,负责音乐会的全部主

持工作,并当场宣布评分结果。

7.各组选出一名评委,加上音乐老师,共五人组成评委组,为了评分的公正

性,可采取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以其余评委的平均分为成绩。

8.唱歌可用老师提供的教学录音伴奏,也可请人现场伴奏,同班同学伴奏,
除小组加1分外,另单独评奖。

(二)拓展篇

1.内容以本册欣赏教材为主,以对各个作品音乐主题的熟练程度为主要考

查内容,本册“创与做”的相关音乐知识和创作活动也是考查内容之一,方式可以

为演奏、演唱、视唱、听辨、创作等。

2.“指定”题须人人作答,可用试卷的方式进行答题,也可以小组指定2~3
题作答。“抢答”题以小组为单位作答。

3.评出集体奖二名为优秀奖,二名为优胜奖。每组各评选三名作为班级特

别优秀者。

三、准备工作

1.提前宣布举办班级音乐会“音乐竞赛”目的,明确相关步骤,落实相关人员

的任务,人人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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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备好有关竞赛的其他工作,如抽签号、板书、录音带、伴奏带等。

3.请根据学校和班级具体情况灵活取舍,只要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参与音乐

竞赛活动,能积极自信地表演就达到了学习目的。包括以下参考题目,也只作为

学期学习的部分缩影,师生可以另题而设。

四、参考题目

(一) 指定题

1.听录音片段,说说它们分别是哪个音乐作品的主题。
(1)《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2)《卡门序曲》
(3)《军队进行曲》 (4)《将军令》
(5)《打枣》 (6)《二泉映月》

2.说说下列这些歌曲的演唱形式。
(1)《沁园春·雪》 (2)《洞庭鱼米乡》
(3)《打靶归来》 (4)《川江船夫号子》
(5)《三峡情》 (6)《洪湖水,浪打浪》

3.填空。
(1)具有步伐节奏特点,结构严整、旋律刚健,一般以偶数拍作周期反复的歌

(乐)曲是(    )。
(2)我国民歌中有种音调高亢、节奏自由,多为成年男子在野外用假嗓演唱

的是(  )山歌。
(3)三峡号子又叫(  )号子,于(  )年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五声调式由(  )(  )(  )(  )(  )组成,分别唱作(  )

(  )(  )(  )(  )。
(5)歌剧是以(  )为主,把音乐、(  )、文学、舞蹈、美术等集为一体的综

合性舞台艺术,起源于16世纪的(  )。
(6)音乐剧是由(  )发展而来,是用(  )表现戏剧的艺术形式。
(7)我国的汉族民歌从体裁形式上可以分为(  )(  )(  )三个类别,

江苏民歌《茉莉花》是(  ),云南民歌《小河淌水》是(  ),东北民歌《哈腰挂》
是(  )。
4.请将下列乐器进行分类。
笛子、阮、板胡、扬琴、唢呐、二胡、鼓、管子、箫、京胡、古琴、柳琴、古筝、锣、

钹、笙、月琴、三弦、琵琶、巴乌

吹管乐器类:

拉弦乐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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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拨乐器类:

打击乐器类:

5.请用“鱼咬尾”的手法创作一个八小节或四个乐句的短曲。

(二)抢答题

1.以下民歌是哪个地方的?
《上去高山望平川》(  )  《茉莉花》(  )  《猜调》(  )
《槐花几时开》 (  ) 《天黑黑》(  ) 《赶牲灵》(  )
2.说出下列作品的作者及国籍:
《回忆》(  )(  )    《饮酒歌》(  )(  )
《军队进行曲》(  )(  ) 《卡门序曲》(  )(  )
3.唱一唱以下歌曲的前八小节旋律片段。
《祖国给我理想》 《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爷爷的三峡号子》 《杜鹃花》
4.讲讲下列音乐家的故事
郑律成  华彦钧  舒伯特  比才

5.列举题:请列举1~2例歌曲或乐曲,说说进行曲的特点。
6.创作题:
请选择以下歌词中一个片段谱曲,要求在八小节内,且具有进行曲风格

特点。
(1)生在华北大平原

心也宽哟情也宽
……

(2)一面旗帜一片地
一杆旗帜一重天
……

(3)风沙挡不住,瀚海不迷路
勇士四方来,开进塔里木
……

(4)要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阳光下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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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唱、选听作品分析介绍

一、 选唱歌曲

(一)《最美的歌献给你》

《最美的歌献给你》是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忠诚》主题曲,《忠诚》以中国共

产党的创建以及领导人民军队九十年的辉煌历史为主线,对人民军队建设发展

史作大跨越、全方位的反映。歌词形象地概述了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不畏艰

险、勇担使命、改天换地、走向胜利,无比深情地表现了人民军队永远跟党走的信

念和决心。

歌曲为六声羽调式, 拍和 拍,速度稍慢,由两个乐段组成,A段由起、

承、转、合的四个乐句构成,节奏平稳,旋律起伏不大,叙述了人民军队在党的

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B段也由四个乐句组成,但和A段相比,音区明

显变高了,切分节奏和附点音符对歌曲情绪的推动更加明显,同时旋律的最高

音和最低音都相继出现,力度也随之不断加强,尤其是结束句,更是将节奏拉

宽,并在高音“ ”上延长,将人民军队对党的忠诚之情抒发展现得淋漓尽致。

肖裕声(1950- ) 军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

贵州贵阳人,1969年入伍,197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军事科学院军

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副军职)、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长期从事党和国家军

事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兼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

(二)《高兴就好》

歌曲为b大调、三段体。第一乐段由起、承、转、合四个乐句构成,落在主音

上告一段落;第二乐段,作者采用提高音调、节奏变换、歌唱与数板式的朗诵交替

进行的手法表现,有时还有第二声部的填补。第三乐段再现第一乐段后,落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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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弦的三音上结束。

歌曲欢快,乐观向上,表现了现代青少年愉快的心情。

(三)《只知你是兵》

“哪里有危险,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我们的子弟兵……”《只知你是兵》以简

洁亲切、平白如话的歌词唱出了老百姓和人民子弟兵无比深厚的鱼水情。

歌曲为七声徵调式,节拍是 拍和 拍,速度为中速。由两个乐段构成,

A段的节奏与语言丝丝入扣,语气的表达如话家常,“ ”的主题节

奏型在第三、四乐句中反复出现,表现了人民军队救民于水火的坚定信心。接

着一个过渡性质的长乐句的旋律由高到低,重复句“我是一个兵”的旋律又向

上扬,巧妙地连接到第二乐段,表现了人民子弟兵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自豪

感,在形象生动的一问一答对话情景中得以充分展现。第二乐段是一个满怀

热情、讴歌军民深厚鱼水情的抒情段落,开始的切分节奏和附点节奏以及跌宕

起伏的旋律把歌曲的情绪推向了高潮,结束句重复了第二乐段,使全曲前后呼

应、浑然一体。

(四)《向新世纪报到》

歌曲为大调,由两个乐段构成。每个乐段都有四个乐句。第二乐段一开

始,音调在突然大跳后,音区大大升高,给人以“新”的感受,第一、二乐段在音区

上形成对比。

歌曲流畅,特别是富有抒发性的行进节奏给人以向上的力量,表现了人们对

新世纪到来的欢欣鼓舞和对未来的希望。

二、 选听歌曲

(一)《光明行》(二胡独奏)

二胡是人们熟悉的拉弦乐器,声音柔美圆润。宋朝时有一种琴叫作奚琴,后

来逐渐发展成胡琴。明、清之间,为适应各地不同音乐、戏曲对音色、风格的需

要,胡琴又逐渐发展为多种拉弦乐器,如板胡、京胡、坠胡、二胡、四胡等。

二胡从“五四”以后,才广泛用于独奏。民族器乐演奏家刘天华为二胡演奏以

及教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为二胡创作了10首内容丰富、技巧多样的独奏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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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首系统化的练习曲,以及其他作品。他在创作中既运用民族音乐创作技法而又

吸收西洋音乐的创作技巧。

《光明行》是刘天华于1931年写成的,它以激昂有力的旋律、宏伟的气魄,表

达出当时人们追求光明的愿望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全曲共分四段,并有引子

和尾声。

乐曲一开始奏出如军鼓声的引子:“ ”然后引

出第一部分:“

”这个情绪饱满、节奏明快的旋律,

显示出乐曲音乐形象的基本特点。

乐曲的第二部分出现了另一进行曲风格的旋律,它舒展而富有表情:“

”

此旋律第一遍用 - 弦奏出,第二遍用 - 弦奏出,通过宫调的转换使音乐更加开

朗和富于自信。它既与第一部分旋律形成对比,又从形象上补充了前者。

第三、四部分是上述旋律音调的进一步展开。这部分音乐,既具有进行曲

节奏坚强有力的特点,又保持了民族器乐旋律流畅如歌的风格。第三部分里

D(- 弦)、G(- 弦)两调的调性对置,以及对顿弓、跳弓等奏法的使用,让音

乐形成一种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气势。而第四部分用连弓奏法,使音乐具有

热情奔放、奋发向上的精神。

乐曲的尾声再现了第二部分的旋律,这时旋律处在较高的音区上,颤弓奏法

令人有紧迫的感觉。全曲最后作了两次明显的力度变化后,音乐在分解和弦式

的进行中有力地结束。整个尾声好像再次强调了乐曲的主题思想:人们追求光

明的心情是迫切的,愿望是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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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明 行
(二胡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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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祖国颂》(领唱、合唱)

《祖国颂》作于1957年。这是作者为彩色文献纪录片《祖国颂》所写的两首

混声合唱曲之一,影片于1958年元旦上映后,歌曲就在群众中迅速传唱开来。

这是一首豪迈奔放、充满青春活力的合唱曲。它热情地讴歌了伟大的祖国,

赞颂这日新月异的建设和人民的新生活。

作品是一首单乐章的合唱曲,音调优美、宽广而舒展,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

全曲结构可分为A+B+A'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采用领唱、合唱的形式,以男高

音、女高音优美的领唱徐缓地唱出了气势宏大的乐句,合唱浑厚、宽阔,由衷地赞

颂了河山的壮美。

中段是朗诵,配以温柔、亲切的“啊”字,复调合唱很好地渲染了气氛。第一

部分的最后则用朗诵词配上欢乐的 拍旋律,自豪而雄壮。

间奏以后,合唱进入第二部分,是优美、深情的分节歌,以女高音领唱、合唱

形式在小调式上进行,展示了人们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辛勤劳动的场景。这里

有金黄的稻米、小麦,火红的高粱,雪白的棉花。旋律起伏、流动、轻盈、醇美,宛

如一幅绚丽的丰收图画。

第三部分再现第一部分(A)(略去了朗诵部分),使用 拍,这就使得旋律更

显壮阔,气息更宽广,意境更为瑰丽,最后以庄严进行的 拍大合唱,雄浑地唱

出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旋律充满民族自豪感,有着震撼人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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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祖 国 颂
(领唱、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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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饮酒歌》(领唱、合唱)

《饮酒歌》为歌剧《茶花女》的选曲。《茶花女》原系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著名小

说,后由意大利剧作家皮雅维改写成歌剧脚本。剧情大意是:薇奥莱塔(即茶花

女)原是周旋于巴黎上流社会的名妓,有一次她在沙龙舞会上偶尔结识了青年阿

尔弗莱德,并被其真挚的爱情所感动,毅然抛弃纸醉金迷的生活,来到巴黎近郊

与阿尔弗莱德共同酿造爱情之蜜。为了支付乡间生活的费用,薇奥莱塔变卖了

自己的财产,当阿尔弗莱德知道后,深责自己对生活中的事太不关心,于是动身

去巴黎筹款。这时,阿尔弗莱德的父亲乔治欧来找到薇奥莱塔,要薇奥莱塔承诺

与他儿子断绝往来。为了顾全阿尔弗莱德的家庭和幸福,她决心牺牲自己的爱

情,忍受着内心痛苦而重返风月场所。阿尔弗莱德误以为她变了心,盛怒之下,

在公开场合羞辱了她。薇奥莱塔信守对乔治欧的诺言,未向自己的情人道破真

情,但患有肺病的身体,承受不了这一致命打击,就此卧床不起。不久,乔治欧良

心发现,把真情对儿子言明。但当阿尔弗莱德回到微奥莱塔身边,她已经奄奄一

息,疾病和不公正的社会夺去了她的爱情和生命。

歌剧尖锐地揭露了贵族社会虚伪的道德,同时,对被损害和压迫的妇女给予

了极大的同情,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全剧共分为四幕,《饮酒歌》选自歌剧第一

幕,这是一首圆舞曲性质的歌曲,阿尔弗莱德举杯祝贺,为青春和美好的爱情而

演唱,薇奥莱塔也接着唱,后来两人齐唱,合唱队伴唱,全曲轻松活泼、气氛热烈,

既表达了阿尔弗莱德对真诚爱情的渴望和赞美,充满了青春活力,又描绘了舞会

欢乐、热闹的情景。歌曲采用单三部曲式写成。

威尔第(1813-1901) 意大利作曲家,被誉为歌剧大师。一生创作了二十

六部歌剧,如《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阿伊达》《奥赛罗》《法尔斯

诺夫》等,他善于运用意大利民间音调和管弦乐的丰富效果,尤其能绘声绘色地

刻画剧中人的性格、内心世界,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歌剧

作曲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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