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妙的音乐陪伴我们度过了难忘的六年学习时光，当你再次看到这些多彩

的照片，再次聆听这些熟悉的音乐时，你还记得这些乐曲的名字吗？你会有哪些

新的感受呢？

告别母校

毕业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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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乐朗诵：《地球，我的母亲》小组演唱：《爱，留给母校》
唱奏组合：《小纸船的梦》

师生表演唱：《让世界充满爱》

自选曲目表演：《白兰鸽》

请你主动、大胆地参加表演，无论采用哪种表演形式，都

能展示你的才华、你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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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唱联奏：《我的家乡日喀则》

    
    

  《
爱星满天》

音乐情景剧：《爱心世界》

独唱：《希望与你同行》

齐唱：《我们是春天》
小组演唱：《童话香巴拉》

像蓓蕾含苞待放，像雏鹰展翅飞翔。毕业前夕，我们欢聚一堂，尽情欢舞，

放声歌唱。感谢老师的培育，憧憬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憧憬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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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我 的 爱

1= C  2
4  

自由、抒情地	 李颜龙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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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少年  莫等闲

1= D  4
4  李秀维	词

愉快地	 傅磬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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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背上的孩子

1= F  2
4  霄鹏	词

中速	活泼地	 陈晓敏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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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 合唱
佚名	词

[尼德兰]拉索	曲

《旱天雷》 民乐合奏 广东音乐

《月亮河》 轻音乐 [美国]亨利·曼契尼	曲

旋转的童年

1= G  2
4  朱积聚	词

欢快地	 徐沛东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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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华的成才之路

刘天华教授怀抱琵琶，奏出犹如

珍珠落玉盘般颗粒均匀、清脆悦耳的

乐声。接着他又操起二胡，奏出如泣

如诉的委婉音，使许多外国人佩服得

五体投地。殊不知刘天华走的却是一

条自学成才的道路。

1930年，北京的

冬天冷到了滴水成冰的

程度。一天晚上，许多

中外名流冒着凛冽的寒

风直奔北京饭店，去欣

赏一位中国民族器乐大

师的演出。

刘天华的家乡江苏省江

阴县素有江南“丝竹之乡”

的美称。刘天华自幼就在这

民族音乐的氛围中熏陶。由

于生活贫困，他连一件像样

的乐器也买不起。当他看到

街头艺人用简陋的竹筒子二

胡也能拉出动听的乐曲时，

便狠心买了一把竹筒子二胡

向街头艺人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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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华坚持音乐创作扎根

于民族音乐的沃土，又不断寻

师访友，向名人求教，向艺人

学艺，所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

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我国二

胡学派的奠基人。

刘天华的母校对音

乐颇为重视，聘请他任

音乐教员并指导乐队。

在此期间，他不仅向一

位江南乐坛名家学习了

许多二胡演奏技法，还

吸取小提琴演奏之长，

对二胡的演奏技法进行

了许多革新。

一天，刘天华的三弟前

去看他，尚未进门就听到敲

锣打鼓的声音，心想：难道

是耍猴的？推开门一看，原

来是刘天华正在看一个老艺

人耍狗熊，刘天华两眼直盯

着老艺人的双手，那双手敲

出的别致锣鼓点吸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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