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六
单
元
 
快
乐
的
夏
天

73   

第六单元 快乐的夏天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荷塘里的荷花在阳光下盛开,水里的鱼儿在荷叶间漫游,大树上的蝉鸣响起

来了,池塘里的青蛙整夜都在唱着快乐的歌儿。
这就是夏天,一个多姿多彩的季节。城里的孩子们放暑假了,抛开了恼人的

书本,夏令营在欢迎孩子们的到来。去河边戏水、去山里捉蝴蝶、去海边和鱼儿

玩耍、去草原看奔驰的马群……
夏夜里,躺在青青的草地上,数着天上的繁星,和星星来一场有趣的对

话……
萤火虫是夏夜的精灵,那一闪一闪的光亮把我们带进童话,于是一段故事也

在这个梦幻的夏夜里出现了……
夏天是快乐的,因为没有了密密麻麻的黑板,剩下的只有开心的笑声;夏天

是神秘的,因为孩子们的心中有着无数的幻想……
音乐中的夏天同样也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这也是本单元要给孩子们呈

现的一幅用音乐描绘的美好画面。
(二)内容结构

快
乐
的
夏
天

———

—
放
暑
假
了

—
— 欣赏《快乐暑假》(齐唱)

— 唱歌《欢乐的夏令营》

—
夏
夜
的
歌

—

— 欣赏《夏夜》(合唱)

— 欣赏《萤火虫》(管弦乐)

— 唱歌《我和星星打电话》

(三)教学目标

1.在音乐中感受夏天带给我们的快乐,感受音乐中描述的情景,并能用自己

的方式进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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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唱歌活动中,通过聆听,正确感受歌曲的情绪,并能用声音表现这一情

绪。能在恰当的地方换气,用正确的呼吸方法,控制气息,将气息均匀地分配到

演唱中。在合唱片段的演唱过程中,在保持声部音准、节奏的基础上,体验合唱

声部的均衡配合。
3.在聆听活动中,进一步感受、了解演唱形式,通过听觉感受能够进行分辨。

感受歌曲的基本情绪,并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4.在聆听中感受不同的拍子所带来的不同音乐感受,并能用动作表现出来。
5.通过继续学习葫芦丝吹奏,不断提高演奏能力。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快乐暑假》(齐唱)
《快乐暑假》是一首少儿歌曲。由崔增录作词,他多年来致力于创作少儿歌

曲,并多次获奖;张阿雅作曲,她是一位活跃在歌坛的音乐人。这首歌曲以跳跃

的节奏、流畅的旋律、新颖的结构为特点。歌词通俗易懂,反映了孩子们对暑假

的喜爱、对生活的热爱,渴望拥抱大自然。
歌曲为小调式, 拍,二段体结构。
歌曲先从“”起音,以流畅的圆弧线性旋律进行,后两个小节变化重复前两

个小节。经过四个乐句后插入了一个小节的说唱乐句,再进入结束乐句。八分

休止符的运用,使得节奏有跳跃感。变化的节奏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灵活、快乐的

脚步和愉快的心情。其主歌部分的歌词更是孩子们当下的生活写照:黑板、作
业、暑假、相约小伙伴。一个小节的过渡乐句中带节奏的说白,更是体现了孩子

们的情绪由平静到欢腾的转变过程。
副歌部分也是由四个乐句组成,短小而明快。采用合唱形式呈现。生动地

描绘出孩子们各自相约去拥抱大自然、去探索生活的画面。旋律音符从上至下,
连续切分节奏的出现使歌曲的情绪更加活泼、跳跃。歌曲反映了孩子们对暑假

的热爱,同时也体现了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向往。
在副歌部分结束后,再次反复到主歌的第二段歌词,重复演唱主歌的旋律。

反复后的歌曲情绪更加高涨,进一步将歌曲推向高潮。反复主歌第二段后,歌曲

再次进入副歌部分。
在演唱中,副歌重复演唱了两次,第二次演唱时加上了结束乐句,乐曲结束

在最高音上,将歌曲情绪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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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快 乐 暑 假
(齐唱)

欢快地

崔增录 词

张阿雅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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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唱歌《欢乐的夏令营》

这是一首大调式、 拍、二段体结构的歌曲。歌曲的第一乐段由四个乐句构

成。第1小节由属音开始,在四度跳进后,旋律采用了上、下行小幅级进与跳级

相结合的方式发展,旋律音围绕主音“”展开。在第2小节中,旋律逐渐开始向

着Ⅲ级音“”发展,在第4小节中旋律向上推进到“”,围绕Ⅴ级音发展。这种层

层向上发展的旋律走向,成了前两乐句的主要发展手法,将我们带进了一个快乐

的氛围中。第三、四乐句旋律为第一、二乐句旋律的变化反复,第一、三乐句的旋

律完全相同,第四乐句为第三乐句的变化重复。
整个乐段的节奏排列规整,以八分音符均匀排列。乐段采用分节歌的形式,

共有三段歌词。乐段中歌词均归韵在“ɑng”上。歌词描绘了夏令营愉快的生活

和夏天美好的景色,以及孩子们立志报效祖国的信念。
歌曲的第二乐段为二声部合唱,由两个变化重复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四个小

节。旋律一开始就出现在全曲的最高音“”上,将歌曲的情绪直接推向高潮。第

二乐段以四分音符的规整排列为主,较第一乐段节奏相对拉长。连续出现的切

分节奏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全曲最后结束在主音“”上。合唱声部旋

律平稳、节奏欢快,突出了歌曲的主要情绪。第二乐段的歌词简洁,与第一乐段

呼应,同样归韵在“ɑng”上。
歌曲表现了孩子们在夏令营里参加各种活动的愉快情景和积极向上的生活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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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夏夜》(合唱)
《夏夜》是选自鲍元恺的童声合唱套曲《四季》中的第二部作品,创作于1979

年底,由张俊作词,从儿童的角度表达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歌曲采用童声齐

唱、童声二重唱与合唱三种形式,描写了夏天的夜空中闪耀的轻盈、可爱的萤火

虫,把夜空装点得迷人美丽。歌曲歌颂萤火虫的伟大,教育少年儿童要热爱大自

然,保护大自然。
歌曲为大调式, 拍,主、副歌形式的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结构。
第一乐段在这首歌曲中所占的篇幅较小,是由节奏较规律的四个乐句组成,

四个乐句似“起、承、转、合”的方式依次呈现。
第一乐句由主和弦的三个音分解构成,连续的三度跳进、一个四度跳进和八

分休止符的连续使用使旋律呈现出跳跃、欢快的情绪,表现出萤火虫在夏天的夜

空中、草丛中忽亮忽暗的特点。柔和优美的三拍子节奏,勾画出萤火虫体态小而

轻盈的特征。歌词中也运用了孩子们天真的语言,把萤火虫比作“小灯笼”,给夜

空增添美丽,给在夏夜中玩耍的孩子带来光明。
第二乐句承接第一乐句的发展,采用了相同的节奏排列,前乐节仍然沿用大

三和弦的三个音级和连续的八分休止符,Ⅰ级到Ⅵ再到Ⅴ级的和声走向构成旋

律主线。
第三乐句在音级上仍然选择三和弦的分解音,但在节奏上发生了相对的变

化,拉宽的四分音符使音乐变得更加连贯。这一乐句是乐段旋律的转折,推进音

乐向下发展。
第四乐句继续回到第一乐句的乐思,起到了“合”的作用。
第二乐段由G调转为C调,增加了乐曲的延伸性。这一部分由完全相同的

两个乐段构成,每个乐段由四个乐句构成。
乐句旋律都是从“”音起,做连续的起伏进行。如萤火虫优雅的飞行路线。

本乐段采用二重唱与合唱形式来表现,正如萤火虫给夜空带来繁星的遐想。节奏

较第一乐段更为悠长,拉宽的节奏给人以抒情、优美的感受。这种前松后紧的节奏

排列模式,呈现了可爱的萤火虫、美丽的夏夜、顽皮的孩子所构成的和谐画面。歌

词如诗如画,同时激励着孩子们像萤火虫一样朝着自由、理想的目标飞翔。
第三乐段又从C调转回为G调,再一次让我们感受萤火虫的小巧、轻盈、灵动

的身影。再现部分采用了第一乐段的旋律,但是在呈现形式上做了更加丰富的改

变。二声部的合唱更加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而相同的旋律音调又给人以似曾相

识的感受。跳跃的节奏、婉转的旋律更加形象地描绘了萤火虫在夜空飞舞的画面。
尾声七个小节的旋律生动地刻画了萤火虫虽只有短暂的生命,但它留给夏

夜的美丽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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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夏  夜
(合唱)

   张俊 词

中速 憧憬地 鲍元恺 曲



80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三
年
级
下
册

(四)欣赏《萤火虫》(管弦乐)

乐曲采用了ABA'的单三部曲式结构。音乐一开始采用了连续的八分音符

构成主题旋律,形成了较为短小的第一乐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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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弦乐组的齐奏仿佛给我们展示了一群在夜空下急促地飞舞的萤火虫,而打

击乐器间断奏出的音响更是为音乐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随后音乐旋律一改前面的密集型排列,展开了一个简短的过渡,添加了模仿

翅膀扇动的音响。节奏转变为了较为宽松的排列方式,节拍也变得较为自由,并
加入打击乐器和木管乐器,仿佛为我们展开了神秘的夏夜。在乐段的结尾部分,
木管乐器演奏的较为自由的伴奏旋律为音乐增添了神秘的气氛。随后音乐速度

渐慢,由弦乐组奏出“ ”的三拍子节奏型,并过渡到第二乐段。
主题二:

这一主题为 拍,采用了较为宽松的节奏排列,旋律舒缓、流畅,与第一主题

形成鲜明的对比。仿佛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夜空下萤火虫翩然起舞的画面。级进

与三度跳进的旋律进行使得乐曲的发展自然平缓。木管乐器的加入,以及音乐

中不断出现模仿振翅声音的打击乐器和自然的鸟鸣声也为音乐增加了一份神

秘、宁静之感。在弦乐组奏出的主旋律的下方,管乐组的三角铁不断重复着

“ ”的规整节奏型,使音乐具有了舞蹈性。
乐曲的第三乐段为第一乐段的再现,仿佛夜空下萤火虫又开始了急促地飞

行。在最后的尾声中再次出现了第二主题的固定音型和旋律,为我们描绘了翩

然远去的萤火虫形象。
第三乐段的旋律为第一乐段的变化重复,并加入了第二乐段的部分旋律,整

体和局部的关系得到再次呈现,符合再现单三部曲式结构特点。
(五)唱歌《我和星星打电话》

这是一首羽调式、 拍的单乐段结构的歌曲。歌曲由五个乐句构成,每四个

小节为一句,两个小节为一乐节。
第一乐句由调式主音“”开始,节拍重音大多为主三和弦音,全曲只出现了

五个旋律音,旋律走势符合民族五声调式的特点。
歌曲旋律与歌词音调自然结合,使歌曲充满了俏皮和童真。第二乐段结束

句与第一乐段略有不同,最后结束在高八度的主音上,情绪在最后依然高昂,充
满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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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的歌词生动形象,用了拟人的手法描绘了星星和孩子们打电话的场景。
在第一段歌词中,星星眨着眼睛和我们通电话,引出了孩子们对遥远地方的好奇

和疑问。第二段歌词描述了星星回答我们的问题并向我们发出邀请。整首歌采

用了问答的形式,生动有趣。歌曲的五个乐句的句末歌词归韵均在元音“ɑ”上,
使得这首歌曲更加流畅,朗朗上口,易懂易学。

三、教学建议

(一)放暑假了

1.欣赏《快乐暑假》。
学生在欣赏本曲的过程中,感受生动的歌词、优美的旋律、轻松跳跃的节奏、

新颖的结构,以及合唱所带来的立体感,从而培养学生对合唱这一演唱形式的喜

爱,并产生学习兴趣,对今后合唱教学很有帮助。
教材第45页中的“创创做做”有两个练习,第一个练习是对以前学过、听过的

歌曲的演唱形式分类,即对歌唱形式进行一次总结与复习。这对本课欣赏歌曲的

演唱形式非常有帮助。第二个练习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节奏练习,可以感

受休止符在旋律中的作用,同时是对上一单元认识的十六分休止符的复习和巩固;
二是通过歌词的关键词“黑板”“暑假”,学生感受校内与校外生活的不同、心情的不

同等等。在进行欣赏前,先进行这个的练习。老师在关注学生节奏是否准确的同

时,还应关注学生的发声状态,要求学生轻声、高位置、按节奏读歌词。
2.唱歌《欢乐的夏令营》。
歌曲的主歌部分为齐唱,老师应紧紧抓住歌曲的结构特点,引导学生找出相

同乐句。对于相似的乐句,老师需要引导学生找出相似的小节,并分别进行练

习。通过这样的练习,降低歌曲学习的难度。演唱时保持歌唱的连贯性。
副歌部分为二声部合唱,老师应首先进行分声部的教学,建议从第二声部开

始。在学生牢固掌握了第二声部的音准后,再加入第一声部的演唱。副歌部分

的换气点在第2小节的第三拍后。
(二)夏夜的歌

1.欣赏《夏夜》。
学生在欣赏过程中,除了感受本曲带来的音乐形象及表达的教育意义外,同

时还可以感受齐唱、合唱不同的音乐效果,激发学生对合唱这一演唱形式的兴趣。
教学时,老师可结合聆听,引导学生学唱歌曲的主歌部分,感受歌曲欢快、跳

跃的音乐情绪。
本单元将继续学习葫芦丝低音“”的吹奏方法。教学时,老师应先关注学生

的指法,注意学生在按指时是否有漏空的情况。在吹奏时,气息要均匀送出。
2.欣赏《萤火虫》。
在教学时,老师可以利用图片、视频,引导学生欣赏萤火虫,帮助学生更形象

地理解音乐、欣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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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第一、二乐段节奏对比非常鲜明,代表了萤火虫不同的音乐形象。第

一乐段表现了萤火虫从远处飞来,第二乐段三拍子的节奏表现了萤火虫翩翩

起舞。
教学时,老师可首先引导学生分别哼唱两个主题,紧紧围绕拍号开展教学,

拍节奏排列规整,仿佛萤火虫在整齐而急促地飞舞,而 拍节奏具有强烈的舞

蹈性。教学时,老师可引导学生一边哼唱一边用动作表现。
聆听时,除了关注音乐的节拍变化,在欣赏第二乐段时,老师还可引导学生

感受音乐中出现的一些模仿萤火虫飞舞的特殊音效编创表演动作。
3.唱歌《我和星星打电话》。
歌曲的音域为八度,最低音在小字一组的 上,最高音在小字二组的 上 。

从音域上来看,整个旋律的进行均在中音区,适合三年级的学生演唱。
歌曲的节奏排列规整,旋律起伏优美、规整,情绪欢快,通过和星星打电话,

使学生对天空产生好奇。拟人化的歌词,也符合三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
从歌曲的演唱技能要求来看,歌曲适合采用中速进行演唱,演唱时,两小节

换气一次,在演唱歌曲时,注意师生对唱要连接好,引导学生用正确的演唱状态

和方法唱歌,并形象地表现出歌曲内容。通过演唱歌曲,使学生初步感受民族调

式的特点。教学中注意提示学生准确演唱附点四分音符,请学生仔细观察老师

的口形,培养学生正确的发音习惯。

四、课例

音乐唱歌课《我和星星打电话》

(一)教学内容

学唱《我和星星打电话》。

(二)教学目标

1.通过聆听、演唱,感受歌曲欢快活泼的音乐情绪。
2.在旋律视唱的活动中,提高学生识读乐谱的能力;通过旋律听辨活动,逐

步建立音高概念。
3.能用连贯、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表现歌曲欢快、活泼的情绪。

(三)教学重、难点

能用连贯、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表达歌曲情感。

(四)教学准备

钢琴、教学CD、多媒体课件。

(五)教学课时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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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过程

1.聆听、感受

(1)导入。
老师:孩子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五颗美丽的小星星。看,它们都是谁?

我们来认识一下吧! (出示课件)
教学行为:
①老师单手弹奏,学生唱唱名。
②柯尔文手势辅助。

  环节目标:通过柯尔文手势的辅助,巩固“”“ ”“”“”“”这几个音的唱

名,使学生能更好地视唱歌谱。
(2)聆听歌曲,提示课题。
老师:“星星星星满天撒,我和星星打电话”。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

曲……
学生:我和星星打电话。
教学行为:
①老师自弹自唱。
②出示歌谱。
老师:星星把我们带到了神奇的太空,大家真高兴!
教学行为:
①播放录音。
②一手指歌单,一手指挥。

  环节目标:通过多种方式的聆听,引导学生完整感受歌曲,体验歌曲欢快活

泼的音乐情绪。

2.学习歌曲

(1)学习歌曲旋律。
老师:孩子们,你们看! 我们的教室里挂满了小星星,每颗星星上都有1个

小节的旋律,我们现在分成五个小组,每个小组选一种颜色的星星,分别唱一唱

星星上面的旋律。
教学行为:
①把学生分成五个小组,学生自由选择星星。
②老师弹奏歌曲旋律,学生听辨旋律。
老师:老师现在要依次弹奏每一颗星星上的旋律,当弹奏到你手中星星上的

旋律时,请你举起星星,并随音乐摇动。
③学生分组视唱旋律。
老师:现在老师依次弹奏每一颗星星上的旋律,请拿到老师弹奏旋律的那个

小组起立,并随老师的琴声视唱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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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节目标:通过这个音乐游戏,提高学生识读乐谱的能力。通过听辨活动,
引导学生建立音高概念。

老师:每组孩子都表现得不错! 现在我们来玩一个接龙的游戏吧! 按照黑

板上的这个颜色顺序,五个小组依次进行接唱。
教学行为:
①老师一手弹琴,一手指挥。
②学生依次接唱旋律。

  环节目标:通过分组视唱、接唱旋律的活动,引导学生熟悉歌曲的旋律,学
唱旋律。

(2)学唱第一段歌词。
老师:跟我一起说:“小星星,你好啊!”
老师:听,声音有变化了。
教学行为:
①老师用高位置范读歌词。
②学生模仿,用高位置的状态朗读歌词。
老师:带着这种感觉,我们来唱唱第一段歌词。
老师:这里有一个……
学生:四分休止符。
老师:我们用手指天空的动作来表示。
教学行为:
①提示四分休止符,老师用体态语进行示范。
②学生加上身体动作进行演唱,老师帮助学生准确演唱。
老师:我们完整地唱一唱。
教学行为:
①老师一手伴奏,一手指挥。
②学生演唱。
③学生唱完后,老师接着范唱。
老师:“小星星,你好啊! 天空中把眼眨。”来,唱一唱。
学生模唱。
教学行为:
①老师进一步强调歌唱中力度的变化。
②学生演唱。
老师:我们加入第一段歌词完整地唱一唱。
教学行为:

①老师双手伴奏,从前奏开始。

②老师接唱,加入第二段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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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节目标:通过加入歌词的学唱,引导学生进一步提高歌唱技能,尝试着用

声音力度的变化表现歌曲情感。

(3)学唱第二段歌词。
老师:刚才老师唱的第二段有两个小节的旋律和第一段不同,谁能找出来?
教学行为:
①出示歌单。
②请学生找出旋律不同的地方,出示课件。

老师:细心的同学们,你们发现第二段有一个节奏和第一段不同了吗?
教学行为:
请学生找出节奏不同的歌词。
老师:我们把第二段歌词唱一唱。
学生唱。
教学行为:
①老师双手伴奏,从前奏开始。
②学生演唱。

环节目标:学生主动发现演唱中的问题,用有效的方法解决。

3.完整演唱歌曲

(1)第一遍完整演唱歌曲。
老师:小星星为我们带来了动听的歌曲,让我们用优美的声音来歌唱吧!
教学行为:
老师双手伴奏,学生完整演唱歌曲。
(2)第二遍完整演唱歌曲。
老师:让我们用歌声随着小星星去太空中遨游吧!
老师:孩子们,快快学好本领,长大后到太空中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吧!
教学行为:
①课件播放录音伴奏。
②老师指挥,学生完整演唱歌曲。
③小结。

  环节目标:在演唱活动中,学生进一步体验歌曲的情绪,自主运用有弹性、
连贯的声音演唱歌曲。

(段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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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萤 火 虫
(合唱)

伊能静 词

陈大力 陈秀勇 曲

朱洪 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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