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美丽的宝岛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是每一个中

国人心中的企盼与愿望。本单元以此为主题，设计了两个板块——“虹桥架两

岸”“两岸一家人”。从这两个板块的关系来看，盼望祖国统一是我们共同的梦

想。在音乐作品的编排上，也体现了这种盼望和平统一的情结。

第一个板块——虹桥架两岸。作品有《苇叶船》《台湾海峡的风》《橄榄树》。

望着弯弯的月儿，梦想着海峡两岸的小朋友手牵手，这是多么美好的场景，我们

时刻都在盼望着梦想成真。

第二个板块——两岸一家人。作品有《竹竿舞曲》《高山青》《一只鸟仔》。通

过对台湾地区音乐作品的学习与体验，引导学生在音乐中走进台湾、了解台湾、

认识台湾、热爱台湾。

（二）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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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橄榄树》（萨克斯独奏）

唱歌《竹竿舞曲》

欣赏《高山青》（葫芦丝独奏）

欣赏《台湾海峡的风》（合唱）

唱歌《苇叶船》

唱歌《一只鸟仔》

（三）教学目标

1.通过对本单元 3首学唱歌曲的演唱，进一步激起学生对台湾的情感，使学

生了解台湾更多的风土人情，领略那里的美丽风光。

2.通过欣赏，引导学生更加了解和热爱富饶、美丽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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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活动，更多地了解台湾的音乐、台湾的生活，增进两岸的交流。

4.通过学习，提高学生器乐吹奏的能力，培养学生在唱、跳等编创活动中的

交流能力。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唱歌《苇叶船》

这是一首优秀的儿童歌曲，歌曲采用通俗、形象的语言，表现孩子们对台湾

小朋友的思念之情，表达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望。歌曲委婉、深情，形

象鲜明，是一首充满情感的儿童歌曲。

歌曲为二段体结构，宫调式，hb 拍。歌曲主体的第 1~8小节为第一乐段，第

9~16小节为第二乐段。最后加一个两小节的结束句。

歌曲采用了一个 8小节的前奏，前奏的旋律主要为规整的八分音符节奏排

列，由两个乐句构成。旋律多采用三度的小幅跳进和级进的方式进行，一开始就

给人以委婉、深情之感。

第一乐段由 4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为两小节。第一乐句旋律一开始仍然沿

用了前奏的节奏型排列，第 1小节在“3”上采用了三次同音反复后下行级进，第 2
小节在上行级进后采用了六度的下行大跳，这样的旋律仿佛是在娓娓地述说，拉

开歌曲的序幕。第二乐句从一个向上进行的三度小跳开始，整个乐句在跳跃和

级进中交替进行，旋律逐步向上推进，将音乐情绪慢慢提升。第三乐句为第一乐

句的变化重复，旋律与第一乐句基本相同，只是在乐句的结束音上稍有变化。而

紧接的第四乐句采用了弱起，旋律的开始音是第三乐句的结束音，在向上三度的

小幅跳跃与紧接的上行级进后，旋律再次采用了向下进行的六度跳跃，乐段的旋

律完全终止在主音上，给人以完整的段落感。

整个乐段的旋律婉转起伏、流畅连贯。旋律线条仿佛是大海的波浪，连绵起

伏，层层推进。

第二乐段由 4个规整乐句构成，每个乐句为两小节。第一乐句旋律仍然从Ⅲ
级音开始，连续向上、向下进行的三度跳进，一开始就在第一乐段的基础上加强

了跳跃感，使音乐情绪进一步增强。第二乐句的旋律跳跃感加强，旋律起伏较第

一乐句更加鲜明。第三乐句的旋律为第一乐句的发展，第 1小节的旋律完全相

同。第四乐句的旋律与第一乐段的第四乐句基本相同。两个乐段采用了基本相

同的旋律结束，乐段的旋律最终落在主音上，给人以终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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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乐段的旋律基本保持在一个相同的音区发展，旋律细腻、柔和，乐句中

流动的旋律模仿了海浪的起伏，与歌曲意境相吻合。

在歌曲的最后，加入了一个结束乐句。此乐句旋律采用了渐慢的速度，旋律

音区发展到全曲的最高音区，将歌曲的情绪推向全曲的高潮。旋律结束在属音

上，旋律的半终止感将歌曲的情绪延续到了音乐之外。

歌词分为两个段落，借用了“苇叶船”这一音乐形象，寄托了作者对台湾同胞

的思念之情。歌词为七字四句体，第一段歌词表现了思念之情，第二段表现了盼

望团圆的情感。

（二）欣赏《台湾海峡的风》（合唱）

这是一首采用从侧面比喻和正面提示的手法来表达两岸同胞渴望祖国统一

的爱国主义歌曲，如用“半个世纪的守望啊”来抒发期待早日统一的心情；用“阿

里山上的枫叶啊绿了又红”来表达时光易逝，祖国的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刻不容缓的情感。

该曲为带引子和间奏的单三段体结构，曲作者采用重复和变化重复的手法

写作而成。歌曲始终保持音调的内在联系和风格的统一，旋律婉转易记，并以民

族羽调式为基础，同时在曲调进行中做了调式交替对比，准确地把握了歌曲的思

想情感。

黄宗坛（1938— ） 出生于重庆。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全国高

师理论作曲专业委员会会员，四川理工学院音乐系副教授。毕生从事音乐表演

艺术及音乐教育工作。

音乐作品有：板胡协奏曲《盐工颂》（与韩万斋合作），合唱曲《歌唱阳光》《脊

梁》《普通话之歌》，独唱曲《教师心中充满阳光》《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等，曾

获国家级及省市级多项奖励。

附谱：

台湾海峡的风

（合唱）

1=D hb 符民褫 词

深情、期盼地 黄宗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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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橄榄树》（萨克斯独奏）

这首乐曲由台湾著名作家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歌曲《橄榄树》改编而成，

由萨克斯独奏。它的主题句和第一个段落很有特点，升Ⅵ级色彩音“ # 4”的运用，

使其旋律深入人心。这一色彩音可以解释为中国民族七声调式雅乐调式，也可以

解释为多利亚调式构成，它给旋律平添了几分凄楚，几分忧郁，但它并不一味地凄

楚，一味地忧郁，到了第二乐段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发自心底的召唤和希望。

这首作品既包含民歌的精髓，又有流行歌曲的通俗性，还具有艺术歌曲的韵

味，是港台通俗歌曲在大陆流传较早、较广的一首。它表达了远方游子思念家乡

的心声，写得深切、含蓄。

附谱：

橄 榄 树
（萨克斯独奏）

1=D fb
中速 李泰祥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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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唱歌《竹竿舞曲》

《竹竿舞曲》为台湾民歌，流行于台湾地区，为台湾的黎族人跳竹竿时演唱的

歌曲。歌曲为一段体结构，宫调式，fb 拍。

歌曲由 4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为两小节。歌曲结构短小简洁，节奏排列紧

凑，旋律多为上下级进和小幅的跳进。在第三乐句中出现了八度的大跳，增加了

歌曲的跳跃感，表现了更加欢快的情绪。

（五）《高山青》（葫芦丝独奏）

《高山青》是一首台湾民歌。此曲为羽调式，节奏规整，具有律动感。旋律优

美动听，非常适合边唱边跳，是一首流传较为广泛的民歌。

附谱：

高 山 青

（葫芦丝独奏）

1=F hb
中速 台湾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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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唱歌《一只鸟仔》

这是一首台湾童谣，歌曲流行于我国福建和台湾地区。歌曲为一段体结构，

徵调式，hb 拍。歌曲由 4个规整乐句构成，每个乐句为两小节。

整首歌曲音域为九度，4个乐句以第一乐句为基本乐思，采用基本相似的节

奏排列“o o o o o o o o o o 0 0/ / / /”，旋律中多次出现的下滑音增添了歌曲

的诙谐风格。第一乐句与第三乐句为关联乐句，第三乐句旋律为第一乐句旋律

的下行二度变化移位，第四乐句为第二乐句的变化再现。

歌曲为四段歌词的分节歌，歌词用闽南语写成，十分诙谐。歌词韵脚整齐，

归韵在“ɑo”上，歌词中多次出现的衬词突出了歌曲的地方特色。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 4课时完成。

（一）虹桥架两岸

1.唱歌《苇叶船》。

在学习这首歌曲的时候，老师需引导学生去寻找歌曲中相同的乐句，可以采用

聆听到相同的乐句时举手或起立、击掌或做“OK”的手势。然后再根据相同的乐句

去寻找不同乐句的旋律走向，这样学生很快就会记住歌曲的旋律。注意此环节一

定要在演唱过程中进行，不能只讲不唱；还要注意歌曲的气口，一定要严格按歌曲的

要求去演唱；要教会学生用柔和、连贯、流畅的声音演唱。

2.欣赏《台湾海峡的风》。

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曲调朗朗上口，动听易记。老师可先让学生聆听录音，

小声地跟着哼唱。在学习和表演活动的整个过程中，老师要始终给学生强调一

个字——情，爱国之情、思念之情、盼望和平统一之情。

3.欣赏《橄榄树》。

在欣赏此曲的时候，首先要做好铺垫，让学生了解乐曲的风格，进入乐曲的

情境之中，带着思乡、依恋的情绪聆听乐曲。乐曲的第一、二乐句，还有中间的高

潮部分很有感染力和冲击力。课后也可让学生去了解原曲的产生背景，了解一

下词作家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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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岸一家人

1.唱歌《竹竿舞曲》。

首先要学会歌曲。这首歌曲易唱、易记、朗朗上口，只是在学会后要注意咬

字、吐字的灵活性和准确性，速度需稍快一点，也可以加上一些身体动作，之后开

始活动。

其次要教会学生跳竹竿舞。具体玩法：两人一组，每人执两根竹竿，双膝跪

地，面对面，以 4~8组为宜，其他人排成长队，依次随着节奏，从竹竿分开的空隙

间跳过。竹竿的开合顺序是单数分开，双数合拢。这个活动可用 1课时完成。学

会舞步后，同学们演唱竹竿舞曲，跳拍点，或捻指或跺脚，或挥拍或击掌，依次排

队从竹竿跳过。

最后有一个轮唱的体验，选用了台湾童谣《丢丢铜》。第二声部开始两拍后

第一声部跟进，注意速度统一、节奏准确，还有滑音“a”的演唱。

2.欣赏《高山青》。

老师们在教学时，可先让学生听曲调或原歌曲，有条件的地方可观看带舞蹈

的演唱视频。然后让学生用自己已会的乐器（口琴、竖笛、口风琴、葫芦丝等）演

奏此曲。经过练习后，可让吹奏得好的同学表演，其他同学观摩学习。在全班齐

奏时还可加上打击乐器伴奏。

3.唱歌《一只鸟仔》。

这是一首流行于福建、台湾一带的童谣。风格的把握至关重要，滑音和衬词

体现闽南一带的民歌风格。老师在教学时自己的范唱要把握好风格，吸引学生，

让学生一听就想唱。歌词中有使用方言的地方，要给学生解释清楚。“丢丢铜仔”

就是在一起做丢铜板游戏的意思。

四、课例

音乐唱歌课《苇叶船》

（一）教学内容

学唱歌曲《苇叶船》。

（二）教学目标

1.在歌唱中，体验委婉、深情的歌曲情感，感受歌曲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用连贯的声音演唱歌曲，保持好歌唱的气息，注意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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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验旋律波浪式的线条，用声音的力度变化表现这一特点。

4.依据歌曲的乐句划分，选择演唱的换气点。自主选用恰当的力度、速度表

现歌曲的情感。

5.在视唱、模唱学习中，进一步提高识谱与读谱的能力。

（三）教学重、难点

自主选用力度、速度表达歌曲的情感。

（四）教学准备

钢琴、教学 CD、多媒体课件。

（五）教学时间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1.导入

（1）聆听歌曲。

老师：同学们，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歌曲为

我们讲述了什么？（播放歌曲录音范唱，学生聆听。）

学生回答略。

老师：青青的苇叶变成了捧在手心里的小船，顺着海浪，小船漂向了美丽的

台湾。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苇叶船》。

教学行为：

①在引入部分，老师加上体态动作。

②学生在读标题的时候，老师关注学生朗读的状态，要求轻声、高位置、有情

感地朗读。

（2）发声练习。

老师：听，大海边传来了这样的歌声。（出示课件。）

1= .E hb

教学行为：

①老师单手弹奏旋律，范唱。

②学生学唱旋律。

老师：跟着老师的琴声轻轻地试着唱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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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注学生的音准、节奏，如果出现问题，老师采用示范的方式解决。

（4）有感情地演唱。

老师：在旋律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音乐记号，谁能来指一指？

教学行为：

当学生指出换气记号时，老师立刻进行歌唱呼吸的训练。

老师：换气记号提示我们演唱时在这里要换一口气，来跟着老师一起做一

做。注意，吸气以后不要闭上嘴。（老师指挥，学生练习两次。）

老师：用这样的换气方法，我们来唱一唱。（老师一手弹琴，一手指挥；学生

演唱。）

（5）移调发声训练。

老师：看着歌谱，跟着老师的琴声，我们再来唱一唱这段旋律。

教学行为：

学生演唱完毕后，老师接着范唱歌曲。（自弹自唱。）

环节目标：通过聆听，熟悉歌曲的旋律，了解歌曲意境和内涵。通过发声练

习，进一步学习歌曲中的呼吸技巧，提高歌唱能力。

2.歌曲学习

（1）视唱第一乐段歌谱。

老师：青青的苇叶船带着我们的思念，漂漂摇摇到台湾，我们再来听一听这

一部分的旋律，听的时候请同学们看歌谱，在心里默唱歌谱。（出示课件。）

1= .B hb
亲切地

教学行为：

老师播放旋律（录音伴奏），手指乐谱。

老师：看着歌谱，跟着老师的琴声，我们试着唱一唱歌谱。

教学行为：

老师一手弹奏旋律，一手指挥；学生完整视唱歌谱一遍。

（2）学习第一乐段歌词。

教学行为：

①老师朗读“苇叶青青两头尖，采下苇叶叠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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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学生模仿朗读。

③老师再次范读并引导情绪。

④学生加上动作读一读。

老师：带着这种感觉我们来唱一唱。

教学行为：

①老师一手弹旋律，一手指挥；学生演唱。

②老师高位置范读第一句，学生模仿朗读。

③学生唱第一部分歌词。

④处理第二行歌谱的换气记号。

⑤处理歌曲的情感。

⑥学生演唱基本完整后，老师双手伴奏，接唱第二乐段。（出示课件。）

1= .B hb
亲切地

环节目标：在歌唱中，进一步学习歌唱的呼吸方法，学习用连贯的声音演

唱。能够独立视唱歌谱，通过视唱歌谱来学习歌曲。感受歌曲的情感，尝试着

用歌声表达情感。

（3）学习第二乐段。

老师：在梦里，我们的手紧紧地牵在一起，这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愿望。

教学行为：

老师一手弹旋律，一手指挥；学生演唱第二部分歌词。

老师：老师这里写出了第一段旋律，我想请一位同学来画一画旋律线，我们

跟随旋律线来唱一唱这一句的歌谱。

教学行为：

①老师一手伴奏，一手指挥；学生唱旋律。

②请一个学生到黑板上画旋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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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这样的旋律线像什么？

学生回答略。

老师：旋律连绵起伏，像海浪，更像我们的思念，一层接着一层，一浪高过

一浪。

教学行为：

老师清唱第一乐句，引导学生为旋律选择合适的力度，并通过手势感受旋律

线和力度的变化。

老师：你觉得要用怎样的力度演唱才能表达内心的情感？请一位同学来为

我们的歌谱标上力度记号。

教学行为：

学生根据老师的演唱为旋律选择恰当的力度记号。

老师：这个力度记号叫什么？用这样的力度，我们来唱唱这一句，举起你的

手画旋律线。

教学行为：

①老师单手伴奏；学生画线条，演唱歌词。

②关注学生的歌唱状态、力度变化。

（4）完整演唱第一段歌词。

老师：一条小船将两岸小朋友的手牵在一起，心连在一起。现在，让我们把

第一段完整地唱一唱，用歌声唱出我们浓浓的情意。

教学行为：

①老师双手伴奏，加上前奏。

②学生演唱第一段歌词后，老师接唱第二段歌词。

（5）学习第二段歌词，完整地演唱歌曲。

老师：我们一起来唱一唱第二段歌词。

教学行为：

①老师一手弹旋律，一手指挥；学生演唱。

②关注学生的演唱是否连贯。

老师：看看歌曲的结束句，跟着琴声轻轻地唱一唱。（学生演唱。）

教学行为：

处理情感和速度。

老师：我们天天盼团圆，这种盼望之情就在我们的心里。（老师再次范唱后，

学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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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现在我们把第二段歌词完整地唱一唱。

环节目标：在歌唱中进一步用歌声表达歌曲的情感，通过旋律线这一音乐

要素，感受旋律对歌曲情感的表达作用。能够依据旋律的发展，选用恰当的力

度表现歌曲情感。

（6）完整演唱歌曲。

老师：小小的苇叶船带着我们的思念，带着祖国妈妈的召唤，漂向了美丽的

台湾。让我们用自己的歌声来表达这美丽的期盼。

教学行为：

①第一遍老师双手伴奏，学生演唱。

②第二遍播放录音伴奏，老师指挥，学生演唱。

（李婉韵）

五、补充资料

竹竿舞

黎族人性格豪爽、能歌善舞，喜欢跳竹竿舞，通常是在庭院或打谷场上跳这

种舞。表演时，两边各蹲 4人，每人双手平握竹竿末端，按节奏张合敲打，舞者随

着竹竿的张合，两脚不断上跳下踏，做出各种美妙动作，舞蹈颇为热烈，引人

入胜。

竹竿舞也叫跳竹竿，黎语意为“跳柴”，据考证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据传，跳

柴是黎族一种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祭祀方式。黎家经过辛勤耕作，换得新谷

归仓时，村里男女老少都身穿节日盛装，家家户户炊制新米饭，酿造糯米酒，宰杀

家养禽畜，祭祀祖宗和神灵。

随着时代的变迁，跳柴习俗在黎族中传播、演变。如今，祭祀色彩已逐渐消

失，它已成为一种既是文化娱乐，又是体育健身的活动。过去那种只限“女打男

跳”的习惯，如今也换之为“男女混合打跳”。青年男女凭借跳竹竿活动，寻找“搭

档”，架设“鹊桥”，建立情谊。

台湾

概况 台湾省位于我国大陆东南 100多千米的海面上，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

省相望，东临太平洋。台湾岛海岸线总长 1566千米。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领土，古称夷洲，秦汉以来，与大陆间交往频繁；南宋时，澎湖隶属福建路晋江县；

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省泉州同安县（今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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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年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分别侵入台湾。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侵略者，

收复台湾。清初设台湾府，属福建省，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改台湾府为行省。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台湾被日本侵占，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归还中国。全

省包括台湾岛、澎湖列岛、钓鱼岛、赤尾屿、彭佳屿、兰屿、龟山等岛屿，面积约 3.6
万平方千米，截至 2014年底，全省人口约 2300万，是全国人口稠密的省区之一。

汉族人口占 98%，少数民族主要是最早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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