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 新疆乐韵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位于中国西北边陲，面积约 166万平方公里，

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约 1/6，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

地，在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在又成为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

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和风情习俗

绚丽多彩，构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人文景观。“新疆乐韵”这一主题单元，是

以音乐文化为主线，让学生较广泛地接触其有代表性的音乐，在活动中享受其音

乐美，扩展文化知识，在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这片浩如烟海的艺术天地里，领略少

数民族民间音乐独特的韵味和魅力。

（二）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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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新疆是个好地方》（男声独唱）

欣赏《戈壁骑兵》（器乐合奏）

欣赏《新疆之春》（小提琴独奏）

唱歌《一杯美酒》

欣赏《牧羊少女》（手鼓独奏）

唱歌《敲手鼓的小巴郎》

欣赏《天山牧歌》（双簧管独奏）

欣赏《十二木卡姆》（歌舞乐表演）

（三）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对新疆民族民间音乐的兴趣，乐于参加相关的音乐实践活动。

2.欣赏《天山牧歌》《牧羊少女》《新疆是个好地方》《戈壁骑兵》《新疆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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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木卡姆》等曲目，感受其音乐风格和艺术特点。认识达甫、都塔尔、冬不拉

等新疆民族乐器，了解其音色特点。

3.学唱《敲手鼓的小巴郎》《一杯美酒》，正确运用自然圆润及明朗活泼的声

音演唱和表现歌曲。

4.培养学生运用所了解的新疆音乐参与编创活动的能力。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天山牧歌》（双簧管独奏）

这是一首双簧管独奏曲，杨少毅作曲。该曲为单三部曲式结构，含有引子和

尾声。

引子部分较多以临时变音记号所形成的半音进行，使旋律带有鲜明而强烈

的民族音乐风格。

第一部分主题建立在 C调上，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结构段落，其后由一个快板

的过渡段引向中部。

中部是一个对比性乐段，由第一部分慢板转入活泼、欢快的快板。中部由两

个大的部分构成，每部分由两个重复的乐句构成。中部结束后没有直接进入再

现部分，而是出现了一个由主题材料片段写成的假再现。

再现部在末尾出现一些变化之后接入尾声。尾声中出现了引子中的材料，

首尾形成呼应。

抒情、婉转、悠扬的主旋律让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幅天山牧场生机勃勃

的美丽画面；高山、草坡、塔松、羊群有机地组合，洋溢着诗一般的意境，令人震

撼、陶醉、神往。

双簧管 属于管弦乐队中的森管组乐器。在乐队中常担任主要旋律的演

奏，是出色的独奏乐器，同时也适合合奏和伴奏。其音色明晰、清新、响亮，常用

于演奏徐缓如歌的曲调，被誉为“抒情女高音”。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中忧郁

而优美的白天鹅主题就是由双簧管吹奏的。

（二）唱歌《敲手鼓的小巴郎》

歌曲旋律轻快活泼，节奏排列紧凑，是一首蕴含哈萨克族民歌音乐元素的歌

曲，表现了哈萨克族少年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美好生活的赞美之情。

歌曲为二段体结构，小调式，fb 拍。歌曲的第一乐段由两个相似乐句构成，

每个乐句由 4小节构成。旋律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五度的大跳，在属音上反复三

次后，以级进的方式发展。同时采用了“ oo o o /o oo ”这种典型的新疆音

乐风格的节奏型。从音乐结构上来看，由两个相似乐句构成一个独立的乐段，这

也是哈萨克族民歌的音乐特点之一。紧接着第一段后是一个带有过渡性质的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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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乐段，多次运用的连线改变了 fb 拍的节拍规律。在 7小节内反复呈现了两次

这样的节奏型“ o; o / o o o / o; o o /”，进一步将歌曲欢快、跳跃的情绪推向高

潮。其中所采用的模仿手鼓声音的节奏念白，更是强调了新疆音乐的特点。旋

律中出现的临时变音，也是哈萨克族民歌音乐的风格特点之一。

歌曲的第三乐段同样采用了由两个相似乐句构成一个乐段的音乐结构，由

两个乐句加上一个完全反复的乐句构成。每个乐句由 4小节构成，旋律同样采用

“o o o o o 0”的典型节奏，在第二乐句开始的两小节中，节奏明显拉宽，同时还出

现了前倚音这个装饰音。

从歌词内容来看，反复出现了手鼓、小巴郎、亚克西、花帽等具有新疆地方特

色的词语，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歌曲的音乐风格。

（三）欣赏《牧羊少女》（手鼓独奏）

这是一首著名的新疆民间手鼓曲，由阿布列子演奏。此曲曾与舞蹈家阿依

吐拉共同荣获国际比赛金奖。

歌曲描绘了日出草原上，牧羊女赶着羊群去放牧，牧羊女与羔羊嬉戏，放牧

时，牧羊女热情舞蹈，夕阳西下时，牧羊女赶着羊群回家。

阿布列子充分发挥了手鼓的演奏技巧，情感强烈时，如雷霆万钧；细腻时，如

潺潺流水，展现了新疆一代鼓王的风采。

达甫 达甫又称手鼓，流行于我国新疆维吾尔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

等民族打击乐器，主要用于歌唱和舞蹈的伴奏。

达甫是各种手持击奏的箍圈形鼓的统称，鼓框很浅，一般单面蒙膜。起源久

远，流传很广。在中国，达甫最早见于北魏时期（386—534）的敦煌壁画，可能是

通过丝绸之路从西亚、中亚传入，达甫之名也与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的同类鼓名

发音近似。

新疆各族的达甫在形制和用法等方面有所不同。维吾尔族达甫在框内周边

缀有许多小铁环，击鼓时晃动即作响。传统时期鼓框上蒙驴皮、羊皮，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常蒙蟒皮。达甫有大小两种：大达甫用于一般乐队和舞蹈伴奏，小达甫

用于木卡姆乐队。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的达甫一般由男子击奏，塔吉克族的达

甫几乎全由妇女击奏。演奏达甫时，两手托鼓框，除拇指外，其余各指均用于击

奏。手指拍击或弹击鼓面的不同部位，可发出五六种不同音色的“咚”“哒”之声。

达甫在新疆人民的艺术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击奏技法很丰富。这种鼓携带方

便，甚至骑在马和骆驼上也可击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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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欣赏《新疆是个好地方》（男声独唱）

这是一首热情的维吾尔族民歌，fb 拍，宫调式，二段体结构。歌曲曲调活泼

欢快，歌词简洁明了，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歌曲原是流传在新疆哈密地区的维

吾尔族双人歌舞中。这种双人歌舞一般是男女对歌对舞，歌曲大多短小精悍，情

绪欢快活泼，歌词或叙事，或描写，生动风趣，很有生活气息。在充满活力的舞蹈

性节奏的贯穿下，歌曲历数新疆美丽的风光和富饶的物产与宝藏，抒发了新疆人

民热爱家乡、赞美家乡的真挚感情。

附谱：

新疆是个好地方

（男声独唱）

1=F fb
活泼 欢乐地 维吾尔族民歌

（五）欣赏《戈壁骑兵》（器乐合奏）

该曲为再现单三部曲式结构，在配器上使用了很有特色的小号和打击乐器。

开始的引子由小鼓奏出，同时给出了贯穿全曲的节奏型“ o ooo oo ”，加上

力度的变化，象征骑兵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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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1=C fb
欢快地

第一部分主题在铃鼓的伴奏中进入，为模进结构的扩展乐段。第一乐句奏

出了号角般的主题，第二乐句在第一乐句的基础上向下模进二度，并带有剧烈的

扩展，在音乐的展开过程中陆续加入了响板、大鼓、锣等打击乐器。

展开中部，在原有的主题上进行展开，只是基本主题在 c小调上进行了进一

步陈述。相对主题，这是一个转调模进结构，之后进行了细碎的分裂式发展，再

进入到一个纯粹打击乐的片段，然后再次回到主题展开中来，形成了一个过渡，

进而接入再现部。

再现部基本为原样再现，末尾有一个小的扩展乐句。

史志有 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指挥系。曾先后指挥首演中国

民族歌剧《伤逝》《古兰丹姆》，中国民族舞剧《文成公主》以及《施光南作品音乐

会》《谷建芬作品音乐会》《乔羽作品音乐会》等；为中央电视台创作 1995年春节晚

会主题歌《今夜难眠》；修改完成已故人民音乐家施光南未完成之遗作——大型

历史歌剧《屈原》，获“五个一工程”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周年大庆天安门

庆典创作主题歌《祝福你，祖国》《中国新世纪》，荣立国家一等功。《溪山行旅》被

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2006年推出的唱片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获第三届国际

音像博览会特别金奖，2007年中国金唱片奖；大型中国音画舞蹈诗《清明上河图》

获 2008年香港舞蹈年年奖。

（六）欣赏《新疆之春》（小提琴独奏）

小提琴曲《新疆之春》创作于 1956年。乐曲采用维吾尔族风格通俗、朴素和

奔放、流畅的音乐语言，表现新中国成立后，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及欢欣鼓舞的

乐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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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之春》用单三部曲式结构写成。乐曲第一部分的节奏由疏而密，继而

疏密交替，其旋律多用同音重复和级进的方法，加上钢琴铿锵有力的伴奏音型，

小提琴的多种演奏技法，如：连弓、分弓、跳弓、装饰音、重音……表现出一种热

烈、欢快、酣畅、富于激情的音乐情绪。第一部分的第二乐句使用了切分的短促

音型以及原位“3”与“ .3”的交替变化，从而形成一种颇具特色的风味，绘声绘色

地表现了新疆春日景象和人们欢乐畅快的情绪。

主题一：

1=A fb
欢乐、优美地

乐曲的第二部分以新疆舞蹈中手鼓的伴奏节奏为素材，小提琴用双音奏出

舞曲性的旋律。

主题二：

1=D fb
跳跃地

这段旋律先后在 D 大调和 A 大调上展现后进入高潮。可以说，第二部分乐

曲给人以载歌载舞、欢度节日的强烈印象。经过一个华彩段（由小提琴独奏）后，

乐曲进入第三部分，这部分音乐基本上再现了第一部分，但在结束部分却有所不

同，即添加了一个尾奏。

这首乐曲除有小提琴独奏的演奏形式外，还有小提琴重奏、齐奏等多种

形式。

（七）唱歌《一杯美酒》

歌曲为乌孜别克族民歌。歌曲情绪欢快、热烈，表现了乌孜别克族人民幸福

快乐的生活场景。

乌孜别克族的民歌可分为“大艾修来”和“叶来”两大类。“大艾修来”意为“大

歌”，曲调悠长，节拍徐缓，结构复杂。“叶来”是指一般的歌曲，结构短小而方整，

节奏活泼，曲调欢快，也可用来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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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美酒》就属于“叶来”，歌曲为一段体结构，小调式，fb 拍。歌曲由 4个

乐句构成，每个乐句为 4小节。第一、二乐句为重复乐句。

歌曲旋律由主音开始，一开始就出现了六度的向上跳进，附点八分节奏与音

程跳进有效结合，将歌曲的情绪带入热烈之中。歌曲中不断出现的“o; o o o”
的节奏，使得歌曲具有强烈的舞蹈性，突出了乌孜别克族音乐的风格。

在第三乐句后，穿插了两小节的长音，为歌曲中的一个过渡乐汇，歌词采用

了衬词。第四乐句中多处出现了前倚音，使得民族色彩更加鲜明。

1=G fb
欢快、热情地

“别比雅拉”在维吾尔语中的直译为“一杯酒”，在这里用作一句欢呼语。歌

词为两段歌词的分节歌，在翻译的汉语中保留了一部分音译的维吾尔语，突出了

歌曲的少数民族风格。

（八）欣赏《十二木卡姆》（歌舞乐表演）

木卡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在阿拉伯、北非、土耳其、印

度和俄罗斯等地都有流传，但就种类来说，我国维吾尔族的种类最多，形式也最

完整。

维吾尔族木卡姆是一种综合艺术形式，是结构严谨的大曲。它包含器乐、歌

舞、说唱等，除吐鲁番地区的“木卡姆”为 9套外，其余都是 12套。其中，结构最完

整、最庞大的是“南疆木卡姆”，它包括 170多首歌曲和 70多首乐曲，演奏一遍要

20多个小时。

“南疆木卡姆”每套包括 3个部分，即“大乃额曼”“达斯坦”和“麦西热普”。每

个部分又由若干不同的段落组成。

“大乃额曼”(即大曲 )由感情深沉、节奏自由的歌曲开始，通常由一位受尊敬

的长者独唱。散序唱完，乐师打起手鼓，唱起 gb 拍节奏的“太孜”，大家翩翩起舞。

唱到“赛乃姆”和“大赛勒克”时，欢乐情绪达到顶点，最后在轻快的三拍子《大喀

特》中结束。

“达斯坦”是由 3~5首速度不同的叙事歌曲组成，曲调比较规整，开始稍慢，

逐步加快，直到结束。

“麦西热普”本是一位古代维吾尔族诗人的名字，他的诗常常被填在民间曲

调中演唱，久而久之，这位诗人的名字也就变成了乐曲的名称。“麦西热普”由 3~5
首歌舞曲组成，没有间奏，一开始就是刚健有力的舞蹈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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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卡姆的伴奏乐器主要有“萨塔尔”“弹布尔”“都塔尔”“艾捷克”“热瓦甫”

“卡龙”和“达甫”等。木卡姆在开始演唱前，演唱者坐在上方，听众围成一圈，或

立或坐，先由一位长者唱散序，接着众人齐唱、舞蹈。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 4课时完成。

第 1课时：《天山牧歌》《敲手鼓的小巴郎》。

第 2课时：《牧羊少女》《新疆是个好地方》、创创做做《达坂城的姑娘》。

第 3课时：《戈壁骑兵》《新疆之春》。

第 4课时：《一杯美酒》《十二木卡姆》。

（一）天山美景

新疆不仅有许多关城遗址、珍贵文物、史前文化遗迹及一批很有价值的陵

墓，而且有天山、天池、葡萄沟、定海神针、火焰山、帕米尔高原、石头城、那拉提草

原、伊犁大峡谷、喀纳斯湖等自然风景区。此部分选取了创作歌曲《敲手鼓的小

巴郎》和 3首欣赏作品《天山牧歌》《牧羊少女》《新疆是个好地方》来表达对天山美

景的赞美之情。

1.欣赏《天山牧歌》。

通过聆听 ，引导学生说出乐曲共分为几个段落 ，说出哪个段落使用了

“ o o o /o oo 0 o /o o ”这种节奏组合。注意引导学生说出主题情绪的特点，

双簧管音色的特点。

2.唱歌《敲手鼓的小巴郎》。

通过对歌曲的学唱，引导学生感受花帽美、雪莲花美、金线绣的小毛驴美、童

年美、歌舞美，小巴郎的生活更美！让学生熟悉前奏，感受其特点，并能背唱。主

要采用听唱的方法学唱。“#”记号已在三年级做过介绍，在这里可从复习入手，着

重从升记号在这里表现喜悦、俏皮的感情上帮助学生感受其作用，可用对比（用

与不用升记号对比）的方法。两句歌曲中的插白“咚龙打啦咚”，应先单独做练

习，其节奏应与“ ”“ ”的节奏一致，但切记是念白，而不是唱。

此歌自始至终都要唱得活泼、欢快、俏皮。

3.欣赏《牧羊少女》。

此曲的欣赏教学首先是让学生听。听前不必介绍乐曲所表现的具体内容，

而应该让学生自己从听中理解、判断。老师对作品的理解可在最后与学生交流。

对“达甫”（手鼓）的介绍可在欣赏教学进行，也可放在编创活动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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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欣赏《新疆是个好地方》。

运用多种形式反复聆听歌曲，感受歌曲欢快活泼、奔放跳跃的情绪，了解秀

丽的风景和丰富的物产，抒发对新疆的赞美之情和喜爱之情。引导学生主动运

用音乐要素（如节奏、速度、旋律等）进行想象，开门见山地感受新疆音乐的风格

及其鲜明的特点。能听辨音乐的演唱形式。用柔美的声音演唱《达坂城的姑

娘》，并注意二声部的练习。

（二）欢乐的新疆

自 1955年 10月 1日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来，新疆的工农业生产及社会

面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充满了新气象。围绕“欢乐的新疆”这个主

题，选用了歌曲《一杯美酒》和三首欣赏作品《戈壁骑兵》《新疆之春》《十二木

卡姆》。

1.欣赏《戈壁骑兵》。

通过仔细聆听，感受乐曲的情绪、速度，注意引导学生说出乐曲的主奏乐器

和伴奏乐器。引导学生准确标记出乐曲中节奏的强弱变化。让学生尽可能地熟

悉作品主题。

2.欣赏《新疆之春》。

老师可引导学生通过聆听，感受维吾尔族风格通俗、朴素、奔放、流畅的音乐

语言。在充分地聆听、熟悉乐曲之后，让学生感受乐曲中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及

欢欣鼓舞的乐观情绪。通过聆听与讲解，引导学生听辨主奏乐器及其音色特点。

3.唱歌《一杯美酒》。

注意让学生了解“ ”

等节奏短句。可让学生击拍，也可用节奏乐器练习或读练节奏，为学唱做准备。

几处前倚音在歌曲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可让学生做以下对比：

关于前倚音的介绍，应注重实际唱法。在这首歌曲的演唱中，前倚音应适当

加重，以突出活泼欢快的情绪。演唱中可引导学生伴以简单的律动。

4.欣赏《十二木卡姆》。

十二木卡姆的内容十分丰富，结构完整、庞大，种类也多。新疆维吾尔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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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艺术已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此曲的欣赏要求不宜过高，可只要求

两点：听音乐，一般性地了解音乐；知道木卡姆是由歌、舞、乐组合而成的传统的

民间古典大曲。

四、课例

音乐唱歌课《敲手鼓的小巴郎》

（一）教学内容

学唱歌曲《敲手鼓的小巴郎》。

（二）教学目标

1.在歌曲演唱过程中，初步感知哈萨克族音乐的风格特点，感受歌曲欢快、

活泼的音乐情绪。

2.尝试着用连贯、有弹性的声音演唱，表现歌曲欢快、活泼的情绪。在演唱

时结合体态语充分地表达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

3.准确地演唱切分节奏和临时变音，感受临时变音记号对表达音乐情感所

起到的作用。

4.在对比聆听、模唱、视唱等学习活动中进一步提高歌唱技能，能够自主地

采用不同的力度表现歌曲的情绪。

（三）教学重、难点

初步感知、体验哈萨克族音乐风格特点，用连贯、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

（四）教学准备

钢琴、教学 CD、多媒体课件。

（五）课时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1.聆听范唱

（1）第一遍聆听范唱。

老师：同学们，今天老师带来了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你能听出它具

有哪一个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吗？

教学行为：

打开课件，播放录音范唱，展示问题。在学生聆听时，老师指歌谱，引导学生

边听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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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歌曲具有我国哪一个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

学生：新疆地区。

老师：这是一首具有新疆地区音乐风格特点的歌曲。你是从什么地方感受

到这种特点的？

学生：我从手鼓、小花帽、亚克西这些歌词中发现的。

老师：哦，你们是从歌词中去发现的。

（2）第二遍聆听范唱。

老师：我也发现了这样一句。

教学行为：

出示节奏谱，老师范读，引导学生按照节奏读歌词。老师采用对比的方式，

通过示范，引导学生按照 fb 拍的强弱规律读出歌词“ o oo o o
咚龙打啦 咚

”。

老师：我们模仿的是一种乐器的声音，你知道是什么乐器吗？

学生：鼓。

老师：其实我们模仿的是手鼓的声音。手鼓，又叫“达甫”，是新疆少数民族

特有的一种打击乐器，我们来听听它的声音。

教学行为：

出示手鼓的乐器演奏图片，播放手鼓的声音。

老师：谁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手鼓的声音？

学生：清脆的、有弹性的、欢快的……

老师：哦，有弹性的声音。我们也试着来读一读。

教学行为：

①采用较慢的速度，引导学生用跳跃的声音读歌词。

②在学生能够有弹性地读出歌词的基础上，加快速度。

③通过高高举起手鼓的动作，引导学生感受高位置的发声状态。

老师：来，把我们的手鼓举得高高的。

老师：现在我们来合作一下，你们唱模仿手鼓声音的这两小节，其余的部分

由老师来唱。（出示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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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合作得不错，现在我们再来完整地听一听这首歌曲。当唱到模仿手鼓

声音的地方，请同学们一起唱。

教学行为：

老师自弹自唱，学生参与到老师的演唱中。

老师：这种前紧后松的节奏型是哈萨克族音乐的风格特点之一。（出示课件。）

哈萨克族音乐风格特点——前紧后松的节奏型： o oo o o
咚龙打啦 咚

环节目标：通过典型节奏“ o oo o o”的认知，感受歌曲中这一节奏型所呈

现的音乐风格特点。引导学生在聆听过程中参与音乐表现。

2.学唱歌曲第一乐段和过渡部分

（1）视唱第一、二乐句歌谱。

老师：现在我们来唱唱歌曲第一、二乐句的歌谱，看看大家能不能保持这种

有弹性的声音来演唱。（出示课件。）

教学行为：

①第一遍视唱时，放慢速度，老师一手伴奏，一手指挥，引导学生用连贯的声

音，轻声视唱旋律。关注学生的音准、节奏。

②引导学生听琴声，解决学生出现的音准问题。

老师：同学们唱得很认真，但是还有一些音的音准把握得不够好。我们再来

唱一唱，注意听琴声。

老师：同学们，你们发现这两句有什么区别吗？

学生：前面都是一样的，只有最后 1小节不同。

老师：它们是两个相似乐句，只是在结尾的小节有很小的区别，我们再来唱

一唱。

教学行为：

对比第一、二乐句的区别。

（2）感受第二个音乐风格特点。

老师：这也是哈萨克族民歌的音乐特点之一：用两个乐句来构成一个段落。

（出示课件。）

26



第
二
单
元

新
疆
乐
韵

哈萨克族音乐风格特点：前紧后松的节奏型 o oo o o
咚龙打啦 咚

；

由两个相似乐曲组成一个乐段。

（3）学唱第一、二乐句歌词。

老师：“敲手鼓的小巴郎，你的花帽真美丽，银线绣上雪莲花，金线绣个小毛

驴。”（老师范读歌词。）

教学行为：

采用轻声、高位置的发声方法读歌词。

老师：学着老师的声音，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教学行为：

老师用体态语，引导学生轻声、高位置地读，读出情感。

老师：我们把这句话放到刚才的旋律中试着唱一唱。

教学行为：

①学生唱第一遍时，老师一手伴奏，一手指挥，放慢演唱速度，要求学生轻

声、连贯地演唱，关注学生音高、节奏是否准确。

②第二遍演唱时，老师双手伴奏，加快演唱速度，引导学生用连贯、有弹性的

声音演唱。

老师：能唱得再连贯一点吗？我们再来试一试。（学生唱歌词。）

老师：听，老师唱得和你们有什么不同？（老师范唱，加快速度。）

学生：变得更欢快了。

老师：我们也试着这样来唱一唱。

教学行为：

当学生唱好后，老师接唱过渡乐句。

（4）学生完整演唱歌曲的第一部分。

老师：我们连起来唱这一部分的歌词。（学生唱歌词，老师双手伴奏。）

老师：同学们，你们知道“小巴郎”是什么意思吗？

学生：小孩、小朋友、小男孩……

老师：哈萨克族的人们把小男孩称作“小巴郎”。小巴郎戴着漂亮的小花帽，

骑着小毛驴，心里可高兴了。（老师范唱过渡乐句。）

老师：来，用我们的歌声表现出小巴郎愉快的心情。

教学行为：

学生第一遍演唱时，老师双手伴奏，关注学生的歌唱状态，看他们是否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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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连贯、有弹性的声音状态。如果学生不能够保持连贯的声音，老师可先放慢

速度，引导学生保持连贯的声音演唱，然后再加快速度。

老师：这里有一个音乐记号，它是——

学生：升记号。

老师：临时升记号。听老师的琴声（老师分别弹奏有和没有临时升记号的旋

律）。第一次没有加入临时升记号，第二次，加入临时升记号，你感觉它们有什么

不同？

学生：第二次变得更好听了，变得有新疆音乐的味道了……

老师：对，在旋律中加入临时变音记号，这也是哈萨克族音乐的又一个特点。

在加入了临时变音后，音乐变得更加生动、欢快、活泼。（出示课件。）

哈萨克族音乐风格特点：

①前紧后松的节奏型 o oo o o
咚龙打啦 咚

；

②由两个相似乐句组成一个乐段；

③常加入临时变音记号。

老师：好，带着这种欢快的感觉，我们再来唱唱歌词。（老师双手伴奏，学生唱

歌词。）

老师：同学们唱得真棒，从你们的歌声中我已经看到了小巴郎敲着手鼓，骑

着小毛驴，兴高采烈地向我们走来。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唱起快乐的歌。（播放

音乐伴奏，学生演唱第一乐段，老师接唱第二乐段。）

环节目标：引导学生用连贯、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的第一部分，在感知歌

曲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唱好临时升记号，体验临时升记号所带来的音乐色彩变

化，感受哈萨克族音乐的风格。

3.学习歌曲第二乐段

（1）感受哈萨克族音乐的第 4个风格特点。

老师：细心的同学一定发现了，在老师刚才演唱的这一部分中，出现了一个

衬词。（出示课件。）

教学行为：

课件出示歌谱，老师范唱“ ”。

老师：小巴郎戴着漂亮的小花帽，心里可得意了。我们一起来唱一唱。

老师：我们观察一下歌谱，这个衬词一共出现了几次？

学生：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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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们再来合作一次，我来演唱其他的部分，你们来唱唱衬词。（师生接

唱第二乐段。）

老师：在歌曲的开始和结束部分常出现衬词，这也是哈萨克族音乐的风格特

点之一。

（2）学唱歌词。

老师：银色的雪莲花，金色的小毛驴，小巴郎的小花帽，亚克西！来，用我们

的歌声来赞美这美丽的小花帽。

教学行为：

学生第一遍完整演唱歌词时，老师一手伴奏，一手指挥。继续关注学生的音

准、节奏和歌唱状态。

老师：戴着美丽的小花帽，小巴郎心里美滋滋的。能用你们的歌声把这种喜

悦的心情表现得更充分一些吗？我们再来试一试，不过要注意音准、节奏。听着

琴声唱。

教学行为：

学生第二遍演唱时，老师双手伴奏，引导学生用连贯、有弹性的声音演唱。

老师：你看，小巴郎蹦蹦跳跳地向我们走来了。

教学行为：

用不同的力度表现不同的歌曲情绪。

老师：同学们，你们知道“亚克西”是什么意思吗？

学生：你好、很好……

老师：哈萨克族语中，“亚克西”表示“你真棒”“真好”的意思。当我们热情地

赞美别人时，我们会这样说：亚克西。（老师用较强的力度加上体态语进行示范。）

老师：我们也这样热情地赞美一下。

学生：亚克西！

老师：现在我们深情地、发自内心地赞美一下别人，亚克西！（老师用较弱的

力度加上体态语示范。）

学生：亚克西！

老师：我们再来完整地唱唱这一部分，你可以选择热情地赞美，也可以选择

深情地赞美。（老师双手伴奏，学生演唱。）

环节目标：学习歌曲第二乐段歌词。感受哈萨克族音乐的另一个风格特

点：衬词。通过学习歌词“亚克西”，让学生感受力度在表现情绪时起到的作用，

引导学生用不同的演唱力度来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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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整演唱歌曲

（1）学习结束句。

老师：“敲手鼓的小巴郎，你的童年真美丽，春风伴你进校园，歌舞伴你到梦

里。”来，唱唱第二段歌词。

教学行为：

老师双手伴奏，接唱结束句： 。

老师：来，我们加上动作，一起再次热情地赞美。（老师加上体态语引导，帮助

学生把握节奏，唱好结束句。）

（2）完整演唱。

老师：从在你们的歌声中，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快乐的小巴郎。如果能够完整地

演唱歌曲，这种欢快的情绪会表达得更充分。（老师双手伴奏，学生完整演唱歌曲。）

老师：你们的歌声“亚克西”，我看到每个同学都在用心赞美小巴郎美好的生

活，用歌声表达出心中快乐的情感。跟着音乐，用你们快乐的歌声来赞美小花

帽，赞美美好的生活吧！（播放录音伴奏，老师指挥学生演唱。）

5.小结

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歌曲《敲手鼓的小巴郎》，感受了哈萨克族音

乐的一些风格特点（课件出示哈萨克族音乐的风格特点，引导学生一起读一遍），

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们还将有机会继续学习新疆地区的音乐，继续感受它的其他

音乐风格特点。今天的音乐课就上到这儿，再见！

环节目标：完整演唱歌曲，用歌声自主表达对歌曲的情感体验，总结歌曲的

音乐风格特点。

（肖杰）

五、补充资料

手鼓较通用的演奏方法

1.击心：右手或左手用半掌击打靠近鼓心的鼓面，记谱为“×”。
2.敲边：左手或右手的中指与无名指敲打靠近鼓边的鼓面，记谱为“ × ”。

3.滚：左、右手急速交替敲边。

4.弹：右手或左手中指，用力与拇指相擦，迅速指向靠边的鼓面，记谱为“弹× ”。

5.拍：右手掌拍打鼓心，记谱为“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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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起冬不拉把歌唱

1=F gb fb
中速 热情地 石夫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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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冬不拉弹唱”是哈萨克人民非常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演唱者多自弹自唱，用冬不

拉演奏。从音乐上看，它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歌唱性的弹唱，其唱词固定，旋律悠扬宽广；

二是说唱性的弹唱，其唱词往往由演唱者即兴编唱，其旋律多是简洁明快的。由于冬不拉的

弹奏方法基本是弹、挑，故而经常运用一弹一挑、一弹两挑的方法为歌曲伴奏，从而形成冬不

拉弹唱艺术在节奏上的特征——以 gc 拍为主的混合拍子。

新 疆 好

1=F fb 马寒冰 词

稍慢 愉快、亲切、优美地 刘炽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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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姿百态的节奏型

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节奏是很有特点的，比如朝鲜歌舞节奏潇洒，藏族歌舞节

奏急促，傣族歌舞节奏典雅，蒙古族歌舞节奏明快，维吾尔族歌舞欢快、热烈等等。

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的节奏为例，大致可分为固定节奏型和非固定节奏型

两种。固定节奏型像“麦西热普”节奏型： ，它的特

点是欢快有力，它还可以变化为： 。除了“麦西热

普”节奏型外，还有“来派尔”节奏型、“赛乃姆”节奏型等等都属于固定节奏型。

拿“来派尔”节奏型来说吧，它的特点是轻快活泼，有以下几种组合：

1.小快板： ； ；

2.中板：

3.慢板：

维吾尔族如此之多的节奏型在他们的民歌中都有所反映，特别是切分音节

奏在他们的歌曲中应用得最多。形成这种节奏型的主要原因是维吾尔族语言无

字调，单词重音又总是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这样，就使得民族的曲调往往在较

弱的节奏上开始，切分节奏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