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二
单
元
 
走
进
西
藏

19   

第二单元 走进西藏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走进拉萨,走进西藏,丰富的人文,神秘的宗教,繁盛若海洋的戏曲、音乐、歌

舞,吸引着人们去接近它,了解它。若此刻无法双脚踏上西藏的土地,何不张开

双耳,用“心”随音乐到西藏旅行,在音乐中,把西藏的人、西藏的歌、西藏的故事

尽收眼底。本单元分为“雪域风光”“康巴风情”两个板块,力图通过音乐之旅,引

导学生欣赏、了解、感悟西藏民族音乐风格、民族文化及风土人情,激发学生对民

族音乐的热爱,拓宽音乐文化视野,增强民族团结意识与爱国主义情感。

(二)内容结构

走

进

西

藏

—

—

雪

域

风

光

—

— 欣赏《天路》(女声独唱)

— 欣赏《珠穆朗玛》(民乐合奏)

— 欣赏《格桑拉》(女声独唱)

— 唱歌《我的家乡日喀则》

— 欣赏《五彩风马旗》(民乐合奏)

—

康

巴

风

情

—

— 唱歌《童话香巴拉》

— 欣赏《弦子舞》(民乐合奏)

— 欣赏《踢踏舞》(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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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目标

1.欣赏《天路》《珠穆朗玛》《格桑拉》《五彩风马旗》《弦子舞》五首作品,感受

并了解藏族音乐风格特点及西藏的风土人情,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热爱。

2.学唱歌曲《我的家乡日喀则》《童话香巴拉》,把握好歌曲的演唱风格和情

绪特征,唱好二声部合唱的音准、节奏。

3学习弦子舞、踢踏舞的基本舞步,了解藏族歌舞,感受弦子舞、踢踏舞在音

乐、舞蹈方面的不同特点。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天路》(女声独唱)

《天路》的词作者屈塬和曲作者印青,都是优秀的军旅艺术家。两人是一对

“黄金搭档”,在歌曲创作上经常心有灵犀、感应默契。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们要

为时代英雄———修筑青藏铁路这项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的建设者们写首赞歌,

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天路》就这样诞生了。

《天路》是一首极富抒情性的歌曲,旋律特征十分鲜明,藏族音乐风格突出,

音乐素材简约凝练。作曲家并未照搬藏族民歌旋律,而是将骨干音调的高低长

短重新排列组合,听上去十分新颖别致。该作品结构为带反复的二段体, 拍,

羽调式,中速稍慢。A乐段基本上在中低音区徘徊,第一个音以全曲最低音“”

为起点,第一人称开始温和而平静的独白,前四乐句反复后再接后四个乐句,为

B乐段的发展作了足够充分的铺垫。A乐段结束音与起始音在同一高度,舒缓

悠扬的节奏表达出一种蓄势待发的情感。B乐段是全曲的核心和高潮,经过一

个 拍的短暂过渡,音乐直冲最高点“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作曲家把这个

“天”字安排在高潮的顶峰,犹如神山奇峰拔地而起,为豁然高涨的情绪开通了一

个喷发宣泄的闸口。A乐段和B乐段的对比,除了音区的落差外,在歌词“摆字”

上也做了精心设计:A乐段字宽松稀疏,B乐段字密集紧凑,十分巧妙地利用相

同的节拍速度,形成不同的节奏语感变化。而乐句与乐句之间重复音的运用,以

及句头句尾起音落音的安排,无不体现作曲家深厚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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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天  路
(女声独唱)

  
中速稍慢

屈塬 词
印青 曲



22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六
年
级
下
册

(二)欣赏《珠穆朗玛》(民乐合奏)

这是一首具有浓郁藏族民歌风格的乐曲,“珠穆朗玛”在藏语中是“第三女

神”之意。整首乐曲庄严神圣,旋律抒情优美、跌宕起伏。乐曲中抒情优美与欢

快活泼的音调交织在一起,加上深沉大铜角的鸣响,不仅表现了珠穆朗玛在藏族

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更表现了藏族人民不屈不挠、勇敢坚强的精神风貌。

乐曲为反复的带引子的二段体结构, 拍。引子部分一开始就在高音区徘

徊,节奏宽松、音调高亢,好似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就在眼前,接着 A乐段主

题一的音乐在中音区流淌,好似深情地述说,表达了藏族人民对珠穆朗玛峰的敬

仰与深情。然而引子部分的音乐作为联结部分把音乐推向高潮,随着欢快活泼

的B乐段主题二音乐的出现,更表达了藏族人民对珠穆朗玛峰的赞美、热爱,同
时也展现了藏族同胞豪放热情的性格特征。

附谱:

珠穆朗玛
(民乐合奏)

 

抒情、优美、高亢地
臧云飞 曲

主题一:

 

主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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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格桑拉》(女声独唱)

《格桑拉》是一首藏族民歌,“格桑”在藏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歌曲为一段体

结构, 拍,羽调式。歌曲旋律流畅,节奏感强,具有很强的舞蹈性,表现了藏族

人民欢天喜地、载歌载舞的场景。歌曲情绪欢快、活泼,唱出了藏族人民对今天

幸福生活由衷的赞美之情。歌曲大量采用前八后十六节奏型和附点节奏型,使
歌曲的旋律紧凑、富有节奏感。

附谱:

格 桑 拉
(女声独唱)

 

中速
藏族民歌

(四)唱歌《我的家乡日喀则》

《我的家乡日喀则》是一首藏族民歌,歌者唱出了对家乡的热爱。日喀则在

藏语中是“最好的庄园”的意思。歌曲的曲调属于藏族踢踏舞曲。踢踏舞是藏族

的一种民间舞蹈,情绪热烈奔放。歌曲的旋律活泼、跳跃,节奏感强,具有很强的

舞蹈性。原歌曲为上、下两个乐句的一段体结构,只有8个小节,为五声宫调式。
第一乐句是由两个乐节构成的乐句,这两个乐节呈问答的形式。第二乐句是第

一乐句的回应,4个小节的旋律,一气呵成,好像是在加强回答的语气,赞美自己

的家乡。改编后的歌曲增添了中间部分,在一个8拍的长音后,首先是以主题为

素材变化而来的4小节紧凑的旋律,丰富了歌词的内容,然后是2小节的衬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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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了3遍,增添了欢快的气氛。接着再现歌曲的第一乐段,形成三段体的音乐

结构,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五)欣赏《五彩风马旗》(民乐合奏)

《五彩风马旗》是一首藏族民乐合奏曲。“风马旗”在藏语中叫作“隆达”,也
有人称之为“经幡”“祈愿幡”,不过,人们更习惯称它为“风马旗”,因为“隆”在藏

语中是风的意思,“达”是马的意思。显然,风马旗在这里是直译。风马旗在生辰

吉日与年节庆典时张挂,象征天、地、人、畜和谐吉祥。这首藏族民乐合奏的《五
彩风马旗》,采用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色彩的传统乐器,将藏族民间音乐特色

展示在我们面前。

藏族乐器扎木聂(又称六弦琴)奏出了两种典型的节奏穿插在乐曲的始终。

其中一种节奏“ ”表现马蹄声在路途转弯处或水旁回响,另一种

节奏“ ”是藏族“堆谐”(踢踏舞)的音型,以表现风马旗飘扬在寺

庙前、屋顶上。

主题:
 

(六)唱歌《童话香巴拉》

《童话香巴拉》是一首具有浓郁藏族音乐风格的少儿歌曲。歌曲用优美如诗

的语言,高亢、舒展、缥缈的音调向我们描绘了一个梦幻神奇、令人向往的地

方———香巴拉。“香巴拉”在藏语中也叫“香格里拉”,就是“人间仙境”“极乐园”

的意思,歌词表现了藏族同胞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之情。

歌曲为二段体结构、大调式。歌曲从第5~24小节为第一乐段,后面副歌部

分为第二乐段。音乐从一开始用舒展、明亮的高音把人们带进雪域高原,带进童

话般的人间仙境。然后音乐在中低音区流动,向人们娓娓述说着家乡的美丽。

第二乐段开始用一个长音在高音区发展,好似藏族同胞发自内心的赞叹,之后音

乐在高音区不断反复,歌词也在重复“童话香巴拉呀,仿佛那么遥远。童话香巴

拉呀,你就在我的身边”,尤其是结束句高声部在长音中延续,低声部在低音区不

断反复吟唱的优美和声,给人带来无限遐想,抒发了藏族同胞无限热爱家乡的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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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感情。

(七)欣赏《弦子舞》(民乐合奏)

《弦子舞》是一首藏族舞曲,采取民乐合奏的形式。

弦子舞在表演时由男子拉弦子,女子舞彩袖,随着弦子节奏的变化,歌声舞姿

变化多样。弦子的歌词大部分为迎宾、相会、赞美、情意、辞别、祝愿的内容,曲调繁

多,舞步多变。舞蹈时男女舞队各围成半圈,时而聚拢,时而疏散,且歌且舞,男子

舞姿重在舞靴、跺脚,显示豪放粗犷之美;女子舞姿突出长袖轻柔舒展之美。

弦子舞的内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迎宾、相会为内容,相互欢迎与感

谢、互相赞美的迎宾舞和相会舞;二是以尊敬长辈、热爱家乡为内容的赞颂歌舞;

三是表达青年男女间充满爱慕之情和纯洁真挚的友谊,包括相会、离别、祝愿等

内容的爱情歌舞。旋律活泼热情,舞蹈轻松抒情。

主题:

 
 

 行板 藏族舞曲

(八)欣赏《踢踏舞》(群舞)

踢踏舞又名堆谐,是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藏民所跳的自娱性圆圈舞。由于

舞蹈中有许多踢和踏的动作,故称踢踏舞。藏族踢踏舞特点是脚踏节奏,上身松

弛摆动,载歌载舞,音乐节奏鲜明、热烈、活泼。

主题:
 

热烈地 藏族舞曲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4~5课时完成。

《走进西藏》这一单元的教学内容比较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把西藏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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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民族音乐文化及风土人情囊括其中,只能采撷其中一些最有代表性并且适

合学生年龄特征的优秀乐曲与歌曲,让学生在音乐中初步感受和了解西藏丰富

多彩的民族音乐文化以及壮阔优美的风景,拓宽音乐视野,为今后进一步学习奠

定基础。

(一)雪域风光

在这一板块里面,共安排了五个教学内容:四首欣赏曲目和一首歌曲。

1.欣赏《天路》。

由于这首歌曲大家都很熟悉,在欣赏时老师可提问: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

么? 为什么叫“天路”? 让学生在音乐中感悟到穿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的雄伟

神奇,以及它给藏族同胞带来的幸福安康。在欣赏时结合歌曲创作背景给学生

作简单介绍,让学生更加了解修建这条铁路的艰辛和意义所在。欣赏时,学生随

音乐轻声哼唱,从音乐角度感受歌曲AB乐段不同的音区变化、情感变化、以及

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听觉、视觉冲击感。

2.欣赏《珠穆朗玛》。

这是一首具有浓郁藏族风格的器乐曲,重点让学生聆听音乐的几个主题(引

子、主题一、主题二)并视唱主题。通过聆听、视唱,说说各主题的情绪、节奏、速

度有什么变化。再次复听时,要求学生能听辨出两个主题的主奏乐器琵琶和二

胡,并说出各自的音色特点。第三次复听时,学生记下主题的序列,感知音乐结

构变化,提高对音乐的听辨力。这首乐曲可以和《天路》放在一起欣赏,重点欣赏

这首乐曲。

3.欣赏《格桑拉》。

学生感知原汁原味的藏族民歌,了解藏族民歌的风格特征及相关文化(如藏

族的礼仪、风土人情等)。

4.唱歌《我的家乡日喀则》。

把握好藏族歌曲的演唱风格及情绪,在节奏上要注意长音时不要抢拍子,要

唱足时值,由于歌词较密集,注意吐字要清楚准确。开始学唱时可先分声部

慢唱。

5.欣赏《五彩风马旗》。

(1)了解“风马旗”的含义与相关文化。(2)聆听音乐,听辨乐曲中典型节奏

并随音乐律动。(3)了解藏族乐器“扎木聂”,感受藏族乐器的音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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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巴风情

这一板块里面有三个学习内容:唱歌《童话香巴拉》、欣赏《弦子舞》《踢踏

舞》。

1.唱歌《童话香巴拉》。

先让学生朗诵歌词,感受歌词描写的优美意境(好像置身于令人向往的、梦

幻般的人间仙境),歌曲最后结束句高声部要拖足时值,可用“循环呼吸法”演唱,

并注意音准。任意低声部要唱得轻柔些。

2.欣赏《弦子舞》《踢踏舞》。

结合舞蹈画面,给学生介绍什么是弦子舞? 什么是踢踏舞? 在欣赏这两种

舞蹈时,让学生先从音乐角度感受这两种舞蹈在情绪、节奏、速度方面的异同,再

从舞姿上感受它们的特征,并学一学这两种舞蹈的基本步伐。

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藏族歌舞》

(一)教学目的

1.通过了解藏族的文化,感受藏族音乐。学习藏族舞蹈,拓展学生的知识

面。培养学生对藏族音乐、舞蹈等的热爱之情。

2.帮助学生掌握藏族舞蹈中,弦子舞、踢踏舞的基本动作和特点,能区别两

种舞蹈的音乐特点。

(二)教学重、难点

1.了解藏族文化,学习简单的藏族舞蹈动作。

2.分析弦子舞、踢踏舞的音乐特点,掌握弦子舞和踢踏舞的基本动作。

(三)教学过程

1.欣赏藏族音乐《格桑拉》

(1)导入。

老师:今天,请同学们欣赏一段音乐,大家感受一下,这是什么地方的音乐?

有什么特点? 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2)分析歌曲的特点:列出三种音乐要素,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作相应的

回答。

音色:高亢、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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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婉转、宽广,善用装饰音。

情绪:优美、舒展、豪迈。

2.了解神秘的藏族文化

通过课件展示和老师的介绍,引导学生了解相关的文化,拓展学生的知识

面,激发学生对藏族文化的探索热情。通过观看多媒体资料,欣赏藏族的风土人

情以及藏族的舞蹈。

老师:藏族除了有好听的音乐,还有很多神奇的文化和建筑呢。我们一起去

看看。(课件展示藏族人民的生活画面,出示布达拉宫、经幡等图片)

简单介绍藏族的风土人情。

3.欣赏藏族的歌舞,并学习藏族的舞蹈

通过欣赏、学习,帮助学生了解藏族的弦子舞和踢踏舞这两种舞蹈特点。

(1)弦子舞。

老师:藏族人民热情开朗、豪爽奔放。他们以歌舞为伴,舞姿优美。我们一

起来欣赏广泛流传的弦子舞吧。(课件展示藏族弦子舞)

学生分析弦子舞的音乐特点,并填入表格中。

音乐 节奏 速度 旋律 情绪

弦子舞

a.节奏:舒展。

练习:

学生视谱读节奏,再启发学生观察节奏舒展的特点。

b.速度:稍慢。

c.旋律:婉转悠扬。

让学生练唱主题音乐的第一乐句。

d.情绪:优美抒情。

分析弦子舞的舞蹈特点:动作柔美舒展,膝部柔韧有力,臂与腰的动作配合

协调,善用水袖。

引导学生模仿老师动作,学习简单的藏族弦子舞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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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随音乐练习,要求动作与音乐和谐配合,节奏准确。
(2)踢踏舞。

①欣赏藏族踢踏舞。(课件展示藏族踢踏舞)

②分析踢踏舞音乐特点,并将其各种特点填入表格中。

音乐 节奏 速度 旋律 情绪

踢踏舞

a.节奏:紧密。

练习:
 

b.速度:稍快。

c.旋律:富有动感。

d.情绪:欢快、激情、豪放。

教师分析踢踏舞的舞蹈特点:脚踏节奏,上身松弛摆动,动作豪迈奔放。

学一学踢踏舞的基本动作。
(3)听辨一组音乐片段,学生说说这些音乐适合跳弦子舞还是踢踏舞,让他

们随音乐跳一跳。

①
 

②
 

③
 

4.课堂小结

师生共同小结,谈收获与感受,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热爱。
(兰霞 杨丽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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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穿越世界屋脊的天路

青藏铁路7月1日全线通车,这是2006年夏季的热门话题。从格尔木到拉

萨行程千余公里,《天路》歌声伴随巨龙腾飞,穿越海拔数千米的世界屋脊。“那
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

女欢聚一堂……”连日来,全国各地电视台播放有关青藏铁路的新闻纪录片,无
不以这首女声独唱作为背景音乐或主题歌。一时间,《天路》成了2006年夏季最

流行的热门歌曲。
这首歌曲始创于青藏铁路开工之际。屈塬作词,印青作曲。“那是2001年6

月,《解放军报》副刊头条登载了一篇通讯,题为《青藏铁路揭秘》。当时,我看见

屈塬两眼放光,我自己也怦然心动。我想,这下可能有戏了。”印青和屈塬是一对

黄金搭档,在歌曲创作上经常感应默契、心有灵犀。青藏铁路是新世纪中央开发

大西部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举世瞩目,震惊寰宇。“我想,那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10万建设大军为世界上最高最长的高原铁路拼搏奋斗……我有一种抑制

不住的冲动,想为我们时代真正的英雄做点事情,写一首赞歌吧,这本身就是文

艺工作者的天职。”
可以说,先是屈塬的眼神触动了印青的心灵,后有屈塬的歌词引发了印青的

乐思。“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
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人物、景色、动态、画面,一应俱全,文字传递的信息,
如此气韵生动、形象丰满,“我的旋律如泉奔涌,顺势而发,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梗

阻障碍,写得特别顺畅。”第一稿歌名为《高原幸福路》,在修改的过程中,又是灵

感迸发的火花闪现出“天路”这个词。“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

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神来之笔,画龙点睛,这首

歌曲就叫《天路》。“我们常年生活在内地平原的人,仰望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铁

道线,那真是一条在天上行走的漫漫长路,从人间通往天堂的一条秘境之路。”
《天路》,为青藏铁路专题写作的第一声初啼。这首歌曲的诞生、传播伴随青

藏铁路的建设竣工,整整5年的历程。原版首唱巴桑,西藏军区文工团藏族歌

手,她以《天路》为主打歌曲的首张个人专辑,2005年成为碟市热销的产品,她在

拉萨广场签售CD的场面十分火爆。巴桑说,如果没有演唱《天路》,自己可能也

不会想到要出这张专辑。真正把《天路》唱开唱响的是韩红,她在2005年CCTV
“春晚”上放歌,《天路》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这首女声独唱歌曲,广受听众喜爱。

(作者紫茵,选自《音乐周报》2006年28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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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拉萨
 

郑钧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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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姑娘
 

 赞美地

 黄枰 词

胡润华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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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玛
 

淳朴地

 李众 词

孟庆云 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