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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主题音乐活动———理想之光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本单元以“理想之光”为主题,让学生自主学习,开展音乐活动。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通过合作学习,共同参与,在音乐中畅谈理想,歌唱理想,憧憬未来。感

受团队合作的快乐,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综合表演能力。

(二)内容结构

主
题
音
乐
活
动

 
理
想
之
光

—

— 欣赏《爱,留给母校》(童声齐唱)

— 唱歌《希望与你同行》

— 唱歌《我们是春天》

— 活动方式

— 欣赏《明天会更好》(齐唱)

(三)教学目标

1.在主题音乐活动中,通过自编、自导、自演,充分发掘每位学生的音乐潜

能,学生在活动中得到锻炼,学会分享,提高音乐表现力、创造力和小组合作学习

能力。

2.通过多种音乐实践活动,寓教于乐;通过音乐潜移默化的作用,激发学生

树立远大理想,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学习。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爱,留给母校》(童声齐唱)

《爱,留给母校》是一首节奏欢快的校园歌曲。歌曲旋律清新淳朴,表现了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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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对母校的留恋之情。此歌为D大调,三段体,A+B+A'的结构。
第一乐段由三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四个小节。歌曲旋律欢快、流畅,用依

恋的语 气 唱 出 对 母 校 的 不 舍 之 情。其 中 的 第 二、三 乐 句 为 两 个 相 似 乐 句

与 ,

曲作者在第三乐句结束的地方采用了渐慢的速度,使音乐情绪从欢快、清新逐渐

转入深情之中。
第二乐段由B1 的四个乐句加上B2 的两个长乐句构成。歌曲旋律从较低的

音区开始、深情、低沉,并逐渐向高区发展,将情绪一步步推向高潮。

“ ”与“ ”

这两个乐句采用了完全相同的节奏排列,四分休止符的运用,仿佛是一次又一次无

声的叹息,怀念之情由然而生。第三乐“ ”

旋律开始向着较高音区发展,在第3小节出现了连续的八分音符的节奏排列,将
音乐的情绪推向一个小的高潮。第四乐句紧接第三乐句由弱起开始,将越来越

急切的怀念之情表达得更加充分。

B2 的两个长乐句,一改前四乐句较密集排列的节奏型,变为宽松、拉长的节

奏排列,更加充分地表达出对母校的依恋之情。两个乐句采用了完全相同的节

奏,为相似乐句。在第二乐句的最后加入了两个小节的扩展,并采用了渐慢的速

度,结束在“”上,并未给人以终止之感,让音乐情绪不断地延续了下去。
歌曲的A'乐段为A段的完全重复,只是在第三乐句中加入了延长音记号,

从听觉上进一步将节奏拉宽。音乐重新回到之前较为欢快、清新的情绪之中,更
加深层次地表达了对母校的留恋之情。

附谱:

爱,留给母校
(童声齐唱)

  

愉快地

王致铨 词

 啸刚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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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唱歌《希望与你同行》

《希望与你同行》是一首旋律深情、情感亲切的歌曲,F大调,二段体结构。

第一乐段共四个乐句,第一乐句与第三乐句基本相似,第二乐句与第四乐句也基

本相似,结构较工整。第二乐段分为四个乐句,结构与第一乐段相似。

(三)唱歌《我们是春天》

《我们是春天》是由著名词作家李幼容、曲作家徐锡宜创作的一首优秀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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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歌曲充满奋发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歌曲为 拍,大调式,三段体

结构。第一乐段用进行曲的节奏、速度与朝气蓬勃的情绪唱出了青少年像春天

一样充满生机活力的状态,乐段由四个乐句规整构成。第二乐段,旋律上扬,与

第一乐段形成对比,抒发了对春天、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第三乐段节奏紧密,

旋律更加欢快活泼,表达了青少年充满自信的状态和对未来的希望。之后结束

句将节奏拉宽,歌曲在全曲最高音上结束,表现了青少年蓬勃向上,奋发努力的

精神风貌。

(四)欣赏《明天会更好》(齐唱)

由罗大佑作词、作曲的《明天会更好》诞生于1985年。这是一首以歌颂理想

和憧憬未来为主题,赞颂和平的歌曲。因其内容的大众性、高雅的立意和清新的

风格,从歌曲诞生那天起,便不胫而走,风靡整个中国和东南亚。

歌曲为二段体结构,C大调。曲调用材精练、贴切,乐句间结构不太规整,但

这正是通俗歌曲的一大特点。第一乐段具有陈述性,音调多为级进,显得平稳而

深沉,但切分节奏的运用,又给旋律增加了活力和动感,令人倍觉新鲜。曲调的

进行,犹如一个少年在叙述昨天战火带来的种种灾难,其中又隐藏着激情,渴望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第二乐段,音调陡然上升了六度,并多次在第

二乐段中交替重复出现。这种饱含热情的高亢旋律,具有恢弘的气势,是热望,

甚至是呐喊。这些都强调和深化了歌曲主题———让世界充满和平,明天会更好!

罗大佑(1954- ) 中国台湾苗栗人。著名歌手、词曲作家。6岁开始学

习钢琴。高中毕业后并没有依从父志学医,而是进入了音乐学院。在学院里,他

系统地学习过西洋现代音乐,又潜心研习过中国民歌,同时倡导校园歌曲。大学

毕业后,他不再满足于在校园歌曲方面的成果,开始创造自己新的风格。在这一

时期,他的作品既有现代色彩,又保持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族风格,给人以清

新、亲切感。

1984年,罗大佑到美国寻求发展。精品歌曲也不断问世,加之一副好歌喉,

在海内外均有“中国音乐人才的顶尖全才”之誉。像《童年》《光阴的故事》等,其

普及率非常高。1987年1月3日,他在林肯表演艺术中心荣获“亚洲杰出艺人

奖”,成为继钢琴家傅聪之后,又一位获此荣誉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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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明天会更好
(齐唱)

   

亲切、舒缓地
罗大佑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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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2~3课时完成。

1.第1、2课时主要是活动前的准备,可从三个方面入手:(1)学习歌曲《希望

与你同行》《我们是春天》。(2)《爱,留给母校》这首欣赏曲作为本单元主题活动

导入,学生在音乐中感受师生情,畅谈理想,尽量引导学生用音乐、用表演来表达

对老师的爱。(3)留有充分的时间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自编、自导、自
演,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学生通过讨论拿出自己小组的表演方案,在活动

中学会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共同参与,必要时老师给予适当的建议和提示。

2.最后1个课时为各小组表演展示,每个小组可先说出自己小组的活动方

案,再进行表演,也可直接从表演开始。最后是评价,书上有两种评价表,一个是

小组评价,另一个是自我评价,评价是本单元的重要环节,通过评价让学生学会

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共同进步。通过这些活动每个学生都能体验成

功的喜悦,最后在欣赏《明天会更美好》的音乐声中师生共同总结本单元。

四、课例

唱歌课《爱,留给母校》①

(一)教学思路

通过一到六年级的学习,学生已较系统地掌握了相关的音乐知识,具备了一

① 注:《爱,留给母校》在教材中为欣赏课,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也可以采用唱歌课的

形式。在此处作为唱歌课呈现,也是便于多样化教学,老师在上课过程中可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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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视唱能力,掌握了音准、节奏等基本技能。六年级的学生情感更加丰富,能
通过表演较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面临毕业,学生充满对母校无限的依恋,触景

生情,因此能更好地调动起他们的情感,深情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二)教学内容

学唱《爱,留给母校》。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深情演唱、毕业情景创设和情感的倾诉,激发学生对母校的热爱、依
恋之情。

2.通过歌曲学唱,引导学生学会用连贯的气息,表达歌曲抒情优美、欢快活

泼的情绪。启发学生用不同的力度表达歌曲的情感,从而引导学生在唱好歌曲

的基础上感受、体验歌曲内在的美。

3.引导学生通过视唱、接唱、模唱,学会歌曲,唱好歌曲。

4.通过演唱活动,引导学生复习渐强记号、渐慢记号,并通过演唱好这两个

音乐记号,体验歌曲情绪。

(四)教学重、难点

1.引导学生用连贯的气息、正确的发声方法演唱歌曲,体验歌曲情感。

2.注意歌曲的音准和词曲对应。

(五)教学课时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1.发声练习

通过喊话开嗓和练唱进行发声练习的训练,规范学生的声音。
(1)导入:看老师小学的毕业照片,初听《爱,留给母校》。
(2)引导学生深情地向母校道别。
(3)随钢琴伴奏唱出对母校的道别语,进行发声练习。(出示歌谱)

 

愉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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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欣赏歌曲第一乐段

通过欣赏,了解第一乐段内容,调动学生情绪,引出第二乐段的学习。老师

范唱第一乐段。(课件展示第一乐段歌谱)
 

愉快地

3.学唱第二乐段

这是本课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分句学习、模唱旋律、视唱歌谱、处理力度,深

情地演唱好第二乐段。

(1)导入。

老师:有一个同学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给母校。(接老师范唱)

老师:他给母校留下了什么? (学生答略)

老师:他对着小树苗许下了三个心愿。(由此引出第二乐段的学习)

(2)老师范唱第二部分前四乐句。(课件展示第二乐段的前四句歌谱)
 

深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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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第一、二乐句。(出示课件,展开装有心愿的第一颗桃心,播放第一、

二乐句旋律)

采用哼唱的方法进行教学,先哼唱再唱词,哼唱时加上许愿动作。
 

深情地

(4)学习第三乐句。(出示课件,展开装有心愿的第二颗桃心,播放第三乐句

旋律)

采用视唱的方法进行学习,并加上合上书的动作,提示学生停顿和弱收。

演唱第三乐句歌词。

(情绪引导:拿上你的书,悠闲地读一读)

(5)学唱第四乐句。(出示课件,展开第三颗桃心,播放第四句旋律)采用视

唱的方法进行学习,引导学生唱好渐强的力度记号。

演唱第四乐句歌词。

(6)完整演唱第二乐段的前四个乐句。(出示第二乐段前四乐句歌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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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地

第一遍学生轻唱。

第二遍一边表演一边深情演唱。

(7)学习第二乐段后四个乐句。(出示第二乐段后四个乐句歌谱)

老师范唱,并通过律动体验三拍子韵律。

学生用“lu”哼唱。

第一遍一边模仿老师动作一边完整哼唱。然后,反复听第二乐段的最后乐

句,巩固练习。

第二遍完整地哼唱。注意渐慢记号和延长音记号并练唱。

分组练唱第二乐段后四个乐句歌词。第一组唱第一、二乐句,第二组唱第

三、四乐句,同时,其中一组演唱时,另一组随音乐模仿老师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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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整演唱第二部分。学生模仿老师动作边唱边表演。(放伴奏录音)

4.感受歌曲

(1)欣赏歌曲全曲。
(2)师生接唱。学生接唱第一遍。老师唱第一、三乐段,学生唱第二乐段。
(3)学生接唱第二遍。
老师:“母校,是我们学习的乐园;母校,是我们游戏的天堂;母校,是我们成

长的摇篮! 我想对你说:谢谢你,母校! 来,让我们带着对母校的爱唱起来!”

5.留给母校的祝福

通过“给母校写一句祝福”的活动,进一步激发学生对母校的依恋之情。
学生在音乐声中写一句最想对母校说的话,老师巡视。可随机让学生展示

留给母校的话。

6.小结,贴许愿树

学生依次将写下的心愿贴在许愿树上,随音乐离开教室。
(陈鹃)

五、补充资料

让我再看你一眼
 

郭峰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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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民
 

谣
 

较慢 深情地

张晓松、冯晓泉 词

   冯晓泉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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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露琪亚
 

[意大利]I.科特劳 曲

    尚家骧 译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