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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竞赛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音乐竞赛”是根据音乐教育目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本学期音乐教

学进行科学评价而设计安排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涵盖了知识、能力与情感三个方

面。设计安排“音乐竞赛”活动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通过“音乐竞赛”活动,既能对

学生本学期的音乐学习进行评价,又能对老师本学期的教学工作进行检测;既可

以让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对所学内容进行复习巩固,又可以让学生通过活

动进行查漏补缺;既可以让学生学习策划如何组织“音乐竞赛”,又可以让学生从

中了解组织音乐会等活动的基本常识;既为学生提供了展示自己才能的小舞台,

又能让学生得以创造发挥,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就感,进一步激发学生对音

乐的兴趣和喜爱,同时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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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结构

音
乐
竞
赛

表
演 歌舞表演 《国家》

《红梅赞》

自选曲目

乐器演奏 《欢乐颂》
《红旗颂》音乐主题

《祝你快乐》
为歌曲编配伴奏

背唱歌曲 《不再遥远的旅行》
《唱给小萝卜头的歌》

《新世纪的新一代》

编创活动 编创节奏短句

编创音乐短句

即兴创作表现标题内容的音响片段

其他

抢
答

音乐文化常识

谈谈对红岩精神的理解

说说维也纳为何叫“音乐之都”

听音乐主题说曲名 《小夜曲》
《扬鞭催马运粮忙》

《秋日私语》

听音乐片段辨情感 《拉德茨基进行曲》
《迎风飘扬的旗》

《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

听音乐片段辨演奏形式 音乐片段二

音乐片段一

音乐片段三

(三)教学目标

1.通过“音乐竞赛”,让学生积极参与自评、互评及他评的音乐学习评价,从
而达到相互交流、相互激励、相互促进的目标,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就感。



音
乐
竞
赛

121  

2.通过参与“音乐竞赛”,进一步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喜爱,培养学生

对音乐的情感,促进学生音乐审美能力和音乐的感受、表现及创造能力的发展。

3.帮助音乐老师总结教学经验,激励老师不断改进音乐教学,提高音乐教

学质量。

二、教学建议

1.“音乐竞赛”建议用2~3课时完成,老师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和补充。

2.“音乐竞赛”是根据中学生音乐心理特征和中学音乐教学目标而安排的音

乐活动。在教学中,老师应注重营造和谐、团结的评价氛围,让学生感受音乐教

学评价的民主性。

3.“表演”方面主要包括“背唱歌曲”“乐器演奏”“歌舞表演”“编创活动”等内

容,而“其他”是给予老师和学生发展独创性预留的空间。老师在教学中,应重点

引导学生对音乐情感的表达基本正确,并富于创造性,以及运用音乐要素及表现

手段正确。同时,老师还应鼓励学生进行二度创作,并针对其艺术创作表现力和

个性才能情况进行评价。

4.“抢答”方面主要包括“音乐文化常识”“听音乐主题说曲名”“听音乐片段

辨情感”“听音乐片段辨演奏形式”等内容,而“其他”也是给予老师和学生发展独

创性预留的空间。老师在教学中,测评重点应有利于让学生掌握一定的音乐简

谱、线谱的识谱知识等音乐文化常识,锻炼学生音乐欣赏与鉴赏的能力。

5.“音乐竞赛”之前,应给予学生一定的准备时间,老师应启发性地指导学生

自己策划、编排、主持、评定、总结,可以让他们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发挥集体的

智慧和力量;也可以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表演方式参赛,以利于形成良好的竞

争氛围,促进学习。

6.“音乐竞赛”时,有条件的学校可以用录音机或录像机把每位同学的表演

记录下来,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带回家给父母看,也可以作为同学之间相互交流及

相互留念的纪念品,让每位同学都参与和享受表演成功的喜悦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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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唱、选听作品分析介绍

(一)选唱歌曲

  1.《祝愿歌》
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以轻松欢快的旋律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歌曲由A+

B+A带再现的三段式构成。第一乐段A,以两小节的弱起节奏型贯穿整个段

落,使歌曲显得欢快而跳动,充满活力;第二乐段B虽然也是弱起节奏,但又同时

加进切分节奏,加之音区偏高,使旋律的节奏和音调与第一段形式对比,歌曲情

绪高亢而饱含热情;第三乐段A,是第一段的完整再现,使歌曲统一。全曲表达

了人们对生活的良好祝愿。

2.《你我手拉手》

这首歌曲是我国著名词作家金波、曲作家徐沛东创作,歌曲一发表就受到了

人们的喜爱。歌曲为A+B+A'带再现的三段式结构。第一乐段A,节奏紧凑,
旋律流畅,口语化的音调朗朗上口,清新自然;第二乐段B,抒情性的旋律舒展、

宽阔,同节奏的二声部使音色丰满;第三乐段A',是第一乐段A的变化再现,尤
其是增加的模仿声部,更增添了热烈的情绪。歌曲表达了人们对人与人之间团

结友爱、和谐社会的美好追求。

3.《相识在校园》
歌曲风格明快、清新,表现了同学们的纯真友谊和美好心愿。

歌曲结构为二段式,E大调。第一乐段由两个长乐句构成,曲作者用跳跃的

节奏、清新的旋律,表现了少年们新踏入中学校园,进入一个如花的环境的那种

兴奋、快乐的心情。第二乐段由三个乐句组成,在过渡乐节“啊”的引导下,进入

优美的旋律;第三乐句是第二乐句的变化重复,强调了歌曲表现的“友谊”主题;
结束句做了拉长节奏和完全结束音的扩展处理,象征着“永远不变”的友谊,强调

了歌曲表现的“友谊”主题。

4.《祖国大地美如花冠》

这首罗马尼亚新民歌,曲调分为两个乐段:第一乐段包含两个重复的乐句,

第二乐段一气呵成。歌曲虽为小调式,但由于曲调清新流利,加之四段歌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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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都以热情洋溢的“特 
︶
来来来来”收尾,表现出欢快的情绪,歌词更是充满了对祖

国锦绣大地的赞美,全曲歌唱了社会主义祖国美丽风光和崭新气象。

(二)选听曲目

1.《滚滚长江东逝水》(男中音独唱)

这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片头曲。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元末

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所作。它是我国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描写的是从东汉灵

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共97年的历史故

事,反映了汉末、三国时期复杂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以及人民的痛苦生活,再现

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曹操、张飞、关羽、刘备等众多性

格鲜明的典型形象。描写战争是它的独特成就,在描写战争时以人物为中心,着
重描写双方的战略战术、形势的对比和地位的转化,从而使大大小小的战争千变

万化,各具特色。在具体描写复杂纷繁的战争时,又采用了实写、虚写、补叙、插
叙等手法,因而重点突出,脉络分明,波澜起伏。全书结构宏大,事件复杂,头绪

纷繁,情节曲折,布局严谨。全书既以史实为依据,又不完全拘囿于史实。本书

被称之为“第一才子书”。

作为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片头曲的《滚滚长江东逝水》,以我国明代著名

文学家杨慎(字用修,号升庵,今四川新都人,系武宗正德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

修,今存著述目录达298种,存诗2300多首,生于1488年,逝于1599年)所著

《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为歌词,我国现代著名作曲家谷建芬

作曲。此歌概括了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历史炼英雄,是非成败转头

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歌曲为 拍,羽调式,二

段体结构。第一乐段共8小节,结构方整,结束在主音上,整段音乐音区不高,具
吟唱特点,给人以深沉的感受;第二乐段进入歌曲的高潮,后半段的音区陡然升

高,并在最高音上拉长,音乐古朴苍劲,气势雄浑。整首歌曲犹如对历史的感叹。

此歌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用他浑厚激越的声音演唱,随着《三国演义》的
播放,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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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滚滚长江东逝水
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头曲

谷建芬 女,1935年4月生于日本大阪,祖籍山东威海,作曲家。

1942年随父回国,1950年考入“旅大文工团”,1952年考入东北音乐专科学

校作曲系,1955年毕业后,在中央歌舞团任专职作曲。
主要作品有: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兰花与蝴蝶》《采蘑菇的小姑娘》《校

园的早晨》《思念》《妈妈的吻》《我多想唱》《那就是我》《绿叶对根的情意》《歌声与

微笑》《烛光里的妈妈》等数百首,舞蹈音乐《草原春雨》等,二胡曲《泪雨》,电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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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剧音乐《三国演义》等。出版有个人作曲并演唱的《谷建芬歌曲集》盒带。创建

了“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

2.《马刀舞》(手风琴独奏)
由苏联作曲家哈恰图良创作于1942年的管弦乐曲,为所作芭蕾舞剧《加雅

涅》的选曲,后被改编为钢琴曲、小提琴曲、木琴曲及手风琴曲等。1957年作者

曾对舞剧《加雅涅》的音乐和情节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将原来的四幕六场三十五

曲改为三幕七场五十曲,只有少数群舞性质的舞曲被保留下来,该曲为其中之

一。舞剧剧情为:外高加索山村勇敢的库尔特族猎人阿尔缅和加雅涅相爱。阿

尔缅的好友盖奥尔格与少女阿霞相爱。一次,活泼的阿霞抢走阿尔缅预备送给

加雅涅的鲜花,并与阿尔缅共舞。偶然目睹这一情景的盖奥尔格对阿尔缅产生

了误解,当阿尔缅上山打猎,不慎从断崖摔下时,盖奥尔格竟视而不救。阿尔缅

受伤后双目失明,他不愿为加雅涅带来不幸,便克制自己的感情,拒绝了加雅涅

的爱情。最后阿尔缅重见光明,原谅了深感悔恨、当众承认错误的盖奥尔格,并
与加雅涅结为幸福的伴侣。本曲是舞剧第三幕第二场,阿尔缅恢复视力后,加雅

涅投入他的怀抱,村民们为他们祝福时的群舞音乐。
乐曲采用三部曲式。一开始,定音鼓、军鼓以及弦乐器等以急板速度奏出强

烈的节奏,形成炽热的舞曲气氛。随后,木琴、木管和圆号奏出强调同音反复和

小二度半音进行的主要主题。

居住在高山上的库尔特族人民有出征时跳战斗性舞蹈的传统。这一节奏强

烈、迅疾奔放的主题,生动地表现了库尔特人敏捷而慓悍的性格。这一主题变化

反复多遍后,出现对比鲜明的中部主题。

这支由萨克斯管和大提琴奏出的旋律,原为舞剧第二幕第一场,加雅涅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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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努列和女友卡莲舞蹈时的配乐。这一主题重奏一遍之后出现类似欢呼的音

响,并再现开头英武慓悍、迅疾奔放的主要主题,同时还出现一呼一应的乐句。

结尾的音乐轻巧,在音阶式下行的走句之后,用五声音阶式的上行音调结束。

哈恰图良(Aram
 

Ilitch
 

Khatchaturian,1903-1978) 苏联作曲家。生于亚

美尼亚梯弗里斯(今梯比里斯)一个订书匠的家庭。19岁开始接受音乐教育,先

在格涅辛音乐专科中学学习大提琴,并向格涅辛学作曲,后入莫斯科音乐学院跟

米亚斯科夫斯基学作曲,以后又成为他的研究生。其创作具有亚美尼亚民族音

乐的特点。除了民歌的因素以外,还受法国印象主义的影响。其作品以热情、乐

观、富于色彩、旋律丰富和高度的技巧见长。他的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是世界各

国经常演奏的曲目。此外,表现苏联卫国战争的第二交响曲(又名《排钟》)、舞剧

《加雅涅》《斯巴达克》,为电影《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的配乐等也很著名。他还是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歌的作者。

3.《走出去,走出去》(合唱)

这首作品由二段式构成,第一乐段为复乐段,基本上是以第一乐句(1~8小

节)的节奏贯穿整个乐段,弱起的节奏、休止符的运用以及切分节奏的使用,使音

乐富于弹性,表现出中学生朝气向上的精神面貌;第二乐段优美抒情,悠扬舒展,

表现出青年学子的崇高信念。

附谱:

走出去,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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