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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教育部教材局对全国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进行了专项审核，西南师

大版《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编写组按审核要求对《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进行了

不同程度的修改。

为做好循环教材的使用，编写组根据教育部教材委员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做好

2019 年中小学循环教材相关工作的通知》（国教材办函〔2019〕29-23 号）的要求，

结合教材具体修改情况，修改册次编印了教学指导意见，包含教材修改的情况，以及教

材增加的曲目、图片等内容，确保教学平稳。现将九年级上册的教学指导意见和教材修

改页面编印如下。

九年级上册将原教材第 54~55 页《乔治参军去》更换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将原

教材第 59 页《图画展览会》更换为《阿细跳月》。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作品分析：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是我国第一首用圆舞曲的形式写的军歌，因其优美的意境和真

挚的情感，很快在全国范围内传唱开来。歌曲结构为前奏 +A+B+ 结束句。

前奏（第 1~9 小节）主题前奏部分采用民族五声角调式，三拍子的节奏轻快跳跃，鼓

点紧凑，旋律优美，力度对比明显，具有圆舞曲音乐风格。

A 乐段（第 10~25 小节）该乐段由美声男高音演唱，音色浑厚，富有表现性。音乐旋

律舒缓悠扬，节奏感强烈，抒发了对祖国海疆的深情热爱。第一乐句为主题句，歌词直接深

切地表达了歌曲情感主题。

B 乐段（第 27~43 小节）歌曲的第二乐段是高潮部分，四小节的“啊 ~”让歌曲的情绪

不断推进，抒发了海军战士的决心和英勇精神。该部分节奏紧凑，强弱交替，最后一句歌词

点题，表现了海军守护祖国海域的坚决和刚毅。

《阿细跳月》作品分析：

《阿细跳月》是我国民乐指挥家、作曲家彭修文根据彝族传统舞蹈阿细跳月的音乐编

创的同名民乐合奏曲。该曲节拍为四五拍， 五声宫调式。乐曲结构为引子＋ A ＋ A′＋ A〞

＋尾声。



引子部分运用了笛子悠扬、清脆的声音，旋律优美，与音乐主题形成鲜明的对比。

主题部分笛子为主要演奏乐器，笛子清脆嘹亮的音色在渐强的力度中奏响了主题，接

着是乐队合奏及吹管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的交替演奏，通过民族管弦乐中各类乐器所

特有的音色特点从横向音色、力度、速度的变化至纵向的四次转调中拉开《阿细跳月》的序幕。

乐曲结构规整，共有四个乐句构成，四句节奏相同，多用大三弦。曲调高亢嘹亮，富于动感

跳跃的节奏和音调使音乐充满活力，显示出彝族青年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

主题变奏一部分由琵琶、二胡、高胡、笙、竹笛五种乐器演奏，采用了固定主题多次

变化的规整、匀称结构，由两个节奏相同的乐句组成，音乐旋律活泼，节奏紧凑，与第一部

分形成鲜明对比，让音乐情绪更加饱满，推进了音乐发展，烘托出撒尼人舞蹈时的热情奔放，

让音乐极富感染力。

主题变奏二为乐曲的变化再现部分，也是全曲最长的华彩部分，其速度的加快及打击

乐器的演奏带动了乐曲整体情绪的变化。作者将同一主题进行了十四次的变化重复，并进行

了转调、移调。音乐时而高，时而低，时而奔放，时而轻柔。作曲家在这部分运用渐强、渐

快的处理方法，使曲调高亢嘹亮、热烈明快，节奏欢快有力，把音乐情绪推到最高潮，描绘

出夜晚欢舞的炽热场面。

尾声部分为乐器合奏，运用长音从高音徵落到低音徵的八度大跳与干脆利落的结束音

宫音，两音交相呼应。最后三音为徵、商、宫音，与前几部分结尾音相对，让人沉浸在彝族

音乐的热情中，回味无穷，意犹未尽。



教材修改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