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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舞曲》教案

课题：《青春舞曲》

课型：第⼀课时

课时：1 课时

教学目标：

三维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本课学习，学⽣感受到时间的珍贵。

过程与⽅法目标：通过分析歌曲，演唱歌曲，学⽣可以提升自⼰对新疆风格歌曲

的了解,提升自⼰的演唱⽔平。

知识与技能目标：学⽣可以有感情的熟练的演唱歌曲，掌握鱼咬尾的作曲⼿法。

重点:学习歌曲的演唱。

难点：对歌曲中作曲⼿法的理解，对新疆歌曲和舞蹈的认知。

教学过程：

⼀、语⾔导⼊：

以青春为命题进⾏引申，回到歌曲题目上来。

⼆、感受乐曲

1、老师范唱歌曲，学⽣对歌曲整体感知

2、找出新疆歌曲旋律的典型节奏型

3、加⼊舞蹈进⾏演绎新疆舞蹈的特点

4、介绍鱼咬尾的歌曲特

⾊三、演唱歌曲

1、介绍新疆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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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演唱歌曲

四、⽂化引⼊

介绍歌曲的写作过程

五、总结

略

《青春舞曲》试讲稿

师：各位同学⼤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课。

今天老师想和同学们探讨⼀个话题：青春。你对青春有什么样的感悟？

好，你来。这边的⼥同学你也来分享⼀下。（⾛动做聆听状）

师：同学们对于青春的理解各有不同。青春，是⼀首动听的歌曲。在青春里，我

我们将友谊歌颂，将爱情传唱。青春，是音律美妙的五线谱，每⼀个音符，就像电线

杆上的小鸟，叽叽喳喳，热闹欢腾。那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图片（王洛宾），有同学们

认出来了，这就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被称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老先⽣，他

身上有太多的故事传颂，他对青春有什么样的理解呢？让王洛宾先⽣用音乐来告诉我

们。

板书：《青春舞曲》

⼀、感受乐曲

师：歌曲⼤家非常熟悉，那么老师来弹奏，同学们和老师⼀起来演唱（弹唱）

老师发现同学们演唱的都比较熟练。那么你们能感受到这首歌曲所带给你们的感

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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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答

师：欢快、洒脱、动感⼗⾜、舞蹈性。非常准确⽽且全面。歌曲是维吾尔族的民

歌。维吾尔族地处⼴袤的新疆，这里瓜果飘香，⼈们能歌善舞。这首歌曲旋律明朗，

热情奔放，节奏具有典型维吾尔族舞蹈的韵律，情绪饱满激越。那同学可否找出这首

歌的节奏型是什么？

节奏型：第⼀⾏旋律（板书）

师：切分节奏和附点节奏是新疆歌曲的典型性的特点。这也正好符合了新疆舞蹈

的特点。请同学们观赏根据这个歌曲改编舞蹈。

师：我看到同学们已经在模仿其中的动作了。那么哪位同学们能发现舞蹈和我们

刚才总结的节奏型之间的联系么？请同学们小组讨论，派出代表回答。

师：两组代表讲述的都非常准确。老师来进⾏补充。我们会发现新疆舞蹈的动作

有移颈、翻腕、抖肩、打响指、踏点步、膝颤、旋转。切分节奏在踏点步和旋转中体

现的特别明显。⽽歌曲中连续的 16 分音符又使得律动性很强。那么老师告诉同学们

⼀个秘密，歌曲听过让我们不禁想⼀起跳舞，是因为你它使用的⼀种非常经典的作曲

⼿法，使得歌曲分外连贯，⼀⽓呵成。你们能找到么？（请同学们演唱）

师：对了。同学们都有“⽕眼⾦睛”这首歌曲的每⼀句结尾和下⼀句的开头，使

用了同⼀个音符，仿佛⽔中游动的⾦鱼，尾巴被身后的小鱼咬住⼀样，这就是经典的

鱼咬尾的作曲⼿法。这种⽅式使得我们演唱中感觉连绵不绝，从头⾄尾，不断循环，

同时旋律也是变换重复的发展⽅式，不怪乎我们称新疆歌曲是舞曲的原因了。

三、歌曲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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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那么我们今天⼀起来以⼀种特殊的⽅式来演唱这首歌曲。同学们看下老师带

来的⼏样乐器（展示图片）

师：（老师做欣喜状）老师听到同学们叫出了乐器的名字。分别是铃鼓、⼿鼓、

萨巴依、⽊鱼，这些都是维吾尔族乐器，也经常会用在维吾尔族史诗⽊卡姆中。我们

使用灵活的铃鼓和⼿鼓来做前奏，使用⽊鱼演奏第三⾏基本节奏，晃动萨巴依来为副

歌进⾏伴奏。我们尝试为这首歌曲伴奏。其他同学跟着老师的指挥⼿势⼀起演唱歌

曲。

注意要抬起笑肌，腰部挺直，声音轻快。

（指挥和演唱）

师：请同学们为自⼰刚才的表演热烈的鼓掌，你们都是未来的音乐家。但是同学

们要注意伴奏和演唱的主次之分，前奏的时候乐器声音可以⼤⼀些，但⼈声加⼊后

偶，要注意音量的控制，这样才会更加和谐。

四、⽂化引⼊

演唱的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歌曲中有⼀句很特殊的歌词。对：别的哪呀哟，别的

哪呀哟’,可能同学们觉得这是⼀句维语，其实它有个故事。

1939 年秋天，王洛宾从⼀个卖葡萄⼲的维族商⼈处寻得此调。当时王洛宾正经历

着与前妻分⼿的痛苦，于是这位 25 岁的青年在极欢快的原曲下面信⼿用歌词抹上了

⼣阳的⾊彩：“美丽的小鸟⼀去⽆影踪，我的青春小鸟⼀样不回来。”⽽副歌部分

“bird 那呦呦”，则在流传中变成了奇怪的衬词“别的那呦呦”、“别的那呦呦”。

这⼀切虽⽭盾错乱，却使得《青春舞曲》带有了⼀种迷⼈⽓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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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青春对于王洛宾⽽⾔，是苦涩中期待，是对美好的憧憬。那么请同学们站起

来⼀起来到我们的活动区，我们跟随者今天的音乐⼀起载歌载舞吧，⼀起释放我们青

春热情吧。

五、总结作业

青春最美，青春不悔，珍惜青春，岁月流⾦。音乐带给了我们欢乐，也让我们随

着旋律飞向天南海北。同学们希望你们每个⼈都是⼀个音乐的使者，每个⼈都是音乐

精灵，去发掘，去传播，⽣活中每⼀首动听的旋律。

这节课就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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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山小调》

《沂蒙山小调》简案

课题：《沂蒙⼭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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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型：第⼀课时

课时：1课时

教学目标：

三维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歌词内容）：通过对（歌曲）的（演唱），学⽣可以丰富自⼰

的情感体验，提升自⼰对民族音乐的认知及理解。

过程与⽅法目标：在演唱、创作过程中，学⽣可以逐步掌握正确的演唱姿势、呼

吸⽅法，发展自⼰的创作能⼒，锻炼集体意识及协调、合作能⼒。

知识与技能目标： 学⽣可以了解鱼咬尾的作曲⼿法，能够自信、自然、有表情

的演唱歌曲。

重点:学习歌曲的演唱。

难点：对歌曲中作曲⼿法的理解，能够使用“鱼咬尾”的作曲⼿法创编旋律。教

学过程：

⼀、语⾔导⼊

由不同的地域⽂化或者地区性歌曲引导到⼭东民歌《沂蒙⼭小调》

⼆、接⼒练声

解释小调的概念，简单的歌曲接⼒练声，引申到鱼咬尾的创作⼿法。

三、聆听范唱，自由探讨

1、老师范唱歌曲，同学进⾏分句，归纳这首歌曲的变化拍⼦、演唱情绪、⼒度、

速度等音乐要素。

2、再次复习鱼咬尾知识点

3、尝试演唱歌曲的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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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歌曲

1、代⼊歌词进⾏演唱

2、提示歌曲中衬词的演唱要与前面的歌词融合

3、提示民歌风味的演唱⽅式

4、渗透声乐演唱⽅法

5、请⼀位同学领唱，带领伙伴合唱，老师指挥

五、创作歌曲

举出鱼咬尾的例⼦，请同学们根据这种⽅式创作歌曲。

六、总结

提升课程情感，回归对民族歌曲的赞美。

《沂蒙山小调》试讲稿

⼀、语⾔导⼊

同学们好，欢迎⼤家⾛进今天的音乐课堂。

我们的祖国有960W平⽅公里的⼟地，名⼭⼤川数不胜数，每⼀块⼟地上都孕 育

着勤劳善良的劳动⼈民。⼈们在⽣活中也创造出了不同的地⽅歌曲，来表达自⼰对

⽣活的热爱。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花⼉为什么这样红》就是新疆维吾尔族的音

乐；我们来到云南，就会听到各少数民族朋友为我们演唱的《小河淌⽔》，来到四川

就听到了《太阳出来喜洋洋》，今天，我们我们⼀起顺着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黄

河⼊海⼝⼭东，学习⼀首⼭东民歌《沂蒙⼭小调》（板书）。

⼆、接⼒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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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沂蒙⼭小调》前身是1940年驻扎在沂蒙⼭⼀带的抗⼤⽂⼯团员李林和阮若

珊所做的《反对黄沙会》，后来歌词经过修改，变为了现今我们听到的歌颂家乡的歌

曲。

小调，什么是小调呢？同学们能举出来⼏首小调作品么？（玩⼀个歌名接⼒赛的

形式）。

“茉莉花”、“小白菜”、“摇篮曲”、“回娘家”

小调是我们劳动⼈民在日常休憩时做的民间歌舞小曲，⼀般我们找不到作者，是

劳动⼈民共同的智慧结晶。

刚才的接⼒赛同学们做的都很好，我们都非常熟悉接⼒赛的规则，前面跑的同学

在交棒的时候不能间断，传给下⼀位同学。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条谱⼦，用音符接

⼒。

（板书谱⼦）

（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句）

演唱时注意看老师⼿势控制音量，腹部用⼒，声音轻柔。

（描述现场氛围，解释鱼咬尾的音响效果）

⼤家观察，这种每⼀个乐句最后⼀个音符，是下⼀个乐句的开始，这种作曲⼿法

就叫做鱼咬尾。让⼤家听起来⼀⽓呵成，循环不断。

衔接语：鱼咬尾是小调歌曲中，最常见的作曲⼿法，今天我们学习的《沂蒙⼭小

调》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那么请同学们聆听老师的演唱，对歌曲进⾏分句，同时感受

这首歌曲的带给你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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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聆听范唱，自由探讨

好了，感谢同学们的掌声。

老师刚才的问题，同学们是否有了答案呢？

这首歌曲旋律动⼈，连绵不断，仿佛我们站在⼭顶上，家乡美景⼀览⽆遗，充满

了对家乡的歌颂。这首歌曲可以分为两个乐句，是经典的⼀段体中国民歌。

那同学们为什么会感觉到这首歌曲连绵不断呢？

同学们尝试来演唱这首歌曲的乐谱就会发现奥妙。

（请学⽣找出鱼咬尾的句⼦）。

衔接语：好的，同学们找的非常的准确。正是因为这种作曲⼿法，使得我们的歌

曲环环相连，感觉家乡的景⾊美轮美奂，赞美之情也油然⽽⽣。同时我们也发现这首

歌曲是变化拍⼦，这也是我们民歌的⼀个特征。

那么让我们带着这种感情⼀起来演唱这首歌曲。

四、学习歌曲

同学们要注意演唱时候声音位置靠前，明亮⼀些，但不要太⼤声，声音要有弹

性。很好，注意笑起来，赞叹之情通过叹⽓的⽅式，唱出来。

好的，同学们感觉刚才唱的怎么样？

嗯 ，没有民歌的韵味。这个原因在这些衬词上，这些衬词都是当地⽅⾔的转换，

我们把这些词语与它前面的词语相融合，并且要注意乐曲的强弱规律，音断⽓不断。

我们请⼀位同学唱⼀下，很好，你带领自⼰的小伙伴⼀起合唱，老师指挥。

评价：同学们听完自然就给了掌声。你们进步的非常快，尤其是演唱中还能加上

眼神和动作，这使得我们听众身临其境，中间乐句结束和开始的换⽓非常值得⼤家学

习，这样演唱，鱼咬尾作用就展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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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语：那么今天老师想让同学们都做⼀回作曲家，我们使用鱼咬尾的作曲⼿

法，为我们上课前的练声曲⼀句连接，同学们可以自由讨论，我们⼀起来创作。

衔接语：学⽣写⼀句，老师写结尾。

五、创作歌曲

举出鱼咬尾的例⼦，请同学们根据这种⽅式创作歌曲。

六、总结

（可以填词）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我们共同完成了这首经典民歌的演唱，同学们也学

习了中国经典的作曲⼿法鱼咬尾。希望你们都是⼀个民歌的爱好者，中国⽂化的传播

者。为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贡献自⼰的微薄之⼒。那么最后让我们⼀起伴着老师的琴

声，再次演唱，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

《踏雪寻梅》



乘华图翅膀，圆教师梦想

《踏雪寻梅》教案

课题：《踏雪寻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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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型：第⼀课时

课时：1课时

教学目标：

三维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歌词内容）：通过对（歌曲）的（演唱），学⽣可以丰富自

⼰的情感体验，对⽣活积极乐观的⽣活态度。

过程与⽅法目标：在演唱、合唱过程中，学⽣可以逐步掌握正确的演唱姿

势、呼吸⽅法，感受多声部音乐的丰富表现⼒，锻炼集体意识及协调、合作能⼒。

知识与技能目标： 学⽣能够自信、自然、有表情的演唱歌曲，并能进⾏双声

部演唱。

重点: 学习歌曲的演唱。

难点：对歌曲中双声部的学习及演唱。

教学过程：

⼀、诗词导⼊

通过梅花的诗句导⼊课程

⼆、三度练声曲

（从谱例中获知双声部中都为三度关系）

设计游戏寻找自⼰的伙伴。1-3，2-4，3-5。

三、教师范唱

1、老师范唱歌曲，同学进⾏分句，归纳这首歌曲的演唱情绪、⼒度、速度

等音乐要素。

2、带学⽣演唱旋律，填⼊歌词，强调演唱中的情绪，解决旋律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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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授双声部。

4、指挥合唱

四、延伸拓展

介绍黄自其他作品

五、总结

归纳到对⽣活的积极乐观态度。

《踏雪寻梅》试讲稿

⼀、诗词导⼊

同学们，欢迎⼤家来到今天的音乐课。

屋外雪花飞舞，我们的屋里却温暖如春，我们屋里的花朵依然在开放。但有⼀种

花，却不惧寒霜冰雪，在冬天傲艳群芳，⼤家知道是什么花么？（ppt）

对，是梅花。梅花是古代⽂⼈墨客的最爱，⼤家看到老师带来的这朵梅花，能想

到哪些诗句呢？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描绘的是梅花的傲⽓；“不要⼈夸好颜⾊，只留

清⽓满乾坤“，说的是梅花的傲骨。同学们知识掌握的很牢固。今天老师想给同学们

许下个诺⾔，待到梅花开时，我们⼀起去赏梅花。

但今天老师带来⼀首歌曲，能让⼤家不出屋门就感受到赏梅的乐趣。就是来自于

黄自先⽣的《踏雪寻梅》。

⼆、和声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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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梅，肯定不能独去，我们要和自⼰的朋友⼀起观赏。老师想做个游戏，让同学

们找到自⼰真正的朋友。⼤家知道⼤三度和小三度都是协和音程，他们的存在使得声

音更加丰富，就像⼀对好朋友，不能单独出现。

老师弹奏两个音，同学们在老师的基础上进⾏演唱。老师会依次和你们握⼿，握

⼿时，请你唱出来老师的上⽅三度音，唱对了表明我们找到了真正的朋友。

同学们演唱的非常好。声音也很准确。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今天就让我们⼀起去

赏梅吧。首先听老师演唱⼀次。请仔细聆听，也可以做出你们想做出的动作。

三、教师范唱

老师看到很多同学们跟随着老师的节奏拍打着桌⼦，你还会模仿驴⼉在雪地上⾏

⾛的声音。很好,那么同学们从老师刚才的演唱中能感受到什么样的画面呢?

（聆听）

嗯,同学们听得非常仔细,描述的非常准确。我们从歌曲中能感受到创作者⼼中的

欣喜。（可加⼊对歌曲的曲式分析：分成两个乐段，前半段使用鱼咬尾写作⼿法，旋

律变化重复，向我们讲述了整个事情，第⼆乐段，连续的重复节奏，是情感的表达，

最后回归，合尾，歌曲非常的欢快，舒畅。）所以这种歌曲的演唱,我们应该稍微快⼀

点点,演唱的时候呢,声音要跳跃⼀些。

那么让我们⼀起来演唱⼀下这首歌曲的主旋律。

⼤家注意⼀字多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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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语：很不错，⼤家也注意到了，这首曲⼦安排的是双声部，仔细观察，是不

是我们刚才练习的三度关系呢。请同学们跟老师的琴声⼀起来演唱低音声部。

好的，我们分做两个声部，⼥同学演唱⾼音声部，男同学演唱低音声部。注意，

演唱时请用⼿打拍⼦。听老师的琴声（看老师的指挥）

四、介绍作者

黄自先⽣是刘雪庵先⽣的老师。两⼈都是 20c 初著名的音乐家。黄自先⽣代表

作品《玫瑰三愿》、《西风的话》，刘雪庵作品《红⾖词》、《长城谣》。

五、总结

同学们，感谢⼤家与老师共同完成今天的课程，你们也是老师真正的朋友。朋友

之间要信守诺⾔，记住老师的约定，我们⼀起踏雪寻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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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战争》

《神圣的战争》教案

课题：《神圣的战争》

课型：第⼀课时

课时：1 课时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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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歌词内容）：通过对（歌曲）的（演唱），学⽣可以丰富自⼰

的情感体验，了解世界多元⽂化。

过程与⽅法目标：在演唱、合唱过程中，学⽣可以逐步掌握正确的演唱姿势、呼

吸⽅法，感受音乐的丰富表现⼒，锻炼集体意识及协调、合作能⼒。

知识与技能目标： 学⽣能够自信、自然、有表情的演唱歌曲，并能进⾏不同形

式的合唱。

重点:学习歌曲的演唱。

难点：掌握歌曲中不同类型的节奏型。

教学过程：

⼀、历史导⼊

以历史战争故事，引导话题到战争歌曲，引导到题目。

⼆、聆听歌曲，节奏练声

1、播放音乐，对歌曲演唱情绪、⼒度、速度等音乐要素进⾏归纳；

2、以日常队列队形中的⼝令作为参照，进⾏节奏训练。为学习新授歌曲打下

基础。

三、教师范唱，教授新歌

1、老师范唱歌曲

2、带学⽣演唱旋律，填⼊歌词，强调演唱中的情绪，解决旋律难点；

3、提醒学⽣演唱过程中要注意声乐演唱⽅法；

4、指挥合唱

四、歌曲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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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歌曲的对比

《神圣的战争》《喀秋莎》《朋友再见》《黄河⼤合唱》

五、总结

勿忘历史，珍惜当下

《神圣的战争》试讲稿

⼀、历史导⼊

同学们好，聆听⼀段音乐，感受⼀段历史，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课。

战争永远是历史长河中最沉重的⼀笔。

1941 年 6 月下旬，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了闪电战，苏联军队奋起反抗，频频受

挫，伤亡惨重，数以万计的⼤小城乡毁灭在德军的炮⽕下 。诗⼈瓦·列别杰夫-库马

契怀着痛苦和愤怒的⼼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起来，巨⼤的国家…”。战争的第三

天， 这首诗登在了红星报和真理报上。当天，⼀名红军指挥官拿着报纸去找红旗歌舞

团的团长亚历⼭⼤罗夫。这首诗道出了所有苏联⼈的⼼声，也深深打动了亚历⼭⼤罗

夫， 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遍又⼀遍地念着这首诗，他连夜把这首诗谱成了歌

第⼆天早上他把歌抄在排练厅的⿊板上，来不及油印，也来不及抄写合唱分谱，

⼤家就在自⼰的笔记本上抄下了词和曲。6 月 27 号早上，红旗歌舞团在莫斯科的白

俄罗斯车站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据亚历⼭⼤罗夫的⼉⼦博利斯·亚历⼭⼤罗夫回忆当时的

情景：“我记得那些坐在简陋的军用⽊箱上抽着烟的⼠兵们听完了第⼀段唱词后，⼀

下

⼦站了起来，掐灭了烟卷，静静地听我们唱完，然后要我们再唱⼀遍又唱⼀遍…”这首

歌曲的名字就叫做《神圣的战争》



乘华图翅膀，圆教师梦想

⼆、节奏练习

衔接语：我们通过老师的语⾔感受了那段历史，请同学们跟随影片⼀起来观

赏、聆听这首歌曲。（范唱）

老师已经从同学们的眼神中感受到⼀些信息。同学们听完后有什么样的感

受。

“振奋⼈⼼”，“从⼼底发出的呐喊”，“对胜利的渴望”，“强烈的爱

国主义情怀”，同学们说的非常准确，这是因为虽然这首歌曲是 3/4 拍⼦，但

演唱起来却有了进⾏曲⼀般的感受，像在⾏军打仗⼀般，催⼈奋进。

老师为同学们安排了⼀组⾏军⼝令，老师希望同学们在听到之后，把他的

节奏型写出来，并读出来。

非常好，这些⼝令的节奏放在歌曲中就能带给我们不⼀样的感受，⼤家跟着老师

⼀起演唱神圣的战争的乐谱，注意其间的弱起。

三、教师范唱，新授歌曲

（演唱乐谱）

我们代⼊歌词在来演唱⼀次。不要用⼒太⼤，在节奏重音处，我们可以拍下⼿。

我们⼀起来尝试。

（提示声乐⽅法）

四、歌曲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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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语：战争时期的歌曲，总是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今天老师给同学们带来

⼆首⼆战时期的歌曲，我们⼀起来进⾏对比。

首先是南斯拉夫电影《桥》中的插曲《啊，朋友再见》，第⼆首是⼤家非常熟悉

的《义勇军进⾏曲》，⼤家先聆听，然后从歌曲的地区、旋律发展、情感叙述等⽅面

进⾏分析。同学们我们⼀起讨论，来填写着表格。

歌名 国家地区 体裁 拍⼦子 内容

神圣的战争 前苏联 进⾏行行曲 3/4 振奋⼈人⼼心

啊，朋友再

⻅见

意⼤大利利、南

斯拉夫

进⾏行行曲 2/4 告别，振奋

⼈人⼼心

义勇军进⾏行行

曲

中国 进⾏行行曲 2/4 振奋⼈人⼼心

五、总结

历史总是惊⼈的相似，战争是所有国家和⼈民的痛苦。我们现在⽣活在安逸的环

境中，请珍惜现今的⽣活，努⼒学习，须知，落后就会挨打，只有强⼤，才不会遭受

欺凌。

《沃尔塔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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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塔瓦河》教案

课题：《沃尔塔瓦河》

课型：第⼀课时

课时：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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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三维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歌词内容）：通过对（乐曲）的（聆听欣赏），学⽣可以丰

富自⼰的情感体验，提升自⼰的欣赏⽔平，了解世界多元⽂化。

过程与⽅法目标：在感受和欣赏的过程中，学⽣可以提⾼自⼰的审美体验，

激发听赏音乐的兴趣，逐步养成聆听音乐的良好习惯，积累感受与欣赏音乐的经验。

知识与技能目标：学⽣可以对乐曲进⾏简单的分段，能分辨乐器的演奏音

⾊，了解作曲家的⽣平。

重点：对本首乐曲进⾏聆听欣赏

难点：掌握歌曲中不同旋律节奏，对音乐形象的影响。

教学过程：

⼀、节奏导⼊或⽂化导⼊

以《乡村婚礼》中间节奏为律动导⼊，为后面学习奠定基础。

或以⽂化内容进⾏导⼊。

⼆、整体感知

1、对乐曲整个乐章进⾏分析，依次介绍。

2、对作者及创作背景进⾏介绍

3、依次对每个乐章进⾏介绍

引⼦ 两条源头 长笛、单簧管 6/8

第⼀段 沃尔塔瓦河 提琴 6/8

第⼆段 林中狩猎 小号、圆号 6/8

第三段 乡村婚礼 单簧管、小提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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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 仙⼥舞蹈 长笛、单簧管 4/4

第五段 黎明 提琴 6/8

第六段 圣·约翰峡⾕ 铜管、⽊管 6/8

尾声 流⼊易比河 全奏 6/8

三、对歌曲进⾏引申总结

以作曲家的经历作为途径，引申到遇到困难要敢于面对。

《沃尔塔瓦河》 试讲稿

⼀、⽂化导⼊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的专属音乐。这些音乐只要响起，⽆论身

在何地，都能让你马上想起这个国家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曲⼦，来源

于民族乐派的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就是著名交响诗《我的祖国》的第⼆首《沃尔塔

瓦河》

1848 年的波希米亚⾰命使作者观念发⽣决定性的转变，后来他被迫流亡国外 5

年，由于对祖国深深的思念，更加巩固和加深他的民族理想。这为他后来写出《我的

祖国》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沃尔塔瓦河是捷克纵贯南北的最⼤河流，捷克⼈民把它比

作民族的摇篮。

今天我们就坐上小船，从舒马瓦⼭出发，逆流⽽上去看⼀看。

在欣赏乐队演奏的时候，请根据音⾊和实物图象，辨别这段音乐的主奏乐器，然

后猜想⼀下：它有可能代表了什么音乐形象。

⼆、整体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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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两条源头 长笛、单簧管 6/8

第⼀段 沃尔塔瓦河 提琴 6/8

第⼆段 林中狩猎 小号、圆号 6/8

第三段 乡村婚礼 单簧管、小提琴 2/4

第四段 仙⼥舞蹈 长笛、单簧管 4/4

第五段 黎明 提琴 6/8

第六段 圣·约翰峡⾕ 铜管、⽊管 6/8

尾声 流⼊易比河 全奏 6/8

师：作曲家在《沃尔塔瓦河》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段话：“沃尔塔瓦河有两个

源头，是流过寒风呼啸的森林的两条小溪，⼀条清凉，⼀条温暖。两条溪⽔汇合成⼀

道洪流，映着阳光闪耀着光芒 现在我们明白了，在这段音乐中，长笛和单簧管分别代

表

⼀寒⼀暖两股⼭泉潺潺⽽流的音乐形象。寒流由长笛的音⾊和上⾏波动的音型奏出,

不久,单簧管以温暖的音⾊携下⾏波动的音型进⼊,表示暖流前来汇合.与此同时,小提琴

清脆的波奏、竖琴晶莹的泛音犹如飞溅的浪花在阳光下闪烁着银辉.两条小溪欢悦地

向前流淌,渐渐地,⽔流越来越⼤,⽔势越来越猛,最后终于汇聚成⼀条波涛翻滚的河流—

—沃尔塔瓦河。

三、学唱旋律

两条小溪汇合在⼀起向前奔流，逐渐充满⼒量形成巨⼤洪流，这就是沃尔塔瓦河

的主题，其音调柔和婉转，充满了赞美的诗意。⼀支朴素的捷克民歌，充满迷⼈的诗

意和壮观的美。沃尔塔瓦河主题由⼀个宽⼴的、律动性很强的旋律来表现,由全体乐队

演奏.这支旋律接近捷克民歌,它朴素、抒情,蕴含着作者炽热的爱,以⼀种不可抵御的⼒

量向前翻滚、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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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小溪汇聚成河，开始了它们的旅程。请在我们要接着欣赏的这段音乐中找出

答案：此时，河⽔正流经哪里（河岸上有可能出现的景物）。

铜管乐中的小号、圆号的加⼊，使得⼒度更强，音乐情绪骤然紧张、激烈，音⾊

变得厚重。这是⼈们在树林中狩猎。

河⽔穿过茂密的森林，继续向前奔流。这时⼀个村庄出现在河岸上，⼈们兴⾼采

烈的聚集于此，好像在参加⼀个活动。请看这⼀站的问题：河岸旁正进⾏什么活动。

（播放音频）

我看到我们有些同学，在随着音乐轻轻摆动。那么是哪个音乐要素，使我们的身

体不由自主地跟着做律动呢？具你知哪些音乐类型节奏感较强？

⽣：进⾏曲，舞曲……。

师：对，是舞曲。这就是⼀首捷克的地地道道的乡村波尔卡舞曲。波尔卡这种舞

蹈类型经常出现在欧洲，⼈们的庆典活动中。（介绍波尔卡节奏），短短的⼏段音乐

中表现出了如此多的内容，让我们对下⼀站格外期待。请听：陈述（时间从早晨来到

森林的正午，越过欢舞的午后，这时月亮升起来了。）

（播放音频月光下仙⼥）

师：这段音乐过后，同学们都安静了下来。为什么呢？

对，⼒度减弱，速度舒缓。仿佛奔腾了⼀天的河流也不忍⼼打破这夜晚的宁静，

如果，热闹的婚礼是红⾊的⾊调，这时同学们想用什么颜⾊来形容。对（蓝⾊、或者

趋于⿊⾊）。

陈述：

黎明的曙光打破了⿊夜的寂静，唤醒了沉睡中的沃尔塔瓦河。新的⼀天开始了，

河流在旅途中又将有怎样的遭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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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我要告诉⼤家的是：当他执笔这首《沃尔塔瓦河》的时候，两耳已经完全丧失听

⼒了。就像鸟被折断翅膀⼀样，命运夺去了这位音乐家的第⼆⽣命。那种痛苦和绝

望，我们在座的任何⼀个⼈都不可能与之感同身受。但奇迹就是往往在绝境中诞⽣，

作曲家竟凭惊⼈的毅⼒，接连续写出后面的 4 支乐曲，把对祖国⼭河的挚爱化作⼀

个个美妙深情的音符，凝结成⼀部绚丽的爱国画卷。当然，首演成功时，他已经听不

到喝彩声了，⽽是用眼睛看到了⼈们如潮的掌声，看到了祖国同胞们，以及所有热爱

音乐、热爱自⼰家乡的⼈，为之动容的表情。

记住这个闪光的名字，捷克民族的音乐之⽗——斯美塔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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