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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丰收锣鼓》

1.题目：高中《丰收锣鼓》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介绍我国民族管弦乐编制。

（2）简要介绍音乐作者。

（3）对作品进行适当分析。

（4）结合内容配以适当板书。

【试题解析】

一、情境导入

课前先通过大屏幕播放几张图片并问学生：“同学们，老师请同学们先来欣赏这几张摄

影艺术照片，这些照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是什么呢？”

学生作答，教师总结。（丰收的季节）

引入新课：“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部表现丰收喜悦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丰收锣鼓》”

二、教授新课

（一）介绍相关知识

1.中国民族打击乐器。

通过视频播放，使学生通过听辨乐器音色、看图识乐器等来了解民族打击乐器。

2.介绍民族管弦乐队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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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生出示民族管弦乐的方位图，并做简单介绍。（民族管弦乐由吹、拉、弹、打四个

乐器组组成，大型的民族管弦乐队一般有 70 人左右）

3.介绍作曲家

通过课前预习，引导学生说一说对于彭修文的了解，教师进行补充。（彭修文，中国著

名作曲家，从小学习民族器乐，创作和改编了一系列民乐乐曲，并建立了中国新型民族管弦

乐队的最初编制。为现代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二）欣赏听辨主题

引导学生带着几个问题去欣赏音乐

1.乐曲展现了一幅怎样的场景？（丰收时欢快愉悦的场景）

2.民乐中哪类乐器最能体现宏伟的丰收场面？（敲锣打鼓，烘托气氛）

3.说说音乐中出现了哪些民族打击乐器？（锣、鼓、拨等）

（三）分段欣赏

1.教师带领欣赏乐曲第一部分。

A.听赏音乐主题感受音乐的主题（劳动）、情绪（欢腾）、乐器（合奏）、旋律（如图旋

律线）

B.和着音乐随老师打节奏

2.学生自主欣赏乐曲第二部分。

A. 听赏音乐主题感受音乐的主题（喜悦）、情绪（欢快）、乐器（二胡）、旋律（如图旋

律线）

B.感受乐曲速度变化，体会乐曲对不同情景的描绘手法

考试时间的原因后面两个乐段可不用分析

3.视频欣赏作品，让学生整体感知作品，能够区分出不同乐段，体会作品不同乐段描述

的画面及美感。

（三）学唱乐段

1.引导学生模唱第二乐段旋律

三、音乐活动

用课前准备的自制乐器将学生分组为第二乐段进行伴奏。分组表演，生生评价，教师总

结。

四、课堂小结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本课收获,并作补充领略了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也感受到了丰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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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但在丰收的背后还有更令人感动的场面，那就是辛勤的劳动。让我们热爱劳动、热爱

生活，迎接美好的明天。

板书设计：

《丰收锣鼓》

民族管弦乐：吹 拉 弹 打 彭修文

主题 情绪 乐器 旋律

A: 劳动 欢腾 合奏

B： 喜悦 欢快 二胡

第二篇 《洪湖水，浪打浪》

1.题目：《洪湖水，浪打浪》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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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 10 分钟。

（2）介绍歌剧相关知识。

（3）教授二重唱的相关知识。

（4）与学生有互动。

【试题解析】

一、音乐导入

1.播放河北民歌《幸福歌》

师：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首歌曲吗？是我国哪个省的民歌呢？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幸福歌》，是河北民歌。

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它的发生地也是在湖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到

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二、新课教授

（一）歌剧介绍

师：有没有同学能够为大家介绍一下歌剧这种艺术形式呢？

学生根究课前收集的资料进行回答。

教师总结：歌剧是一门西方舞台表演艺术，主要以歌唱和音乐来交代和表达剧情的戏剧。

中国歌剧是把西方的歌剧与我国的传统戏剧、音乐融合而成，在近现代的代表性剧目有《红

珊瑚》《洪湖赤卫队》等。今天我学习的就是中国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第三个选段——

《洪湖水，浪打浪》。

（二）对比聆听

师：同学们，老师来唱一遍歌曲，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遍音频，同学们思考：老师唱

的和音频中的有什么不一样。

生：老师为一个声部的独唱，音频里为两个声部。

引出重唱的概念：二重唱是声乐演唱形式之一。指两个不同声部的歌唱者，各按自己声

部的曲调，一起演唱

同一歌曲的形式叫二重唱。

（三）感受二重唱

师：接下来我们分为两组，大家轻轻哼唱，用心聆听，在重唱部分小组一模仿要穿摇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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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作、小组 2用手臂模仿波浪起伏。

教师引导学生说出脑海中的画面：洪湖鱼米之乡的丰收景象。

教师进一步介绍：这是韩英与女赤卫队员秋菊的二重唱。剧种描述了：清晨，迎着冉冉

升起的红日，脚踏洪湖万顷碧波，韩英与秋菊一起划船到芦苇深处去找战友。情不自禁地唱

出“洪湖水，浪打浪....”借以抒发赞美故乡，憧憬未来的情怀。以抒情明快的格调、清新

优美的旋律，表达出对家乡和共产党的赞美之情。

（四）学唱重唱声部

1.教师弹低音声部，学生唱高音声部

2.教师唱高音声部，学生尝试加入低音声部

3.两个小组轮流练习。

三、音乐活动

每一组选出一位代表作为领唱，教师播放伴奏，进行小组表演。贯穿自评、互评与他评。

五、课堂小结

师：愉快的音乐课马上就要结束了，同学们通过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呢？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本课收获,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感受到韩英和秋菊对生活的热情与向

往，党给人民带来希望。我们能够热爱生活、热爱家乡，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思想感情。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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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猎人合唱》

1.题目：高中《猎人合唱》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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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进行二声部教唱。

（2）简要介绍音乐作者。

（3）和学生有良好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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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情境导入

教师演奏《土耳其进行曲》《运动员进行曲》学生找出它们的共同点——进行曲

师：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首德国的进行曲——《猎人合唱》

二、教授新课

（一）初听歌曲

1.教师播放多媒体，学生思考：①乐曲分几个乐段？②带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③是哪

种曲子的风格？

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2. 介绍歌曲背景和作曲者韦伯。

（二）教师范唱，学生注意聆听教师在哪些地方换气，并做标记。

师：为什么要在这些地方换气呢？在时值长的音符后面换气不是更舒服吗？

4.旋律模唱

（1）带领学生用“啦”模唱歌曲旋律。

（2）使用对比听唱的形式解决重音和装饰音难点。

5.填入歌词

6.感情处理

（1）复习音乐记号

（2）聆听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版的《猎人合唱》两遍学生将以上的音乐表情记号添加

到乐谱上。

（3）引导学生核对答案，进一步探究。

（4）加入表情记号演唱. 教师指挥，学生集体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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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拓展

教师播放背景音乐，各组选出代表，分享关于韦伯的小故事，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参与

其中。教师适时引导学生进行自评、互评、他评，以正面性、鼓励性评价为主。

四、课堂小结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本课收获,感受到割据的魅力。

板书设计：

《猎人合唱》

韦伯 三个乐段

前八后十六节奏型——进行曲特点

第四篇 《伦敦德里小调》

1.题目：《伦敦德里小调》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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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 10 分钟。

（2）有表情地弹唱歌曲。

（3）指挥唱乐谱。

（4）与学生有互动。

【试题解析】

一、音乐导入，激发情感

1.播放爱尔兰《踢踏舞》

师：同学们，这是什么舞蹈？你感受怎样的情绪？

观看视频后，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爱尔兰踢踏舞，情绪是热烈、欢快的。从而引出这

个国家的歌曲《伦敦德里小调》。

二、新课教授

（一）感受音乐

1.播放歌曲《伦敦德里小调》，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学生体会歌曲的情绪与速度。（优美、

抒情、慢速）

2.教师引导学生想象这座城市是怎样的？

（二）发声练习

应注意嗓音保护知识的学习。

（三）学唱歌曲

1．进行节奏讲解，听辨活动：4/4 拍还是 6/8 拍

①先听教师弹奏一遍，想一想?

②听一听，划划拍，试一试。

2.歌曲为 4/4 拍，带领学生们回顾 4/4 拍的指挥手势。

注意指挥时的起拍和手腕力度。

教师示范指挥唱谱例，学生注意观察老师的指挥手势与换气口。

教师弹唱歌曲，学生尝试指挥哼唱旋律。

3.教师演唱，跟琴模唱：教师用原歌曲的速度与情绪演唱歌曲，后用琴演奏旋律，学生

用“la”或“lu”跟唱、模唱、视唱、背唱旋律，教师及时指出学生的音准问题并纠正。

4.歌词朗诵，体验情感：采用问答的形式引导学生讨论歌词、拍子、等音乐元素对表达

思想感情的作用。例如：学生跟着节奏读歌词，感悟歌词中平和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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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整演唱

1.教师播放歌曲范唱录音，学生跟音乐默唱歌曲，进一步完整的体会歌曲。

2.教师播放歌曲的伴奏音乐，学生跟音乐用欢快而富有弹性的声音进行演唱。在演唱的

同时，可以利用肢体进行律动。

三、巩固练习

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演唱，采用领唱、分组轮唱等多种方式进行。在演唱完之后

进行生生互评、教师点评。

四、音乐活动

教师引导学生分组运用竖笛为歌曲编配简易伴奏，生生评价，教师总结。

五、课堂小结

师：愉快的音乐课马上就要结束了，同学们通过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呢？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本课收获,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感受了爱尔兰民族的音乐风格，了解

到当地的人们是那么的热爱生活、热爱家乡，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思想感情，我们也要做

一个热爱生活，对未来有追求的人。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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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赛马》

1.题目：《赛马》片段教学

2.内容：

、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哼唱主题。

（3）加入打击乐器编创伴奏。

【试题解析】

一、情境导入

教师播放蒙古族赛马视频，学生初步感受乐曲。

师:赛马是蒙古族人民十分喜爱的一项运动，蒙古族人民对马有着浓郁的感情，他们是

“马背上的民族”，每年都要举办不同规模的赛马、射箭、摔跤等娱乐活动，从而创造了独

具民族特色的赛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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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段欣赏

1.播放第一部分乐曲

(1)教师引导学生对音乐场景进行想象

师：号角响起，骑手们飞身上马，马蹄声、呐喊声响成一片。平时宁静的草原，彩旗飘

扬，牛羊欢叫，牧马嘶鸣，这是多么欢快热闹的场面啊....同学们感受了怎样的情绪？

生：热烈、奔放。

师：乐曲使用哪一种节奏营造了热烈的情境呢？

生：十六分音符。

①教师示范指挥哼唱主题，学生感受旋律的流动性。

②教师弹伴奏，学生尝试哼唱主题。

2.播放第二部分乐曲

师:与第一部分比较，这段音乐在旋律上有什么变化?

生:悠扬、舒展.....

师:此部分音乐刻画的是内蒙古骑手对比赛充满必胜信心的乐观形象。大家仔细听，除

了马的嘶鸣，大家还听到了马儿在干嘛？

生：马蹄声。

师：有没有同学能够告诉老师，这里使用的什么演奏手法？

生讨论，教师总结：使用了拨奏。

三、完整聆听

播放全曲，想象比赛的场面。

四、知识延伸

赏析不同表现形式的《赛马》。

五、课堂小结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本课收获。

板书设计：

《赛马》

主题 A 热烈、奔放

主题 B 悠扬、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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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踏雪寻梅》

1.题目：高中《踏雪寻梅》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进行二声部教唱。

（2）简要介绍音乐作者。

（3）对作品进行适当分析。

（4）结合内容配以适当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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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情境导入

通过播放《铃儿响叮当》引发学生地思考：“同学们，你们脑海中出现了怎样的画面？”

学生作答，教师总结。（冬天与众不同的美景）

师：“我们来看看这个冬天又有怎样的美景呢？”

引入新课

二、教授新课

（一）歌词赏析

1.通过多媒体出示歌词，教师引导学生在歌曲旋律的音乐背景中有感情地朗诵歌词。同

时，思考歌词的含义。

2.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霁”是雪后放晴的意思；“坝桥”是有扶手的石板桥；谁在骑驴赏花? （小孩）他的

心情是怎样的？（无忧无虑）

（二）介绍作者

根据学生课前收集的资料，引导学生主动发言。

这首歌曲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曲家黄自先生的作品。他的主要作品有《花非花》《长恨

歌》《抗敌歌》《旗正飘飘》《玫瑰三愿》等 50 余首。

（三）学唱歌曲

1.教师弹琴，引导学生用“啦”哼唱第二声部，同时提醒学生唱出愉快的情绪，注意顿

音的使用。

2.教师播放伴奏，学生哼唱第一声部。

3.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分声部合唱练习。

4.歌曲处理

（1）聆听音频，引导学生发现高潮部分与开始部分的力度变化、强弱走向有什么不一

样。

结论：高潮部分“花采得供瓶养”力度强，感叹地抒发情感。歌曲开始为中弱，充满叙

述的口吻，表现轻松、悠闲的情趣。

（2）教师引导学生发现“响叮当”上的记号，引出问题：“为了表现什么？”小组讨论

结论：表现驴儿清脆的铃声，应该唱得短促有力，表现出由远及近的意境。

5.整体合唱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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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乐活动

根据歌曲的意境进行情景表演，有演、有唱、有伴奏，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参与其中。

教师适时引导学生进行自评、互评、他评。

四、课堂小结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本课收获,感受到了主人公的生活情趣以及对自然的热爱。

板书设计：

《踏雪寻梅》

黄自 情绪：悠闲、无忧无虑

力度 作用

开始部分 中弱 叙述场景

高潮部分 强 抒发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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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小山鹰舞曲》

1.题目：《小山鹰舞曲》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体现舞蹈教学过程；

（3）哼唱乐曲。

【试题解析】

一、情境导入

教师播放《走进西藏》，学生感受其风格特点，并模仿老师做献哈达的动作。

在欢快的氛围中导入新课。

二、学习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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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欣赏舞蹈片段《小山鹰舞曲》,引导学生进行想象。

师:这是哪个民族的舞蹈?舞蹈动作随着音乐情绪的变化有何变化?

师总结：《小山鹰舞曲》以西藏“卓”的舞蹈语汇为基础，表现出藏族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热爱。

（二）教师弹琴，师生哼唱谱例。

请同学介绍锅庄舞：锅庄舞又称为“果卓”“歌庄”“卓”等，藏语意为圆圈歌舞，是

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

一般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有一人领头，分男女一问一答，反复对唱，无乐器伴奏。

整个舞蹈由先慢后快的两段舞组成，基本动作有“悠颤跨腿”“趋步辗转”“跨腿踏步蹲”等，

舞者手臂以撩、甩、晃为主变换舞姿，队形按顺时针行进，圆圈有大有小，偶尔变换“龙摆

尾”图案。

（三）赏析舞蹈

1.教师示分步骤范藏族典型动作，学生模仿。

学习三步一靠。这也叫长靠或“复木错”。走三步一靠脚，一般做慢拍处理。八拍完成。

第 1 至 2 拍：右脚起步向右走两步，身对 2点，上身微前倾，面向 1点。右手往上向旁

打开，左手在身侧微张开，双手手心向下。

第 3 拍：右脚在自然位上一步，身对 1点。右手落于身侧，左小臂划向身前下方。

第 4 拍：重心在右脚，左脚跟靠于右脚旁成左丁字步位，身对 8点。左小臂抬于胸前，

手心向内，右手在身侧抬起 25°。

第 5 至 8 拍同第 1 至 4 拍，左右动作对换。

2.教师喊拍子，学生完整练习舞步，教师进行指正。

3.教师播放音乐，师生随音乐进行舞蹈练习。

三、音乐活动

分组表演，贯穿自评、互评、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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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堂小结

在边舞边哼唱中结束本课。

第八篇 《黄河颂》

1. 题目：《黄河颂》

2. 内容：

3. 基本要求：

（1）介绍歌曲的主题思想；

（2）环节设置具备引导性，由浅入深；

（3）教学过程体现师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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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师：同学们好，上课之前，咱们先来聊聊天。大家知道那条河流被称为中国的母亲河么？

生：（略）

师：对。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这样称呼么？第三排中间那位大眼睛的男同学来说一下。

生：（略） 更多教师考试资料尽在华图教师网（http://www.hteacher.net）

师：说的非常好。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境内，也就是咱们的老祖先们就生活在黄河流域，

由于水文条件优越，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好多朝代都是在黄河的中下游一带建立王

朝，

比如夏商周，还有后来的西汉、东汉，以及隋唐北宋等鼎盛时期王朝，都在黄河流域建

立，

中国的科技，城市建设等等，都是从黄河附近发源的，所以都说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

是中

华民族的摇篮，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大家看老师的 ppt（黄河流经省份图）。

那么

大家知道有哪些歌曲或诗词是歌颂黄河的么？大家可以踊跃回答。

生：（略）

师：大家说得很好，但大家忽略了一位重要作曲家冼星海的作品《黄河大合唱》

生：（略）

师：说得好。冼星海被称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家。1938 年 9 月，武汉沦陷后，我们歌曲

的座词作者光未然先生带领着抗敌演剧队，从壶口到吕梁山抗日根据地的途中，目睹了

黄河

上的船夫们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场景，听到他们要唱的船工号子，到延安后，写了这首诗

词《黄

河吟》，冼星海听了以后倍受感动，抱病连续六天，在延安的破窑洞里完成了《黄河大

合唱》

的作曲，表现了中国人民不怕列强，不屈不饶，誓死保卫祖国的心情。（朗诵，直接导

入）

“啊！朋友！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象征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伟

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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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着我们的赞歌。”播放壶口瀑布画面。播放放视频，廖

昌永

演唱）。

师：好，我们听完了著名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黄河颂》大家来谈一下听后的感受。最

后一排戴眼镜的那位女生，你来说。

生：（略）

师：对，我们看歌词中“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

那么这个“铁的臂膀”指的是什么呢？

生：（略）

师：对，大家看地图（出示 ppt），在甘肃，青海，这是一条黄河的支流——洮河，山

西的中部，这是汾河，以及渭河。他们好像是从母亲的身边奔走的孩子，把黄河的水源

带给

不同的地区，像一个巨人伸出了自己臂膀，把中华大地环在怀中。那么请大家有感情的

朗诵

我们的歌词，体会作者的心境。

生：（略）

师：好，我们请每个小组各派出一位同学，分别朗诵歌曲的序曲朗诵部分，主体部分，

还有副歌部分的歌词（出示曲式结构图，以及分段的歌词），大家来聆听一下，每一段

带给

大家不同的感受

生：（略）

师：好，大家给这几位同学鼓掌，那么我们每一组同学点评一下，这几位同学的朗诵。

生：我觉得朗诵副歌部分时候要更激昂一些，才能凸显黄河的气魄（啊！黄河！你一泻

万丈，浩浩荡荡……）

师：嗯，非常好，这一段是歌曲中抒发我们对黄河赞美的片段，通过激昂的语气更能表

现黄河的雄壮。那么，大家跟随老师一起演唱这首歌曲吧，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体会母

亲河

带给我们的气魄。（弹琴，领唱）

生：（略）

师：好，大家一起边打拍子，边演唱（我站在高山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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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略）

师：那么大家知道黄河的现状么？

生：（略）

师：那么大家来看看这幅图片（出示陕北黄河冲刷图片），黄河之所以变得如此暴虐，

是在提醒我们人类，要保护她，爱护她，人类无休止的砍伐，致使泥土流失，黄河泥沙

量年

年增高（出示开封铁塔与黄河水位图），大家看，黄河已经在开封的头顶上了，万一决

提，

这是多大的损失啊，那么大家来谈一下自己看法，我们该怎么做？

生：我们需要多植树，来保护黄河沿岸的水土。

师：对，这只是一方面，要从观念上改变，不能一味的向大自然索取，我们也该退耕还

林，回复黄河的生态，大家看（黄河复原图），多美啊！只有从我们做起，一代一代人

不懈

的努力，才能恢复碧水青山。同学们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母亲慢慢变老，我们是不是该

发挥

我们的一份力量，使我们的母亲河焕发青春啊！

生：（略）

师：好，我们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希望大家从歌曲中体会到不同的情感。

生：（略）

师：非常好。时光飞逝，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生：（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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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俄罗斯舞曲》

一、教学目标

1.感受舞剧的魅力，树立对多元音乐艺术的崇敬之情。

2.通过聆听表演，感受俄罗斯舞曲热烈奔放的氛围。

3.欣赏俄罗斯舞曲，了解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

聆听俄罗斯舞曲，了解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

【难点】

感受俄罗斯舞曲的情绪。

三、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

教师播放《天鹅湖》片段，学生观看并回忆。

伴着音乐，教师请同学们自由的说说对于芭蕾舞剧的形式的了解。

教师总结：芭蕾舞剧是综合音乐、美术、舞蹈于同一舞台空间的戏剧艺术形式。三种姐

妹艺术的密切结合形成时空一致、视听统一的艺术效果，这正是芭蕾舞剧具有独特魅力之所

在。音乐在芭蕾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根据舞剧脚本谱写的音乐是舞剧编导赖以进行编创

舞蹈和戏剧动作的基础。因此，舞剧音乐既要体现完整的艺术构思、描绘戏剧性的情节进展，

又要刻画鲜明的音乐性格、提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感情变化。在俄罗斯著名的舞剧不仅仅只

有《天鹅湖》，今天老师将带领大家继续感受芭蕾舞剧的魅力，一起来聆听一下选自芭蕾舞

剧《彼得鲁什卡》的《俄罗斯舞曲》。

由此导入新课。

(二)初步感知

1.播放音乐片段《俄罗斯舞曲》。

并提出问题：整段旋律给你怎样的感觉?大家猜一猜在这样的音乐片段注入下的芭蕾舞

剧应该是描述一个怎样的氛围场景?

学生自由回答。随后教师在大屏幕中出示《彼得鲁什卡》的芭蕾舞剧片段。

提问：谁能简单的对于刚才在视频中看到的内容及教材中的提示对于这部舞剧进行简单

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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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总结：《彼得鲁什卡》讲述了一个拥有“人心”的木偶的故事。四场舞剧创作并首

演于 1911 年。彼得鲁什卡是一个俄罗斯木偶，被魔术师赋以人的感情。舞剧以滑稽的夸张

手法，表现了他变成人后的种种遭遇，对那些相信魔法的人进行无情的嘲讽。《俄罗斯舞曲》

是该剧一个重要的音乐段落，具有俄罗斯风格的流动旋律，在浓密的音响和强烈的节奏支持

下，更显得热烈奔放。

2.教师再次完整播放舞剧《彼得鲁什卡》带有音乐片段《俄罗斯舞曲》的部分，与学生

共同欣赏。

(三)探究学习

1.教师多媒体播放《俄罗斯舞曲》音频。

提问：音乐带给你怎样的情绪?速度如何?(情绪：热烈奔放;速度：快板)。

2.多媒体出示《俄罗斯舞曲》乐谱，引导学生找出典型的节奏类型。(XXX、XXX、XXXX)。

教师总结：这是一首 2/4 拍的快板，节奏强烈，每分钟 116 拍的速度进行，大量的前十

六、后十六及双十六的节奏凸显了俄罗斯风格的流动感及舞曲的强烈节奏感。

3.教师再次播放音频，学生跟着旋律哼唱，感受有力量的节奏。

4.节奏模拟

教师出示旋律节奏，带领学生拍手方式击打节奏。

以组为单位，随着音频俄罗斯舞曲以拍手的方式将节奏节拍打出来进一步感受《俄罗斯

舞曲》的热烈奔放。

5.情景表演

根据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视频，以音乐小组为单位，模拟表演附有《俄罗斯舞曲》

的其中一个片段。

教师总结：浓密的音响，强烈的节奏，滑稽夸张的手法对那些相信魔法的人的无情嘲讽，

俄罗斯舞曲的加入更是凸显了场面的热烈奔放，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四)拓展延伸

1.全班一起随着音频，哼唱旋律，体会节拍节奏的特点。

2.探究：对比芭蕾舞剧《天鹅湖》，你更喜欢哪部舞剧中的音乐?为什么?

(五)小结作业

1.请学生自由说一说本节课的收获。

2.课后搜集其他芭蕾舞剧欣赏，并说一说其中的音乐特点。

四、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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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京剧大师梅兰芳》

1、题目：欣赏《京剧大师梅兰芳》

2、内容：

要求：

（1）要求配合教学内容有适当的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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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须向学生演示京剧唱段。

（3）教唱京剧唱段。

（4）请在 10分钟内完成试讲内容。

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领略梅兰芳精湛的技艺和京剧大师的个人魅力，激发、培养、

发展对京剧艺术的兴趣及爱好。。

2. 知识与技能：通过对戏剧选段的对比欣赏，能简单分辨戏剧表演史上最重要的三种

表演体系的艺术特征和表演理念。体验、学唱梅派唱腔的基本特点，感受梅派艺术的魅力。

3.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戏剧表演案例的分析、讨论，运用想象力、判断力和表达力。

在分析的问题的基础上生升华出理论，用理论指导来理解三大表演体系的主要艺术特征。提

高戏曲艺术的鉴赏能力，提升艺术素养。

教学重点：感受、体验两个唱段的音乐特点及情感内涵；了解梅兰芳大师。

教学难点：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积极体验和讨论，激发他们展现个性和创造性思维。

教学过程：

一、 多媒体导入

课前欣赏：音乐视频 李玉刚《新贵妃醉酒》

师：《新贵妃醉酒》中融合了哪些中国元素？是的，这首歌曲里融入了我国的国粹

--京剧！那李玉刚他所饰演的是京剧中的哪个行当？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京剧中的四个行当。

中国戏曲中人物角色的行当分类，通常把“生、旦、净、丑”作为四种基本类型，每个行当

又有若干分支，各有其基本固定的扮演人物和表演特色。生行分为老生、红生、小生、武生、

娃娃生等。生角全为男性。 旦行分青衣、花旦、武旦、刀马旦、老旦等角色。旦角全为女

性。 净行亦叫花脸。分铜锤花脸与黑头花脸，架子花脸与摔打花脸等。丑行又分文丑(文人，

儒生) ，武丑专演跌、打、翻、扑等武技角色。刚才我们说到京剧，说到京剧中的旦角，我

们不得不说一位在旦角领域中有着非常大的艺术成就的人物。他就是梅兰芳。今天让我们一

起来走近我国的京剧大师--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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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聆听与鉴赏

1.梅兰芳的生平了解

（1）播放“梅兰芳生平照片资料”幻灯

教师：梅兰芳先生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对京剧旦角的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

化 妆等各方面都有所创造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成为四大名旦之首。你们知道京

剧的四大名旦分别是谁？

（2）京剧四大名旦的介绍（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

师：那么中国京剧男旦是如何形成的？

师：因为古代封建思想严重、男尊女卑，古代女子在台上只准许弹唱歌舞，不能粉墨登

场演戏。大家认为男旦扮演女性，与坤旦比起来有没有优势呢？

师生讨论：男旦从嗓音条件、武功条件都明显优于坤旦，甚至男旦的艺术生命要比坤旦

长的多。经过近代戏曲改革，以梅兰芳为首的艺人将男旦表演艺术推到完美的化境，并因其

高尚的艺德，奠定了男旦在艺术史上的地位。

师：1927 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征集评选四大名旦的投票活动，选出了梅兰芳、程

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人，上海的《戏剧月刊》又从扮相、嗓音、身段等对四人排了座次，

结果梅兰芳位列榜首。

（3）欣赏聆听梅兰芳的代表作（课件播放视频资料）

A.《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1、聆听《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感受体验此唱段的音乐情感，塑造了怎样的人物形

象？

2、再次聆听，注意欣赏角色的庄重娴静，秀雅柔婉，以及优美、细腻婉转的唱腔旋律。

B.《海岛冰轮初转腾》

1、聆听《海岛冰轮初转腾》，感受角色的形象，说说你的感受及理解。

2、朗诵唱词，体验京剧的语言美。

3、再次欣赏《海岛冰轮初转腾》，体会角色委婉缠绵、哀婉凄凉的情绪。

京剧知识

（一）京剧起源 京剧形成于清代光绪年间的北京，故名“京剧”。

（二）京剧唱腔 京剧唱腔的种类颇多，二黄和西皮是京剧的主要唱腔。

拓展与探究

（一）跟随视频，试着唱几句《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52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6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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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剧的锣鼓经

请几位同学来说说对国粹京剧或对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有何感想？

教师总结：京剧成就了梅兰芳，梅兰芳传承了京剧。梅兰芳的一生可以用三个词来总结

——爱国、敬业、革新。让我们记住课前我们朗诵过的那句话：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伟大的

艺术家是这个民族的福分，我们拥有梅兰芳，是我们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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