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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联系

本单元共选取 6首经典的弘扬爱国主义歌曲，有 80 年代经典的影视音乐作

品《大海啊，故乡》；有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和《七子

之歌——澳门》；还有对香港回归祖国的赞颂及对祖国统一和复兴祝愿的《东方

之珠》、《御风万里》；也有充满民族音乐特点的《台湾风情画》。作品的中心思想

都是赞颂祖国，思念故土；音乐性及思想性高度统一，值得欣赏学习提升思想觉

悟。

教学价值

本单元是继七年级上第一单元后再出现的具有爱国思想的音乐作品。继续深

入的在音乐表述上着重定位于中国的大国文明上：有借由对亲人、对故土的思念

表达思乡思国之情；有回顾走过艰难岁月的历史步伐；也有对祖国未来更美好的

衷心愿景颂赞；作品的音乐性与抒情性都比之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更丰富多样，

也循序渐进的加深对学生德育思想教育。

1、善于在欣赏时联动听觉与视觉并在歌唱活动中感受节奏、节拍不同所带

来的的强调之感；乐于体验欣赏并辨别感知不同民族民歌用不同乐器所表现出的

音乐语言艺术，感受交响音乐民族化的特色美。（指向审美感知、艺术表现）

2、根据谱面观察大跳音程结合三连音节奏对于音乐情绪变化的影响；学习

音乐联想感悟歌词内涵、引导自然且富有情感的唱腔音色演唱《大海啊故乡》和

《七子之歌——澳门》。（指向审美感知、艺术表现）



3、熟悉各民歌音乐主题，模拟唱劳动号子时高亢嘹亮的音色，在“摆渡”

的情境中演唱《黄河船夫曲》的主题旋律；通过歌曲背景挖掘理解 80 年代海外

同胞渴望回归祖国的浓情，感悟 90年代人们对祖国未来美好的祝福愿景。（指向

艺术表现、文化理解）

4、鼓励学生就歌曲背景的历史意义以小组合作模拟情境方式进行表演展现

不同视角的音乐再现。（指向艺术表现、创意实践）

课时：3 个

顺序：①《大海啊故乡》②《七子之歌——澳门》③《御风万里》

要点：建立“从被动到主动”的学习意识。第一课时习惯具有年代感的音响风格，

尝试融入其中品味其美感（音乐感知）；第二课时模仿体验多元民族音乐风格，

理解爱国情绪的音乐性表达（音乐理解）；第三课时自主感受各民族音乐风格并

沉浸其中，分析对应音乐形象意义（音乐思考）。

指向素养：上述 3 个课时内容中涵盖单元内所有曲目听赏，旨在从泛听欣赏到部

分精听思考唤起学生个体思想并提升艺术审美。设计思路如下图所示：



评价目标 评价形式 评价工具 评价结果

感 受 重 点 节 奏 对 音

乐 情 绪 强 调 所 起 的

作 用

聆听辨别 多媒体音频 能 积 极 聆 听 音 乐

感受情绪变化

演 唱 《 大 海 啊 故 乡 》

并 完 成 音 乐 表 演 的

赏 析 评 价

实践表演 多媒体音频、

视频、互评打

分卡

能 对 于 音 乐 表 演

有 自 主 的 欣 赏 要

求 且 能 积 极 演 唱

并 愿 意表达歌曲情

绪

感悟弘扬爱国主义歌曲的

思想内涵

视觉听觉联动的德育渗

透

多媒体音频、

视频、朗读歌

词

能通过表演情绪的变化

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

一、重、难点解决：

本单元的作品具是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典佳作，因此在授课中要着重德育教

育的渗透。在七上第一单元学生已经接触过一些爱国主义精神的歌曲，但当时的

教学目标重点指在掌握争取的演唱技能技巧。因此在本单元的教学中，会着重在

歌曲背景历史意义的挖掘来激发学生内心情感对音乐表演进行处理。

重点 用充满感情、连贯的声音演唱歌曲 感悟歌曲内涵乐于表达自我情

感

难点 感受音乐情绪变化与节奏的关联 观察谱例，寻找重点节奏型

重点、难

点

尊重并乐于欣赏民族音乐增加民族

自豪感

了解作品背景历史意义

二、基于作品特征的音乐活动设计：

学生在参与各项模仿及表达的音乐活动中感受理解作品内涵，通过对比学习

音乐节拍、节奏与音乐情绪的变化关系；挖掘歌曲背景结合歌词完成听赏——理

解——思考的学习过程。

三、前后单元关联：

小学段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集中在三年级第 1课“爱祖国”和四年级上

册第 1课“歌唱祖国”内，都初步萌生了爱国主义情怀的种子；在中学段七年级



上第一单元“歌唱祖国”中通过歌曲《彩色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多情的土地》、《爱我中华》、《走向复兴》的演唱及听赏掌握正确的发声方式，

浇灌爱国主义情怀发芽；因此，本单元基于上述基础设计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提高

歌唱技能的同时加强文化理解，引发个体深层思考，为义务段的爱国主义教育开

花结果。

〖第一课时〗

选自人音版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七子之歌》中。本曲出

自影片《大海在呼唤》，作为主题歌，其旋律贯穿整部影片。作品在 80 年代初传

唱甚广，有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奉献青春为祖国，积极向上的精神。歌曲为 F 大调，

3/4拍，标准的单三部曲式。旋律优美流畅，歌词通俗易懂，亲切近人，质朴深

情，借助对大海的思念与颂赞，抒发人们对哺育我们成长的故乡和祖国的热爱之

情。是本单元唯一一首要求重点演唱的曲目。

是由香港著名作曲家王福龄、作词家黄霑所作的一首爱国歌

曲。由香港歌手张明敏首唱，并于 1984 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至此这首歌曲

火遍了全国大江南北。歌曲的演唱要求坚定、抒情地，4/4拍，采用七声羽调式，

结构为三段体。歌曲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运用了“长江、长城，黄

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表达爱国之情。其歌词深入人心，旋律

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爱，是一首具有非凡意义的爱国歌曲。

八年级的学生具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在演唱技巧方面，他们已经掌握一定的

技能，但由于青春期变声缘故，可能还有部分男生的音色处于发育中的阶段，因

此此时不建议太过要求音色的表达。在情感表达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的思想行，

但更细腻的音乐情感体验是这阶段学习的重要之处，本课的两首作品对于他们都

有一定的距离感，因此在教学过程设置中会着重在于歌曲背景的挖掘了解下再结

合聆听欣赏和演唱表达抒发情感。

1、通过学习，能用圆润的音色、富有感情的状态演唱《大海啊，故乡》。

2、巩固复习附点节奏的强调之意，在演唱中表现出来。



3、自主自由的展现自我，享受舞台，乐于表达。

1、熟练的掌握正确的发声技巧，用自己最舒适的方式自然的演唱表达歌曲。

2、理解体会附点节奏、切分节奏的重点强调之意，更深入的感受歌曲旋律与

歌词通过节奏的表达所深含之意。

3、探索发展多形式的课堂展演，体会歌曲中蕴含的深深爱国之情。

钢琴、海浪鼓、多媒体设备、课件

在聆听中安静己心，沉浸式进入课堂；了解歌曲背景，感受音乐的情绪，用语

言表达自己对歌曲的感受；

1. 听赏联想：

学生闭眼放松端坐，师根据舒缓音乐轻轻晃动海浪鼓

提问：刚刚你听到什么声音？脑海中有什么画面？

（大海、沙滩）

2. 乐器体验：

请学生上来体验海浪鼓，展示不同的海浪声

（安静祥和与狂风骤雨）

过渡语：大海总是充满神奇变化的，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听听这里面的

大海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3. 初听歌曲:

提问：视频中的年代大概会是？（80 年代）

演唱的场合？（聚会）



歌曲中的大海感觉？（平静温暖）

4. 板书点题：

《大海啊，故乡》是反映海员生活的电影片《大海的呼唤》的主题歌，影片以船

员、水手的日常生活为主线，蕴含了“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情怀。表现

了主人公对大海、故乡和母亲深挚的感情。

5. 复听歌曲：

提问：歌曲表达了什么？（思念故乡）

从哪一句歌词可以看出？（大海啊大海）

学生能听出海浪鼓的音色模仿海浪声真实环绕耳边；能在复听时感受歌曲所

表达的中心思想。

通过特殊音色的乐器引导学生沉浸式的体验感受，加快课堂氛围的建立；海

浪鼓在不同方式下所展现的音色变化帮助理解节奏和力度是改变音乐情绪的必

要条件；两次欣赏乐曲的区别在于第一次着重视觉性，从而感受歌曲的年代感与

历史性。第二次着重听觉性，将重点引导致歌词，更深入的体会歌曲内涵。

借由发声练习保持歌唱状态的积极，解决中心乐句在附点节奏中完成声断气

不断的演唱目的；通过聆听，识谱演唱，感受音乐旋律走向；结合海浪鼓，完成

小组合作式的表演。



1. 发声练习：

模仿海绵宝宝吹海螺，发出“呜”的声音，感受气息的绵长流动

五度音阶下行旋律练习，从高音位置感受头腔共鸣带来的音色“亮”感

2. 观察谱面：

提问：歌曲的节拍？（3/4 拍）

3. 音乐形象感知：

根据音高虚空画线条旋律，辨别旋律进行的方式是（像大海一样的波浪式进行）

4. 联觉能力提升：

词奏结合，大声诵读歌词，教师采用旋律伴奏，引导学生就节拍节奏朗读歌词并

寻找中心乐句，发现附点节奏

5. 试唱：初唱重点乐句，解决在“大海啊大海”中由于附点节奏引发明显的停

顿感而造成演唱时气息及音乐情绪的中断：

6. 问题解决：用慢唱的方式，回顾吹海螺时的气息感觉，将口腔从“哎”用气

息支撑的方式自然过渡至“啊”

7. 师生合作：



教师钢琴伴奏，学生用海螺般悠远舒缓的音色演唱歌曲

8. 分组展演，设计表演

请组内自我分配任务，根据歌词内容创设情境表演，选择一位负责海浪鼓的伴

奏。

分发评价量表，其余组别根据量表打分评价表演（各项指标满分 10 分）

歌唱姿势 歌唱表情 动作设计 伴奏对应

学生能感受附点节奏的强调之意；根据旋律波浪式进行的特点走向联想大海

的情境；能在设计展演中自主完成表演。

通过中心乐句的解剖发现重点强调的节奏，能更精确表达出此乐句演唱所需

的情感处理；评价量表的设计既能让学生从演员角度思考如何正确演绎歌曲又能

使得他们会用欣赏的眼光做观众，提升观演素质。

用朗诵与肢体表演结合的方式感受歌曲对祖国之情的强烈热爱；通过对比结合节

奏的方式感受切分和附点节奏的重音强调；了解歌曲背景激发内心爱国情感。

1.即兴舞台：

过渡语：通过前面的演唱展演，我们知道表达爱的方式有千万种，我们爱家乡、

爱亲人、爱美好生活，也更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因为我们都拥有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下面，由老师朗诵这首《我的中国心》，请一位同学上来根据内容即兴进行动作表达。

教师稍许结合切分、附点的节奏，再次朗读

提问：对比两次朗读的感觉，你有什么发现？

（特殊的延长和停顿使得强调的语气更重）

2. 动作设计：

教师根据上述学生的动作复述，邀请学生根据朗读内容一起设计相对应的手势动

作，结合语句练习动作

3.初听歌曲：



提问：对于刚刚欣赏的视频，你的第一直观感受有什么？

（春晚舞台，普通话不标准，很热血）

4.介绍歌曲：1984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这首歌曲一下子打动了无数

炎黄子孙的心，引起了祖国同胞的强烈共鸣，人们都记住了那位戴着眼镜、穿着

中山装的香港著名歌星张明敏。

他是第一位登上央视春晚的香港歌手，即使普通话唱的不标准，但也能从他的歌

声中感受深深的爱国之情。从那以后，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生活的地方，都会飘荡

着这首歌的旋律，是这首歌把亿万华夏儿女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让我们零距

离的感受我们是骨肉相连、血脉相承的一家人！30 年来,他无数次地登台演唱这

首歌曲，每次演唱，他都和观众一起热血沸腾，激情满怀！这首歌为什么牵动这

么多人的心呢?答案只有五个字——我的中国心！

5.复听歌曲：

提问：歌词中有哪几句使你印象深刻？

（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6.律动体验：

复习巩固附点、切分节奏

7.观赏演唱视频：

教师带领学生根据视频演出方式，对比环节 3中初听歌曲的视频，体会新时代歌

曲音乐风格的变化及歌手爱国之情的永恒，同时根据提示协同完成板书

板书内容：

伴奏音响对比：（实录磁带 vs 现场乐队）表演形式：（独自登台 vs群体伴舞）

象征意义：（爱国“孤”勇者 vs 爱国“群”勇者）【注意：此处在下一环节完成】



8.思想提升：

深究歌曲创作背景

教师根据课件内容口述张明敏从当初许多香港人口中带有引号的“爱国歌手”到

坚定内心经过登台央视春晚洗礼后火爆全国的过程。

9.全体演绎：

根据上述第 2环节的动作设计，配合音乐通过手势舞的表演形式演绎歌曲

10.作业布置：

总结语：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两首 80 年代的著名歌曲《大海啊故乡》、《我

的中国心》。我们感受了海员们的思乡之情，也体会了海外同胞的爱国之情。希

望同学们时刻牢记，我们都是中国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不能忘记中国

是我们的母亲，我们都应该拥有一颗滚烫的中国心。也请同学们回去根据作业自

行完成，欣赏更多的优秀音乐。

作业单：

黄霑 罗大佑 郭文景 李海鹰

代表作

发行日期

喜爱程度



学生能通过听辨两次朗诵的区别感受重点节奏于情感表达的升华；乐于配合教师

根据歌词设计手势动作；能在歌曲背景深究环境下产生共情。

根据歌词朗读的对比，体会音乐元素的多元可用；通过歌曲背景的介绍感悟理解

80 年代人们不畏艰苦，勇于表达的爱国精神，渗透德育教学；手势舞的设计帮

助学生在音乐律动中感受音乐表现的多样化；词曲作者的了解感受中国式音乐歌

曲的豪爽魅力；作业单的设置帮助学生自主探索更多名曲，也为下一课的内容提

前做好预习。

〖第二课时〗

是在收复澳门的历史背景中创作的，其中饱含着深厚

的、渴望回归祖国的强烈真挚情感。由闻一多先生所作的《七子之歌》组诗中的

一首，李海鹰先生作曲，五声宫调式，二段体结构。旋律先抑后扬，用六度大跳

的音程呐喊出对祖国母亲的思念，使得音乐情绪开始高涨直至最后一个深情由坚

定的呼唤。

由香港著名音乐人罗大佑作词曲，用大调式的温暖倾诉了作者

强烈的爱国主义，以含蓄而富于诗意的语言描绘了香港的地理位置、历史沧桑和

迷人的夜色，并以拟人化的手法，借恋人的口吻表现了人们对香港的无限眷恋。

是一首管弦乐曲，在本单元中只欣赏第二乐章。乐曲充满了

浓郁的台湾传统风情，旋律采用了台湾童谣和民歌《大胖呆》、《丢丢铜仔》、《天

黑黑》、《杵歌》中的主题音调进行创作，音乐童趣鲜明。作品主要围绕四个主题

音乐发展而成，在这几首童谣音乐中交错变化，通过儿童视角欣赏着台湾神秘而

又诗人新奇的独特风情，也是一种对童年、对故乡的美好回忆。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学生会更多的乐意表达自我情绪。因此在《东方之珠》

和《七子之歌——澳门》两首歌上会多做演唱情感的要求；对于管弦乐曲《台湾

风情画》的了解，会稍显匮乏，这样充满民族特色的音乐也是少数接触的，因此

在这首作品的教学中需要做到静心欣赏的角度，在泛听的基本基础上，尽量做到

精听，为下一课时的沉浸欣赏做铺垫。



1. 通过欣赏《东方之珠》，体验歌曲内在情感，感受音乐意境。

2. 在理解《七子之歌—澳门》的基础上，能够用适当的速度、力度、音色表现

热爱祖国的赤子之情。

3.欣赏管弦乐《台湾风情画》并挑选两个主题旋律进行精听记忆，感受民族特色

的音乐。

1. 能够有表情、自然的演唱《七子之歌——澳门》，用音乐的语言表现出闻一多

先生的爱国思想

2. 欣赏《台湾风情画》培养更深刻的爱国情感，对待民族音乐有尊重意识且能

听辨不同的音乐主题

钢琴、多媒体设备、课件、作业单

通过上周作业单的分享，导引本节课的几首作品；根据不同分享体会不同作品

表达爱国思想的方式；

1. 作业分享：

请学生根据上节课的作业量表，分享总结喜欢的经典歌曲（《沧海一声笑》、《上

海滩》等）

过渡语：这些都是黄霑的作品，我们也能从他的音乐中感受到中国式的豪爽大气，

江湖上的意气风发。香港乐坛中也有很多优秀的音乐人，其中就有一位教父级人

物——罗大佑

2. 初听歌曲：

欣赏《东方之珠》

3. 感知差异：

感受《东方之珠》与《我的中国心》曲风差别

提问：两首歌曲的表达共通之处是什么？（主观角度）

风格变化在哪里？（强烈与温柔）

为什么？（后者从自我角度豪迈表达爱国，前者运用拟人手法，用情歌的



感觉演唱表达）

4. 歌曲创作背景讲解

5. 复听歌曲：

观察谱面，判定歌曲调式；寻找特殊节奏的运用

（五声调式；三连音、四十六的节奏）

6. 风格感受：

教师带领学生浅浅哼唱，感受三连音与四十六节奏下一字多音的演唱使得音乐的

流行性风格明显。

7. 区分节奏：

完成实践创造题目，区别三连音与前八后十六节奏

学生能听辨两首歌曲的风格差异；通过特殊节奏的体验能姣好的完成乐句演

唱；

作业分享让学生听赏经典歌曲，区别于现今流行曲风的听觉感受；听辨《东

方之珠》与《我的中国心》从泛听到精听的要求递增培养良好的欣赏状态；观察

谱面能使学生将听觉视觉联动，感受音乐风格变化是随音乐节奏要素变化的。

理解《七子之歌》的深刻内涵；听辨歌曲演唱形式及音色的变化，结合歌词感受

内涵深意；用充满情感的声音演唱歌曲。

1. 历史回顾：通过视频了解七子历史

2. 初听歌曲：听辨演唱形式



（领唱、合唱）

听辨音色 （童声、混声）

3. 复听歌曲：

欣赏澳门回归时的 MV视频，感受澳门人民真切质朴的喜悦之情

4. 观察谱面：

找到混声合唱时的歌词乐句，结合歌词感悟

提问：为什么这里变换了音色？（音乐情绪的高涨，也是强调三百年不得回家的

苦楚及深深的思念）

5. 思想碰撞：

讨论演唱情绪

邀请学生回答领唱音色的演唱要求与合唱音色的演唱要求

（领唱部分要用柔美，清澈的音色，是以稚子的角度淳朴自然描述自己的来历；

合唱部分音乐开始起伏，对音色也有更高的要求，要做到充分的咬字状态，比之

前者稍显夸张的表情，用上下通透的力量展现迫切呼唤母亲的情感。）

6. 师生合作：演唱歌曲

泛听时就能注意音色的变化，听辨音乐情绪的变化；能完成师生合作，根据

教师的手势完善歌曲演唱时更精细的情感表达。

通过视频欣赏直观的感受七子历史，能产生较强烈的共情；两次欣赏前后做

不同要求对比提升课堂专注力；演唱情绪要求的讨论检验学生对歌唱技巧的掌握。

聆听欣赏《台湾风情画》第二乐章，唱响其中的民歌音调；能沉浸的欣赏管



弦乐，专注音画结合的感受

1.泛听：

听赏《大胖呆》

提问：你听清楚唱的什么意思吗？（大什么呆）

过渡语：刚刚这首是台湾童谣《大胖呆》，歌词大意就是炒韭菜。贴近生活，充

满童趣。

3. 模拟：

复听大胖呆主要乐句，根据耳朵听到的咬字音节尝试将闽南语发音记住并用方言

演唱旋律

4. 精听：

跟随音乐结合课本主题旋律，唱一唱《大胖呆》主题

3. 记忆：

初听《丢丢铜仔》

提问：你听完后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词？（丢）

小结语：这首歌曲是流行于福建和台湾宜兰县的童谣歌曲《丢丢铜仔》，描写的

是老式火车穿过隧道、道顶落水的情景。

4. 感受：

听赏《天黑黑》

提问：歌曲给你一种什么感受？（舞蹈性的摇摆）

唱一唱这一主题

8. 欣赏：

听赏《杵歌》

9. 完整聆听：



视频欣赏听辨音乐主题 （请学生上台在主题出现时做标记）

能认真的欣赏充满乐趣的童谣，完成主题旋律的记忆；根据音乐旋律的变化

听辨乐曲中主题的变化。

通过童谣歌曲的大致了解并模拟有趣童谣的演唱方式来感受充满民族特色

的音乐风格；通过视频的欣赏根据乐器演奏变化能更清晰听辨音乐主题；感受交

响乐的民族化音乐风格为后续学习做铺垫。

〖第三课时〗

交响序曲《御风万里》是作曲家郭文景先生应邀为 1997 年香港回归晚会而

作的一首作品。乐曲具有意大利序曲的一般快——慢——快的特点：快板部分满

溢激动热烈之情，欢呼庆祝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慢板部分则使用复调

手法将汉、蒙、藏、哈萨克民族的民歌融为一体，既表述各民族一起庆祝也仿佛

诉说了对于这一历史时刻终于到来的百感交集之复杂情感。

经过上节课台湾民歌的了解，本节课更容易从民歌欣赏的角度拓宽学生的审

美阈值，帮助其知晓更多富有民族特色且优秀的民歌作品；听赏乐曲，感受交响

乐的民族化也有助于提升民族自豪感；

钢琴、多媒体设备、课件

1. 欣赏《御风万里》提高对中国民歌与音乐创作渊源的认识。

2. 学唱两首民歌主题，加深对音乐所传达的情感领悟。

1、 聆听《御风万里》的音乐情绪和音乐风格,认识中西合璧的意义。

2、 分辨《御风万里》中的汉藏蒙等民族音调主题。



初步了解民歌概念，知晓劳动号子；熟悉音乐主题，能唱出号子的韵味；

1. 初听旋律：

欣赏《黄河船夫曲》

提问：音乐情绪如何？

（粗犷、豪放、深沉）

2. 介绍民歌：

提问：你对民歌概念了解多少？

小结语：民歌是起源于或流传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百姓中间并成为他们独特文

化一部分的歌曲，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经过集体的加工，表达劳动人民的思想、感

情、意志、要求和愿望，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各民族文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3. 复听旋律：

提问：再次欣赏歌曲后，你觉得歌曲是在什么情况下演唱的？（船只摇摆时）

演唱者给你一种什么感受？（淳朴，声音亮）

4. 背景介绍：

过渡语：《黄河船夫曲》是一首在“摆渡”中哼唱的歌曲，船工在“摆渡”时的

节奏性不强，劳动气氛也比较和缓，显得节奏自由，旋律舒展。

5. 模仿唱腔：

“隔空对唱”小游戏，教师组织将学生分为两大阵营——分隔对站，学生轮流根

据课件提示一对一进行回应式对唱，体验船夫“摆渡”的状态悠扬

6. 三听旋律

全体一起跟随音频，结合歌词代入船夫角色模拟在劳动中唱号子的感觉，体会船

夫摆渡时的不易与不畏艰险的精神。



通过反复聆听欣赏能自然记忆主题旋律；乐意在模仿高亢嘹亮的唱腔中感受

船工摆渡时的游刃有余；

根据三次反复聆听音乐加深主题旋律的记忆，对后续欣赏管弦乐抓主题有帮

助；在有趣的劳动号子唱腔模仿过程中拉近了与民歌的距离，丰富音乐欣赏的多

元性；在背景伴奏的帮助下深入情境感受“摆渡”状态下自由的唱腔韵味深远。

能根据音频听辨出《嘎达梅林》的旋律；学习第二主题旋律，并用有感情的

声音演唱主题；

1. 听辨旋律：

欣赏音频并提问：这段音频的主题旋律你听出来了吗？（黄河船夫曲）

还能听出另外一段娓娓道来的音乐吗？（部分学生举手）

2. 介绍主题：

过渡语：《嘎达梅林》是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内容唱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

右，在蒙古东部哲里木盟一位蒙古英雄嘎达梅林（“嘎达”是英雄在家的排行最

小，“梅林”是他在王府担任的一个职位很低的官名），率领人民起来反抗封建

王爷和反动军阀的斗争故事。全诗很长，经常演唱的是由作曲家安波整理译配的

四段词。

3. 聆听音乐：

听赏《嘎达梅林》

提问：歌词中的鸿雁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一种鸟）

小结语：鸿雁是一种候鸟，它在蒙古人心中是对故土、对友情的依恋和忠诚的象

征。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生活在草原上，将草木和动物视为心灵的

朋友，那是他们特有的审美情感。从古到今的蒙古民歌中，有大量的的歌曲都是

歌唱动物的，以动物的名字为歌名，其中草原上的骏马和天上的鸿雁都是最容易

被歌手吟唱的。

4. 欣赏视频：

欣赏《嘎达梅林》的演唱视频，多元了解蒙古族音乐的魅力

5. 跟唱旋律：

师弹钢琴伴奏，带领学生一起哼唱一遍旋律，感受旋律线条的缓慢悠扬

根据上一环节《黄河船夫曲》的旋律记忆能够听辨圆号低沉的音色以《嘎达

梅林》的旋律出现；通过鸿雁对蒙古族人民的意义加深歌曲演唱时的情感演绎。



听辨另外主题的旋律和音色锻炼了学生欣赏过程中的专注力和对不同乐器

音色的敏感性；鸿雁的意义了解帮助后续讲解乐曲背景时点题作曲家对各民族民

歌融合选取的巧妙心思，帮助感受音乐情绪的复杂交织。

感受藏族和哈萨克族的能歌善舞；感受演绎音乐的舞蹈性；能通过三连音和

四十六节奏的交替出现感受音乐线条走向

1. 听辨主题：

欣赏《囊玛》主题

提问：演奏乐器发生什么转变？（改由小提琴演奏）

2. 舞蹈体验：

过渡语：我们都知道，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囊玛就是藏族人民的传统歌

舞之一。下面就让我们学习几个简单的舞蹈动作。

师生一起设计简单的舞蹈动作，跟随音乐舞动。

3. 新主题：

过渡语：除了上边我们学过的三首民歌片段，还有一个音乐主题，大家听这是哪

个民族的音乐？又是由什么乐器演奏的？（哈萨克族，短笛，短笛的音色——清

脆、明亮。）这段音乐节奏紧凑，情绪热烈，洋溢着哈萨克族民歌豪放宽广的性

格特征。

4. 听辨乐器

欣赏音频并提问:这次的演奏乐器是？（笛子）

有何根据？（嘹亮，传得远）

5. 复听主题：

观察谱面，再次聆听，抓住特殊节奏

6. 完整聆听：

欣赏四首民歌融合的完整乐段，请学生听辨主题

提问：哪首主题旋律一直没有离开？（黄河船夫曲）

7. 背景探究：

过渡语：1997 年 7 月 1 日，对于炎黄子孙来说是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因为就在

这一天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百年耻辱在这一刻成为历史，举国上下到处是欢欣激

越的情绪。有一首作品把当时人们那种百感交集欢欣激越的情绪表达的淋漓极致，

这首作品是应香港特区庆委会之约而作，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回归之夜在香港首

演。这就是郭文景先生创作的交响序曲——《御风万里》。

8. 欣赏：



B1 部分

提问：四首民歌融合在一起有何寓意？（寓意全民族的团结一心，欢呼庆祝）

为何单单放了这四首民歌？（蒙古族的鸿雁和嘎达梅林，表示对故土对同

胞的衷心祝福；能歌善舞的哈萨克族和藏族用笛子和小提琴嘹亮高亢的音色舞动

音乐旋律，表达庆贺之意。）

为什么《黄河船夫曲》没有离开过？（黄河是母亲河）

B2 部分

提问：当所有四首民歌完全包容在一起后，弦乐声部以强力度齐奏出《黄河船夫

曲》的旋律。

我们听这段旋律在情绪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激昂了，气势上刚劲挺拔

势不可挡）

那它象征着什么呢？（在各族人民的努力下，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9.欣赏视频：

了解管弦乐队编制

8. 单元回顾总结

课时 第一课 第二课 第三课

内容 《大海啊故乡》、

《我的中国心》

《七子之歌——

澳门》、《东方之

珠》、《台湾风情

画》

《御风万里》

风格主题情绪 思乡、抒情；思家

国、强烈

思家国、坚定强

烈；颂家乡，抒情

温柔；颂家乡，欢

喜雀跃

颂祖国，庆香港回

归，情绪坚定强

烈，充满民族特色

能够理解感受四首民歌所蕴含的深意，辨别乐器音色的变化；升华了思想情感；

复习加深了管弦乐队编制的知识。

听辨音色提高学生对不同乐器音色所表现的音乐情绪感受的敏锐度；特殊节奏的

抓听锻炼音乐听辨的能力；舞蹈动作的设计开发学生对音乐感受的理解表达；B1、

B2 部分的欣赏问答完善德育教育，提高民族自豪感；单元总结量表的回顾作为

初次尝试，帮助将所欣赏过的音乐内容转化为块状知识，加深记忆，方便储存。



以上三篇教学设计能比较完整的概括本单元所涉及到的曲目内容：

课时连接之间的延续性：

本单元课时设计是根据听赏自主思考大于教师多讲解引导的角度设置。第一

课时通过海浪鼓真实音色环绕使学生感悟沉浸式体验；在第一课时与第二课时之

间用作业布置的方式将课时内容延续连接；在第二课时与第三课时之间用交响音

乐民族化的演奏欣赏方式连接，合理设置内容，让学生充分充实的欣赏这些具有

重要意义并涵盖历史脚步的伟大作品。

围绕新课标教学策略：

根据 2022新课标的教学策略中指出“应注意以音乐为本，从音响出发，以

听赏为主，以讲解、讨论为辅...采用多种形式调动学生多感官参与音乐体验，引

发他们的联想和想象...”本单元的三个课程设置中都采用多聆听、多思考的形式

带动学生：在第一课时《大海啊故乡》通过视频欣赏了解歌曲的年代感，激发学

生对“老歌”听觉感受的“新奇”体验；根据评价量表引导学生多角度考虑完善

演出效果。在第二课时《七子之歌——澳门》中通过朗诵的方式结合七子历史视

频的了解提升文化理解；通过五声调式音阶的寻找感悟音乐人浪漫的表达。在第

三课时《御风万里》中根据民歌主题中的事物了解民族特色；反复聆听辨别乐器

音色感受音乐流动的表达。

积极推动学生主观能动性：

课堂中要主要体现学生的“学”而不是大量的“被学”，但笔者认为有时候

学生的不主动性才是造成教与学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以上三篇教学设计中都能看

到学生的主动性。在第一课《大海啊故乡》中通过有趣的吹海螺练声方式“拎”

起声音状态，解决重点乐句的演唱提升学生自信心；教师陪伴舞台，由教师朗诵

引导情感学生设计动作完善演出的方式提高积极参与性。在第二课时中，着重欣

赏听辨，思考演唱情绪等活动都在鼓励学生的主动性。第三课时中“隔空对唱”

的小游戏环节，已经从前两个课时中需要小组合作式的群体活动升级成对唱式的

个体展现，此时教师已经是“半隐身”状态与课堂中，大部分学生已经可以克服

青春期害怕受到过度关注的羞涩感，从而自信的展现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