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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同	学	们

你喜欢旅行吗？搭上火车、乘上飞机，去饱览

自然的美景，领略形态各异的风土人情，观赏巧夺

天工的建筑……

现在，让音乐伴随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当我们相聚在北京，《北京童谣》会在你耳

边回响; 走进神奇的巴蜀大地，《山娃娃》会领你

去细细品味巴蜀之声; 踏上美丽的大草原，悠扬的

《牧歌》、激烈的《赛马》、绿色的草地让你仿佛

置身于天堂。

你听，那《如歌的行板》，把我们带进音乐的

殿堂，开始这一段丰富多彩的音乐旅程。



第一单元  巴蜀放歌 

巴渝之声	

欣  赏	 山娃娃	 4

唱  歌	 嘉陵江的孩子	 6

	 走街街	 8

蜀州之韵	

欣  赏	 高高山上	 10

唱  歌	 苏木地伟	 12

	 你知道吗 ？

 前奏、间奏

第二单元  主题音乐活动

              ——相聚北京 

欣  赏	 北京欢迎你	 15

	 北京颂歌	 16

	 故乡是北京	 16

唱  歌	 我多想看看	 17

	 美丽的鸟巢	 18

欣  赏	 北京童谣	 20

第三单元  美丽的大草原 

牧歌声声	

欣  赏	 牧歌	 22

	 草原牧歌	 23

骏马奔驰	

欣  赏	 赛马	 24

	 吉祥颂	 25

唱  歌	 我是草原小骑手	 26

欣  赏	 富饶辽阔的阿拉善	 28

	 森吉德玛	 28

葫芦丝吹奏	 29

你知道吗 ？

 无伴奏合唱、马头琴、二胡、呼麦、

长调、短调

音乐家介绍

 瞿希贤



第五单元  地球，我们的家 

我们住在地球村	

欣  赏	 地球，地球，我们的家	40

唱  歌	 地球，你好吗	 42

我爱地球妈妈	

欣  赏	 装扮蓝色的地球	 44

葫芦丝吹奏	 45

欣  赏	 海	 46

唱  歌	 地球乡音	 48

你知道吗 ？

 弱起小节

音乐家介绍

 德彪西

第四单元  迷人的弦乐 

跳动的琴弦	

欣  赏	 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30

	 幽默曲	 32

	 天鹅	 34

	 大象	 35

唱  歌	 我和提琴	 36

流淌的乐声	

欣  赏	 如歌的行板	 37

唱  歌	 夜曲	 38

你知道吗 ？

 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弦乐四

重奏、速度、速度术语

音乐家介绍

 圣-桑、柴可夫斯基

蓓蕾竞放    50

选唱歌曲  54

	 西风的话	 54

	 驾着太阳，驾着月亮	 56

	 我跟阿爹拉骆驼	 58

	 水乡歌	 	 59

选听曲目  59

	 红红的中国结	 59

	 匈牙利舞曲第五号	 59

	 卡通·卡通	 59

音乐故事  施光南的童年梦 60



山  娃  娃

（童声无伴奏合唱）

 孙国胜 词

1= B  4
4  晓鸥 曲

恬静、空旷地 美兰 改编

聆听后，学唱以上合唱片段，感受歌曲第二声部的表现作用。

4



传说中“音乐的萌芽”之地——重庆市南山风景区涂山

“国立音乐院”旧址纪念碑——重庆市
沙坪坝区青木关

施光南音乐广场

5



嘉陵江的孩子

1= F  2
4  王光池 词

中速 自豪、宽广地 潘裕礼 曲

6



7



走  街  街

1= E  2
4  重庆市沙坪坝实验一小集体 词

中速 热情地 张美蓉 曲

8



1.试着用重庆方言唱一唱，很有趣哟！

2.在拍手图标处编创不一样的节奏拍一拍。

前奏：主旋律之前的一段序曲，它负有美化歌曲并引出主题的使命。

间奏：指在歌曲的乐段或乐句之间，由乐器演奏的，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的旋律。

9



高 高 山 上

——选自管弦乐组曲《四川组曲》

(管弦乐)

主题：

1= G  2
4

稍慢 自由地 罗忠  曲

1.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你联想到怎样的画面？

2.跟琴用“lu”哼唱主题旋律。

10



3.唱唱以下三段旋律，说说乐曲运用了哪首民歌旋律。

1= E  2
4  川北民歌《尖尖山》

 
1= F  2

4  四川民歌《康定情歌》

1= F  2
4  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

11



苏 木 地 伟
 四川凉山彝族民歌

1= G  2
4  甲拉伍聂 词

热情地 安渝 曲 

(苏木地伟：彝语，意为“尊贵的客人”)

12



1.你能编创不同的节奏，并加上“苏尼苏达朵朵”给大家念一念吗？

例： 2
4

2.唱会下面唱段后，请在方框内另填新词再唱一唱。

1= B  2
4  

小快板 重庆秀山花灯《观灯》

13



你踏着太平洋的浪花，我披着帕米尔的云彩，我们同到北京

来。北京的故事神秘动人，北京的今天潇洒气派。来吧，朋友，北

京欢迎你！来吧，朋友，让我们在歌声中相聚。

活动场景

相聚北京。

人物

国际友人、各民族代表、红领巾志愿服务者。

活动内容提示

1.北京欢迎你。

2.迷人的北京。

3.京腔京调话北京。

活动要求及步骤

(一)准备活动

1.收集整理相关资料(每组学生可选择一个板块内容)。

2.制订活动方案。

3.小组排练。

(二)活动展示

1.分组介绍活动方案。

2.分组表演展示。

14



北京欢迎你

(齐唱)

1= D  4
4  林夕 词

热情地 小柯 曲

请唱唱以上歌曲片段。

15



北 京 颂 歌

（男声独唱）

1= F  4
4  洪源 词

中速 庄严地 田光、傅晶 曲

故乡是北京

（女声独唱）

1= B  4
4  阎肃 词

深情地 姚明 曲

16



我多想看看

1= E  2
4  王宝柱 词

中速 呼格吉夫 曲

17



美丽的鸟巢

1= F  4
4  张欣 词

抒情、亲切地 龚耀年 曲

18



19



北 京 童 谣

（童声合唱）

1= D  1
4  2

4  晓诚 词

热情、赞美地 杨春华 曲

欣赏后，哼唱旋律片段，感受京歌的韵味。

20



活动评价

活动内容 参与情况 活动设计 表演展示

自评

互评

师评

综合

项目

形式

21



牧    歌

（无伴奏合唱）

 蒙古族民歌

1= G  2
4  海默 词

辽阔、优美地 瞿希贤 改编

22



瞿希贤(1919-2008)：作曲家，曾任中国音乐家协

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把我的奶名儿叫》、电影音乐《青春之歌》、无伴奏

合唱《牧歌》等。

草 原 牧 歌

（马头琴与乐队）

主题：

1= G  4
4  向异 曲

中速 开阔、奔放地 贾铭 改编

音乐主题在乐曲中出现了									次，其中用马头琴主奏的有									次。

无伴奏合唱：指仅用人声演唱而不用乐器伴奏的多声部演唱形式，也包括

为此写作的声乐曲。

马头琴：蒙古族民间拉弦乐器，因琴杆上端雕

有马头而得名。其音色纯朴、浑厚，富有沁人心脾

的草原气息。

23



赛    马

（二胡独奏）

黄海怀 曲

沈利群 改编

主题一：

1= F  2
4  

奔放、热情地 

二胡：拉弦乐器，因有内外二弦而得名。其低

音区音色饱满有力，中音区音色柔和，高音区音色

清晰，表现力丰富，是我国拉弦乐器中的主要乐器

之一。

主题二：

1= F  2
4

欢乐地

24



1.编创恰当的节奏为乐曲主题二伴奏。

2.请你用学过的打击乐器和人声模仿马蹄声、扬鞭声、铃铛声，并随着音乐模仿

策马扬鞭的动作。

吉  祥  颂

（呼麦）

 蒙古族民歌

呼麦：由喉咙紧缩而唱出“双声”的泛音咏唱技法。“双声”指一个人在

演唱时能同时发出两个高低不同的声音。呼麦又称“蒙古喉音”。2006年，蒙

古族呼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呼麦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5



我是草原小骑手

1= D  2
4  刘雅华 词

稍快 自豪地 汪景仁 曲

26



骑马扬鞭 套马

抖肩 压腕

随音乐进行表演。

27



富饶辽阔的阿拉善

（女声独唱）

1= D
自由节奏 蒙古族民歌

森 吉 德 玛

（男声独唱）

 内蒙古鄂尔多斯民歌

 松华 编曲

1= D  2
4  阿拉坦仓 译词

深情、优美地 西彤、松华 编词配歌

对比以上两首作品，说说它们各自的音乐特点。

28



长调：蒙古族长调，意即长歌，它的特点为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

由，宜于叙事、抒情，被称为“草原音乐活化石”。2008年，长调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短调：短调在蒙古语中称为“宝古尼道”，与长调民歌相对而言，泛指曲

调短小、具有明确节奏、节拍的歌曲。其音乐特点为曲调简洁，装饰音较少，

旋律起伏不大，带有鲜明的宣叙性特征。

草  原  上
 蒙古族民歌

1= C  4
4  (全按作 ) 陈文哲 填词

中速 悠扬地 湘兰 编曲

唱一唱，并用葫芦丝吹奏二声部旋律为歌曲伴奏。

29



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小提琴独奏)

陈钢 曲

主题一：

1= E  7
8

中速 流畅地 

30



1.随音乐哼唱旋律，说说它由哪几个音构成，请按音高顺序由低至高进行排列。

1= E  7
8

2.视唱主题二的旋律，并编创具有新疆音乐风格的节奏为音乐伴奏。

主题二：

1= D  2
4

快板

31



幽  默  曲

（小提琴独奏）

[捷克]德沃夏克 曲

主题一：

1= G  2
4

缓慢 优雅地 

32



主题二：

1= B  2
4

中速

小提琴：西洋弓弦乐器，其音色优美、音域广阔、

表现力强，被誉为乐器中的“皇后”，也是重要的独奏

乐器。

1.视唱下列两个旋律片段，说说带给你什么不同的感受。

片段一：

1= C  2
4

片段二：

1= C  2
4

2.《幽默曲》可分为几个部分？聆听后用线条或图形记录下来，与同学进行交流。

33



天    鹅

——选自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

(大提琴独奏)

主题：

1= D  6
4

缓慢 宁静地 [法国]圣-桑 曲

大提琴：西洋管弦乐队中低音弦乐器，其音色浑厚，也可

作为独奏乐器。

圣-桑(1835-1921)：法国作曲家，创作了管弦乐曲、歌

剧、交响诗等作品，代表作有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等。

34



大    象

——选自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

(低音提琴独奏)

主题：

1= E  3
8

中速 [法国]圣-桑 曲

低音提琴：西洋管弦乐队中最低音弦乐器，又称倍大提

琴，其音色低沉柔和。

1.对比聆听《天鹅》和《大象》这两首乐曲，说说不同的速度在表现两种不同的

动物形象时的作用。

2.大提琴、低音提琴有不同的音色，说说它们在表现动物形象时的作用。

3.你知道这两首乐曲的伴奏乐器是什么吗？

35



我 和 提 琴

1= D  3
8  挪威民歌

中速 冯金中 译配

36



如歌的行板

（弦乐四重奏）

[俄国]柴可夫斯基 曲

主题一：

1= B  2
4  3

4
流畅、抒情地 

主题二：

1= D  2
4

优美地

采用行板和快板两种速度分别唱唱主题一的旋律，说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弦乐四重奏：通常是由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组合而成的

室内乐演奏形式。

柴可夫斯基(1840-1893)：俄国浪漫乐派作曲家，在

交响曲、歌剧、舞剧、协奏曲、音乐会序曲、室内乐以及

声乐浪漫曲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名作，其风格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了很多后来者。代表作有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悲

怆”》、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舞剧《天鹅湖》

《胡桃夹子》《睡美人》等。

37



夜    曲

1= A  4
4  5

4  俄罗斯民歌

宁静地 章连启 填词

38



2.唱一唱。

1= F  4
4

幽静、舒缓地

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基本要素，它决定了音乐的快慢，影响了作品

的情感与演奏难度。

常用速度术语列表

Presto 急板 184～220bpm

Allegro 快板 132～176bpm

Andante 行板 66bpm

Lento 慢板 52～54bpm

Largo 广板 46～50bpm

1.请为下列乐曲选择合适的速度。

《天鹅》	 慢板

《如歌的行板》	 快板

《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行板

(bpm：拍每分钟)

39



地球，地球，我们的家

（童声合唱）

1= E  2
4  三丫 词

活泼、优美地 刘世虎 曲

40



《地球村》

 健全 词

1= C  2
4  温弘之 曲

中速 湘兰 改编

1.《地球，地球，我们的家》第一部分采用了什么演唱形式？与第二部分比较，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唱一唱。

41



地球，你好吗

1= G  4
4  

中速 王新宇 词曲

42



弱起小节：从弱拍或次强拍起的小节(或称为不完全小节)。弱起小节的歌

(乐)曲的最后结束小节往往也是不完整的，首尾相加其拍数正好相当于一个完

全小节。

43



装扮蓝色的地球

（童声合唱）

1= E  4
4  陈镒康 词

活跃、有弹性地 侯小声 曲

44



地  球  歌
 曾泉星 词

1= C  3
4  (全按作 ) 黄振平 曲

将《地球歌》改写成四二拍，并唱一唱。与四三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 E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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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交响诗）

主题：

1= C  3
8  

摇曳地 [法国]德彪西 曲

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请你用语言或者简单的符号记录下来，并与同学交流。

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是印象

主义音乐的鼻祖，对欧美各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

表作有管弦乐《大海》《牧神午后前奏曲》、钢琴曲《前奏

曲》、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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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我的母亲
																							郭沫若

地球，我的母亲！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

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里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报答你的深恩？

……

(1)《夜曲》	 [波兰]肖邦	曲

(2)《梦幻曲》	 [德国]舒曼	曲

(3)《如歌的行板》(第一、第二乐章)	 [俄国]柴可夫斯基	曲

2.聆听以下音乐片段，请选择音乐为诗歌朗诵配乐。

1.配乐朗诵。

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请你用语言或者简单的符号记录下来，并与同学交流。

47



地 球 乡 音

1= F  3
4  

深情地 人里人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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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唱一唱加入拟声词的旋律片段。

2.换上有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唱一唱，体验一下生动有趣的大自然。

3.请将以上旋律片段加进歌里唱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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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舞台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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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个
小
歌
手

随音乐表演
模仿音乐家

51



1.《北京欢迎你》

2.《苏木地伟》

1.《我多想看看》

2.《我和提琴》

2.《地球，你好吗》

1.《美丽的鸟巢》

背唱歌曲。 乐器演奏。

模仿音乐家

当个小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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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街街》

2.《嘉陵江的孩子》

3.《我是草原小骑手》

4.《地球乡音》

5.自选

随着音乐表演童话角色。

随音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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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风 的 话
 廖辅叔 词

1= F  4
4  黄自 曲

行板 刘镇钰配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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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着太阳，驾着月亮

1= B  4
4  2

4  李幼容 词

每分钟114拍 徐锡宜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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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阿爹拉骆驼

1= F  2
4  石夫 词曲

中速 富有情趣地  湘兰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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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的中国结》 重唱
魏德泮 词

潘振声 曲

《匈牙利舞曲第五号》 管弦乐 [德国]勃拉姆斯 曲

《卡通·卡通》 歌表演
黄灵光 词

苏永进 曲

水  乡  歌

1= G  2
4  文丙 词

民歌风 活泼地 友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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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光南的童年梦

施光南于1940年出生在重庆市。他从小就喜爱音乐，一次，

老师教唱《两只老虎》，他灵机一动，即兴唱出：“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要吃饭，要吃饭，吃饭没有小菜……”把同学们逗得

哄堂大笑。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重庆市举办小学生歌咏比赛。他唱着

自己编的歌曲—《春天来了》参加比赛，获二等奖，还得了奖

品—一匹小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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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光南学习刻苦，又具有扎实的民

间音乐基础，后来创作了歌曲《台湾当归

谣》《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

歌》和歌剧《伤逝》《屈原》等许多优秀

的音乐作品，成为人民爱戴的音乐家。

后来，施光南随父

母到了北京。在上中学

时，他创作改编了不少

民歌。有的歌曲成为音

乐团体的演出节目，其

改编的俄罗斯民歌《懒

惰的杜尼亚》就是其中

的一首。

高中快毕业时，他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主考的教授发现他对

音乐充满想象力和激情，就安排他在音乐学院附中插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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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2
4  (全按作 )

苏 木 地 伟

 安渝 曲

1= C  2
4  (全按作 ) 陈玉梅 收集

1= C  2
4  (全按作 )

1= C  4
4  (全按作 )

北京欢迎你

1= C  4
4  (全按作 ) 小柯 曲

金色的孔雀

1= C  2
4  (全按作 ) 

稍快 余天佑 曲
一、练习曲

1.

2.

3.

二、乐曲

葫芦丝吹奏常识

青 春 舞 曲

 维吾尔族民歌

1= C  2
4 (全按作 )  王洛宾 改编



2.

1= C  4
4

稍快 希希 曲

1= C  2
4  《太阳出来喜洋洋》

欢快地 金鼓 曲

1= C  4
4  《老军乐队》

进行曲速度 活泼地 美国儿歌

春天来了

1= C  4
4  

中速 欢乐地 德国歌曲

鹰

1= C  4
4  

舒展地 [日本]梁田贞 曲一、练习曲

1.

3.

二、乐曲

口琴吹奏常识



为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落实

新修订课程标准的要求，我们根据《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基本

理念和要求，在广泛听取实验区（县）师生和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对本套教科

书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教科书具有以下主要特色：

第一，教材选用了云、贵、川、渝、西北、沿海等地和汉、藏、彝、傣等民族

的民歌、民乐、民间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

郁的民族风格。

第二，教材丰富和加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关中国音乐部分的教学内容

和教学力度，精选了我国戏曲和说唱音乐片段，培养和增强了学生对民族音乐艺术

的认知和感情，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第三，精选了一批与时俱进的最新音乐作品为教材内容，增强教材的时代感和

活力。

第四，紧密结合唱歌、欣赏教学和编创活动，合理编入音乐基础知识和音乐技

能训练，从而突出音乐学科特点。

第五，改进和加强编创活动的内容和安排，注意学生的年龄特征，注重培养学

生的形象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第六，突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传统及尊师敬老、互助互爱等思想品

德、文明习惯的教育培养。

第七，增加选唱歌曲和选听曲目，为执教教师提供自由选用教材的条件，利于

学生学习，便于教师教学操作，也有助于开展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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