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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琼 北京市朝阳区教师发展学院

科 目 音 乐
课程

类型

鉴赏

课

授课时

间： 年 月 日
年级

授课内容 第二单元《音乐与自然》

单元总

课时
3

分课时 2

课 题 第二节《四季更替》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1.了解各种音乐要素对音乐形象的塑造。

2.了解场景情感的营造手法和作用。

3.认识相关乐器、音乐家和音乐文化。

能力目标
有意识地从音乐的表现手段去聆听、分析音乐，提高相应的理解音

乐和欣赏音乐的能力。

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

感受音乐中四季的生命气息，热爱大自然，产生用音乐表现大自然、

赞颂大自然的意愿。

教学重点

1.聆听、感受乐曲对音乐形象的塑造。

2.学习场景情感的营造手法和作用。

教学难点

理解不同音乐形象和场景情感的营造手法及其作用。

教学方法 聆听体验法、讲授法、演示法、对比法、分析法。

教学设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教 学 意 图

导入

新课

欣赏作品

第一首

《 春 天 的 芭

蕾》

一、导入

春天万物熙熙，夏天百草葱郁，秋天霜白叶

落，冬天寒风瑟瑟。大自然的四季各具特色，音

乐的世界又是如何对四季更迭进行表现的呢？就

让我们通过本节的曲目一起来欣赏和感受吧。

二、新课

（一）《春天的芭蕾》

1.聆听与感悟。

聆听、思考《春天的芭蕾》。

说一说歌曲中的哪个片段能让你感受到春天

的轻盈、雀跃和无限生机。

调整状态进入学

习。

带着问题聆听。

对比，回答。

感受音乐营造的

四季氛围。

通过几首音乐作

品的对比，引导

学生思考。



欣赏作品

第二首

《仲夏夜之

梦》序曲

2.唱奏表演。

随歌曲舞动，注意舞出三拍子的节奏感和律

动感。

原地，律动。

分组，律动。

根据教室空间，设计律动路线。

3.分析欣赏。

《春天的芭蕾》是一首节奏欢快、旋律优美、

充满时代气息的歌曲，散发着春天的活力，唱出

了当代人的幸福生活与欢乐心情。

第一乐段，在节奏中朗诵歌词。表达出对春

天的期盼，注意平缓的速度和稳定的气息。

第二乐段，师生、生生伴唱主旋律，注意音

区区分。

第三乐段，了解花腔技巧，降低八度尝试。

第四乐段，尾声，再次翩翩起舞。

4.文化理解。

《春天的芭蕾》词曲作者将春天的气息融入

歌曲的创作，其圆舞曲的曲风和高难度的花腔唱

法，都是对春天无限生机的表达与演绎，表现出

一年之计在于春的雀跃和期待。

请思考，还有哪些音乐要素的变化能够较好

地表现春天的气息。

（二）《仲夏夜之梦》序曲

1.聆听与感悟。

聆听作品，说一说音乐描绘了怎样的场景，

有什么样的音乐形象，自己听后有何感受。

提问：此音乐形象主要是由哪些音乐要素塑

造的？

2.唱奏表演。

选择作品中精灵主题、爱情主题的旋律进行

聆听，起舞。

在不同的方式中

感受三拍子的强

弱规律和律动

感。

按照节拍、节奏

朗诵歌词，熟悉

歌曲。

师生、生生伴唱

主旋律，注意音

区区分。

降低难度模仿花

腔技巧。

在学习了解后，

再次舞动。

视听理解。

聆听感受，思考

回答。

在身体律动和互

动律动中感受歌

曲的律动。

分段聆听歌曲，

介绍相关知识，

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作品。

课堂导向，课下

形成欣赏习惯。



哼唱，思考它们表达了相应主题的哪些特点。

提问：不同主题的色彩是用什么乐器和方式

表达的？

精灵主题：由小提琴主奏，采用断奏和拨弦的演

奏技法。

爱情主题：由小提琴主奏，木管、铜管穿插其中。

3．分析欣赏。

《仲夏夜之梦》序曲是门德尔松为莎士比亚

的喜剧《仲夏夜之梦》创作的配乐，以优美的旋

律和巧妙的配器手法而著称。

奏鸣曲式结构，由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

组成。呈示部包含引子、主部主题、连接部、副

部主题、结束部五个部分。

引子由木管乐器组合奏的四个平静的和声进

行开始，而后完成了同主音大小调的转换，结束

在 e 小调主和弦上。主部主题也被称为“精灵主

题”，由小提琴主奏，采用断奏和拨弦的演奏技

法，仿佛有精灵在周围飞舞嬉戏。连接部力度加

大，与主题形成鲜明对比，后由单簧管和小提琴

的演奏进入副部主题。副部主题为主人公的爱情

主题，由小提琴主奏，木管、铜管穿插其中。最

后，结束部回归到主部主题。

4.文化理解。

标题音乐  创作时按照标题进行构思，并要

求听众依据标题的提示去听赏的器乐作品。

序曲  在歌剧或大型器乐作品等开始前演

奏的乐曲。19 世纪出现了专门为音乐会演奏而创

作的管弦乐作品，被称为“音乐会序曲”，由门

德尔松首创，其标题与音乐思想内容联系紧密，

多为奏鸣曲式结构。《仲夏夜之梦》序曲是标题

音乐与序曲的结合。

《仲夏夜之梦》序曲通过不同音乐主题塑造

了不同性格的戏剧角色，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标

题音乐的文学性。

浪漫主义时期一般指 19 世纪初至中叶欧洲

带着问题感悟聆

听。

分析，回答问题。

完整聆听和分段

聆听结合。

思考，回答。

分组哼唱。

感悟作品结构以

及乐器音色、演

奏法、调式等对

音乐表达和形象

塑造的作用。

视听理解。

查找欣赏。

整体聆听，初步

形成音乐形象。

采用对比法，逐

步引导学生思

考。

了解序曲的作用

和奏鸣曲式的结

构以及不同音乐

要素在音乐作品

中的重要性。

深度文化理解。



欣赏作品

第三首

《平湖秋

月》

的一种新的音乐潮流和创作风格，同文学艺术领

域的浪漫主义思潮有着密切联系。这一时期的作

曲家往往强调个人主观情感的表现，在作品中常

把自己的主观心绪同客观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并

追求民族民间的内容，从而使他们的音乐具有某

种清新、质朴的气质和格调。

（三）《平湖秋月》

1．聆听与感悟。

聆听乐曲《平湖秋月》，它展现了怎样的画

面，又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情感体验。

提问：你能想到哪些跟这个意境相符的诗

词？

2．唱奏表演。

哼唱作品，并为作品的意境配图，可以自己

创作，也可以选择合适的图片。

提供若干图片让学生选择。

哼唱五声调式和部分旋律片段。

3.分析欣赏。

聆听 2—9 小节，全曲便是由这 8 小节旋律

变化而成，篇幅不长，旋律自由舒展，音调婉转

悠扬。

感受母体和变体。

主奏乐器高胡，音色明朗清澈，并运用了扬

琴、横箫、秦琴等民族乐器，独具韵味。

创作背景：《平湖秋月》为广东音乐名家吕

文成的代表作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作曲家陈

培勋将其改编成钢琴曲。钢琴曲不但延续了原曲

独特的意境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成功地使用

钢琴模仿出原曲中高胡、古筝、箫等不同乐器的

音色和演奏技巧。

4.文化理解。

《平湖秋月》为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的代表作

之一。

请感兴趣的学生寻找更多广东音乐欣赏。

闭眼聆听感受。

描绘画面，联想

诗词。

分组为作品配

图。

音阶哼唱，创设

练习，小组展示。

哼唱 8 小节旋

律，小组讨论母

体和变体的区

别。

认识高胡。

试听、感悟、理

解音乐背景和文

化背景。

从画面、诗词中

表达对音乐的感

觉。

在五声调式中哼

唱描画旋律主

线。

认识高胡音色和

基本演奏。

从文化的角度理

解音乐。



欣赏作品

第四首

《我爱你，塞

北的雪》

音乐是音乐家通过音符抒发情感的一种表达

方式。《平湖秋月》是“月光”音乐中极具代表

性的作品，描绘了清秋时节，“一色湖光万顷秋”，

月光与湖水交相辉映的动人画面。乐曲中的月色，

静、虚、淡、远，充分体现了“淡泊明志、宁静

致远”的文人情怀以及中华民族追求高洁、润美、

细腻、和谐的传统美学原则。

（四）《我爱你，塞北的雪》

1．聆听与感悟。

聆听乐曲《我爱你，塞北的雪》，想象塞北

飘雪的美景，感受创作者及演唱者对这一美景的

热爱之情。

吟诵赞美雪的诗词。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2．唱奏表演。

开口哼唱主旋律。

注意换气，调整归韵。

清唱或跟随音乐伴奏演唱歌曲。

3.分析欣赏。

《我爱你，塞北的雪》创作于 1980 年，节奏

徐缓舒展，悠长深邃，借景传情，是一首感人至

深的赞歌。

练习切分音、长音、附点的歌唱，表达出静

中有动的飘雪情境。

朗诵歌词，感受北方语言音调，体会质朴流

畅的特点。

从歌曲中找出你认为最能表达对雪赞美之情

的乐句，与同学交流。

4.文化理解。

作品通过赞美雪花的纯洁和献身精神，讴歌

生命的意义。

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常常

被各种艺术形式所描绘、所吟咏，或以雪比拟人

高洁的品格，或抒发离人的思乡情怀等。

欣赏其他以雪为主题的乐曲，如《沁园春·雪》

《踏雪寻梅》等，思考它们都运用了哪些艺术手

聆听，感受。

查找有关雪的诗

词，带着感情吟

诵。

哼唱主旋律。

按照乐句哼唱、

换气。

句尾归韵练习。

切分音、长音和

附点练习。

歌词朗诵，突出

质朴感。

分乐句小组练

习。

诗词情乐结合，

营造歌唱氛围。

练唱歌曲，个人

和小组结合。

在唱奏表演基础

上进一步分析欣

赏，细化表达。

在雪文化的背景

下理解感受作

品。



总结

法，表达了怎样的冬日情怀。

总结：本节课我们在不同的音乐作品中感受了大

自然四季的美妙和生机勃勃。希望同学们在今后

的音乐学习中，多聆听、多感悟、多欣赏、多理

解，提高音乐素养。

课后作业 尝试从音乐形象塑造和情感表达的角度，寻找以四季为主题的音乐作品进行聆听、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