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情·“画”意

——《音诗音画》单元教学设计

【单元内容综述】

作品联系：

本单元选取的几首音乐作品，交响诗《沃尔塔瓦河》，《黄鹤的故事》，交

响音画《图画展览会》等，均属大型器乐体裁形式之列，由于它们音乐中所具有

的标题性质，使音乐中蕴含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成分，从而凸显了乐曲的叙事性、

情节性和描绘性特征。其中，《沃尔塔瓦河》、《图画展览会》两部作品则为学

生了解欧洲民族乐派的音乐做好了学习铺垫。

本单元是继七年级《欧洲风情》单元后对于欧洲音乐文化的进一步了解，也

是在《缤纷舞曲》、《行进之歌》等单元之后，对管弦乐队所使用的乐器及其编

制的进一步深入了解，以及对管弦乐曲艺术表现力的进一步感受和体验，同时为

接下来《乐海泛舟》、《经典交响》等交响乐单元的学习做好铺垫，打下基础。



教学价值：

本单元的“交响音诗”、“交响音画”是学生在初中阶段接触的大型器乐体

裁，有利于学生深入了解交响乐队及其乐器编制中各种乐器的表现力，同时本单

元的学习拓宽了学生学习欧洲音乐文化的视野，有利于了解欧洲民族音乐文化的

内涵，从而理解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

【单元学习评价】

【单元学习目标】

1. 通过肢体律动，旋律线的描绘，感受歌曲的情绪转变及调性特点，能够运用

舒缓的呼吸深情演唱《我的祖国》，进一步掌握二声部演唱技巧，做到声部间的

和谐与均衡，从音乐背后探寻捷克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情怀，感受捷克音乐中所蕴

含的山河情、民族情。（指向审美感知、艺术表现、文化理解）

2. 在对《沃尔塔瓦河》、《图画展览会》中相关音乐主题片段的感受中，进一

步对主题片段的力度、速度、节奏等音乐要素进行挖掘，表达对音乐的感受，通

过对比聆听、肢体律动、分组表演等方式进一步体验音乐，从而理解音乐要素在

传递音乐情绪、描绘音乐画面、塑造音乐形象中的重要作用。（指向审美感知、

艺术表现）



3.通过对中、外同题材、体裁的音乐作品的对比欣赏，体会不同民族的爱国人士

所传递的爱国主义情感，在欣赏中加深对“交响诗”音乐知识的理解，能够对交

响诗、欧洲民族乐派产生兴趣，乐于参与交响音乐的探索，理解世界音乐文化的

多样性。（指向审美感知、文化理解）

4.根据《沃尔塔瓦河中》中“峡谷激流”、“水仙女的舞蹈”两个音乐片段展开

探究，设计合适的步伐和肢体动作开展表演，创设与之相符的音乐情景。根据《两

个犹太人》中不同的音乐形象进行出场动作的编创，探究两个人物形象在音乐创

作中所体现的社会意义。以“漫步主题”为线索，通过小组分工协作，课后找 3

幅以上的绘画作品，根据绘画作品的风格配上合适的音乐，并制作成短视频。（指

向创意实践）

【单元教学安排】

分别以课时主题及作品体裁为切入点，分别从课时主题及素养能力两方面进行单

元教学的框架式提炼。

结合课型特点，围绕课时主题的单元教学设计思路如下图所示：



结合作品体裁形式，围绕素养能力的单元教学设计思路框架如下图所示：

【单元教学建议】

一、多元音乐体验突破重、难点：第一课时通过大小调的音阶模唱，旋律线的绘

制等，深入浅出，突破重、难点，帮助学生体验旋律的起伏以及其中的调性色彩，

并在力度记号、表情术语的设计中加强对歌曲的理解和表达。

二、对比赏析挖掘音乐要素内涵：第二课时有重点地进行两首中外交响诗的欣

赏，在熟悉“沃尔塔瓦河”主题的基础上，重点让学生感受调性的转变和配器的

使用，充分挖掘音乐要素的内涵，在音乐律动中感受肢体语言的表达，在对比聆

听及合作表演中感受不同的音乐主题。

三、视觉与音乐形象的转换与融合：第三课时《图画展览会》也是本单元的最后

一个课时，作品中将图画中的视觉形象转化为音乐形象，也引导我们关注视觉的

色彩和音乐的配器中的共通之处，以及与之关联的作品音乐情感的表达。以创造

性的表演将抽象的音乐形象、静态的速写转为鲜活的人物形象。

根据单元作品间的联系，通过七上《欧洲风情》中的几个音乐片段的聆听，



帮助学生回忆已学的音乐片段，带领学生体验欧洲音乐的魅力，同时加深对世界

音乐文化的多样性的理解。

【第一课时】

走进音诗——歌声中的捷克情

——《我的祖国》

【教材分析】

《我的祖国》是一首根据斯美塔那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第二乐章《沃

尔塔瓦河》部分音乐主题填词而成的合唱曲，填词中概括了《沃尔塔瓦河》所描

绘的大部分音乐内容，歌曲旋律整体呈上行的旋律走向，同时不同的调性转换使

得歌曲既给人亲切、柔美之感，又增添了一丝明朗、赞美的音乐情绪，转调后的

二声部合唱，先上扬后回落的旋律呈平稳的起伏状，给人舒畅稳定的感觉，歌曲

在用赞美的语言歌颂着斯美塔那的祖国，也倾注着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的共同心

声和真挚感情。

【学情分析】

八年级的学生对于歌曲演唱中的节奏，旋律的走向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已学

的作品中初步形成了与同伴进行齐唱、轮唱和简单的合唱的演唱经验，本课中的

二声部合唱将帮助学生进一步积累多声部歌曲的演唱经验，感受合唱的魅力。

在七年级《欧洲风情》中《桑塔露琪亚》一课以及八年级上册《多彩音乐剧》

中《雪绒花》一课的学习中，学生已经初步体验了二声部的合作演唱，但做到声

部的均衡与和谐依旧存在难度，对于歌曲调性的变化及其对歌曲情绪的作用也需

要教师的进一步引导，因此教师要通过多个环节、多种形式帮助学生理解作品，

要提示学生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发声，在合唱中学会看指挥动作，并根据指挥动作

调整自己的演唱。

【教学目标】

1.感受旋律中大、小调音阶不同的调性色彩，能够用舒缓的呼吸，圆润的歌声，

深情演唱歌曲《我的祖国》。

2.为歌曲标注适当的表情术语、呼吸记号及力度记号，增强演唱的表现力，并加

入合适的小乐器为歌曲伴奏。

3.能够进行二声部的合作演唱，学会根据指挥动作调整声音，做到声部间的和谐

与均衡。

4.了解民族乐派作曲家斯美塔那的生平和贡献，能够对比中外两首同题材的歌曲



在旋律进行和抒情方式上的异同点，体会歌曲所传递的深刻情感。

【教学重难点】

重点：能够用舒缓的呼吸，圆润的歌声，深情演唱歌曲《我的祖国》。

难点：感受旋律中大、小调音阶不同的调性色彩，做好二声部演唱声部的和谐与

均衡。

【教学准备】 多媒体、钢琴、音乐学习单、三角铁

【教学过程】

（一）活动目标

感受《我的祖国》中主题旋律优美流畅的特点，对于主旋律所描绘的音乐形

象展开联想，勇于表达对音乐的感受，为下一环节的音乐学习做好铺垫。

（二）活动步骤

活动主题一：流行歌曲，趣味导入

1. 流行歌导入——《布拉格广场》

提问：歌词中提到了哪个地方？（布拉格·捷克）

2. 歌词出示：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那群白鸽背对着

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布拉格的广场无人的走廊,我一个人跳着舞旋转......歌

词中提到的布拉格广场位于捷克。

3. 旋律演奏：演奏《我的祖国》的主题旋律

4. 思考：这段旋律带给你怎样的感觉（优美流畅），描绘的是什么音乐形象呢？

（沃尔塔瓦河）

过渡语：旋律描绘的是来自捷克的沃尔塔瓦河，它由南北纵贯捷克国土，是捷克



人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捷克音乐，去感受那古老而浪漫的

音乐文化。

（三）活动评价

学生能够对《我的祖国》的主题旋律有初步的音乐记忆，能够对主题旋律所

描绘的音乐形象展开联想，描述对于主题旋律的音乐感受。

（四）设计理念

本课是《音诗音画》单元的第一节课，教师带领学生走进歌曲《我的祖国》，

去感受歌声中的捷克情。课前以周杰伦的歌曲《布拉格广场》进行导入，创设了

轻松愉悦的音乐氛围，轻松动感的歌曲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也巧妙地

引出本课的主题——捷克，而本环节中的主题旋律聆听，则是学生对于主旋律的

“初印象”，为接下来的旋律学唱做好铺垫。

活动主题二：感受色彩，体验旋律

（一）活动目标

根据首音进行五声音阶的构唱，分辨旋律中的大、小调音阶及其调性色彩，

通过旋律线的绘制感受旋律的进行，配合舒缓的呼吸和准确的换气完整演唱第一

部分的旋律，在小组合作中用身体律动表现旋律的起伏。

（二）活动步骤

1. 音阶构唱：根据首音构唱五声音阶，注意音级间的关系，把握音高概念

（钢琴在个别音上对音准进行纠正）

2.调性分辨：四条旋律中哪些是大调，哪些是小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8D%E4%BA%B2%E6%B2%B3/5193?fromModule=lemma_inlink


3.知识梳理：第一条五声音阶是小调，旋律色彩较暗淡，第二条和第三条五声音

阶是大调，旋律色彩较为明亮。

4.节奏提炼：聆听钢琴旋律，哪一条节奏贯穿始终？

5.重拍引导：哪一拍是强拍？请在拍手中体现。

6.划拍提示：在唱 6/8的旋律时，我们应该如何划拍？（每小节打两拍）

7.逐句学唱：不同颜色代表不同调性的色彩（红色为大调，蓝色为小调）

8.乐句衔接

思考：乐句连接处的两个音是几度的音程关系？（三度、五度）

跟随钢琴进行旋律音程的练习

9.换气标注



10.旋律线绘制

① 小组分工：小组分工按各自小节进行绘制旋律线

A组（1—16 小节） B组（17—24 小节） C组（25—31小节）

思考：每个乐句的旋律走向有什么特点？带给你怎样的音乐感受？

② 成果分享：小组代表展示并分享对不同乐句的感受。

③ 知识梳理：A 组两条旋律呈上行状态，结尾稍有回落，音乐给人亲切柔美之

感，B 组两条旋律由低到高发展，音乐给人明朗昂扬的感觉，而 C 组的旋律则出

现了跳进，音乐情绪饱满而有张力，让我们看到了一条不断向前流淌，充满希望

与活力的沃尔塔瓦河。

11.律动演绎

引导：每个小组负责各自的乐句，将手搭在前面同学的肩膀上，通过身体的上下

起伏表现旋律的走向，从而模仿起伏流淌的河流

①初试：教师唱旋律，学生律动表演

②合乐：跟随伴奏音乐律动演唱 A 段旋律

（三）活动评价

能够分辨旋律中的大、小调音阶以及调性色彩的不同，通过旋律线的绘制感

受旋律的进行，能够配合舒缓的呼吸和准确的换气完整演唱第一部分的旋律，能

够在小组合作中用肢体律动表现旋律的起伏。

（四）设计理念

由于歌曲第一部分出现了两次调性的转变，而多数学生在演唱中甚少关注，

因此在旋律学唱前，教师先进行了大、小调五声音阶的演唱练习，引导学生关注



不同的调性色彩，而后通过节拍的讲解和节奏型的练习，降低了旋律学唱的难度。

小组合作律动则是从舞蹈欣赏收获的灵感，将一组学生比成一条河流，每位

同学根据音乐旋律用身体起伏表现河流的起伏，在表达音乐的同时能将自己的音

乐感受传递给其他同学。

活动主题三：歌词抒意，和声融情

（一）活动目标

学唱歌曲《我的祖国》，在歌曲不同的位置加入适当的表情术语和力度记号，

在演唱中增加歌曲的艺术表现力，学会判断歌曲第二部分两个声部的旋律走向，

在二声部的合唱时，力争做到声部的和谐和均衡，学会根据指挥动作调整声音状

态。

（二）活动步骤

1.歌词提炼：沃尔塔瓦河流经了哪些地方？（波西米亚群山、月夜、森林、田野、

乡村、城堡、险峻的峡谷等）

师述：两条一冷一暖的小溪，汇成了沃尔塔瓦河，浪花四溅，奔流向前，她在霞

光的映照下闪着波光，犹如水仙女在月影中泛着涟漪，她穿过了黑暗的森林，冲

过了险峻的峡谷，她流过了美丽的乡村，静静地流向远方......

2.朗诵并引导：歌词犹如一首优美的叙事诗，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感情演唱？（深

情地，亲切地）

3.演唱抒意

①表演术语设计

思考：除了表情术语外，歌谱中还缺少哪些演唱提示？（速度记号、力度记号）

我们可以怎么标注？（中速）

②力度记号设计



③重音歌词引导

引导：在哪些字上需要加上重音？（森，万，泻，丈）

过渡语：同学们优美的歌声仿佛赋予了沃尔塔河生命，最后，浩浩荡荡的沃尔塔

瓦河流到了哪里呢？让我们从歌曲第二部分寻找答案。

4.对比听赏：沃尔塔瓦河流向了哪里？（布拉格城）和第一部分相比发生了什么

变化？（由单声部变为多声部，由 e 小调转到 F大调上）

5.钢琴复奏：这部分主旋律有什么变化？（调性转变），和 A 段哪一乐句较为相

似？（第 1.2乐句）

6.旋律线出示

7.知识梳理：这段旋律与歌曲开篇第 1.2 乐句的旋律进行相似，旋律都呈上行后

回落的趋势，但在调性上却有很大的区别，由暗淡的小调转为明亮的大调，让我

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8.调性对比：复习 A 段 1.2 乐句的小调旋律，跟随钢琴学唱 B段大调旋律并带入

歌词

9.旋律线选择

聆听钢琴旋律并思考：以高声部旋律线为对照，应该选择哪一种低声部旋律线？

（第 2种）



10.旋律分析：低声部旋律也和高声部一样先上行，但较高声部提早一小节开始

回落，呈反向进行，在合作演唱中我们要把握关键的这一小节。

11.旋律学唱：跟随钢琴学唱低声部旋律并带入歌词

12.和声融情

①男女合作

②表情术语、力度设计：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加入怎样的表情术语（雄壮地，歌颂

地）和力度记号？

13.设疑追问：为什么结尾用了渐弱而不是渐强的力度处理？（表现沃尔塔瓦河

逐渐远去的意境，留给人更多的遐想。）



14.完整演唱

①指挥引导：观察教师的指挥动作，特别是进拍的位置

带入歌词进行二声部演唱

②演唱提示：力度的加强，需要更多歌唱气息的支持，始终保持积极的发声状态。

③跟随音频完整演唱

（三）活动评价

能够用舒缓的呼吸、优美圆润的歌声演唱歌曲，能够在适当处加入合适的表

情术语和力度记号，进行二声部的合作演唱合，感受声部的和谐与平衡，并根据

指挥动作调整声音状态。

（四）设计理念

沃尔塔瓦河的歌词唯美而抒情，犹如一首优美的叙事诗，通过歌词的朗诵

学生能进一步体会歌曲中所表达的歌颂热爱之情，而后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表情术

语、力度记号和速度的使用，给予学生更多对歌曲个性的处理和表达，在歌曲第

二部分的学习中，通过上一环节已学知识的迁移，感受旋律线和调性上的异同，

在结尾处的渐弱引发学生对于歌曲的遐想，进而提高学生对于歌唱情感的表达能

力。

活动主题四：追根溯源，共唱乡情

（一）活动目标

了解捷克民族乐派作曲家斯美塔那的创作，对比《长江之歌》和《我的祖国》

在旋律进行和歌词表达中的异同点，运用教师提供的乐器配合适的节奏型为歌曲

进行伴奏。

（二）活动步骤

过渡语：这首歌曲是根据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第二乐章《沃尔塔瓦河》部分

音乐主题填词而成的，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是哪位伟大的作曲家创作了这部音乐作

品。

1.创作故事：斯美塔那是来自捷克的作曲家、钢琴家，也是捷克民族乐派代表人

物之一，在 1874年，斯美塔那遭到耳聋的极大不幸，他一面以顽强地与病魔斗

争，一面忘我地讴歌祖国光荣的历史，创作了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抒写了

祖国美丽的河山。

过渡语：在捷克有沃尔塔瓦河，在中国也有我们自己的母亲河，也有许多爱国人

士用音乐歌颂着我们的祖国，表达着热爱祖国的人们共同的心声。

2.拓展聆听：这首歌曲描绘的是我国的哪条河流呢？（长江）



3.知识拓展：歌曲《我的祖国》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歌曲曾经是电影《上甘

岭》中的插曲，这首歌曲是对祖国深情的告白，无论顺境逆境，永远不离不弃。

那些英雄的战士，是我们祖国、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脊梁。

过渡语：上学期我们也学习了一首和长江有关的歌曲，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4.旧曲回顾：复习《长江之歌》第一段

5.对比赏析，并思考：同样是歌颂母亲河，两首歌曲在旋律进行及歌词表达中有

什么异同？

6.各抒己见：请学生发言说明两首歌曲的异同点。

7.要点提炼：两首歌曲的旋律都属于波浪式进行，《长江之歌》是典型的 A.B.A

三段体结构，而《我的祖国》则用大、小调将歌曲分为两个部分，两首歌曲都用

赞美的语言歌颂了祖国的美好山河，表达了热爱祖国的人们的共同心声，《长江

之歌》将长江比作母亲，用拟人的方式抒情，而《我的祖国》则以歌颂捷克的美

景来表达对祖国的赞颂。

8.乐器助力

小乐器：木琴、三角铁、沙锤、小鼓、小镲等等，请每组选择 1—2 件合适的乐

器在规定的乐句加入乐器伴奏

①小组讨论：根据歌词情景选择合适的小乐器，思考可以用什么节奏型来伴奏

②伴奏展示：

第一部分：A组（1—16 小节）：木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7%94%98%E5%B2%AD/506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7%94%98%E5%B2%AD/5061?fromModule=lemma_inlink


B组（17—24 小节）：三角铁

C组（25—31小节）：小镲、小鼓

第二部分（转调后）：所有乐器用已有的节奏型一起为歌曲伴奏

③完整演绎

9. 课堂结语：今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了丰富的捷克音乐文化及其深刻的爱国情

怀，沃尔塔瓦河波澜壮丽，却又充满着神秘的气息，下节课我们继续来探寻捷克

的音乐文化和民族情怀。

作业设计

要求：根据《我的祖国》的歌词，我们可以用哪些乐器来表现沃尔塔瓦河流过的

不同场景？ 请将合适的乐器（或乐器组别）填写到括号中。

（“主题”乐器： ）在我的祖国波希米亚群山中，有两条美丽清泉奔

流悠长，一条温和一条清凉（“两条小溪”乐器： ）汇成河，伏尔塔瓦

河浪花溅哗哗地响，映照着蓝天白云红霞闪光芒，月影下水仙女迎涟漪嬉游欢畅

（“月下水仙”乐器 ）。河水穿过森林，它飞泻落万丈。（“森林”

主题乐器 ）。

流过金黄的丰收田野绕村庄，把乡村婚礼的欢乐尽分享（“乡村婚礼”乐

器 ），缅怀城堡光荣历史听它歌唱，勇敢猎人号角为它驱散雾障，

惊涛猛击悬崖，涛声惊震四方。（“峡谷激流”主题乐器 ）

浩浩荡荡奔向庄严的布拉格城，瑰丽的沃尔塔瓦河更辉煌，汇合了波澜壮丽的易

北河，汹涌澎湃永不停留向前方。



（三）活动评价

学生能够了解《我的祖国》的相关创作背景及民族乐派作曲家斯美塔那的创

作，对比中外两首以河流为素材的歌曲在旋律进行和歌词表达中异同点，能够选

用合适的乐器为歌曲进行伴奏。

（四）设计理念

本课中的《我的祖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国的歌曲《我的祖国》，可以借

此让学生进行拓展欣赏，由此了解那些我们不该忘记的民族英雄，而在歌曲旋律

上，学生对七年级已学的《长江之歌》更为熟悉，通过对两首歌曲的对比赏析，

鼓励学生大胆表达对音乐的想法，增进对音乐的理解和审美能力。

【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细赏音诗——交响中的民族情

——《沃尔塔瓦河》、《黄鹤的故事》

【教材分析】

交响诗《沃尔塔瓦河》是斯美塔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中的第二乐章，

乐曲为 e 小调，6/8拍，全曲由引子及六个乐章加尾声组成，每个乐章可以作为

独立的标题交响诗来演奏，为较自由的奏鸣曲式。乐曲描绘了捷克民族的光辉历

史和风土人情，通过描绘沃尔塔瓦河两岸美景及风土人情，表现作者对人民、对

民族及祖国的深厚感情，乐曲既属于“交响诗”体裁，同样也是学生了解欧洲民

族乐派的重要作品之一。

交响诗《黄鹤的故事》取材于我国的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民间故事，汲取了

西方音乐的创作手法，采用了大量富有中国元素的音乐语言，通过这首作品学生

可以领略来自中国交响诗的风采。

【学情分析】

经过上一节课的学习，学生已经对《我的祖国》中歌词展现的场景，歌曲的

主题旋律有了初步的了解，这就为本课聆听《沃尔塔瓦河》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八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音乐联想和想象能力，已经初步形成对音乐的独特

感受和见解。

在七年级《行进之歌》的单元里学生已经接触了多首中外管弦乐曲，对管弦

乐曲的艺术表现力有所感受，但对管弦乐队所使用的编制了解仍不够系统和深

入，对部分乐器的音色听辨还需进一步提高。作为大型的音乐体裁，学生可能会

遇到欣赏音乐及认识其文化内涵方面的困难，因此，教师应在教学中多以标题为

引导和线索，分解难点，突出重点，帮助学生更好地欣赏大型器乐体裁。

【教学目标】

1.记住“沃尔塔瓦河”的音乐主题，感受 3次主题旋律中大小调的色彩转换

2.听辨“乡村婚礼”、“森林狩猎”两个主题的主奏乐器，并根据乐曲的特点进

行身体律动。

3.感受“水仙女的舞蹈”、“峡谷激流”两个片段在乐器、力度、速度、音乐情

绪等要素中的不同，男女生能够根据各自音乐片段展开联想，进行律动表演。

4.体会乐曲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学习并掌握有关交响诗的音乐知识，了解



交响诗《黄鹤的故事》的音乐创作，能够听辨乐曲中“老马”和“黄鹤”两个音

乐主题中的主奏乐器。

【教学重难点】

重点：欣赏《沃尔塔瓦河》，听辨各个主题的主奏乐器，感受不同的音乐风格

难点：体会乐曲中的文化内涵及其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多媒体、钢琴、铃鼓等

【教学过程】

活动主题一：作业展示，创意分享

（一）活动目标

用舒缓的呼吸深情演唱歌曲《我的祖国》，小组代表分享展示上一节课的拓

展作业，对表现各场景的乐器进行充分的联想。

（二）活动步骤

1. 《我的祖国》复习歌曲

2. 作业展示

（“主题”乐器： ）在我的祖国波希米亚群山中，有两条美丽清泉奔

流悠长，一条温和一条清凉（“两条小溪”乐器： ）汇成河，伏尔塔瓦

河浪花溅哗哗地响，映照着蓝天白云红霞闪光芒，月影下水仙女迎涟漪嬉游欢畅

（“月下水仙”乐器 ）。河水穿过森林，它飞泻落万丈。（“森林”

主题乐器 ）。

流过金黄的丰收田野绕村庄，把乡村婚礼的欢乐尽分享（“乡村婚礼”乐

器 ），缅怀城堡光荣历史听它歌唱，勇敢猎人号角为它驱散雾障，

惊涛猛击悬崖，涛声惊震四方。（“峡谷激流”主题乐器 ）

3.线索引导：今天让我们走进交响诗《沃尔塔瓦河》，看看作曲家使用的哪些乐

器和同学的联想是否一致。

（三）活动评价

能够用舒缓的呼吸深情演唱歌曲《我的祖国》，能够运用西洋管弦乐队中的

相关乐器对表现各场景的乐器进行联想。

（四）设计理念

根据单元整体设计中的“多课序构”，在上课开始，教师首先对第一课时中

的歌曲学唱目标进行了考察，帮助学生复习已学的歌曲内容，同时邀请学生对第



一课时的拓展作业进行分享展示，这个拓展作业也成为本节课的学习线索，在聆

听交响乐前，让学生根据不同的主题猜测作曲家可能会使用的主奏乐器，让学生

站在作曲家的角度去思考音乐，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活动主题二：感受配器，律动演绎

（一）活动目标

通过欣赏和引导，记住“沃尔塔瓦河”的音乐主题，并感受主题旋律中大小

调的色彩转换，能够听辨乡村婚礼、森林狩猎两个主题的主奏乐器，并根据音乐

特点进行身体律动。

（二）活动步骤

1.主题感知——聆听并思考：作曲家运用了哪个组别的乐器来表现沃尔塔瓦河？

（弦乐组）主题旋律总共出现了几次？（3 次）这几次旋律有什么不同？（大小

调交替）

2.色彩对比：演奏两次主题，感受小、大调调性色彩的不同

3.主题模唱：3 次的旋律反复，感受调性色彩的不同

4.知识提炼：“沃尔塔瓦河”主题进行了 3 次的反复，第 1 次以小调呈现，第 2.3

次以大调呈现，但在结束却又转回的小调。大小调的交替，也让我们看到了沃尔

塔瓦河多变的色彩。

5.复听主题：在这段旋律里，沃尔塔瓦河 3 次的流动有什么不同？（第 1 次平缓

而从容，第 2次向前流淌的动力变大，流速稍快，第 3 次仿佛汇入更多的河流，

起伏变大）

①学生分享

②旋律分析：小提琴用清脆地拨弦和竖琴晶莹地泛音相配合，给人们带来了浪花

银光闪耀的感觉。接着，弦乐器相继加入，描绘了一条宽广河流的形象。

6.律动复习

①回顾律动要点

②分组加入：第 1 次第一组同学律动，第 2 次加入第二组同学律动，第三次全体

同学律动，感受沃尔塔瓦河三次流动。

过渡语：在宽广而自由的主题之后，沃尔塔瓦河会流到哪些地方呢？



7.聆听想象：沃尔塔瓦河流过了哪里? （村庄）人们在进行什么活动？（婚礼、

舞蹈）

8主题出示——“乡村婚礼”主题

①旋律模唱

②提问：这段旋律属于什么风格的舞曲？（波尔卡）

③场景展示：一个美丽的村庄，出现在沃尔塔瓦河的河岸两旁，那里正在举行一

场乡村婚礼，人们跳着捷克民间舞蹈，让我们也加入其中，为这场婚礼来伴奏吧。

9.节奏体验

①节奏型学习

②铃鼓伴奏

③身体律动

④合作感受：两位学生用铃鼓伴奏，其余学生进行身体律动

过渡语：沃尔塔瓦河坚定地向前奔流，此刻，森林里传来了猎人的号角声，让我

们一起去听一听。

10..配器联想：“森林狩猎”主题可以用什么乐器演绎呢？（学生发言并说明理

由）

11.视频欣赏——“森林狩猎”主题

思考：什么乐器模仿了号角声？（圆号）它带给我们怎样的感觉？（低沉有力量）

乐曲的力度有什么变化？（出现了多个重音和渐强）

12.律动演绎

① 讨论并设计：我们可以用什么肢体动作表现乐曲中的重音？

②身体律动：根据教师的指挥手势在重音位置挥拳



（三）活动评价

能够记住“沃尔塔瓦河”的音乐主题，感受主题旋律中大小调的色彩转换，能

够听辨乐曲中两个主题的主奏乐器，并根据音乐进行身体律动。

（四）设计理念

由于“沃尔塔瓦河”的主题旋律学生在第一课时已经充分学唱过，这里则引

导学生重点关注 3次的主题旋律在调性色彩上的不同，通过对比聆听、对比模唱

帮助学生解决这个难点，而“乡村婚礼”和“森林狩猎”则是两个情境性比较丰

富的音乐主题，通过音乐的联想、乐器的伴奏及身体的律动让学生充分体验乐曲

的魅力。

活动主题三：对比聆听，分组演绎

（一）活动目标

通过“水仙女的舞蹈”，“峡谷激流”两个音乐片段的对比聆听，能够感受

音乐在乐器、力度、速度、音乐情绪等要素中的不同，男、女同学分组用不同的

“步伐”及肢体动作演绎两个不同的音乐主题。

（二）活动步骤

1. 图片配对

聆听并思考：两个片段分别和哪幅图片匹配？你联想到什么？

2. 分组复听并分享：根据表格对比两个片段的音乐要素

（女生：“水仙女的舞蹈”，男生：“峡谷激流”）

3.乐段赏析：第一个主题是月神水仙翩翩起舞的主题形象，小提琴在高音区，长



笛和单簧管在低音区，为该主题定下了宁静、柔美的基调。第二个主题，铜管乐

器和定音鼓的加入，加强了音乐的声势，描绘了河水冲过“圣约翰峡谷”的壮丽

情景。

4.“漫步”体验——“水仙女的舞蹈”

①思考并讨论：步伐和速度应该是怎样的？（柔和、缓慢），还可以加入什么动

作？（用手臂的起伏，表现波浪的柔美）

②女生跟随音乐进行表演

③男生观看并进行评价

5.“快步”表现——“峡谷激流”

①思考并讨论：步伐和速度应该是怎样的？（坚定、稍快的），还可以加入什么

动作？（重音处挥拳表现河流的猛烈，根据力度变化调整挥拳位置的高低）

②男生跟随音乐进行表演

③女生观看并进行评价

6.“首尾”对比

①“维谢格拉德”主题聆听：它可能会出现在乐曲的开头还是结尾？为什么？

② 联想并发言

③“引子”聆听：乐器是什么？（两支长笛、两支单簧管）和结尾主题什么不同？

④ 对比思考：引子和“维谢格拉德”主题的不同表现了什么？

7. 内涵揭示：从乐曲开头一冷一暖两条小溪，经历了重重磨难、阻拦，到最后

汇合成雄伟的沃尔塔瓦河，这也正是作曲家斯美塔那向我们所传递的坚定的信

念。

（三）活动评价

能够感受两个主题片段在乐器、力度、速度、音乐情绪等要素中的不同，男、

女分组能够用不同的“步伐”及肢体动作演绎两个不同的音乐主题。

（四）设计理念

考虑到主题在速度、力度及音乐情绪等方面形成的鲜明差异，本环节教师选

择将“水仙女的舞蹈”各“峡谷激流”进行对比聆听，并根据男、女学生的不同

特点，引导学生跟随音乐主题进行表演，在乐曲欣赏中学生多数是坐着聆听，适

当给他们一些释放的空间，让他们模拟成河流跟随音乐一同前进，也许学生会对

音乐有更多的理解，也会引发学生更多的想象和思考。

活动主题四：全曲聆听，升华主题

（一）活动目标

完整聆听全曲，能够根据音乐片段排序，感受沃尔塔瓦河 3 次出现的不同情

绪，体会乐曲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学习并掌握有关交响诗的音乐知识，了



解交响诗《黄鹤的故事》的音乐创作，听辨乐曲中“老马”和“黄鹤”两个音乐

主题中的主奏乐器。

（三）活动步骤

1. 听全曲，片段排序

思考：沃尔塔瓦河主题在全曲中总共出现了几次？（3 次），根据不同主题情绪

为主题设计标题。

2.标题设计：请学生发言并鼓励学生的答案

第一次：（坚定的，勇往直前的）沃尔塔瓦河

第二次：（黎明时，充满生机的）沃尔塔瓦河

第三次：（冲出峡谷的，浩浩荡荡的）沃尔塔瓦河

3.曲式结构: 奏鸣曲式 引子——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尾声

4.主题升华：正如“维谢格拉德”音乐主题所传递的力量一般，捷克的英雄曾经

在这里英勇地战斗过，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地精神财富，而它激起人们对祖国山

河的无比热爱和努力奋斗的决心。

5.知识梳理：今天我们学习的《沃尔塔瓦河》属于“交响诗”的体裁，它是按照

文字、绘画、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等构思创作的一种大型管弦乐曲，也属大型器

乐体裁形式之列。

6.拓展欣赏——《黄鹤的故事》

①乐曲介绍：《黄河的故事》取材于我国的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民间故事，揭露

封建官僚的贪婪凶残，歌颂了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的智慧和勇气。

② 配器听辨：这是哪一幅画的主题（老马为乡亲们吹奏竹笛）？主奏乐器是什

么？（竹笛）



③配器选择并分享：“黄鹤舞蹈主题”可以配上什么主奏乐器？为什么？

④听赏“黄鹤舞蹈主题”：感受小提琴的音色特点

7.创作分析：乐曲汲取了西方音乐的创作手法，并采用了大量富有中国元素的语

言，展现了本民族交响诗的风采。

8.课堂结语：交响诗以它独特的音乐语言展现着伟大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它

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传递着一代代人永不相忘的山河情、民族情。

作业设计：

欣赏交响童话《彼得与狼》，记录每个人物形象所使用的主奏乐器，关注这些

乐器的音色与人物形象特点之间的联系。了解交响音诗、音画及交响童话的区别。

（三）活动评价

能够根据音乐片段排序，感受沃尔塔瓦河三次出现的不同情绪，能够体会乐

曲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学习并掌握有关交响诗的音乐知识，能够听辨乐曲

中“老马”和“黄鹤”两个音乐主题中的主奏乐器。

（四）设计理念

《沃尔塔瓦河》的全曲聆听环节虽然耗时较多，但对于学生了解乐曲的结构

形式，理解作品的艺术内涵有诸多帮助。因此，教师应该把握好各环节的时间，

突出重点，合理协调教学内容，不追求面面俱到。本环节中加入了另一首中国的

交响诗《黄鹤的故事》的片段聆听，旨在引导学生感受同一器乐体裁在不同民族

中的不同音乐风格，加深学生对于“交响诗”音乐知识的认识，同时也引导学生



去探寻更多世界音乐文化。

【板书设计】



【第三课时】

漫步音画——交响中的图画展

——《图画展览会》

【教材简析】

《图画展览会》原本是一部钢琴组曲，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将其改编为管弦乐

曲，在本课中，作曲家将友人图画中的视觉形象转化为音乐形象，整个组曲共有

十首，教材中选用了《牛车》、《两个犹太人》、《基辅大门》这三首乐曲以及

将这些主题贯穿并统一的“漫步”主题，在七年级《行进之歌》的单元之后，通

过此曲学生可以对管弦乐队的乐器及其编制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为欣赏欧洲

民族乐派的音乐做好学习铺垫。

【学情分析】

通过上一课的学习，学生已经对管弦乐队的乐器及其编制有了新的认识和了

解，而本节课将领带学生继续探寻管弦乐队在发挥各种乐器的功能和塑造音乐形

象中的表现力，八年级的学生已经初步形成对音乐的独特感受和见解，因此，要

尊重学生对音乐的独特感受和理解，鼓励学生勇敢地表达，大胆进行创编和展示，

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理解器乐作品中的艺术内涵及文化内涵。

【教学目标】

1.聆听《图画展览会》，唱会“漫步”主题，并能够根据节拍特点加入脚步律动。

2.通过“牛车”音乐片段的聆听，联想画面的色彩，听辨主旋律和伴奏和弦所使

用的乐器，根据牛车前行的踏步声及其力度变化进行身体律动。

3.能够通过对比的方式，感受《两个犹太人》中不同音乐主题在音区、主奏乐器、

节奏等要素上的区别，能够根据不同的音乐形象进行创造性的表演，了解两个人

物形象在音乐创作中所体现的社会意义。

4.了解民族乐派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生平贡献，对欧洲民族乐派的音乐有初步的

认识和了解。

【教学重难点】

重点：唱会“漫步”主题，并能够根据节拍特点加入脚步律动。

难点：感受《两个犹太人》中两个片段在音色、节奏等要素上的区别。

【教学准备】 多媒体、钢琴



【教学过程】

活动主题一：音乐入场，引入主题

（一）活动目标

根据乐曲的速度、节奏等音乐要素，将音乐与画面联系在一起，想象乐曲所

描绘的画面，并描述对音乐的感受，对乐曲的创作背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二）活动步骤

1. 音乐趣味入场

提问：刚才听到的音乐，它的节奏和速度有什么特点？（速度轻快，节奏短促）

让你联想到怎样的画面？（画面非常有趣和灵动）

过渡语：这段音乐表现的是一幅画的主题，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怎样的一幅画。

2.出示画作：《未脱壳的小鸡芭蕾舞》

过渡语：这幅画出现在俄罗斯一位画家的画展上，1874年一位作曲家在参观完

哈特曼的遗作展览后有感而发，创作出了一组器乐作品《图画展览会》。今天，

老师带领你们一起在图画展览会中赏画、漫步。

3.作品介绍：《图画展览会》是 1874年穆索尔斯基参观亡友俄罗斯画家、建筑

家哈特曼的遗作展览后有感而创作的。穆索尔斯基参观哈特曼的纪念展览会不

久，即从展品中选出他最感亲切的画面，创作了一组钢琴曲，命名为《图画展览

会》。

（三）活动评价

学生能够根据乐曲的速度、节奏等音乐要素描述对音乐的感受，能够将音乐

与画面相联系，能够对《图画展览会》的创作背景有初步的了解。



（四）设计理念

以《图画展览会》中《未脱壳的小鸡芭蕾舞》为导入音乐，伴随着轻快灵动

的音乐入场，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关注力和记忆力，引导学生捕捉乐曲中出现的相

关音乐要素，由音乐到画面，最后巧妙过渡到这幅画作，一场由音乐演绎的图画

展览会由此拉开了序幕。

活动主题二：律动演绎，感受“漫步”

（一）活动目标

根据音乐旋律线，聆听、学唱“漫步”主题，根据节拍特点加入脚步律动，

创设在画展漫步的情境，对比钢琴、管弦乐演绎的“漫步”在乐曲表现上的不同。

（二）活动步骤

1.听音绘线：聆听演奏的“漫步”主题，根据曲调画出旋律线

2.依线唱曲：根据首音演唱旋律

思考：哪两个音之间的跳动较大？（2和 5 四度跳进）

3.出示谱例

①看谱思考：这段旋律有几种拍子组成？（2种，变换拍子）

②重复 2次旋律

4.主题猜测：这个音乐主题可能表现展览中的什么呢？

①观看思考：根据教师的律动表演为主题取一个标题



②学生发言

③主题出示——“漫步”

5. “漫步”演绎

①再次观看：老师在哪一个音开始漫步，漫步的节奏又是怎样的？

②律动脚步介绍

6. 情景表演：2位学生上台进行漫步演绎，其余学生场下律动

7. 配器对比：视频欣赏“漫步”主题（管弦乐版）

思考：管弦乐版的“漫步”主题与钢琴版的“漫步”分别带给你怎样的感受？

（钢琴版：宁静、悠闲 管弦乐版：庄严、神圣）

过渡语：管弦乐版的《漫步》仿佛把我们带进一个更加庄严且神圣的画展之中，

那么作曲者为什么要设计一个“漫步”主题呢？让我们去乐曲中一探究竟，跟随

漫步主题，我们来欣赏其中的一幅画。

（三）活动评价

学生能够聆听、学唱“漫步”主题，能够根据节拍特点加入脚步的律动，能

够对比钢琴、管弦乐演绎的“漫步”在乐曲表现力上的不同。

（四）设计理念

突破聆听旋律-画旋律线的传统模式，改变为根据旋律线唱出音高，引导学

生关注旋律间的音程关系，脚步律动的加入则为学生创设了在画展中漫步欣赏的

情境，帮助学生更好地感受乐曲所表现的画面，由钢琴版的“漫步”过渡到管弦

乐版本，学生能在对比中对不同乐器所呈现的音乐表现力有更深的了解，从而加

深对于主题音乐的认识。

活动主题三：色彩引领，深入音乐

（一）活动目标

通过乐曲的聆听，听辨主旋律和伴奏旋律所使用的乐器，结合乐器的音色特

点感受乐曲所刻画的“牛车”的音乐形象，关注乐曲中表现的牛车前行的踏步声

及其力度变化，从而深入探究乐曲背后表达的音乐情感内涵。



（二）活动步骤

1.聆听主题——《牛车》

思考：这段音乐给你怎样的感觉？（沉重、压抑）你觉得画面的色彩是怎样的？

（学生根据联想描述）

2画作展示

①观察并思考：这幅画表现了怎样的形象？画面给你怎样的感觉？

②画作介绍：两头公牛在波兰农村拖着大货车蹒跚而过，这是乐曲要描绘的风俗

性画面，这辆沉重的牛车在不堪重负的状态下缓慢而艰难地行进着。

3.钢琴演奏片段

①聆听钢琴演奏并思考：你听到了几条旋律（2条），分别是怎样的？（主旋律

+和弦进行）

②主旋律模唱



③复听主题：主旋律和和弦进行分别用了什么乐器？（大号+低音提琴）你觉得

伴奏音型表现了什么？（牛车的踏步声）

4.律动感受：用脚步表现牛车行进的踏步声，根据力度变化调整步伐。

①律动并思考：你还听到了哪些乐器？（铜管、弦乐、定音鼓）音乐的力度有什

么变化？（渐强达到高潮后再逐步渐弱）

②探究思考：当你在踏步时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沉重的，有负担的）

③情感表达：这辆沉重的牛车在不堪重负中缓慢而艰难地行进着，表达着农民对

不自由的生活，没有欢乐的劳动的悲痛感受。

5. 聆听思考：这是哪一种男声类型？（男低音）它出现在怎样的一幅画中？（《伏

尔加河上的纤夫》）

①知识回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是俄国现实主义绘画家列宾杰出的代表作之

一，也是画家的成名之作。

②对比探究：两个作品同为俄罗斯的音乐作品，它们在乐器（人声）的选择及画

作的色彩上各有什么相似之处？

（男低音 VS 大号、低音提琴 画作色彩）

③情感内涵揭示

（三）活动评价

能够听辨主旋律（大号）和伴奏旋律（低音提琴）所使用的乐器，感受乐曲

所刻画的的音乐形象，关注乐曲中的力度变化，理解乐曲背后表达的文化内涵。

（四）设计理念

结合新课标“听赏与评述”中的教学建议，从音响出发，采用多种形式调

动学生多感官参与音乐体验，通过色彩分析、随乐律动，引发对音乐的联想和想

象，尊重学生对音乐的独特感受和见解，在多次不同音乐维度的听赏中，加深对



音乐的体验。3 次的聆听从片段精听到全曲聆听，结合脚步的律动来感受牛车行

进的步伐声，并从沉重的脚步声中感受乐曲背后表达的悲痛情感。

活动主题四：对比赏析 分组表演

（一）活动目标

感受、体验《两个犹太人》中两个不同人物的音乐形象，通过对比的方式，

感受两个片段在音区、主奏乐器的音色、节奏等要素上的区别，引导学生依据不

同的音乐形象进行创造性的表演，了解民族乐派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生平贡献，

对欧洲民族乐派的音乐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二）活动步骤

1. “漫步”衔接画作

观看画作并思考：图片中的两个人物看上去有什么不同？

画作介绍：这两幅画是画家哈特曼在街头创作的两幅人物速写，分别是两个犹太

人，他们一个肥胖而富有，另一个瘦弱而贫穷，这幅画也被称为穷人和富人。

2. 对比聆听：音乐中先、后出场的分别是谁？（先富人、后穷人），人物性格

如何？（穷人：尖酸刻薄，富人：傲慢、威风凛凛）分别是用什么乐器表现的？

（富人：弦乐、木管组，穷人：小号）



3. 探究思考：音乐中的哪些音乐要素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学生发言，各抒己见）

4. 谱例配对：以下两个谱例哪一个是富人的片段，哪个是穷人的片段？为什么？

①学生结合音乐要素进行分析

②复听“富人”片段

结合谱例：音乐节奏有什么特点？（节奏较自由、出现重音、长音）

③复听“穷人”片段

结合谱例：和上一个片段相比较，音乐节奏有什么变化？（装饰性、短促的节奏）

5.要素分析：作曲家用长音、装饰性及短促的两种节奏以及不同的乐器刻画了两

个性格完全不同的音乐形象，也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音乐情绪体验。

6.模仿表演：2 位学生根据音乐模仿富人和穷人的出场形象

①故事探究：他们在做什么？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②结局揭秘：穷人屡次被粗暴地打断直至最后，而富人则一直处于优势，最后穷

人被蛮横的富人赶跑了。

③内涵揭示：这两幅画原本并没有被画在一起。但是在作曲家的音乐中，这两个

互不相干的人却聚集到一起，成为相互交谈，对照，彼此对立的人物，具有十个

典型的社会意义。

7.知识梳理：《图画展览会》是由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创作，原本是一部钢

琴组曲，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将其改编为管弦乐曲，整个组曲共有十首乐曲，分别

描绘一个特定的景物，而整个组曲则用一个“漫步”的主题贯穿并统一。这里，

我们将描绘自然景物、绘画性的交响诗称为“交响音画”。

过渡语：与《沃尔塔瓦河》一样，《图画展览会》同属欧洲民族乐派的作品代表，

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我们还学习过哪些欧洲音乐呢？

8.单元关联——欧洲音乐主题“漫步”



按顺序播放音乐片段，请学生说出音乐作品的名称

《友谊地久天长》——《桑塔·露琪亚》——《我的太阳》——《沃尔塔瓦河》

——《伏尔加船夫曲》——《图画展览会》

9.课堂结语：这些经典的乐曲既是欧洲音乐文化的组成，又是世界音乐文化的组

成，希望今天这节课能为同学们打开一扇窗，在接下来的时间能领略更多交响音

乐的风采，去探索更多其他民族乐派的经典音乐。

10.“漫步”离场

思考：“漫步”似乎是作曲家内心的写照

此刻在“漫步”的你，从哪里来，又该去往何方？

（无需回答，每个学生在心中思考）

作业设计：

以小组为单位，找 3幅以上的绘画作品，以“漫步”主题为线索，为绘画作

品配上合适的音乐，并制作成短视频。

（三）活动评价

学生能够感受两个片段在音色、节奏等要素上的区别，能够根据音乐形象进

行创造性的表演，了解两个人物形象在音乐创作中所体现的社会意义。

（四）设计理念

通过“看”-“听”-“析”“演”的活动设计，让学生从对画作人物的直观



感受，对比聆听中的不同音乐要素，以及出示的曲谱中的节奏特点，对不同音乐

形象的创编表演，增加音乐课堂的趣味性，有浅入深，层层递进。

在《图画展览会》的片段欣赏之后，教师选取了学生在七年级《欧洲风情》

单元中学习的几首欧洲作品，以“欧洲音乐”为主轴带领学生进行音乐感受，既

结合了欧洲音乐的元素，同时又考虑到单元之间的联系，引导学生了解了世界音

乐文化的多样性与重要意义。

【板书设计】



【单元教学反思】

本单元所涉及的大型器乐体裁，乐曲篇幅大，音乐主题多，在欣赏中学生可

能会碰到一定的困难，因此教师要学会化繁为简，在管弦乐曲中的欣赏中紧扣聆

听目标，不能为了音乐的形式而画蛇添足，所有的活动内容应该是围绕目标的达

成而展开，在欣赏过程中对音乐片段要有取舍，把握每个片段的聆听时间，力求

在一节课中让学生高效聆听，增强对学生标题交响乐的认识。

【单元设计亮点】

1.舞蹈灵感，增强律动体验的个性表达

在本单元的设计中，教师从单一的个体律动逐步向分组、合作律动过渡，同

时在律动体验中加强学生对于律动个性化的设计表达。

律动体验在本单元中“沃尔塔瓦河”主题在第一节课的学唱以及第二节课的

聆听中都有出现，因此对于这个主题的体验十分关键，在这里，教师借鉴舞蹈中

造型元素，引导学生以合作律动的形式展开，将手臂搭在前面同学的肩膀上，上

下起伏律动模仿起伏流淌的河流，通过与同学们律动合作的形式，学生能更好地

体会主题的连贯性，同时可以将自己对音乐的感受传递给其他同学，建立学生之

间的合作意识。

而在“水仙女的舞蹈”和“峡谷激流”两个主题的聆听中，先引导学生从音

乐要素感受两个主题的不同，而后“漫步”和“快步”两种步伐，“小波浪”和

“挥拳”两种肢体语言，分成男女两组进行表演，根据男女生各自不同特点更好

地体会不同主题的音乐特点及风格。

2.旧曲回顾，“双线”引领促进多元文化生成

在单元整体构课的理念之下，我们既应关注单元内作品间的联系，同时也应

关注单元与单元之间的联系。《音诗音画》单元涵盖了两条主线，一条是“大型

器乐体裁”的明线，即让学生关注音乐体裁以及管弦乐曲的表现力，另一条则是

“欧洲音乐”的暗线。考虑到学生在七上《欧洲风情》中已经接触到一些欧洲音

乐作品，尤其是声乐类的作品，在第三课时的结尾引导学生回顾已学的欧洲音乐

作品，例如《友谊地久天长》、《我的太阳》、《伏尔加船夫曲》等，配合“漫

步”曲调的衔接，让学生关注到这些优秀的欧洲音乐文化的组成，同时又是世界

音乐文化的组成。

3.学科综合，课时作业串联单元整体

在每个课时之后，教师设计了课后的实践创造作业，并由易到难进行了作业



梯度的设计。第一课时让学生根据《我的祖国》中歌词内容，选择与之相符的乐

器填空，考查学生对乐器音色属性的认识。第二课时让学生进行交响童话《彼得

与狼》的欣赏，记录每个人物形象所使用的主奏乐器，关注这些乐器的音色与人

物形象特点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认识乐器的表现力。交响童话也是交响诗的组成

部分之一，相较于音诗和音画，它更加通俗易懂，也更受学生的欢迎。

第三课时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通过绘画作品的选择，以“漫步主题”

串联，并为绘画作品配上合适的音乐，最后以短视频的形式呈现，让学生在创意

作业中运用多学科知识，形成创新意识，增强团队精神。

4.对比听赏，素材重组加强情感体验

在前两个课时中，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表达的情感内涵，教师加入了

相同题材和体裁的音乐作品，第一课时以学生所学的《长江之歌》为例，引导学

生关注两首歌曲在旋律进行和歌词表达中的异同，并能表达对音乐的观点，从而

提高学生自主分析音乐的能力。第二课时则以两首中外交响诗为教学素材，《沃

尔塔瓦河》为主，《黄鹤的故事》为辅，带领学生体验中外交响诗的不同魅力，

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而理解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