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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绿水江南

忆江南

〔唐〕白居易词
戴于吾曲中速 优美地

唱歌

2



	 识读并演唱乐谱，注意两个声部的和谐。

	 用优美、连贯的声音演唱，表现歌曲意境。

	 与同学合作背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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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春晓
童声合唱

欣赏

贺 培 真词
贺 绿 汀曲
陆在易改编中速稍快 柔美、清新、流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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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随歌声轻轻晃动身体，感受歌曲的韵律。

	 聆听歌曲，感受合唱的艺术魅力。

音乐知识

标有升记号的音要比原来的音升高半音。

升记号：

在同一小节里，把前面升高或降低的音还原到原来的音高。

还原记号：

	 唱一唱前四小节的歌谱，感受标有升记号与还原记号音符的

音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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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好
民乐合奏 

谭蜜子、金士英曲

欣赏

中速 优美地

慢起渐快

B

A

①

②

6



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唐〕 杜 牧

	 搜集资料，了解江南的风土人情，与同学分享。

	 聆听乐曲，感受并用恰当的语句描述音乐中的江南风情。

	 聆听B段第①主题，唱出括号中的音。

	 模唱B段三个主题。聆听音乐，为主题排序，并说出它们分别

是由哪几种乐器主奏的。

	 选择《江南好》中恰当的音乐主题片段，配乐朗诵杜牧的《江

南春》。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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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

	 聆听歌曲，感受江苏民歌的韵味。

	模仿江苏方言的发音，学唱歌曲。

	 用欢快的情绪演唱歌曲。

1.
2.

杨柳青

江苏民歌中速稍快 欢快、活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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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

	 准确而富有弹性地演奏 、 节奏。

	演奏乐曲，表现少先队员采茶时的愉快心情。

少先队员采茶歌
郑 南词
龚耀年曲中速稍快 欢快、活泼地

	一	 一	 五	 五	 四	 五	 五	 四	 三	 四	 五

	一	 一	 一	 五	 四	 三	 四	 四	 三	 一	 二	 四

	一	 一	 五	 五	 四	 五	 三	 三	 四	 三	 一	 一

	一	 二	 三	 五	 二	 三	 二	 一	 	 五	 一	 三	 五	 四	 五	三	 四

	一	 一	 五	 五	 四	 五	 三	 四	 一	 一	 五	 五	 四	 五	 三	 二

	五	 一	 五	 四	 五	 四	 三	 一	 三	 四	 三	 一

	一	 三	 二	 三	 五	 二	 一	 二	 三	 五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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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独奏

牧童短笛

贺绿汀曲

第二单元  劳动欢歌

欣赏

	 聆听乐曲，为三段旋律排序。说一说三段旋律在表情与情绪上

的关系（相似、对比）。

	 为三段旋律选择恰当的表情术语。

	 优美地	 欢快地	 庄严地	 抒情地	 安静地

	 模唱并熟记乐曲第一段旋律。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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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与《牧童短笛》

1934年，贺绿汀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时，看到俄籍作曲家齐

尔品“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的活动启事，决定投稿一试。

当时正值夏天，屋里闷热，贺绿汀只能早起到屋顶创作。

作品完成后，他根据“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

吹”的古诗意境，将作品取名为《牧童短笛》。

经评审，《牧童短笛》获得了一等奖，齐尔品把这首乐曲

带到欧洲亲自演奏并在日本出版。《牧童短笛》成为我国第一

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

贺绿汀 (1903－1999)

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代表作有《牧童短笛》《游击队歌》等。

音乐家相册

音乐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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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马山歌
——选自《炎黄风情——24首中国民歌主题》 

 管弦乐合奏

欣赏

	 聆听乐曲，你听到了哪些乐器的音色，分别表现了什么？

	 随音乐模唱A、B主题，在括号中填写恰当的速度、表情术

语。

云 南 民 歌
鲍元恺改编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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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音乐，听辨乐曲结构。	

引子	 	 	 	 	 	 	 	B	

	 唱一唱下面两首民歌，说一说它们与管弦乐曲《放马山歌》有

什么联系。

《放马山歌》
云 南 民 歌中速 欢快地

《赶马调》
云 南 民 歌中板

 砍 柴 莫 砍 （哦 斗） 葡 萄 藤 嘛，好   爱

闲 游 浪 荡的 无 嘛， 妹用 哥 子人 尼 亲 亲。

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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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童
唱歌

斯洛伐克民歌
维 莫 兴改编
毛 宇 宽译配

1.
2.
3.

中速稍快 活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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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自然、真挚的声音演唱歌曲，注意唱准变化音和切分音。

切分节奏

切分音

	 听老师弹奏下面的旋律，

唱出括号中的音。听一听

谁唱得准。

音乐知识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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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谱与创作

	 演唱时，注意节奏准确。

	 在演唱自己的声部时，注意聆听另一个声部的声音。

数鸭子

王嘉桢词
胡小环曲欢快地

咕

咕 咕

咕

咕

咕 咕

嘎

嘎 嘎

嘎

嘎

嘎 嘎

嘎

嘎 嘎

咕

咕 咕

咕

咕

咕 咕

真 数

数多 多

真 清

清鸭， 鸭。

呀， 底

底

嘎

嘎 嘎

嘎

嘎，

嘎， 嘎。

呀 不

不少 少

多 到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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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月亮

	 唱一唱下面这首民歌，说一说它有几个乐句，乐句之间有什么

联系。这种创作手法在音乐中被称为什么？答案在本页找。

	 请用“换头合尾”的创作手法编创四小节旋律。

朝鲜族民歌中速

中速 欢快地

月

李

明

赞

月

白

的

的

亮，

呀

亮，

亮。

亮

太

媚

赏

月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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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木瓜恰恰恰

[印尼] 阿里戛尔索词曲
谢 彩 月译配中速稍快 热情地

第三单元  环球采风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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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歌曲，说一说歌曲分为几个乐段，找出每个乐段的主要节

奏型。

	 用欢快的声音演唱歌曲，注意吐字清晰，尤其是“恰恰恰”处

要唱得轻快、富有弹性。

	 演唱时，用打击乐器或声势在 处参与表现。

	 在老师指导下，自选以下动作，边唱歌曲边在“恰恰恰”处

律动。

练一练

踏步 摆胯 摆手

19



唱歌

拉库卡拉查

欢快地

墨 西 哥 民 歌
[墨] Ｍ.富 勒 顿词

姚 鸿 恩译配
王安国编合唱

(领)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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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唱歌曲，注意歌曲中的换气记号。想一想：还有哪些地方可

以加上换气记号？

	 合唱时，注意声部的配合。

	 分组合作演唱歌曲，说一说你喜欢哪一组的演唱，为什么。

Ⅰ.	Ⅱ.	Ⅲ.	……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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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箫与盖那竖笛合奏

飞驰的鹰

秘鲁民间乐曲

欣赏

中速

A

乐器陈列室

  排箫是印第安人古老的乐器之一，是一种编管乐器，由一

组管子按长短顺序排列而成。其材质多样，有木制、石制、竹

制等，音色纯美。

  盖那竖笛是印第安人古老的乐器之一，上端吹口呈V形，

音孔一般为6～7个。其材质多样，有骨制、竹制等，音色粗犷，

表现力丰富，常用于独奏或为舞蹈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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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速

	 聆听乐曲，听辨A、B主题的主奏乐器，说一说排箫与盖那竖

笛的音色有什么不同。

	 随音乐轻声模唱并记忆A主题，听辨A主题出现了几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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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乐合奏

凯皮拉的小火车

	 聆听音乐，你想到了火车行进的哪些场景？说一说作曲家

运用了怎样的力度、速度和音效来表现这些场景。

	 随音乐模唱主题，选择恰当的打击乐器编创节奏并参与音

乐表现。

欣赏

[巴西] 海托尔·维拉-洛博斯曲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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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风琴合奏

日 出

	 合奏时，注意两个声部的配合。

演奏

中速 [美] 约翰·汤普森曲

25



生旦净丑荟精粹

第四单元  学戏曲

活动

	 搜集资料，了解京剧的相关知识，唱一唱经典唱段，与

同学分享。

	 选听四个行当的经典唱段。

  京剧是我国流传最广、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戏曲

剧种，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主要技艺有“唱” 

“念”“做”“打”。

  在京剧中，将性别、年龄、性格、身份不同的人物划

分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

音乐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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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板】是戏曲的一种板式，只念不唱，有节奏，以板

击拍伴奏。

音乐卡片

报灯名
《打龙袍》灯官〔丑〕唱腔

	 听一听，数一数，灯官报了多少个灯名。

	 表演者的语调有什么特点？试着模仿报灯名。

	 搜集资料，了解灯名背后的故事。

学戏曲

 大宋天子坐龙庭，包相回朝转，（是）午门办花灯。

 我办的是：

 一团和气灯，和合二圣灯，

 三阳开泰灯，（是）四季平安灯，

 五子夺魁灯，（是）六国封相灯，

 七擒孟获灯，（是）八仙过海灯，

 九子十成灯，（是）十面埋伏灯！

 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

 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董卓大闹凤仪亭。

徐孟珂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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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里格龙

	 聆听歌曲，体会其独特的韵味。

	 合唱时，注意节奏的准确与声部的均衡，以及第二声部

准确进入后，歌唱形式变化引起的音乐情绪变化。

	 按照乐谱中的力度记号、速度记号准确演唱。

稍快 紧凑地

唱歌

Ⅰ. Ⅱ.	

—选自《流水恋歌》
魏 明 伦词
姚   明曲
朱良镇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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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花
《卖水》梅英〔旦〕唱腔

	 边聆听范唱边用右手食指轻点左手手心，一拍一下。

	 尝试模仿戏曲演员的唱腔演唱。

学戏曲

【西皮流水】 赵 群演唱

29



	 与同学合作，试着演奏一段【急急风】。

练一练

八：鼓槌同击 仓：大锣或大锣与小锣、鼓齐奏

八大：左右鼓槌先后敲击 才：钹

台：小锣 ：反复敲击

急急风
活动

  戏曲乐队中管弦乐部分称为文场，打击乐部分称为武场，

合称为“文武场”或“场面”。京剧的主要打击乐器有鼓板、大

锣、小锣和铙钹，用锣鼓经记谱。不同的锣鼓经可以表现不同

人物的奔跑、战斗、厮打等急促、紧张、激烈的动作。

音乐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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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人找妈妈

场景：北京四合院、雪山等。

角色：奇奇、宝宝、贝贝、小龙人、小龙人妈妈。

1.	选择恰当的音乐表现阳光明媚的天气。

2.	奇奇、宝宝和贝贝无意中发现后院有一道神秘的石门。（编

创奇奇、宝宝和贝贝的对话）

3.	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们打开了石门，当阳光照入石洞的时

候，一个石头蛋滚了出来。在阳光的照耀下，石头蛋渐渐变成了

人形。

第一幕  唤醒小龙人

解说：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奇奇、宝宝和贝贝在院子里玩耍。

活动

第五单元  小小音乐剧

31



我是一条小青龙

黄奇台、诸葛怡词
关     峡曲中速稍快

（领） （领）

（领）

（领）

（齐）

（齐）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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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

1.	他是谁？（领唱、齐唱与表演唱）

2.	小龙人一眼就看见了扎着小辫子的奇奇，他大声喊道：

“妈妈！”（编创对话）	

黄奇台、诸葛怡词
关     峡曲
编  写  组改编中速

第二幕  认妈妈

解说：孩子们万分惊讶地看着小龙人。

（领）

（领）

（领）（齐）

（齐）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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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人之歌
诸葛怡词
关 峡曲中速稍慢 略带忧伤地

3.	奇奇不是小龙人的妈妈，小龙人感到很悲伤。（合唱与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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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龙人有很多神奇的本领，他带给奇奇、宝宝和贝贝很多

快乐。（选配背景音乐，编创情节并表演）

2.	但每当夜晚来临，小龙人总是一个人望着夜空发呆。（齐

唱）

稍慢

 第三幕  寻找妈妈

解说：小龙人与奇奇、宝宝、贝贝成了好朋友。

编写组词曲

夜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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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奇奇、宝宝和贝贝知道小龙人很想找到自己的妈妈，他们

决定帮助小龙人。（编创对话，选配背景音乐）

4.	他们在石门的后面发现了一张地图，地图上有一个圆圆的

光圈和一座高高的雪山。难道……（编创情节、对话并表演）

中速稍慢

1.	望着高高的雪山，小龙人急切地呼唤着，却没有人回应。

第四幕  母子团圆

解说：在奇奇、宝宝和贝贝的帮助下，小龙人来到了地图中

标示的雪山。

关  峡曲
编写组填词
编写组改编

妈妈，你在哪里

36



3.	小龙人和妈妈终于团聚了，大家唱起了快乐的歌。

2.	顶着风雪，小龙人艰难地前行。登上山顶，他看见了一座

美丽的石头雕像，头顶也有一对犄角。小龙人抱住雕像，哭喊起

来“妈妈！”。当泪水滴落在雕像上时，雕像居然慢慢活了。（用

打击乐器或选配音乐表现暴风雪场景）

我是一条小青龙

黄奇台、诸葛怡词
关     峡曲中速稍快

（领） （领）

（领）

（领）

（齐）

（齐）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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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水车

演奏

活泼、轻快地

口风琴合奏

咕

咕

咕

咕

发

勤

发，

吧！

咕

咕

咕

咕

西

努

噜

噜

噜

噜

米

勤

米

作

隆，

隆，

隆，

隆，

咕

咕

咕

咕

来

恳

来

工

噜

噜

噜

噜

多

恳

多

力

咕 咕 春 临，咕 咕噜 噜隆， 隆，咕 咕 天 来噜 噜 要

清 水 实词
米山正夫曲
瞿 麦译词
编写组改编

[日] 

38



	 识读乐谱，演奏时注意节奏和指法的准确。

	 轮指法是指在演奏时，用不同的手指交替弹奏相同音的演奏

技法。弹奏乐曲前，用较慢的速度反复练习下面的旋律，以

熟练掌握轮指法。

练一练

美 春 即 临。的 啊，天 来好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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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刘三姐》插曲

唱山歌

壮 族 民 歌
雷振邦编曲中速 优美地

第六单元  五十六朵花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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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优美、婉转的声音演唱歌曲，注意唱准一字多音。

	 找出歌曲中有变换拍子的小节，挥拍唱一唱。

	 背唱歌曲。

  变换拍子是指在歌（乐）曲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节拍交

替出现。

音乐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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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不唱歌忘记歌

唱歌

	 这首歌曲节奏密集。演唱时，注意节奏准确、吐字清晰。

	 背唱歌曲。

贵州布依族民歌中速稍快 欢快地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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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一唱下面的合唱，说一说合唱与齐唱带给你什么不同的感受。

练一练

《久不唱歌忘记歌》
贵州布依族民歌
编 写 组改编中速稍快 欢快地

43



音乐知识

苗岭的早晨
小提琴独奏 

欣赏

白诚仁曲
陈钢改编

散板

中速稍快 欢快地

B

A

标有降记号的音要比原来的音降低半音。

降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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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岭的早晨》采用了苗族民歌《歌唱美丽的家乡》的音调。

随琴跟唱这首歌曲，注意延长记号的时值和节拍的变换。

练一练

	 聆听音乐，说一说乐曲由几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的音乐情绪

有什么变化。

	 随音乐模唱并熟记A段主题。

	 编创节奏，自选恰当的打击乐器为B段主题伴奏。

中速 节奏自由、奔放地 
《歌唱美丽的家乡》
苗 族 民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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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之春
琵琶独奏

乌斯满江 
俞 礼 纯

曲

王范地改编

欣赏

	 将恰当的速度、表情术语填写在括号中。

	 随琴模唱A段主题。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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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师指导下，学习维吾尔族舞蹈动作，并随B段主题表演。

练一练

（      ）

练一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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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山歌

江西民歌《兴国山歌》音调
王 安 国编合唱稍自由、山歌风 明亮地

识谱与创作

	 识读乐谱并分声部演唱，注意第二声部的准确进入。

哎

哎

哎

阳

阳 阳

烂，

烂， 烂，

来

来

呀

呀

哎！

哎！

哎！

光

光 光

灿

灿 灿

多

多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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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一唱下面两首民歌，说一说它们分别采用了哪种创作手法。

	 试一试，任选一种创作手法编创四小节旋律。

《红旗一展天下都红遍》
陕 西 民 歌中速

《凤阳花鼓》
安 徽 民 歌中速稍快

中速

大

红

鸡

村

卧，

火。

公

进

红

军

窗

好

上台

红

手左

别 我

拿着

会

唱

阳

手

单

来

凤

歌，

歌。

鼓，

唱，

手右锣，

的 也

锣

唱儿 会歌 不

鼓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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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唱

我会唱

我能背唱

请为我的演唱打分

小歌唱家

齐唱

合唱

独唱

独奏

齐奏

二重唱

歌表演

小小音乐剧

在线直播
班级音乐会

忆江南

杨柳青

牧童

木瓜恰恰恰

拉库卡拉查

报灯名

龙里格龙

表花

唱山歌

久不唱歌忘记歌

西湖春晓

江南好

牧童短笛

放马山歌

飞驰的鹰

凯皮拉的小火车

苗岭的早晨

天山之春

我学会的歌 我听过的音乐

我的“音乐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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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

牧 童

娃哈哈

中速稍快 欢快地

我

和

娃 娃

照

国

光 们，

鲜

开

开

真

笑

笑

艳，

颜。

颜。

园， 园

个

个

们

暖

哈 哈

耀

是 里

人

人

祖

阳 我

的

的

哈！ 哈！

着

花 花

每

每

花

脸

脸

朵

上

上

都

都

斯洛伐克民歌
维 莫 兴改编
毛 宇 宽译配中速

露

赶

我

洒

小

朝

青

上

块

珠

着

跟

满

牛

霞

草

牧

儿

儿

那

着

了

儿

一

朝 牧 吹霞 童 小里 在 笛，

地。

场。

起 来，

新 疆 儿 歌
石夫记谱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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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鸥
选唱

中速 快乐地
金 波词
宋 军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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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唱

赶圩归来啊哩哩

中速稍快 活泼地
古 笛词
黄有异曲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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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

魏 岚词
王原平曲中速稍快

选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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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合奏

京 调

轻快、活泼地

悠扬地

选听

顾冠仁编曲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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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听

马刀舞曲
——选自舞剧《加雅涅》

手风琴独奏

[苏] 哈恰图良曲

慢板

慢板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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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文乐谱记谱知识

一、前奏、间奏

用括号括起来的音符，即表示前奏或间奏。

二、中强
  ○● ●● ●● ○○

 mf ○● ○○ ●○ ○○（345, 134, 124, 3）  ●○ ●○ ○○ ●○

三、中弱
   ○● ●● ●● ○○

 mp ○● ○○ ●○ ○○（345, 134, 1234, 3）   ●○ ●○ ●○ ●○

四、三连音
  ○● ○○ ○○   ○○

 3  ○● ●● ○○ （456, 25, 3） 或 ●○（23）○● ○○ ●○   ●○

五、音程号

1.音程号写法
 ●○  ○●

 一度音程号（同度号） ●○（123） 二度音程号 ○○（34）

  
●○  ●○

 ○●  ○●

 三度音程号 ○○（346） 四度音程号 ○●（3456）   ●●  ●●

 ○○  ○○

 五度音程号 ○●（35） 六度音程号 ○●（356）   ●●  ●●

 ○○  ○○

 七度音程号 ●●（25） 八度音程号 ○○（36）   ○○  ●●

2.音程号用法

音程一般从下向上计算度数；在分声部记谱时，低音部由下

向上计算度数，高音部由上向下计算度数。

音程号写在音符之后，音程号前如果加写音组号，表示九度

以上的复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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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测评

一、听辨乐曲

 1.               2.               3.               4.               5.

二、填空

 1.京剧中的四个行当是 、 、 、 。

 2.京剧武场中常用的乐器有 、 、 、       

。 

 3. 称为 记号，  称为 记号，  称为 记号。

 4. 称为 节奏。

三、连线

 1. 将下列音乐作品与所属民族对应起来。

 《唱山歌》 壮族

 《苗岭的早晨》 布依族

 《久不唱歌忘记歌》 苗族

 2. 将下面的音乐作品与所属国家对应起来。

 《木瓜恰恰恰》 巴西

 《拉库卡拉查》  秘鲁

 《飞驰的鹰》 墨西哥

 《凯皮拉的小火车》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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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识读乐谱

五、探究

 歌曲《忆江南》中，“忆江南”重复了三遍，为什么？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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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册教科书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依据教育

部《盲校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6年版）》编写的，经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工作委

员会2020年审查通过。

本册教科书集中反映了基础教育教科书研究与实验的成果，凝聚了教育专家、学科

专家、教研人员以及一线教师的集体智慧。我们感谢所有对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提供过

帮助与支持的同人和社会各界朋友。

本册教科书出版之前，我们通过多种渠道与教科书选用作品（包括照片、画作、音

乐作品等）的作者进行了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仍有部分作者未能取得联系，恳请入选作品的作者与我们联系，以便支付稿酬。

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教师、学生及家长在使用本册教科书的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

并将这些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我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盲校义务教育教材建

设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 乐 课 程 教 材 研 究 开 发 中 心

202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