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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摇呀摇单
元

    摇摇摇

            传统民谣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外婆买条鱼烧烧，

白米饭，鱼汤浇，

宝宝吃了又来摇。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外婆叫我好宝宝，

糖一包，果一包，

还有团子还有糕，

吃饱好去上学校。



主题 1：小时候的歌

主题2：用颜色涂画玩具

你的家乡一定有很多有趣的童谣，请你伴随

着手拍节拍，有感情地朗诵。



童年的小竹笛
我来唱唱

这首歌曲中出现了几种不同的休止符节奏，你觉得它们在歌曲

表现中起了什么作用？

 尝试手拍节拍，口读节奏，准确表现下列节奏短句，练习八分

休止拍。

练习与思考

主题1  小时候的歌

单
元1

欢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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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听听

3 从这学期开始，我们要逐步学习五线谱。你能听着音乐，结

合五线谱上方的字母轻声哼唱旋律吗？

3 和我们以前唱过、听过的人声演唱的摇篮曲相比较，这首用

乐器演奏的摇篮曲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请在■中画“√”表示。

音色：更丰富■   比较单一■ 

音域：更狭窄■   更宽广■

主奏乐器：小提琴■   钢琴■   二胡■   萨克斯■

摇 篮 曲

摇篮曲 是妈妈

唱给孩子的催眠曲，

后来发展成为一种

音乐体裁，有演唱、

演奏等表现形式。

摇篮（油画） [法 ]贝尔特·莫利索

欣赏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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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唱唱

牧  童

切分节奏 是改变小节中强弱拍位置的一种节奏，它常常打

破正常的强弱规律，使原来的强弱关系颠倒。

可以用这样的办法练习“切分音符”。如：
我来练练

单
元1

6



还记得我们以前唱过的摇篮曲《小

宝宝睡着了》吗？

请你看着下面在不同音高位置上的

歌谱再唱一唱。

小宝宝睡着了

请跟着老师，结合手指位置来唱唱歌曲

中的二度和三度的音程。

7



1

色彩能使人产生冷暖的感觉。一般

来说，黄、橙、红等颜色让人感觉温暖，

蓝、绿、紫让人感觉冰冷。 暖
色

冷
色

我来说说

单
元
单
元

主题2  用颜色涂画玩具

冷色装饰画

暖色装饰画

请你分析上面两幅自然风景照片，哪幅给人暖的感觉？哪幅给

人冷的感觉？为什么？

8



小时候玩过的玩具中，你最喜欢哪种颜色的？运用学过的原色、

间色知识，结合色彩的冷暖感觉，把它画下来。 

评一评你所画的玩具：用了哪种原色、间色？呈现了什么样的

冷暖感觉？

我来练练

我来评评

9



单
元2  十二生肖单
元



主题 1：奔腾的骏马

主题2：小羊的故事 

主题3：淘气的小猴



欣赏与分析

我来听听

赛  马

欣赏乐曲并背唱这段主题旋律。

主题1  奔腾的骏马

单
元2

3 结合乐曲欣赏，思考并填空。

上面这段旋律在全曲中共出现了
——

次；二胡拨弦的段落出

现在这段旋律的第
——

次。

3 请表达你对乐曲的感受，在 中画“√”表示。

这段乐曲的速度是：中速□  快速□

二胡的音色给你的感觉是：柔润舒展□  铿锵坚实□

12



二胡是我国民

族乐器中的拉弦乐

器，演奏时通过弓

和弦的摩擦发出声

音。二胡的音色柔

和优美，利于抒发

情感。

青海玉树赛马会

马头琴是蒙古

族的拉弦乐器。你

能通过听辨以及观

察外形感受二胡与

马头琴在音色和艺

术表现等方面的不

同吗？

13



群马奔腾（中国画） 徐悲鸿

“唐三彩”是一种盛行

于唐代的陶器，有瓶罐和动

物造型，一般以黄、白、绿

为三种基本釉色。在烧制过

程中，釉色自然流动融合，

形成独特的色彩效果。

“马踏飞燕”为青铜器工

艺品，风格独特，其马的形象矫

健俊美。你看，马躯干壮实而

四肢修长，三足腾空飞驰向前，

飞翔的燕子都被它踏在足下，

生动地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

疾速奔跑的雄姿。 
马踏飞燕〔东汉〕 

唐三彩马〔唐〕

让 我 们 欣

赏表现马的艺

术作品，看看这

些作品在使用

材料和表现马

的神态上有什

么特点。

单
元2

我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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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用废纸制作一匹小马。

准备工具：双面胶、废纸、剪刀、勾线笔。

步骤图。

我来练练

1.将纸卷成筒形，做身体 2.将两张纸叠起来，画马
的头和颈

4.将头、颈和身体粘贴起来 5.将卷或折叠起来的纸条做
脚，注意要将纸条一头剪开
便于粘胶

6.装饰、整理而成

3.剪下外形

15



我来唱唱 夸 山 羊

请想一想：如何在歌唱中表现出对山羊的喜爱和夸赞之情？

在歌曲《夸山羊》中，出现了

“1（do）、2(re)、3(mi)、5(sol)、

6(la)”五个音级，结束音落在“la”

音级上，这是民族五声调式的宫调式。

羽

宫

商

角

徵

do

re

mi

sol

la

练习与思考

主题2  小羊的故事

单
元2

16



歌曲《夸山羊》依次出现了：__、__、__、__、__ 音级。

歌曲《保护小羊》依次出现了：__、__、__、__、__ 音级。

3 会唱两首歌曲后，认真思考乐句之间的关系，并在下面的练习中

画“√”表示。

《夸山羊》的两个乐句之间是：对比的□  重复的□ 

   两个乐句之间的呼应表现在：乐句的开头□  乐句的结尾□ 

  《保护小羊》的两个乐句之间是：对比的□  重复的□ 

   两个乐句之间的呼应表现在：乐句的开头□  乐句的结尾□ 

我来唱唱

保护小羊

练习与思考

3 结合两首学唱歌曲，思考并填空。

17



       

四羊方尊〔商〕

欣赏用不同艺术

形式表现羊的作品。

请你用纸、绳等材料

做一只可爱的小羊。

单
元2

在我国古代，羊寓意吉祥，人们把羊的形象装饰在盛酒的礼器

“尊”的四周，表达四方至尊、吉祥太平的寓意。

“四羊方尊”是青铜器工艺品，造型既挺拔庄重，又秀美华丽。

仔细观察细部，会看到非常精美的花纹。花纹的线条有直有曲，刚

柔相济，产生了更丰富的美感，这是我国古代青铜器的一个艺术特色。

我来练练

我来看看

18



       

学习剪纸的方法。剪一

只小羊。注意背部、腿部用

光滑弧线，胸部、腹部、尾

部用锯齿纹，以形成对比的

效果，突出表现羊的特征。

1.订好纸、描画图 2.先刻里面小的复杂的花纹

3.最后剪外面的轮廓 4.小心地揭开

    5.完成作品

羊身上点缀装饰小花，增加了整个剪纸的趣味性。注意，剪羊

脸要突出它的细长眼睛和长鼻尖的特征。

尝试剪出 4只自己喜欢的小羊。

准备：取一张彩色纸对叠两次，合 4

层，或取 4张彩色纸用订书钉把边订好。 

    描图：在订好的纸上，用铅笔仔细地

把图画好，注意突出羊的特征。

步骤图。

我来练练

19



我来听听 猴  哥

请跟着音乐演

演猴哥的动作。

3 你了解有关猴子的故事吗？

能否将《猴子捞月》《猴子掰

玉米》的故事讲给同伴听？尽

量做到绘声绘色。

3 欣赏京剧《三打白骨精》中

的精彩表演，学着做做美猴王

的代表性动作。 

欣赏与分析

主题3  淘气的小猴

单
元2

（选段）

20



3 学习戏曲中一段“急急风”的锣鼓经，练

习表演孙悟空的“亮相”。 

锣鼓经：

仓：小堂鼓、大锣、小锣

才：小钹

“急急风”是戏曲打击乐

的一种锣鼓经，节奏很快，大

多用来配合紧张、急速的动作。

“亮相”是戏曲演员在一

连串的舞台动作之后，摆出静

态造型的姿势。 

亮相重复敲击至演员准备摆出亮相才结束

小钹
大锣

小锣

小堂鼓

21



二猿图（中国画）  刘继卣 

猴子吹喇叭（农民画）

欣赏上面的农民画与中国画，说说它们各自的特点。

作    品 表现内容 表现方法

《猴子吹喇叭》

《二猿图》

上肢下肢都是手，有时爬来有时走，

走时很像一个人，爬时又像一只狗。

                       谜底（      ）

单
元2

我来看看

22



步骤图。

1. 用铅笔轻轻勾画出
猴子的外轮廓

2.用淡墨或淡褐色染
色，画出猴子的身体

3.用浓墨勾勒出猴子
的五官

4. 根据自己的想象，
还可以添加适当的背景

准备工具：毛笔、墨汁、生宣纸、国画颜料、调色盘。

欣赏同学表现猴子的水墨画

作品，你也尝试用水墨画艺术形

式表现猴子的动态特征，用简练、

概括的笔墨把猴子的自然形象转

变为艺术形象。

我来练练

23



3  小小建筑师单
元



主题 1：神秘的地下宫殿

主题 2：瞧这一家子 

主题 3：我们有个甜蜜的家

在神秘的动物王国里，生活着许多能干的

“小小建筑师”。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构

筑着自己美丽的家园。

仿生建筑是人类模仿生物筑巢的方式而建

造的建筑物。人类也需要向动物学习。



主题1  神秘的地下宫殿

我来唱唱 蚂蚁短，蚂蚁长

侗族民歌 

找一找歌曲中变换节拍的地方，并准确歌唱。

歌曲中出现  、 的音符，叫装饰音，对旋律音起到装饰

的作用，演唱时要轻巧、短促。

一首歌曲（或乐曲）中出现了两种（或以上）节拍，叫作

变换节拍。

听老师弹奏这首歌曲的结束音，请写出其唱名。如果改为其他

音，你会感觉歌曲结束了吗？ 

这首歌曲结束在“la”音上，给人“到家了”的感觉，我们把

它叫作歌曲的“主音”。

单
元3

26



3让我们配合不同的动作来复习  拍、 拍的强弱规律。 表示强音。

3 请配合口读手拍的动作，按照变换节拍的方

式朗读下面这首童谣。

我来练练

27



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
——节选自〔唐〕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我来唱唱 小 燕 子

主题2  瞧这一家子

单
元3

28



这首歌曲的节拍是四拍子，用  拍号来表示，其节拍强弱的规

律是：强—弱—次强—弱 。

“ ”叫作“延长记号”。在这个符号下面的旋律可以根据情

绪的需要自由地延长时值。

我来练练

听老师用“la、la、la”哼

唱歌曲《小燕子》的旋律短句，

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只飞翔的小

燕子。请仔细听老师哼唱的每个

短句的末尾长音，并用手势把这

个音级表示出来。 

尝试选择合适的材料制作“小燕子的一家”。

我来做做

29



小 蜜 蜂

我来唱唱

请用欢快的情绪演唱这首歌曲。

主题3  我们有个甜蜜的家

单
元3

30



我来听听
野蜂飞舞

3 在这首表现野蜂飞舞的乐曲中，你感受到野蜂

振翅疾飞、忽远忽近的形象了吗？你认为这样的

音乐形象和下面哪些音乐要素相关？请在□中画

“√”表示。

速度：急速地□ 缓慢地□ 

力度：强的□ 弱的□ 忽强忽弱□ 

旋律进行：跳进的□ 级进的□ 

          直线向上向下的□ 

          环绕进行的□ 

3 你能结合肢体动作感受野蜂飞舞的形象吗？蜜蜂们会跳圆圈舞蹈

练习与思考

“∞”字路线图

或“∞”字形舞蹈，告诉同伴食物在哪里。 

31



人类的智慧不仅仅停

留在观察和认识生物界，

而且能运用人类所独有的

思维和设计能力模仿生物，

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增加自

己的本领。 

可移动的蜂巢体育馆（模型）

蜂巢

斯洛文尼亚仿蜂巢建筑

哥伦比亚麦德林市植物园
里的一个生态建筑

深圳市华 .美术馆

华·美术馆是一幢形似大蜂巢

的建筑，一个个大大小小六边形的

玻璃幕墙拼接、组合成浑然一体的

玻璃大外壳。

单
元3

32



蜂巢造型的吊灯 蜂巢形壁灯

蜂巢形落地灯

3 受蜂巢的启发，在日常生活中你还有什

么发现？

3 你能用一次性纸杯或卷筒纸中间的纸筒

等材料仿造一个蜂巢形吊灯吗？

3 尝试用方便的三角插的方法做一件仿生

学的作品。

三角插制作步骤图

用三角插插成的球

一、纸片的折法

1.取长宽比约 2∶ 1的纸片，
然后对折成双层

2.左右对折，折出一折
痕然后打开，两边沿虚
线向中心斜折

3.此为背面

二、插入组合法

取一个折叠好的三角插，将前
端的两个尖角，各插入另两片
后方的小孔 基本形 跳插法 直插法

4.翻到正面，下面两角沿虚
线向上斜折

5.折好的两角再往上折 6.左右两边对折

练习与思考

33



4  光影的魅力单
元



主题 1：形形色色的光影

主题2：拿起你的照相机

主题3：影子戏



同学们，你们在生活中都看到过哪些光影的现象？

因为光线，我们

看到了一个变幻多样

的世界。

主题1  形形色色的光影

单
元4

我来看看

36



因为光线，我们看到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

抓住事物瞬间的光影效果，发现它最美的

一刻，这就是摄影 —— 一种光与影的艺术。

37



你会使用照相机吗？说

一说你家里都有哪些照片。

你最喜欢哪一张？

你家里是不是也有

一面像这样的照片墙？

现在，你也来拍一张满

意的照片挂上去吧！

主题2  拿起你的照相机

单
元4

我来练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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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选择一个

好的拍摄对象。你想

拍什么？玩具、宠物、

爸爸、妈妈、同学，

还是其他人？

接下来，选择一个恰当的环境。

是阳光充裕、视野开阔的郊外，还

是阴天或室内？

39



照相机的高度和它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角度也很重要。

俯拍 平拍 仰拍

除了识别俯拍、平拍和仰拍的不同，你还能从上面的图片中发

现什么？

你发现下面的 3 张照片有什么共同特点吗？它们都是用一种镜

头拍摄出来的，有着类似的效果。

小提示：试着

比较每张照片前景

和背景的不同。

单
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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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美感的构图是一张照片的灵

魂，一点一线中都包含生活之美。赶

紧拿起相机，尽情去拍吧！

最后，为你的照片选个合适的相框吧！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属于你的照片墙！

三分法构图

三角构图

对角线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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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戏 又称“影

子戏”或“灯影戏”，

是一种用灯光照射兽

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

剪影来表演故事的民

间戏剧形式。

你了解民间的影子戏

吗？观看皮影戏《三顾茅庐》

片段，并试着编几句戏词给

皮影配音。 

分角色表演《三顾茅庐》的故事。

主题3  影子戏

单
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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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也有影子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请

欣赏歌曲《回声》。

回   声
               （无伴奏合唱）                              

                           [ 法 ] 拉索曲

……

回声，美妙的回声，

它在哪里？在哪里？

哈哈哈……

歌曲中的回声就像歌声的“影子”。

你认为这种“影子”的效果和下列哪些

音乐要素、表现手段有关系？请结合歌

曲思考。

声音的快慢□   旋律的对比□

声音的高低□   旋律的重复□

声音的强弱□   演唱的形式□

欣赏与分析

合唱 是集体演唱多声部声乐作品的一种演唱形式，

常有指挥。

无伴奏合唱 是指仅用人声演唱而不用乐器伴奏的多

声部音乐表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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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锦绣飞花大歌情单
元



主题 1：锦绣壮乡

主题2：飞歌跳花到苗家

主题3：依山傍水唱大歌



柚子龙眼颗颗甜我来唱唱

学会这首歌曲后，唱唱谱，看看这

首歌曲的旋律是由哪几个音级组成的。

3 手拍节拍，口读“嗒嗒”，练习歌曲中的这段节奏。

3请用“1、3、5”三个音级按照下列给出的节奏创编旋律并唱一唱。

在相同节奏的两个乐句中形成旋律的呼应。例如：

练习与思考

主题1  锦绣壮乡

单
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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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跳跳

壮族扁担舞又称打扁担，流行于广西都安县和马山县一带，舞

者手持扁担，边打、边唱、边舞，其内容多为模拟农事活动中的插秧、

收割、打谷等动作。扁担舞节奏强烈有力，声响清脆高昂，动作快

慢错落有致。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元宵节期间举行表演。

请同学们注意：舞步的起落要与击打

扁担的节奏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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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听听 歌唱美丽的家乡

欣赏歌曲，并跟着音乐唱一唱，体会苗族飞歌的特点。

听听唱唱歌曲的唱名，留意贯穿歌曲中的主要音和结束音，你

觉得旋律有“回家”的感觉吗？

飞歌 是苗族人

民在生活劳动中表

达、交流情感的演唱

形式。飞歌的音调嘹

亮，豪迈奔放，唱起

来声震山谷，具有强

烈的感染力。 

主题2  飞歌跳花到苗家

单
元5

圆滑线         表示在歌唱中不同的音高唱同一个字。

连音线        表示把两个或多个音高相同的音符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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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跟着老师一起唱唱这首

歌曲中最有特点的前两句，你能

感受它们在旋律、节奏、乐句关

系上都有哪些特点吗？在□中画

“√”表示。

旋律：连贯□  跳动□

节奏：自由□  密集□

乐句关系：前后呼应□ 

          完全重复□

苗岭的早晨

飞歌 陈其林

欣赏与分析

通过欣赏，你感受到了苗岭的早晨有哪些清新秀丽的景色？你

能听出主要是用什么乐器来表现的吗？

全曲的速度： 慢—快—慢□  快—慢—快□

乐曲的结尾与前面哪个部分的景象相呼应？

欣赏与分析

我来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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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服饰以夺目的色

彩、漂亮的装饰而深受人们

的喜爱。 

根据苗族服饰的特点，用线描的形式设计一

件衣服，并用线条进行装饰。

步骤：

 1. 设计衣服的形状，稍作夸张。

 2. 分别画出纹样的主线。

 3. 添画各部位的纹样。

 4. 整理修饰需要加粗的线条。

我来练练

单
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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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设计衣服的形状，稍作夸张。

 2. 分别画出纹样的主线。

 3. 添画各部位的纹样。

 4. 整理修饰需要加粗的线条。

苗族的服饰色彩艳丽。让我们用浸染

的方法制作纹样，并将其装饰在衣服上。

我来练练

苗族扎染

1.折纸、准备颜料

工具材料：生宣纸、餐巾纸、彩色水、

调色盘。

制作步骤：

2.沾色

3.转动角度沾色

4.展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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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唱唱

侗家儿童多快乐

主题3  依山傍水唱大歌

单
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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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注意歌曲结尾旋律中休止符的特点，

并用手拍节拍、口读“嗒嗒”的方法练

习这句节奏。

3 在老师带领下，先用慢速练习歌曲中

间的合唱部分，体会和唱好民间风格的

二声部合唱。

3 这首歌曲用了“d r m s l”5个音组

成五声音阶，且结束音落在“l”音上，

属五声羽调式。如果把结束音换成其他

的音，有没有“回家”的感觉呢？

侗族的舞蹈总是要伴随着侗歌，

突出舞蹈的抒情性。“多耶”就是

一种边唱边跳的舞蹈形式。侗族歌

舞离不开芦笙的伴奏，芦笙舞更是

侗族民众在喜庆佳节时最喜爱的舞

蹈形式。

近年来也出现了许多优

秀侗族新舞蹈作品，如《走

在山水间》。

我来跳跳

练习与思考

走在山水间（舞蹈）

多耶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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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深深的怀念单
元



主题 1：前进！前进！

主题2：烈士墓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我来唱唱

3 了解《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背景和它成为国歌的过程。

3 欣赏齐唱和乐器演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说说哪些音

乐表现手段表达了坚定的意志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3 和同学交流在典礼等仪式上聆听到国歌时的感受，歌唱和聆听

国歌时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和行为。
 

       

      叫“三连音”。

练习与思考

主题1  前进！前进！

单
元6

（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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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唱唱

你觉得这首歌曲

中哪些音乐要素的运

用塑造和表现了少先

队员朝气蓬勃的精神

面貌？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练习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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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革命斗争的绘画作品，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通过构图

突出表现意图，有的通过情节表现战斗生活中的故事。

作品《怒潮》画面上，愤怒的民

众冲向前方。横构图的人物动势线形

成一股向前的气势，像狂涛巨澜一样，

预示人民革命的怒潮势不可当。

一队战士踏着战友用身体支

撑的“人桥”，冒着敌人的炮火

奋勇前进。

请你说一说，画面的横构图

能使你产生怎样的联想呢？

《太行铁壁》表现老

一辈革命家与老百姓携手

并肩，像太行山一样铸成

铜墙铁壁。竖构图的人物

造型就像挺立的雕塑，寓

意不可战胜的人民力量。

怒潮（黑白木刻画） 李桦

人桥（套色版画） 古元

太行铁壁（中国画）杨力舟 王迎春

单
元6

我来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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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广为流传。请

你根据自己对故事的了解，分析这幅画

的构图特点和要表达的内涵。

《地道战》表现的是中国人民运用地道

战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作品的构图像戏

剧舞台：在一间牲口房里，地道的出口巧妙

地设计在草料槽中，两名女游击队员从中跃

出。其他人物安排恰当。他们机警灵敏，神

情紧张而充满信心。

《战斗中成长》塑造了一老一少两位游击队员获得胜利后，携

战利品满怀喜悦的形象。其中特别刻画了小八路脸上稚嫩纯真的笑

容，突出了“战斗中成长”的主题。

请你分析《小八路》表现

了什么内容，是怎样表现的？

地道战（油画） 罗工柳

小八路（石版画） 孙滋溪 战斗中成长（油画） 秦大虎 张定钊

狼牙山五壮士（油画） 詹建俊

我来评评

我来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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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的雕塑方法，使人物形象真实自然，且能够抓住人物活动

的典型动作，使主题突出鲜明。

浮雕以真实的人物形象，

通过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游行、

演讲动作，表现了爱国青年为

反帝反封建英勇斗争的主题。

请你分析《地雷战》

和《艰苦岁月》运用的

雕塑方法以及所表达的

主题。

英雄少年龙华烈士陵园雕塑

整体造型气势恢宏。其夸张的大

火炬内，是几位少年英雄的典型

代表，有北伐战争中的童子军、

地下战斗中的小交通员等。雕塑

的人物形象真实生动，表现了少

年英雄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受的血

与火的洗礼。

艰苦岁月 ( 雕塑 ) 
潘鹤  

地雷战 ( 雕塑 ) 

萧传玖  

英雄少年龙华烈士陵园雕塑  汤守仁

五四运动 ( 浮雕 )   

单
元6

我来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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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跳跳

  女兵（舞蹈） 

v    

五四运动 ( 浮雕 )   

感受到当代

军人的爱国

情怀和勇敢

无畏的战斗

精神。

我
也
想
当
兵
（
少
儿
舞
蹈
） 

军旅题材的舞蹈主要展现军旅生活，

塑造多姿多彩的军人形象，传达军人丰

富的内心世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让人

红蓝军（舞蹈） 

士兵与枪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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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少先队员来到烈士墓前，表达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

我来唱唱

主题2  烈士墓前

单
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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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胜利花”。

由两片形似和平鸽的花瓣贴成美丽简洁的“胜利花”，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歌颂人们用鲜血换来的和平。

我来做做

“胜利花”制作步骤。

1.用红纸剪出花瓣1和 2 2.用黄纸剪出花蕊

3.将三个部分粘合在一起

下花瓣 1

   花瓣 2

     花蕊

中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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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唱唱

歌唱二小放牛郎

这是一首用歌唱讲故事的叙事性歌曲，

传唱了几十年，感动了无数的人。你能富有

表现力地唱出每段不同的内容和情绪吗？

单
元6

运用多段分节歌形式叙述情

节内容的歌曲，叫叙事性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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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员在王二小铜雕前献花

王二小纪念碑立在王二小当年
牺牲的地方，纪念碑的后面就
是当年他把敌人引进埋伏圈的
山口

歌唱二小放牛郎（课本剧）

少年英雄王二小（铜雕） 

有感情地讲讲王二小的故事，尝试排练课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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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很久以前，乌鸦

可不是像现在这样黑乎乎

的。它们曾经有着彩色的

羽毛，十分漂亮。它们都

骄傲地说：“我们都是彩

虹的后代。”

2. 冬天到了，树枝变

得光秃秃的。但是，当五

彩缤纷的乌鸦落在树上时，

大树变得绚丽多彩，就像

春天又回来了。

3. 有一天，一个雪人因

为一只乌鸦偷吃了他那个胡

萝卜做的鼻子，心情很不好。

他忽然提出了一个愚蠢的问

题：“乌鸦们，你们当中谁

的颜色最美丽？真正的乌鸦

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4. 没想到这么一个愚

蠢的问题竟然引起了乌鸦

们无休止的争论。它们都

认为自己的颜色最美，是

唯一正确的颜色。它们相

互攻击，争吵不休。

校园音乐剧--- 彩色的乌鸦
编剧：吴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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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后，争吵变成了搏

斗和厮杀。它们美丽的羽毛

在战斗中被撕扯掉了，原来

好听的叫声也变成了令人讨

厌的“呱呱”声。

6. 它们无休止的

争吵引来了一场黑雨，

从天倾盆而降。

7. 乌鸦们都变

成了黑色，它们再

也找不到那美丽的

粉红色、淡紫色和

黄色，也没有了点

点彩色和花纹。它

们都成了一群没有

差别的黑乌鸦了。

你能和同学们把这个故事用表演的方式表现出来吗？请

同学们根据这个童话的情节进行表演，并讨论这个童话故事

说明的道理。

我来演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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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彩虹

旁白：在很久很久以前，乌鸦可不是这样黑乎乎的，它们有着

彩色的羽毛，十分漂亮。它们都骄傲地说：“我们都是彩虹的后代！”

寒冷的冬天来到了，树木都变得光秃秃的。白雪覆盖着大地，

几个小雪人孤零零地站在雪地里。忽然，天边一片绚丽，一群彩色

的乌鸦飞临，着陆在一片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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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金色的乌鸦飞到小雪人肩头，要啄小雪人脸上那个突出的

大鼻子。

小雪人叫道：“你干吗呀？这是我的鼻子！”

金色乌鸦：“嘿嘿——我就是想逗逗你玩儿。”

小雪人：“那可不行，不能啄我的鼻子，真没礼貌——”（捂

着鼻子喊着跑开了）

金色乌鸦追着喊：“嘿！哪里跑——”

（小雪人飞快地旋转着，躲避着金色乌鸦的追逐）

金色乌鸦向同伴喊着：“来呀！快帮我把这小雪人捉住！”（彩

色乌鸦们都聚过来追着、堵着，乌鸦们向小雪人一下扑了过来……）

小雪人捂着脸大叫着：“哎呀，我的鼻子！”

（金色乌鸦举着小雪人的胡萝卜鼻子笑着跳着，众彩色乌鸦哈

哈大笑着）

小雪人：“没有鼻子可叫我怎么说话呀？！声音囔囔的，谁也

听不清我说的是什么了。”

金色乌鸦嬉笑着：“那你什么也别说了，永远沉默吧！”

小雪人：“你凭什么啄我的鼻子？”

金色乌鸦：“凭什么？就凭我是金色的乌鸦，是我们彩色乌鸦

里最尊贵的！”

小雪人指着金色乌鸦身后边的红色乌鸦嘟囔着：“那……那……

那只火红火红的就比你更鲜艳！”

红乌鸦从乌鸦群里挤出来：“小家伙，这回你可说对了，我就是

比它漂亮。还有谁能比我更美丽？”

旁边的绿色乌鸦不屑地说：“得了吧，你？我没张嘴说就

罢了，我有宝石一样的绿色，夜里都能发光！”

蓝乌鸦站在树枝上：“瞎说！夜

里天上有月亮，还用得着你身上这

点儿亮吗？你看我有天空一样的蓝

色，可以消融在天际里！”

“闭嘴！我有火烧云般的色

彩……”金黄色的乌鸦刚说到一半

就被银色的乌鸦打断了。

69



银色乌鸦趾高气扬地说道：“呦——呦——别忽悠了行吗？

还……还……色彩呢，你看看我这冰凌般透明的银色，这才是最美

丽的色彩呢！”

我最美丽

金黄色乌鸦：“我就是比金乌鸦美丽，我的

颜色有层次，红里透着金黄，金黄里含着火红！”

小雪人：“那……那……那你们到底谁最美

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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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乌鸦们争吵不休，相互拉扯、推搡。 

呱 呱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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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乌鸦们，既然你们不爱惜自己多彩的羽毛，那我

就把你们全变成一种颜色好了！

旁白：顿时狂风大作、乌云翻滚，黑色的大雨倾盆而下！

旁白：彩色没有了，它们全都变成了浑身一色的黑乌鸦。

黑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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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们发挥想象和创意，在音乐剧结尾处自行设计，看看如何使乌鸦们

由此接受教训，让美丽的色彩又回到它们的身上呢？

本剧选自《彩色的乌鸦》。卡罗拉.荷兰特绘图，埃迪特.施埃伯-威克撰文，

三禾译。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