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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你好，在人生最美好的年龄我们与音乐相遇，在中学阶段我们将乘着

音乐的翅膀，在音乐与祖国、音乐与自然、音乐与社会、音乐与自我的体验中，

学会用音乐看世界。

在本年级中，我们将掌握用科学的发声方式来传递动人的歌声，将学习

复拍子的指挥图示，尝试用多种创作手法进行旋律编创，还会掌握一门新的乐

器——口风琴的演奏技能。

让我们徜徉在五千年的音乐长河中，感受国粹瑰宝、戏苑芬芳，体会中华

文明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让我们用洪亮的歌声，

赞颂那些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英雄，珍惜今日难得的

和平与安宁。

让我们一起探寻亚欧、美非乐声，用音乐的耳朵去

聆听和体会异域音韵，用心弦谱写四季之歌，在如歌的

岁月里用心感受、抒发美好，用音符书写成长的印记。

音乐是美的唤醒，代表着精神与力量。青少年是

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希望在音乐的陪伴

下，你们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时代新人。



校园歌曲能生动反映青少年的生活，是表达心声、寄托情感的重要载体。

不同时期的校园歌曲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本单元以我国当代校园歌曲和近代学堂乐歌为主要学习内容，通过作

第一单元

菁菁校园育芳华



品品味文辞，了解多元的创作手法，感受当代校园歌曲中的真挚情感，以

及近代学堂乐歌所蕴含的浓郁民族情怀。我们将不负韶华，在青春的跑道

育春华、培秋实。



同学们 ，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新的征程 ，用歌声与微笑记录我们美好的年

华。听！校园的白杨树为我们呐喊 ，蓝天和白云为我们喝彩 ，青春的旋律陪伴

我们走向未来。

歌声伴我长大第 1 课

中 学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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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到乐句进行中的换气记号“  ”了吗？请用自然的声音演唱歌曲，在

“  ”处调整气息。

  还记得我们在小学阶段学习过的音乐知识吗？请结合本课学习一起来回顾

和梳理，并在“□”中画“√”选择。

1. 演唱这首歌曲时，合适的速度是：□ 快板            □ 小快板        □ 慢板

演唱这首歌曲时，合适的情绪是：□ 欢快的        □ 平静的        □ 忧伤的

2. 这首歌曲的演唱形式是：□ 齐唱  □ 重唱           □ 合唱

这首歌曲的节拍规律是：□ 强、弱  □ 强、弱、弱  □ 强、弱、次强、弱

这首歌曲的乐曲结构是：□ 一段体  □ 二段体        □ 三段体

这首歌曲的音乐体裁是：□ 进行曲 □ 摇篮曲        □ 圆舞曲

   从歌曲《中学时代》 中选择一至两个乐句作为音乐开始的前奏，你会怎样选

择？ 请写下来并唱一唱。

5



    我们应合理、科学用嗓，尤其在变声期间，更应该注意不要大声喊叫、大声唱歌，

也不要压着嗓子唱歌，避免声带过度疲劳。

变声期的嗓音保护

    无论站立还是坐着歌唱，都要保持自

然放松的状态。应注意抬头挺胸，眼睛平

视前方，小腹收缩，切忌大声喊唱。

正确的歌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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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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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歌曲的创作背景与意义，用坚定有力的声音演唱歌曲， 体会进行曲的

风格特点，并用歌声表达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向往与追求。   

  用口读节奏、手打节拍的方法练习下面的节奏，并在本课音乐中找出与这

条节奏相对应的旋律。  

  拓展聆听合唱版《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感受多声部歌唱带来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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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乐歌是我国最早的校园歌曲。一百多年前， 随着新式学堂在中国建

立，许多创作歌曲开始发展起来。让我们聆听和歌唱这些作品，了解学堂乐歌

所展现的时代之声。

学堂乐歌第 2 课

春     游

9



          *《春游》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首多声部合唱作品。

李叔同（1880—1942）

    音乐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学堂乐歌代表

人物之一。 代表作：《春游》《送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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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三声部合唱《春游》，跟着音乐做八六拍的指挥手势，注意音乐中力度

记号的运用，从和谐的声部体验中感受音乐所表现的“诗中有画”的美好意境。

 结合手势慢唱骨干音，准确构唱和弦，注意三个声部之间的和谐统一。

 《春游》的歌词借鉴了中国传统诗词。朗读歌词， 体会作品清丽淡雅的文辞特

点与古典韵味。

  每小节有六拍

  以八分音符为一拍

强弱规律

八六拍

11

指挥图示

3 2 1 4 5

6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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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河

*《黄河》作为中国最早的学堂乐歌之一，是作者有意识地采用西方的音乐形式进行创作的歌曲，

推动了学堂乐歌以及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

沈心工（1870—1947）

        音乐教育家，学堂乐歌代表人物之一。代

表作：《体操-兵操》《黄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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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节奏朗诵歌词，体会音乐作品的韵律感。

  用铿锵有力的声音演唱歌曲，体会音乐中同音反复、大跳音程、模进

等创作手法对提升作品表现力的作用，尝试用同音反复和模进的手法编

创 4 至 8 小节音乐旋律，并唱一唱。

  了解歌曲的创作背景， 说说歌曲表达了怎样的音乐情感，第一和第二

乐句在节奏和音区上的变化对音乐情感表达有何影响。

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指的是 20 世纪初期，我国为新式学堂所开设的音乐课编创的歌曲。

这些歌曲多以简谱记谱，起初曲调多来自国外，以中文填词，后来采用民间小曲或

新创曲调。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等，代表作有《送别》《春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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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风琴的吹奏姿势

3. 口风琴的吹奏练习

  学奏口风琴（一）

1. 认识口风琴

1  2  3  4  5  6  7  1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C      D      E      F     G      A      B      C

14

① 呼吸训练。

用鼻子、嘴巴同时轻轻吸气，再均匀地、缓缓地吐出来。

② 长短音练习。

吹长音：手指按住琴键 C 音，气息均匀、平稳地吐出。        

吹短音：手指按住琴键 C 音，控制好气息，舌头发出“突突突突”的声音。

③ 练一练，尝试用口风琴演奏《黄河》第一句旋律。

坐姿吹奏 站姿吹奏

一

二
三 四

五

正确的手形



我的学堂  我的乐歌

我的思考

校园歌曲有着健康、积极的引导作用，由于它能够反映时代

特征，常常会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说说本单元中两个时代校

园歌曲的异同，再想想你还学过哪些校园歌曲和学堂乐歌。                      

我的创作

1. 采用选曲填词、依词作曲、自创词曲等形式，用简谱或五线谱         

编创一段具有时代感且体现校园生活的旋律。

2. 选择你喜欢的方式演绎歌曲，表达情感。

15



爱党、爱国音乐作品抒发着中国人民爱党、爱国的炽热深情，记录着

激情燃烧的岁月，铭记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奉献和牺牲

的英雄事迹。

第二单元

巍巍中华红旗颂



本单元将四首不同形式的音乐作品作为主要学习内容，通过不同的音

乐体裁、形式和风格，诉说对党和国家的深切情感。让我们从歌声中汲取

精神力量，奋发向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我爱你，中国第 1 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风格，向世人展示着中国人

民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奋进精神。《我爱你，中国》以如诗如画的歌词，优美

抒情、恢宏大气的旋律，传达了对祖国的依恋。让我们用真挚的情感演唱，表

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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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聆听，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前奏的第三、第五小节，进一步体

会三连音表现出的音乐情绪。                       

  准确演唱歌曲，用铿锵、坚定的歌声表达出中国人民勇往直前的奋进精神，

并说说是哪些音乐要素使你产生这样的激情，在“□”中画“√”选择。

   □  附点节奏的反复运用                 □ 音乐中的三连音

      □  重音记号的连续使用                 □ 音乐中的级进

  用四二拍的指挥方式         ，结合音乐的拍点及强弱对比，在歌唱中体现力

度变化与情感表达。
1

2

田汉故居纪念馆

20



我爱你，中国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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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词 节 选

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

我爱你青松气质，我爱你红梅品格，

我爱你家乡的甜蔗，好像乳汁滋润着我的心窝。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

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

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22



  有感情地朗诵歌词中的排比句，并跟着音乐唱一唱，想象歌词描绘的画面。

  聆听音乐，根据旋律、节奏、节拍、速度等音乐要素，说一说音乐情绪有什

么变化。

  通过歌曲赏析，体会女高音歌唱的特点，在“□”中画“√”选择。

 □ 宽厚  结实              □ 高亢  明亮              □ 低沉  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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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真挚的情感，谱写出对党的无限感激；慷慨激昂的旋律，讴歌了新中

国的繁荣昌盛。让我们深情演唱， 领悟音乐的思想感情和内涵意蕴， 表达对祖

国深深的爱。

颂歌献给党第 2 课

唱支山歌给党听

24



    又称三段体，包含三个相对独立的音乐部分。三个部分同等重要，作用各不相同，

组成完整的统一体。

单三部曲式

  演唱歌曲，体会不同乐段的速度对情绪、情感表达所起的作用。

25



  结合音乐，尝试用小型歌舞剧表演的方式， 表现歌曲描述的情境以及丰富

的情感。

  这是一首单三部曲式结构的作品， 请在“□”中画“√”选择合适的结构

形式。

 □    A + B + A’            □   A + A’ + B

 □    B + A + A’            □   A + A’ + A

26



  红   旗   颂

27



  引子部分的号角主题采用了下列哪几首歌曲的旋律？这一主题贯穿全曲， 

每当听到它时，你会联想到怎样的画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  《东方红》

3.  《国际歌》           

4.  《唱支山歌给党听》

  从节拍、节奏、速度等音乐要素角度，对比主题一和主题二所描绘的音乐形

象有何异同。                                                              

  聆听音乐，说说主题音乐在全曲中出现的次数，谈谈你对音乐的整体感受。

  当主题音乐出现时，随乐进行四四拍的挥拍，如图                  ， 并轻声哼唱。
3

2

1
4

《胜利的号角》  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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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中华”主题歌咏会

搜集你喜欢的、催人奋进的爱国歌曲，与同学一起开一场以“爱

我中华”为主题的小型歌咏会。在歌声中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爱国

主义精神。

活动建议：

歌咏会备选曲目：

《红星歌》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爱你，中国》

《我和我的祖国》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搜集并确定演唱曲目，为歌咏会设计一份节目单。

2
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进行节目排演。演唱形式不限，

可以是独唱、重唱、齐唱或合唱等。

3 与同学、老师一起开一场“爱我中华”主题歌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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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每个民族都有丰富

多彩又独具民族特点的音乐文化。

本单元以我国少数民族音乐作品为主要学习内容，了解不同少数民族

第三单元

多彩民歌诉真情



的音乐在体裁、调式调性以及歌舞表现方面的特点，通过演唱、演奏、编

创等方式，感受不同民族的音乐特色，抒发民族自豪感。



茫茫苍穹，辽阔草原，孕育出优美舒展的蒙古族民歌，热情洋溢的新疆乐

曲，展现出一幅幅旖旎壮美的音乐画卷。让我们饱含热情赞颂大草原，让动人

的乐音久久回响在辽阔的疆域。

辽阔的回响第 1 课

牧      歌

  请用悠长、宽广的气息以及舒展连贯的声音演唱歌曲，感受这首由上下两

个乐句构成的蒙古族长调民歌。

  对比欣赏无伴奏合唱《牧歌》，进一步体验歌曲所表达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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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杯

  唱一唱蒙古族短调民歌《银杯》，体会蒙古族长调与短调民歌的区别。

短  调

    蒙古族短调民歌篇幅短小、曲调紧凑、节奏整齐，音域相对较窄，主要流行

于内蒙古农牧区。

长  调

    蒙古族长调民歌节奏自由、旋律舒展、气息宽广、句尾悠长，且有独特而细

腻的颤音装饰等特点，主要流行于内蒙古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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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五声调式中的五个音：宫、商、角、徵、羽，都可以用在乐曲的开头或结尾

的重要位置，结束音常常是确定调式名称的重要标志。例如，结束音落在“ ”上，

称之为宫调式。想一想，蒙古族民歌《牧歌》和《银杯》结束音分别落在“ ”和

“ ”上，属于什么调式？

  尝试运用熟悉的节奏型，结合民族五声调式的五个音，编创一段 8 小节的旋

律，并唱一唱。

  你了解呼麦吗？呼麦是一种神奇的歌唱艺术，是蒙古族杰出的创作。请在

课后查找资料，了解其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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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之 春

小提琴的双音演奏，表现出舞曲的节奏以及人们尽情歌舞的欢乐场面。

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明亮、欢快的主题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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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聆听乐曲�B�乐段主题旋律，在���������处将音符补充完整。注意书写规范、�准确。

 � 把 B 段主题旋律第 1 至 6 小节写成简谱，并唱一唱。

 � 编创 2 至 4 小节富有新疆少数民族特点的固定节奏型， 用声势动作或打击乐

器为乐曲伴奏。

� � 完整聆听乐曲，说说第三段音乐从旋律、节奏等音乐要素方面与前面哪段

主题音乐风格相似，音乐中的乐段变化带给你怎样的情感体验？

 � 体会乐曲中丰富的小提琴演奏技法，并说说不同的演奏方式带给你的不同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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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曲《新疆之春》具有浓郁的新疆民间音乐风格，反映了人们欢欣鼓舞、酣

畅淋漓的生活情趣。请跟随音乐，尝试用舞蹈动作表现音乐主题。

 你了解十二木卡姆吗？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

重大贡献，请在课后查找资料，初步了解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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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淳朴绘山河江水，歌舞欢腾颂军民情深。让我们通过聆听、演唱民

歌，表演小型歌舞，体会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意。

民歌印象第 2 课

山歌好比春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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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音乐，你能感受到变换节拍带来的自由感吗？尝试用下面的节奏

型， 进行变换拍子的节奏接龙。

    歌舞剧表演是融音乐、舞蹈、动作、美术、文学等于一体，表现情境或故事，表

达思想感情的综合性艺术活动。小型歌舞剧表演有助于加强音乐与其他艺术的联系，

提高学生的跨学科实践能力和综合表演能力。

小型歌舞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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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高亢、明亮的声音演唱歌曲，体会优美婉转的旋律，并尝试表现刘三姐淳

朴勇敢的形象。

  根据歌舞剧《刘三姐》的剧情，结合山歌自由、高亢、悠扬的特点，和同学

一起尝试进行小型歌舞剧表演。

《刘三姐》（1960 年）  电影截图

《新刘三姐》彩调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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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衣   歌

   * “阿拉黑司”为

藏语劳动号子呼喊的

衬 词。“呷 拉 羊 卓 若

若尼，格桑梅朵桑”

意 为“时 代 的 花 朵，

高兴地向亲人开放”。

《洗衣歌》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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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洗衣歌》的歌词，结合藏族的舞蹈动作，编创小型歌舞剧，表达军民

淳朴真挚的鱼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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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舞欢乐多

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有很多，这些节日的庆祝方式多以歌舞为

主，且歌舞的主题多与生活细节、劳动场景密切相关。让我们准备

一场“民族歌舞庆丰年”主题音乐会，进一步感受和体会少数民族

歌舞的独特魅力。

活动建议：

1
搜集有代表性和地方特点的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

资料，分析少数民族歌舞音乐的特点。

2 按照少数民族地域划分进行歌舞分类并分组排练。

3
举行一场小型的班级民族歌舞音乐会，评选出你

最喜欢的民族歌舞，并说出喜欢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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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族民间音乐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展示着

自身独特的风采，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

本单元以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国家的民族民间音乐作为主要学习

第四单元

异域音乐展风情



内容，通过演唱和听赏等方式感受不同国家和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

乐，在不同音乐作品的形式与风格中，了解其文化内涵。



印度尼西亚民歌《星星索》用富有韵味的旋律表达思念与期盼，苏格兰民 

间乐曲《优雅》则兼具恢宏的气势与优雅的情调。让我们了解世界音乐的多元，

体验亚欧音韵， 丰富听唱体验。

亚欧音韵第 1 课

星   星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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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一唱歌曲中带有附点和三连音节奏的乐句，体会船歌的独特韵律感以及

歌曲在情感表达方面的作用，说说是哪些音乐要素让你产生这样的感受，在

“□”中画“√”选择。

□ 曲调舒缓悠扬      □ 曲调跌宕起伏

□ 节奏前紧后松      □ 节奏前松后紧

  尝试用下面固定音型为歌曲伴唱，体会无伴奏合唱带来的美妙体验。

* “星星索”是划船时船桨起落而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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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音乐可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五个音乐文化区。东亚音乐包括

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音乐，皆以五声音阶为主，追求古朴典雅的旋律美；东

南亚音乐中印度尼西亚的古典音乐多采用七声音阶 ；南亚音乐与民间音乐有着很深的渊

源 ；中亚和西亚音乐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亚洲音乐

48

    印度广为流行的一种弹弦乐器。它造型修长，音

色柔美悦耳，既能演奏如歌的抒情性音调，也能弹出

快速的舞蹈性节奏。

西塔尔

    亦称杖鼓，是朝鲜族膜鸣类打击乐器，演员演奏

时将鼓横挂胸前，或放在木架上，左手拍鼓，右手执

竹片敲击。

朝鲜长鼓

    印度尼西亚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既指以打击

乐器为主的乐队，也指由它演奏的音乐，其艺术表现

形式为多声部音乐合奏（有时加入人声）。甘美兰乐

队乐器众多，音色丰富多样，力度对比强烈。它被普

遍用作戏剧、舞蹈的音乐伴奏。

甘美兰



优       雅

风  笛

    一种流行于欧洲和近东诸国的民间乐器，由皮

袋、吹管、旋律管、伴音管组成。演奏时可以用嘴

吹气，也可以同时用风袋供气。其特点是可以持续、

不间断地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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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音乐，感受风笛音色的特点，体会风笛演奏的独特魅力。

  分析长音对乐曲情感的表达起到什么作用。

  唱一唱主题音乐， 说说主题旋律在整首乐曲中出现的次数，谈谈你对音乐的

整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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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以七声音阶为主，除东欧地区的节拍比较复杂外，其他地区大多采用均分节拍。

欧洲民族民间音乐常使用独具地方特色的乐器进行演奏，如苏格兰的风笛、意大利的曼

陀林和罗马尼亚的排箫。

欧洲民族民间音乐

曼陀林 排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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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谐的歌声表现红河谷的自然之美，用丰富的节奏体现非洲鼓乐的欢乐

与神奇。让我们在美好和谐的歌唱中表达对生活的赞美，在动感的演奏体验中

发现非洲鼓乐的乐趣。

美非乐声第 2 课

红   河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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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歌曲，体会二声部合唱带来的美妙与和谐，分析歌曲的经典性体现在哪

些方面，在“□”中画 “√” 选择。

□ 歌曲结构为一段体，短小凝练。

□ 歌曲采用了“起、承、转、合”的创作手法。

□ 歌词借景抒情，旋律和谐统一。

 给歌曲划分乐句，并标记换气记号“  ”，合唱时采用轻声高位置的演唱方法，

相互倾听，准确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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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奏一奏

  学奏口风琴（二）

2. 学一学连音奏法和跨指法

1. 做做趣味手指操

连音奏法  不同的音符上画有连音线

时，要用连音奏法。弹奏时，后一手指

按键后，前一手指再抬起，音与音之间

保持连贯。吹奏连音时不换气，注意

保持气息平稳，使发音圆滑。

跨指法  从高音弹到低音时，二指、三

指或四指从一指上跨过叫跨指。

动作要领：十指相抵，掌心相对，

左右配合，动作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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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乐
加纳民间乐曲

这是加纳共和国阿散

蒂部落的一段鼓乐，这段鼓

乐演奏顺序从 A 开始，多

种乐器按顺时针方向逐一

加入，直到 F。

其中 A-F 分别代表鼓

Ⅰ、 拉托（一种节奏乐器）、

鼓Ⅲ、鼓Ⅳ、鼓Ⅴ、鼓Ⅵ。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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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用乐器或借助身边的物品敲击下列节奏，感受多声部立体节奏形成的丰

富音响效果。可以先分组练习，再按 A、B、C 顺序逐一加入。

非洲鼓

    鼓是非洲非常重要的乐器，每个部落都使用一种或几种鼓。复杂多变、热

烈奔放的节奏是非洲鼓乐的灵魂，鼓不仅是一种乐器，还有模仿语言、传达信

息的功能，此外，鼓声还能为歌唱、舞蹈伴奏。

  聆听音乐，根据乐曲的节奏特点，通过逐步添加乐器，感受情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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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音乐之窗

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发掘世界音乐的魅力，通过深入搜集与整

理，发现更多的世界民族民间音乐。将你喜欢的异域音乐作品通过

听、唱、奏等方式分享给大家。

活动建议：

1
根据兴趣爱好，与班上同学组建亚洲组、美洲组、

欧洲组、非洲组等资料收集小组。

2
组内分工协作，分别完成文字、音视频资料的查

找以及表演准备工作。

3 小组内排演后，在班上进行展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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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校园

主要角色

小  华——男，七年级学生

静  雪——女，小华的同学

小华的父亲

小  明——男，小华的同学

李老师——女，班主任

小华的母亲

七年级学生小华是个喜欢弹吉他但缺乏自信的男孩。在班主任李老师及同

学和父母的帮助下，他通过参加艺术节重建了自信，在学校开始了多彩的中学

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了校园的温暖，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 对多彩

的中学生活充满期待……

编剧：段亮亮 谢倩倩 衣莉莹

少年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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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一

新的环境，陌生的同学，小华不自信的性格越发显露，课间

时同学们都有说有笑， 而他孤独的身影， 显得格格不入 ……

1. 用表情和眼神表现小华内心的不自信。

2. 设计其他同学的课间活动， 与小华性格形成反差。

3. 结合歌曲， 可采用歌舞的形式作为场景一的结束。

课间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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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表情和语言表现

父母焦虑的心情，体

现家校联动的重要性。

2. 设计李老师家访时

与小华父母的对白。

场景二场景二

1. 设计李老师与小明、静雪的对白。

2. 设计小华与小明、静雪的对白。

1. 所有演员演唱《相

信自己》，体现初中

生的青春洋溢。

2. 小华在一遍遍的

排练中，神情从不自

信逐渐到自信。

3. 用表情和动作表现

同学们的紧密合作。

场景三

李老师前往小华家中，了解到父母更关注他

的学习成绩，并不赞成他弹吉他。得知小华在学

校的表现，并经过李老师的一番劝说后，小华父

母意识到全面发展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他们决

定密切配合学校，帮助小华树立自信 。

场景四

校园艺术节即将开始，李老师和同学们推

荐小华成为乐队的吉他手。在与同学们一遍遍

的排练中，小华的自信也在一点点建立……

场景四

班主任李老师注意到了小华的沉默寡言， 同时也发

现他喜欢弹吉他，于是找到同样热爱音乐的小明和静雪， 

让他们邀请小华加入社团活动，激发小华的兴趣和潜力。

勉强同意的小华， 在排练中还是略显退缩……

校园艺术节即将开始，李老师和同学们推

荐小华成为乐队的吉他手。在与同学们一遍遍

的排练中，小华的自信也在一点点建立……

班主任李老师注意到了小华的沉默寡言， 同时也发

现他喜欢弹吉他，于是找到同样热爱音乐的小明和静雪， 

让他们邀请小华加入社团活动，激发小华的兴趣和潜力。

勉强同意的小华， 在排练中还是略显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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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信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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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五

小华非常珍惜这次艺术节演出的机会，每天都坚持练习吉他。然而，由于

过度练习，他的手受伤了。医生嘱咐他休息一段时间后才能恢复练习。眼看学

校艺术节的日子临近，小华感到非常着急。

老师和同学们都来安慰小华，让他安心养好

伤。由于场外舞台搭建工程延期， 艺术节开幕时间

也随之延期。在大家的关心照顾下，小华的手也渐

渐恢复。

1. 用动作和表情

表现小华的手在

练习中受伤。

2. 设计小华手受

伤后焦虑的内心

独白。

1. 用喝彩和掌声表现观众们对小华的肯定。

2. 设计小华关于这次经历的一段独白，表现出

他充满自信地迎接多彩的初中生活，以此结束

本剧。

场景六

校园艺术节开幕了，小华抱着他心爱的吉他登上舞台，他的精彩表演得

到了老师、同学、父母的热烈掌声。通过参加艺术节的经历，他重拾了自信，

更加投入这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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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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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小组、分角色进行剧本创作与诵读，体验角色的内

心情感与表达方式。尝试将《多彩校园》完整排练，在班

会或校园艺术节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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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本次音乐剧的排演后，相互交流表演后的

感想和收获。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你能坚持

自己的兴趣爱好吗？遇到阻力时，你会怎样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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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音乐学习手册

二、聆听下列体现异域风情的歌曲，先按播放顺序排序，再将歌曲与对

应地区连线。

（  ）《红河谷》 非洲 

（  ）《优雅》 加拿大

（  ）《星星索》 苏格兰

（  ）《鼓乐》 印度尼西亚

一、请你一边挥拍，一边视唱下面的旋律，并说出曲目名和曲作者。

曲目名：________________ 曲作者：________________

曲目名：________________ 曲作者：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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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将下列简谱用五线谱的方式记写下来，并唱一唱。

四、请在“ （   ）”中写出下列乐器的名称。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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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套艺术教科书根据《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组织编写。

编写团队由高校的艺术教育专家学者、艺术家及全国各地的优秀艺术教师、教

研员组成，肖向荣教授担任主编。

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诸多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的支持与帮助。吴灵芬、

宋瑾、谢嘉幸、唐宏峰、宋飞、蔡海燕等为教科书编写提供了指导；除署名作者

外，段亮亮、谢倩倩、衣莉莹、李家洪、刘静、高欧丽、陈明敏、王得澳、肖辉、

肖朝晖等也参与了本册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此外，还有很多单位、专家和同仁

为我们提供了专项审查、插图、资料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的参与为确保

教科书内容的科学性、适切性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本册教科书出版前，我们通过多种渠道与教科书选用作品（包括照片、画

作、剧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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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支付相关作品使用费用。

我们真诚地欢迎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共

同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科书。

电    话：010-64989520

电子邮箱：art@esph.com.cn

教育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