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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同行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

此外，本教材作者还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了服务于本书的教学资源库，有需要者可致电教学助

手 13810412048 或发邮件至 2393867076@qq.com。

丁  星

于杭州师范大学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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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常用记谱法，熟练识读简谱与五线谱的音高。

2. 了解并掌握歌唱的基本概念。

3. 了解钢琴的基本弹奏姿势，体会手指、手掌与手腕等肢体的协调。

4. 了解律动与游戏的基本要义，体验、理解律动的动作元素与音乐的关系。

5. 欣赏中国钢琴作品《牧童短笛》，哼唱主题旋律，体会音乐的形象性。

单 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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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 基础乐理与和声

一、常用记谱法

目前，世界上广泛使用的音乐记谱法主要有五线谱记谱法和简谱记谱法。

五线谱源于 11 世纪意大利音乐理论家圭多·达莱佐发明的四线谱，经过几百年的实践与完善，

16 世纪在欧洲统一确定了五线谱。五线谱具有音高视觉形象，能记录多声部及和弦，旋律线条清

晰，具有适用于不同音域等优势，因此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通用的、流行最广的记谱法。

简谱初见于 16 世纪的欧洲，17 世纪由法国教士苏艾蒂加以改进后用来教授教徒唱歌，后经法

国思想家卢梭等人的改进和倡导，得到了广泛使用。

二、简谱音高记谱法

简谱通过“1、2、3、4、5、6、7”七个阿拉伯数字来表示七个基本音级，并通过在其上方或下

方加点的方式来表示高音或低音等不同音组（图 1-1）。

图 1-1 简谱中的不同音组

三、五线谱音高记谱法

1. 五线谱的线与间

五线谱是由五条距离相等的平行线组成，线的名称自下而上依次为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

第四线、第五线，线与线之间的空间称为间，间的名称自下而上依次为第一间、第二间、第三间、

第四间，各线和各间上都可以记录音符（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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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线

第四线

第三线

第二线

第一线

第四间

第三间

第二间

第一间

5

4
4

3
3

2
2

1
1

图 1-2 五线谱的线与间

五条线和四个间所记录的音符数量有限，为了拓宽记录范围，可以在五线谱的上方或下方加线、

加间（图 1-3）。

上加三线

上加二线

上加一线

上加三间

上加二间

上加一间

下加一线

下加二线

下加三线

下加一间

下加二间

下加三间

图 1-3 五线谱的加线与加间

2. 高音谱与低音谱

钢琴演奏与声乐演唱常用的是高音谱（图 1-4）和低音谱（图 1-5）。

图 1-4 高音谱号与高音谱

图 1-5 低音谱号与低音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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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拓展

1. 与简谱相比，五线谱具有哪些优势？

2. 你在日常音乐实践活动中使用过哪些记谱方法？

活动二 歌唱与教学方法

一、歌唱的基本概念

1. 歌唱的内涵

歌唱是指人类通过自身的发声器官产生音乐性声音的过程。歌唱产生的音乐称为声乐。

歌唱是通过音高、音色、音量、旋律、节奏、吐字、唱腔等方法艺术性地表达情感的艺术。

2. 歌唱的发声器官

歌唱发声的器官由呼吸器官、声源器官、共鸣器官、咬字吐字器官组成。

二、声乐曲目《茉莉花》

 谱例 1-1 

茉  莉  花
江苏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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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提示

《茉莉花》起源于南京六合，根据六合民间传唱百年的《鲜花调》改编而成，其五声音阶曲调具

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曲调流畅、柔美、淳朴，给人以优美又不失活泼的感受。

学习要求

1. 认识正确的歌唱方法并予以实践。

2. 仔细读谱，理解歌词的含义，尝试演唱歌曲。

活动三 钢琴基础与简易伴奏

一、钢琴简介

钢琴是源自西方的一种键盘乐器，弹奏者通过按下琴键，牵动钢琴里面的琴槌敲击钢丝弦继而

发出声音。钢琴通常有 88 个键，分为黑白两种，按半音关系排列。琴身下方的踏板起到调节音色和

音响的作用。在立式钢琴中，踏板有三个：右边的是延音踏板，踩下后起到声音延长、音量增大、

产生共鸣的效果；中间的是消音踏板，主要用于降低音量，避免打扰他人；左边的是柔音踏板，其

作用是减弱音量，同时使声音变得柔和。

二、弹奏姿势和手型

1. 弹奏姿势

正确的弹奏姿势对于钢琴弹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弹奏时身体自然放松，腰背自然挺直，坐琴

凳的前半部分即可。弹奏时要放松地提起前臂，注意手腕与手臂尽量持平，不要用力压手腕，更不

能“拱手腕”。双腿双脚尽量保持稳定立好，不能有小动作。

2. 基本手型

对于初学者来说，弹奏的基本手型也是需要时刻保持的，大体相当于手掌“握”着一个小圆球

的感觉，弹奏时手腕松弛，力量尽量集中在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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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法标记

五线谱指法标记通常用“1、2、3、4、5”，简谱指法标记通常用“一、二、三、四、五”，无论

是左手还是右手，都从大拇指算起。指法标记（图 1-6）通常标在音符的上方或下方，音符重叠时标

在音符的旁边。

左手

五 5 五 5

四 4 四 4

三 3
三 3二 2

二 2

一 1 一 1

右手

图 1-6 指法标记

四、非连音奏法

这是适合初学者学习的一种演奏方法。因为通常入门的学生还不能很好地控制手指、手掌、手

腕、手臂等部位，需要通过非连音的弹奏方法来进行手指训练。其具体奏法：在弹奏第一个音前，

先用手臂带动手腕提起，然后松弛地落在要弹的琴键上，触键时手掌关节及手指的一、二关节都要

“站”稳，不能凹陷，手腕与手掌成水平位，手型呈半握状，在弹奏时要求音与音之间抬手，把每个

音都断开弹奏。请试奏下列练习曲。

1. 右手练习

 谱例 1-2 

2. 左手练习

 谱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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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奏提示

在弹奏以上两首练习曲时要边弹边唱，练习时每个音符数四拍。

3. 双手练习

 谱例 1-4 

弹奏提示

这首练习曲只有一种音符，练习时每个音符数两拍。

 谱例 1-5 

弹奏提示

这首练习曲只有一种音符，练习时每个音符数一拍。一般情况下，高音谱表用右手弹奏，低音

谱表用左手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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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拓展

1. 弹奏中手指、手掌、手腕、手臂的动作须协调。

2. 试着边唱旋律边弹奏。

活动四 律动与游戏

一、律动与游戏的描述

“律动”一词是由希腊语“ ryhmos”变化发展而来，原意为“美好、平衡、调整、富于节奏”，后多指

有节律的动作、有韵律的运动，是人们听到音乐后按照节奏动律、音乐情绪用肢体动作表达的个人体验。

律动是两个概念的融合。其一是动作，动作是人最基本的行为方式，能最为直接地表达人的情

绪、感情和意识。其二是韵律感，将可以控制的身体运动作为一种方式来表现音乐，跟随音乐的信

息体验音乐并外化音乐。

对于儿童来说，音乐和身体运动通常是同一种东西，听到音乐就会自然地跟着音乐的节奏和旋

律点头、跺脚、扭动身体。身体律动指向儿童多方面的发展，包括身体健康、平衡与协调、韵律和

节奏感、本体感、社会性等。跟着音乐做律动可以提供机会让儿童支配自己的个人空间，表达音乐

的特点，对节奏和旋律做出回应，并与其他儿童进行音乐互动。

音乐游戏是跟随音乐、语言、动作、指令、规则等进行的游戏活动，是一项综合性的音乐活动。

儿童律动往往是跟游戏结合在一起的，游戏中有律动，律动通过游戏的方式组织开展。律动和游戏

是儿童音乐活动的重要内容。

二、律动与游戏的关键词

身体运动需要空间和时间，有意识的动作有赖于身体运动的能量控制（力量）。将有意识的动作

在空间位置、时间利用和力量使用上进行有机的组合是律动的基础。

1. 时间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音乐中的节奏、旋律的进行都是以时间为载体的。律动中的时间是指动作

进行所需的时间，静止状态的动作也有保持这一动作所消耗的时间。律动在进行过程中对应多种音

乐表现性元素，如节拍、节奏、速度、旋律和休止等。下面做一个游戏。

（1）请同学们做一个造型，老师说“变”的时候换一个造型。

（2）继续做造型，在听到三角铁的声音时换一个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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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音乐，老师在每个乐句的最后一拍提示换一个造型。

（4）听音乐，学生自主在音乐中变换造型。

交流：刚才动作造型的时间一开始是以老师的指令来控制的。在音乐进行中，是根据哪个音乐

要素变换造型的呢？（乐句）

2. 空间

空间指的是运动区域。个人的专属空间是指所有自己身体内部、身体轮廓以及轮廓之外的空间

存在。一般空间是指个人区域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空间位置可以分为内部、外部的横向空间和上、

中、下的纵向空间。当参与者移动脚步，能使身体动作扩大到更广泛的空间。所以说，律动既可以

是在音乐中的个人空间探索，又可以是在空间中的彼此互动。音的高低和旋律进行等构成音乐的空

间感。下面做一个游戏。

（1）伸开双臂原地转一圈，要求双臂伸展但确保碰不到别人，感受一下个人空间。

（2）你可以让自己变得多高？

（3）你可以拉伸身体的不同部位达到多少个不同的方向？

（4）假装自己是一个大气球，随音乐在空间中行走，不能碰到他人，不然气球就破了。

（5）感受在空间中的行走路径以及与他人的互动。

3. 力量

力量的概念在律动中很重要，是指动作中的推、拉、平衡、重或轻的体验。掌握控制动作力量的能

力，用力量分配来表达音乐的强与弱、渐快与渐慢等，以表达参与者的情绪情感。例如，运用肢体动作

的紧张与舒展表现音乐的断与连。尝试用动作表现以下力度方式，并体验肌肉的紧张度以及情绪表现。

（1）表示强、短促：踏、跳、挥等动作。

（2）表示持续的渐强：拖、推、拉、压等动作。

（3）表示弱、短促：点头、耸肩等动作。

（4）表示持续的减弱：下沉、起伏、滑行等动作。

实践拓展

1. 你原以为的律动与游戏是怎样的？学完这部分内容之后你有哪些新的认识？

2. 结合新学到的知识为自己喜欢的儿歌设计一个律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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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五 音乐欣赏与人文

一、作品赏析《牧童短笛》

《牧童短笛》是贺绿汀先生（1903—1999 年）于 1934 年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求学期间创作

的一首钢琴独奏曲。贺绿汀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教育家，年轻时是从事抗日救亡音乐创作的代表

作曲家之一，他的另一部作品《游击队歌》唱遍我国的大江南北。《牧童短笛》作品曾参加俄罗斯钢

琴家齐尔品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举办的“征集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比赛，一举夺冠。全曲共分

为三段，极具形象性，该曲将复调技法与中国的民族民间风格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为

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翻开了新的一页，该曲也是中国钢琴家音乐会上的常备曲目之一。

二、作品谱例

 谱例 1-6 

牧 童 短 笛
贺绿汀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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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聆听

1. 聆听贺绿汀先生的合唱作品《游击队歌》。

2. 理解歌词内涵，谈谈听后的感受。

评价建议

1. 同伴相互进行八度音阶视唱，对相应表现进行五级评价。

2. 教师通过声乐和钢琴作品视唱，进行简谱和五线谱的读谱考察并进行五级评价。

拓展阅读

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被攻陷，革命失败，革命志士被屠杀，面对血腥的白色恐

怖，1871 年 5 月，巴黎公社领导者之一、工人诗人欧仁·鲍迪埃写下“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的光辉诗句，工人作曲家皮埃

尔·狄盖特谱曲，《国际歌》由此诞生，成为世界无产阶级不向命运低头、奋力抗争的战歌。此曲于

1920 年由瞿秋白翻译，并逐渐在中国传唱。



学习目标

1. 掌握不同音组的各音在键盘上的对应位置。

2. 了解歌唱的正确姿势，并在歌唱中加以运用。

3. 了解非连音，掌握非连音的弹奏方法。

4. 了解律动与游戏在普校和特校音乐课程中的内容、目标与价值。

5. 欣赏贝多芬作品《献给爱丽丝》，感受回旋曲。

单 元 二



学习目标

1. 掌握不同音组的各音在键盘上的对应位置。

2. 了解歌唱的正确姿势，并在歌唱中加以运用。

3. 了解非连音，掌握非连音的弹奏方法。

4. 了解律动与游戏在普校和特校音乐课程中的内容、目标与价值。

5. 欣赏贝多芬作品《献给爱丽丝》，感受回旋曲。

单 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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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 基础乐理与和声

一、音名与唱名

键盘乐器上的七个白键以“ C、D、E、F、G、A、B”七个英文字母表示，称为音名；唱谱时

采用七个拉丁音节来发音，称为唱名，分别是“do、re、mi、fa、sol、la、si”；用简谱表示则为“1、

2、3、4、5、6、7”（图 2-1）。

图 2-1 键盘与基本音级的音名、唱名

二、大谱表与中央 C

钢琴、电子琴等键盘乐器由于音域较宽并涉及双手，使用的是大谱表（图 2-2）。大谱表将高音

谱表与低音谱表用垂直线或花括号连接起来，分别表示不同音域与左右手弹奏的内容。

图 2-2 大谱表与中央 C

在低音谱表上加一线上的音 c1 就是高音谱表下加一线上的音，由于这个音处于大谱表的中央位

置，所以称为“中央 C”（图 2-2）。

三、音的分组

在乐音体系中，音名是循环往复的，为了区分音名相同而音高不同的音，通过给音分组的方式，

将高音谱表下加一线上的“ c1”所在的这组音称为小字一组，向上一个八度称为小字二组，比小字

一组低八度的为小字组，再低八度为大字组，比大字组低八度为大字一组，以此类推（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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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音的分组

思维拓展

1. 音名排列的特点是什么？

2. 为乐音体系进行分组的目的是什么？

活动二 歌唱与教学方法

一、歌唱的姿势

歌唱中的基本姿势有以下两种。 

1. 站立式

双脚稍分开，与肩同宽，身体重心略靠前，双肩略向后展开，两手自然下垂。发声时，腹部略

收紧，使人处于一种积极的、往上用气的状态。头部端正，脸部肌肉放松，表情自然，双眼向前平

视，保持良好的歌唱体态。

2. 坐式

歌唱者需要坐着演唱时，臀部坐在椅子前三分之一处，腰部保持积极的状态，不要靠在椅背上，

两脚稍分开，头部和脸部要求与站立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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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声乐曲目《摇篮曲》

 谱例 2-1 

摇  篮  曲
克劳谛乌斯 词
舒 伯 特 曲
尚  家  骧 译配

演唱提示

该作品音域不宽，篇幅较短小，曲调甜美，速度舒缓。演唱时要注意气息控制，把握好音量的

分寸，音色干净、轻柔，力求塑造宁静安详的意境。

学习要求

1. 在歌唱时须注意正确的歌唱姿势。

2. 结合作品的内容、背景，将情感和歌唱方法融入歌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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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三 钢琴基础与简易伴奏

一、非连音练习

每弹完一个音，手臂放松，自然地将手腕提起，再用同样的方式弹后面的音，边弹边跟着琴声

轻唱，倾听弹奏出来的声音，以培养灵敏的听觉。请试奏下列练习曲。

1. 右手练习

 谱例 2-2 

2. 左手练习

 谱例 2-3 

3. 双手练习

 谱例 2-4 

 谱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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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乐曲《玛丽有只小羊羔》

 谱例 2-6 

玛丽有只小羊羔
汤普森 编曲

简谱对照：

弹奏提示

这首乐曲有三种长短不同的音符， 数一拍， 数两拍， 数四拍。

实践拓展

1. 练习时训练协调弹、听、唱同时进行的能力。

2. 试着说一说在弹奏中非连音给你带来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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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四 律动与游戏

一、律动教学在义务教育中的内容与要求

律动在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习中是融合在各音乐内容中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

版）》有关音乐律动的内容与教学要求有如下表述。

1.“感受与欣赏”中的律动

能够感受并描述音乐中力度、速度的变化，并对二拍子、三拍子的音乐作出相应的体态反应。

在感知音乐的节奏和旋律的过程中，能够初步辨别节拍的不同，体验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的律

动感；能够听辨旋律的高低、快慢、强弱；能够感知音乐主题，区分音乐基本段落；能够运用体态

或线条、色彩作出相应的反应。

2.“表现”中的律动

能够配合歌曲、乐曲用身体做动作；能够与他人合作，进行律动、集体舞、音乐游戏、儿童歌

舞表演等活动；能够结合所学的歌曲、乐曲创设简单的表演情境或做形体动作。

3.“创造”中的律动

能够将儿歌、诗词短句用不同的节奏、速度、力度等加以表现；能够在唱歌或聆听音乐时即兴

地做动作；能够即兴编创同歌曲情绪一致的律动或舞蹈，并参与表演。

二、律动与游戏在培智学校的内容与要求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唱游与律动课程标准（2016 年版）》指出，“唱游与律动”是培智学校义务教

育国家课程，以唱游和律动为主要实践活动方式，课程由“感受与欣赏”“演唱”“音乐游戏”“律动”

四个学习领域构成。音乐游戏是跟随音乐、语言、动作、指令、规则等进行的游戏活动。律动是伴

随音乐，按节拍、节奏做出简单肢体动作的活动。“唱游与律动”课程中“音乐游戏”“律动”领域

的具体目标与内容见表 2-1。

表 2-1 培智学校“唱游与律动”课程领域的目标与内容

课程
领域

课程目标

1~3 年级 4~6 年级 7~9 年级

音乐
游戏

1. 愿意参加音乐游戏活动，体验
游戏的乐趣
2. 在音乐游戏中能对各种声音做
出听觉反应
3. 在游戏中能初步配合音乐做出
对节奏、速度、力度的反应

1. 能主动参与音乐游戏
2. 能听从指令调控自己的位置、
动作
3. 在音乐游戏中能对节奏、速
度、力度、音高做出基本准确
的反应

1. 能进行合作游戏
2. 能进行完整的音乐游戏活动，
表现对音乐结构、节奏、情绪等
的理解
3. 尝试改编音乐游戏情境和动作，
探索新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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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领域

课程目标

1~3 年级 4~6 年级 7~9 年级

律动

1. 能随音乐合拍地做各种简单的
动作
2. 能结合日常生活动作进行有节
奏的模仿和练习
3. 能配合音乐做简单的表演动作

1. 能随音乐控制、协调、配合
肢体的动作
2. 模仿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有
特点的动作
3. 学习儿童舞蹈基本动作以及
小碎步、蹦跳步、后踢步等基
本舞步
4. 能随熟悉的音乐进行即兴表
演和歌舞表演

1. 能用身体动作表达对音乐的感受
2. 学习进退步、十字步、交替步
等舞步
3. 能模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
舞蹈中有特色的动作
4. 根据音乐的内容和情绪即兴表演

三、律动与游戏在儿童学习中的目标指向

（1）律动与游戏指向音乐表现性要素的体验，可以加深儿童对音乐内容的理解。

（2）律动与游戏指向多感官协同，可以调动儿童身体多个感官协调运作，如眼、耳、手、足等

的协调配合。

（3）律动与游戏指向空间认知，可以加深儿童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与认识。

（4）律动与游戏指向互动合作，可以提升儿童之间的互动与协作能力。

（5）律动与游戏指向创意表达，可以激发儿童内在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四、律动与游戏在儿童成长中的价值

律动是儿童成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游戏更是儿童成长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律动和游戏的结合

可以促进儿童身体、情感、社会性认知等的成长，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健康地发展。

实践拓展

1. 阅读学习《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和《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唱游与律动课程标准

（2016 年版）》，思考普校音乐教学中的律动与特校音乐教学中的律动内容以及目标指向的差异。

2. 查找文献，了解其他国家律动和舞蹈的国家标准。

表 2-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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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五 音乐欣赏与人文

一、作品赏析《献给爱丽丝》

这首曲目为西方古典主义时期德国作曲家贝多芬（1770—1827 年）于 1810 年创作的一首独立

钢琴小品。贝多芬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后人把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称为“维

也纳三杰”。贝多芬在钢琴音乐方面有许多重要作品，其中《献给爱丽丝》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作

品，深受大众喜爱，体裁采用回旋曲式，主题旋律温柔而优美，几乎成为钢琴初学者必学的一首经

典作品。回旋曲的特点是一个音乐主题会反复多次出现，中间插入其他几个音乐片段，如 ABACA 等。

二、作品谱例

 谱例 2-7  

献给爱丽丝
贝多芬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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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聆听

1. 聆听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悲怆》。

2. 感受并分析三个乐章的音乐风格有何不同。

评价建议

1. 对自己对《玛丽有只小羊羔》的练习态度与成效进行五级评价。

2. 同伴进行《摇篮曲》演唱，关注音准、节奏与情感表达，对结构进行五级评价。

拓展阅读

具有崇高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作曲家冼星海，原籍广东番禺，出生于澳门的贫苦家庭，曾入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和上海国立音

乐学院学习，后赴法国学习小提琴和作曲。1935 年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938 年到延安任

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40 年被派往苏联，1945 年病逝于莫斯科。创作有《黄河大合唱》《生

产大合唱》等四部合唱体裁力作，《到敌人后方去》《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等二百五十余首中国

百姓喜爱的歌曲，还有交响曲、交响组曲、管弦乐等不同体裁的音乐作品。冼星海在短暂的一生中

创作了大量的艺术佳作，具有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被称为“人民音乐家”。

学习目标

1. 了解单纯音符的记谱方式，明确常用音符的时值。

2. 了解歌唱发声中呼吸的分类，体会它们的不同之处。

3. 了解断奏的种类，掌握断奏的弹奏方法。

4. 以身体结构为核心，体验对身体的觉察与控制。

5. 理解《黄河大合唱》的艺术形式，背唱《保卫黄河》主旋律声部。

单 元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