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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民族民间音乐大单元主题“民歌集萃，声声乡情”
——以《沂蒙山小调》唱歌课为例

冯学如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1599）

摘要 ：中国民歌的代代传承从学校入手、课堂教授，是让学生认识、传承和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最基础的渠道和最重要途径。可以

说是从娃娃就应该抓起，就要多聆听中国民歌。我们常常在课下能够听到或了解到，孩子们更多喜欢 h 的是流行音乐 、摇滚音乐 ，而

对于传统民歌、民乐合奏、民族乐器了解少之又少 。甚至在 平 日 生活中几乎没有这样的接触、氛围或熏陶。这就要求音乐教师在民

歌教学中，不断创新教学思维，运用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 不断的激发学习兴趣和发挥他们的学习主动性 。更好的走进民歌世界，徜

徉在民歌、民乐的海洋里，热爱我们的 中国民族音乐。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

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初中教育阶段，将民族民间音乐融入音乐课程，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还能激发他们对音乐

学习的兴趣，促进创造力和审美能力的发展。然而，当前初中音乐教育中存在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传统等问题，亟需通过教学设计

的创新来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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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观念：民歌是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经过广泛的口头

传唱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歌曲艺术，单元主题为民歌集萃，声声“乡

情”。在单 元 综 述里，七年级下册的《无锡景》和《沂蒙山小调》、

八年级上册的《彩 云追月》、八年级下册的《打支山歌过横排》，

这四首歌均为汉族民歌， 前两首为小调民歌，第三首为民乐填词，

也具有小调的特征，第四首 为山歌。其中《无锡景》和《彩云追月》

为宫调式，《沂蒙山小调》 为徵调式，《打支山歌过横排》为羽

调式。

《沂蒙山小调》是一首山东民歌，课型属于唱歌课。那么就

一定要解决一 个问题 ----“ 唱”的问题。即唱会歌、唱好歌、

会唱歌。所以我们以此为主线，展开 研究。

首先从教材方面，《沂蒙山小调》流传于山东北部和河北等地。

从调式调性分析，《沂蒙山小调》这首歌曲是 3/4 与 4/4 的变

化拍子 ，采用含变宫的六声徽调式的民歌 ，属于民族小调式 ，

旋律具有开朗 、挺拔的性格，又    有细致委婉的抒情感叹。体裁

是山歌和小调的双重体裁 。曲式特点方面，《沂蒙    山小调》采

用一段体，为单乐段分解歌的形式 ，全曲由起、承、转、合四个

乐句    构成 。四个乐句的落音分别为“2、1、6、5” ，整个旋律

呈波浪式下降型 。每个乐    句都以上一个乐句的落音为中心作回

返进行的拖腔，如：re-do-re、do-la-do、la-so-la。 再有，四个

乐句中，前一句旋律的结束音和下一乐句旋律的第一个音相同，

这种    创作方式叫作“鱼咬尾” ，这种创作形式在我国传统传民

间音乐创作中时常用到，由音乐抒发情感的需要，还使用了衬词，

使拖腔变成带衬词的衬腔，加强情感的 表达 。在曲调内涵方面，《沂

蒙山小调》曲调优美 、抒情 、朗朗上口 ，具有浓郁 的乡土气息，

充分体现出了山东人民憨厚朴实的性格，抒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

爱 与赞美之情。

从学情分析角度看，七年级学生已有初步的审美感知力，对

小调民歌音乐体 裁了解甚少，接触民歌较少。但学生对于音乐基

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掌握 有了一定的积累，因此对于这节

唱歌课，学生视唱歌谱以及划分歌曲乐句有一定 的能力 。

因此依据以上学情 、教材情况我制定了一下教学目标 。情感

态度价值观：通  过学唱《沂蒙山小调》，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民

歌 ，喜欢民歌，歌唱民歌，弘扬  祖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过

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聆听、歌谱视唱、音乐要素分析 、曲调分析 

、乐句分析等手段学习歌曲《沂蒙山小调》。知识与技能目标 ：1、 

能够用婉转优美的 、自信的、有感情的声音演唱《沂蒙山小调》，

了解鱼咬尾的  创作手法 。本课的教学重点 ：1. 用婉转自信的声

音演唱歌曲《沂蒙山小调》，在  演唱中体会山歌、小调的音乐特点。

2. 唱好歌曲一字多音的连音 ，体会延长音对  作品的表现作用——

婉转、舒展，唱好山东方言和衬词，进而更好的表达歌曲的  韵味

和风格特点。教学难点：一字多音的准确歌唱和运用婉转的声音

演唱体验歌  曲的韵味。在教学法上，我遵循学生为学习主体，教

师为主导，达到学生全体参  与的教学理念上，采用情境法、聆听

欣赏法、讲授法、示范法和合作练习法等教  学方法来实施教学。

音乐是听觉艺术，多次聆听学生能够不断的熟悉旋律音调及  歌词 

。培养学生在音乐技能方面必备能力 ，视唱乐谱是纠正在歌曲演

唱中节奏 、 旋律音高及音乐记号是否能正确表达的有效手段之一。

运用很直观的画旋律线的  方法 。让学生们感知旋律音高 。还比

如音乐要素分析法， 通过音乐要素 、比如  速度变化、节奏变化、

旋律音高音域变化等的分析，可以把握整首歌曲的情绪变  化、创

作意图 ，乐句进行的特点 .

音乐基本功练习，在课前都是要进行，尤其在唱歌课前，发

声练习是必须要 进行 。针对本课， 以下是两条发声练习。

1、Shi    SI  |SI---    反复练习（呼吸支撑练习）

2、5    5          5   5    |    5 － |     3   3       3   3    |  3 －   | 1     1          

1    1      | 1 -  a    ao        yi    u  |  yu － |    a    ao    yi  u     |  yu － |  a  

ao        yi    u  |yu -

我将播放一首江苏民歌《茉莉花》，会设问：什么是民歌？

引入民歌的概念： 出示 ppt 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一首这样的民歌 。（设

计意图让学生了解本课歌曲的  体裁 ，并确定歌曲体裁）

在教学过程这个环节，首先我用情境导入法，播放美丽沂蒙

山的山水风景，背景音乐为《沂蒙山小调》歌曲范唱，同时为我

将利用歌曲前奏的音乐解说歌曲创作背景。设置问题：歌曲中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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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内容？演唱者用什么声音来表达沂蒙山的美？（那么这两

个问题设置意图是让学生们了解歌词内容，确定歌曲旋律的特点

明亮、婉转、悠扬），下面我将弹奏歌曲旋律，出示带有击拍的

声势图形的歌谱，要求同学们跟随音乐拍节奏。再次弹奏歌曲旋律，

同学们用“哒”来唱节奏，（设计意图是让同学从实践感知中确

定歌曲节拍为 3/4 与 4/4 的变化拍子），确定节拍后请同学们找出

3/4 和 4/4 分别是哪几个小节，随后将讲解 3/4 拍与 4/4 拍的强弱

规律及指挥图示，并出示指挥图示图片，同学们将跟随音乐用“啦”

音模唱旋律，右手按照所属节拍画拍。（设计意图进一步熟悉旋

律音调和变化拍子小节），实质上这一环节基本为感知环节。初

步聆听歌曲，感知歌曲音乐风格。教师弹奏旋律，学生随老师琴声，

观察声势图形歌谱进行读节奏、唱节奏。感知节奏节拍。随歌曲

范唱，边哼唱、边画节拍图示，音乐知识点的渗透。学生随老师

的旋律线，一起感知旋律进行，像一座山，同学们会在感受中知

道歌曲《沂蒙山小调》表达的革命精神。再次随老师弹奏旋律，

视唱歌谱，引导学生根据音乐要素划分为几个乐句？并让同学们

说一说、四个乐句之间有什么联系？（视唱歌谱乃培养学生音乐

技能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视唱歌谱准确能够使学生在歌唱中能够

更准确的唱歌，具有纠正作用。）。歌曲《沂蒙山小调》为一段

体构成，第一乐句（起头），第二乐句（承，是对第一乐句进一

步的承式），第三乐句（转），第四乐句（合，速度减慢有一种

结束感）。下面我将引导同学们观察歌谱每个乐句尾音和第一个

音的联系。同时给同学们介绍“鱼咬尾”的创作手法（前一句旋

律的结束音和下一句旋律的第一个音相同的结构，是中国传统音

乐的一种结构形式，也是音乐的一种创作手法。）。为了让同学

们更好的理解这样的创作手法，我设置了一个“鱼咬尾”接龙游戏。

（比如成语接龙，歌曲名称接龙），更好的理解这种民间音乐的

创作手法。

我们的重难点依然是要解决怎么唱、怎么唱出歌曲的韵味。

因此依然是多聆听。再次播放范唱，我会请同学们找出歌曲中比

较难唱的地方。（一字多音，如歌词“好……”，“草低儿”方

言儿化音、歌词“光……”歌词：“多好看”的“好”字，“豆

花香”中的“豆”字），完整唱一遍，纠正同学们在演唱中不够

准确的地方，比如乐句末尾一字多音的委婉表达，那么方言儿化音、

一字多音这是小调的音乐特征。那么带着同学们大胆的尝试演唱

很重要的一部分，教师示范更为重要，要标准，要准确无误。同

学们在模仿的时候，才会准确，虽然曲调有一些音比较高，同时

他们处于变声期，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利用轻声高位的方法来演唱，

而且要敢唱。我们总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因此

我们在表现作品的时候，是要夸张，声音有表现力。技术虽重要，

情感也必须融入进去，这才是完美的。

民歌演唱对声音是有要求的。民歌体裁分为山歌、小调、号子。

作品本身对声音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一张口唱，韵味首先是正

确的才可以。这里边很多的地方方言、儿化音，一字多音、长音

拖腔。都是需要声音表现力的。所以，教师示范，歌唱技能对老

师是有要求的。这就谈到了教师的专业技能，唱歌是中小学音乐

教师必备技能。我们是需要不断提升的，音乐是聆听艺术，我们

首先便是耳朵接收到的信息。我们给予学生单讲怎么唱是没有作

用的，务必老师要有示范指导。我们一路走来，也是从一点点的

模仿开始，最后经过研究、实践成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

民歌对演唱技巧也是有要求的。比如长音就需要气息的支撑，

那作为老师怎么去示范，让孩子们怎么保持气息去演唱。这个很

重要。唱歌课是实践性很强的课。当我们了解了歌曲的背景、内涵、

乐段划分。接下来就是重点的学唱部分。唱歌课，解决不了唱的

问题，课就是失败的。那么歌曲中的大跳音程，孩子们容易跑偏，

唱不准，我们是需要停下来纠正，很多时候，歌曲是不可以降调

演唱的。降调后失去了歌曲本身的色彩，即使孩子们轻松在降调

的基础上完整演唱，但教学目标没有达标。失去了歌曲音乐本位

的表达。低八度完成是不合理的。课程标准要求是有层级的、递

进的、难易程度结合的。我们也会发现，歌曲中有山东地方方言。

民歌与语言是离不开的，民歌一部大部分来自于民间音乐，流传

于民间，因此我会带着同学们运用山东方言演唱一遍。“山”和“见”

两个字，这样才能更好的体现山歌、小调的韵味。更好的表达歌曲。

在最后一句演唱时，我也会让同学们聆听歌曲结束句的结束

感，首先是慢一倍，再延长，再换气。我将做示范，让同学们感

受结束感并学唱，要求统一换气，这时音乐才是完整的。

展示环节是必要要有的，播放歌曲伴奏，同学们用自信、婉

转的声音完整演唱歌曲，表现歌曲。

女 生：（ 独 唱 或 齐 唱） 启 男 声：（ 独 唱 或 齐 唱）

承女生：（独唱或齐唱） 转男、女生合（齐唱）

合

在学生检测环节，我将举行简单的民歌卡拉 ok 大赛，演唱形

式可以使独唱、对唱、齐唱、表演唱等形式。

评价环节，可以学生之间评价，教师评价等。

这首歌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沂蒙山区，简单的旋律背后传

颂的是艰苦奋斗、朴实无华的沂蒙精神。如今，早已根植于山东

人的血脉之中。

在拓展延伸部分，欣赏一部电影片段《长津湖之水门桥》，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影片

中，雷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颤抖的声音哼起《沂蒙山小调》。

这位曾教会无数新兵如何在战场活下来，自己却壮烈牺牲的人，

在哼起故乡歌谣的那一刻，打动了无数人的内心 ..... 山东作为革

命老区，红色血脉源远流长，像雷公这样的“山东子弟兵”还有

很多很多……，情感得到升华！

《沂蒙山小调》是一首山东民歌，为山歌、小调双重音乐体

裁，在教唱过程中，声音表现力和歌曲表达的韵味，对于初一的

孩子来讲，孩子们稍欠缺一些，但一字多音唱的很准确，声音的

连贯性可以再好一点，不过在检测中，孩子们踊跃参加，能够感

受到对中国民歌的喜欢，中国民歌蕴含着很多文化内涵，歌曲背

后的历史创作背景、作曲方法都蕴含着寓意，不仅仅要唱会歌曲、

还要唱好歌曲，会唱歌曲。引导学生们生活中多听民歌，多唱民歌。

传承好我们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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