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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门序曲》教学设计
黄文倩　杨　姝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 411201）

教学内容：欣赏管弦乐曲《卡门序曲》（《音乐》七年级上

册第六单元，湖南文艺出版社）。

教材分析：《卡门序曲》是歌剧《卡门》的前奏曲，由浪漫

主义时期法国作曲家比才作曲。乐曲采用回旋曲式，音乐洋溢着

热情奔放的情绪，生动表现了斗牛场狂热、喧嚣的场景及主人公

的形象和命运。

教学目标：

1. 学生能够熟悉作品的基本主题，了解回旋曲式结构。

2. 通过视、听、唱、动等音乐实践活动，体验每个主题音乐

情绪的表现。

3. 学生对管弦乐曲产生兴趣，愿意主动探索相关的音乐文化

知识。

教学重点：熟悉《卡门序曲》的主题旋律，了解每个主题的

音乐情绪。

教学难点：掌握乐曲结构：回旋曲式。

教学过程：

一、视频导入，激发兴趣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课堂，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视频

片段（《猫和老鼠》），请同学们注意聆听视频当中的音乐。

提问：这是什么动画片啊？那你们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设计意图】：兴趣是学习的动力。选用大家熟悉的动画片《猫

和老鼠》片段，通过里面的音乐引出本节课的音乐作品《卡门序曲》，

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讲授新课

（一）作品介绍

1.《卡门序曲》是歌剧《卡门》的前奏曲，前奏曲是歌剧开

始之前的一段开场音乐，同时起到揭示剧情的重要作用。这首曲

子结构比较简单，主要描述了斗牛场的欢乐气氛和斗牛士的英勇

形象。

2. 展示人物图片，（见图一）人物图介绍剧情发展

图 1　人物图

师：正如同学们看到图片中的一样，我们眼前的这位就是卡

门。卡门是一个美丽热情奔放的吉卜赛姑娘，当时深受男士的喜

爱，军官唐·豪赛被她的魅力所吸引并爱上了她，且参与了卡门

的走私活动，但是在一起后卡门发现他们两人对于爱情和生活的

态度截然不同，后来卡门又爱上了英勇的斗牛士—艾斯卡米里 奥，

在一次斗牛活动中，埃斯卡米里奥获胜，当群众正在欢呼的时候，

唐·豪赛杀死了卡门，随后，自杀身亡。

【设计意图】：让学生了解这部歌剧的剧情，提高学习兴趣，

并把握这部歌剧的人物形象，为接下来的学习做好铺垫。

（二）分段聆听

1. 聆听基本主题 A

（1）提问：我们先看 A 主题，请大家聆听并思考这段旋律

的情绪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

总结：主题 A 节奏华丽，紧凑，急促连续的十六分音符快速

地出现形成了这种热烈，欢乐的场面。

（2）场景引导：整首曲子表现了斗牛场的欢乐气氛，此时观

众坐满了整场，他们特别兴奋，虽然还没开始斗牛，但是已经很

热闹了，描绘了怎样的一个场景呢？

生：描绘了狂热，喧闹的斗牛场。

【设计意图】：在聆听中引导学生从节奏、速度等音乐要素

去感知作品，激发学生进行艺术想象，使学生能置身于斗牛场的

音乐情境之中。

（3）播放视频，观察动作：下面请同学们欣赏主题 A 的演

奏视频，同时注意观察老师的动作。

提问：有没有同学观察到我刚才模仿的是什么乐器呢？

（4）实物展示——镲（见图 2）

图 2 　乐器镲图

师：老师今天把这个乐器带来了，为什么会在这里运用镲呢？

渲染了一种什么样的气氛？

作曲家正是运用镲来营造出斗牛场热烈欢呼的气氛。

【设计意图】：从乐器的音色特征出发，让学生体会主题 A

的热闹的气氛。

（5）找到镲的节奏规律，当镲出现的时候引导学生拍手。

（6）师生合作：学生继续拍手，老师直接用镲展示。

【设计意图】：学生在实践活动中逐步熟悉主题 A，并能很

好地体会作品的情绪特征，对音乐作品的感受也会越来越清晰。

2. 聆听第一插部主题 B

（1）提问：这段音乐与主题 A 相似还是不同？你们还听到

镲这个乐器的声音吗？

生：不一样，也没有听到镲的声音了。

师：此时，人们正焦急地等待着斗牛士出场。

【设计意图】：对比 AB 两个主题，从音乐要素的区别感受

两个主题情绪的变化，并用语言引导学生对场景进行想象。

（2）教师钢琴弹奏两种不同风格的主题 B

师：下面我给大家弹奏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舒缓，第二

种跳跃。）你们听听看他更符合哪一种情绪？

生：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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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通过两种不同的弹奏方式，让学生感受音乐

的不同情绪表达，并引出顿音。

（3）介绍顿音记号

师：顿音就是一个小的倒黑三角，非常的短促而又轻巧有弹性。

（4）学唱旋律（见图 3）

图 3 　顿音记号图

第一遍视唱主题旋律。

第二遍接龙，左边同学唱连音部分，右边同学唱顿音部分。

最后合奏。

【设计意图】：正确把握连音和顿音的区别，同时加强对主

题旋律的印象。

（5）加入身势律动

连音部分摆动身体，顿音部分捻指。

【设计意图】：加入乐器，配合身势律动，可以活跃课堂气氛，

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3. 聆听第二插部主题 C

（1）播放主题 C 的视频

提问：听，谁出场了？

【设计意图】：多媒体播放歌剧的视频片段，让学生更好地

把握斗牛士的人物形象。

（2）“bong”音模唱旋律主题旋律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演唱来表现主题，有利

于学生把握主题音乐形象，加深对音乐作品的印象。

（3）介绍小附点节奏型

（4）有无附点的区分

师：如果有附点的话，情绪很欢快，能生动地展现斗牛士自

信威武的形象，而没有附点，就会有种胆怯的感觉。附点节奏具

有一种推动性，就好像预示着我们斗牛士只能勇往直前，不能退

缩的一种精神。

【设计意图】：通过有无附点的对比，让学生感受到音乐要

素的变化会给音乐带来情绪变化。

（5）教唱

第一遍教师带学生视唱，注意小附点节奏要准确。

第二遍跟琴唱，注意演唱的情绪，把斗牛士的自信表现出来。

（6）身势律动

师：光有声音还不够展示我们斗牛士威武的形象，我们还可

以加上一些肢体动作，有没有同学愿意当英勇的斗牛士呢？

【设计意图】：选一位同学上台扮演斗牛士，跟随音乐有节

奏地踏步往前走，其他同学边唱边挥拳给斗牛士加油助威，可以

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乐趣。

4. 反馈与巩固

通过连线的方式，让学生听辨出三段主题旋律。

【设计意图】：通过分辨主题，帮助学生熟记三段主题旋律。

（三）完整聆听

1. 引导学生标记主题顺序。

2. 介绍回旋曲式。

回旋曲式是西洋音乐曲式结构之一，多用于十八世纪初叶法

国古典钢琴曲。其基本原则是：主要主题周而复始地循环往复，

在其重复之间，插以对比性格的插部。在回旋曲中，主要主题至

少要呈现 3 次。

【设计意图】：在学生已经熟悉三个主题的基础时，掌握乐

曲的结构并不难，此时让学生掌握回旋曲式的结构特点，符合学

生的音乐认知水平，有利于增强音乐素养。

3. 聆听“卡门主题”

师：在乐曲最后还出现了带有悲剧性色彩的“卡门主题”，

因其与前三个主题形成较大反差，并且最后结束在不协和和弦上，

故常被省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主题有什么不同？

总结：结尾极其不协和的音响，预示着卡门悲惨的命运。

【设计意图】：聆听“卡门主题”，与歌剧的剧情相呼应，

让整堂课具有一定的完整性，该主题与前面三个主题鲜明的情绪

对比，能让学生体会《卡门》这部歌剧的悲剧色彩。

4. 作者介绍及作品的影响力。

《卡门序曲》是由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的，比才是一个十分

有才华的作曲家，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他创作的歌剧《卡门》

是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

【设计意图】：完整聆听作品后，介绍作品的作者及作品在

世界的影响力，增加学生对于作品的相关了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三、课堂总结

1. 提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

学生自由回答。

2. 教师总结：我们今天学习了《卡门序曲》这首管弦乐曲，

聆听了《卡门序曲》的三段主题旋律，我们也知道了什么是回旋

曲式，并且初步感受了管弦乐曲的魅力，还有更多经典的管弦乐

作品等待着大家去认识，希望同学们可以多多了解和关注。

【设计意图】：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对课堂的知识点

进行总结和巩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并启发学生

了解更多的管弦乐曲，培养学生主动探索音乐的能力。

3. 完整聆听，用动作表现音乐。

师：最后，让我们用音乐声结束我们的音乐课堂。请同学们

完整聆听这首乐曲，我想请同学们用自己的动作来表现歌曲的音

乐形象，比如听到 A 段的时候，同学们可以用拍手的方式表示。

B 段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连音和顿音的身体律动来表现。听

到 C 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他这种威武的气势模仿出来。请同学

们起立，跟着音乐一起来表演。

【设计意图】：最后通过集中展示，是对整堂课主要内容的

巩固，让学生在音乐实践活动参与到音乐当中，感受音乐学习的

快乐，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教学反思：

在本节音乐课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从多种音乐要素去聆听

音乐，激发学生进行艺术想象，挖掘音乐的精神内涵，并通过实

践活动让学生参与到音乐当中，从而获得良好的审美体验。

这节课还存在不足的地方，比如音乐活动的方式有待进一步

探讨，教师应当根据该年龄段的学生发展特点去设计音乐活动，

要让每位学生都参与到音乐当中，主动地体验音乐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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