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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甄选主题思想更交融的作品进课堂开展“群乐欣赏”

在浩如烟海的音乐世界中，我们不难发现，音乐家们创作

音乐总是会把主题思想集中在热爱祖国、赞美家乡、歌颂亲

情、描绘童趣、传扬真善美等等这些方面。但当教材中的内容

冲击力不够时，我们就可以精选那些世人经久传唱，情感更为

交融的作品集中进入课堂用以推波助澜。比如人音版六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赞美的心》收录了《五彩缤纷的大地》、《黄河

颂》、《今天是你的生日》、《龙的传人》这几个作品。在

多年教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孩子们对其他几首曲子都不太有热

情，唯独对《龙的传人》比较感兴趣，因为这首歌曲曾经由台湾

艺人王力宏演唱过，歌曲本身的魅力再加上名人效应，因而备受

孩子们的追捧。今年适逢“十一”，笔者特意把这一单元提上来进

行教学。当时考虑如果单纯地舍去那些孩子们冷淡的曲子，光就

学唱《龙的传人》显然会把这个单元上“薄”上“浅”上“淡”了。

于是，在分析了《龙的传人》之创作背景，学唱了本曲之后，笔

者特意引进了1980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会谈香港回归问题之大

背景下创作的由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引进了

1982年香港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电视剧集《霍元甲》的主题曲《万

里长城永不倒》，引进了2019年“中国好声音”那英带领学员爱

新觉罗媚和斯丹曼簇演唱的创作于1984年的《我和我的祖国》。这

几首歌曲虽然都创作于八、九十年代，跟学生的认知比较遥远，但

是歌曲创作背景的统一、思想内涵的深远、旋律、歌词、伴奏的

振奋人心以及演唱者的深情融合起来都特别能走入孩子的内心，

点燃他们的爱国激情。歌曲中“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

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名字烙上中国印……”、“冲开血路、挥

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

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

一道辙……”孩子们在这种交融性、关联性更强的“群乐”的连

环冲击下，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两岸切不断的血肉浓情，感受到了

中国从东亚病夫到大国强国的不懈努力，感受到了华人一心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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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所周知，群文阅读是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语文教学中一项重要的改革与创新。实践表明，应用群文阅读教学方法，不
仅能提升学生的阅读速度，而且可进一步强化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及综合分析能力，对于提升他们的文学素养更是
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而事实上，在艺术教育范畴的音乐教学中，我们开展异曲同工的“群乐欣赏”，照样可以收获意外的惊喜。那么，
何为“群乐”，又如何开展“群乐欣赏”呢？笔者这样认为——“群乐”就是多个关联性音乐作品组成的群组。在传统的音乐教学中，
我们总是一个曲子一个曲子地欣赏或者演唱，虽然当下我们的音乐教材也以“单元组合”的形式对一些相对关联的作品进行了一定
程度的整合，比如“悠扬民歌”、“京腔京韵”、“两岸情深”等等，但是不少单元内所选择的这些曲子之间的关联性或者说统一性、对
比性显得有些牵强，关系的密切性、交融度不足。所以，突破教材，或者说以教材为基础，创造性地吸收关联性更强更能引起学生
共鸣的作品进入单元以达成“群乐欣赏”显得特别有意义。它能高效强化学生对某一主题、某一类型或者说某一思想内涵音乐的情
感体验，并不断增强学生的欣赏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那么，实现“群乐欣赏”需要教师对于教学内容作哪一些
有针对性的甄选、调整与重组呢？笔者认为可以作以下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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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金的所向披靡。当我们最后回到单元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

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时，教学到达了高潮！

显然，“群乐欣赏”的课堂教学是有厚度的，这不光是一节音

乐的大课更是一节思想的大课。通过“群乐欣赏”，我们的音乐课

会变得更加厚实、更加浓烈、更加深邃！

2  甄选音乐版本更丰富的作品进课堂开展“群乐欣赏”

众所周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均有其独到的一面。特

别是器乐曲，往往因其独特的旋律、高超的演奏技巧打动人心

而代代流传，《野蜂飞舞》就是其中一首。该曲由俄罗斯作曲家里

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节奏紧密、速度飞快，因其生动的音乐

形象被收录于人音版小学一年级第六单元。而实际上，这首曲子

可以在不同学段附以不同的目标要求，比如五、六年级，我们就

可以引进视频版的各类音乐家演奏的《野蜂飞舞》的片段进行群

乐欣赏——从西洋乐器钢琴、小提琴、长笛、小号、木琴、吉他

到民族乐器二胡、笛子、琵琶，从独奏《野蜂》到木琴重奏、管

乐重奏、弦乐重奏等等，给孩子们带去强烈的视听觉冲击。那时，

这一课将不再是单纯的一个音乐故事一首器乐曲的欣赏，而是一

席饕餮盛宴！孩子们在盛宴中能感受到作曲家神妙的乐思，演奏

家奇幻的表演，乐器本身千变万化的音色以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的挑战与超越。这种聚焦式的视听轰炸是超强的音乐记忆与感官

刺激的保证，目的是通过量的积累达成质的飞跃。

总之，融媒体时代，学生接触音乐的渠道何其之多，如果音

乐课堂仍然只停留在一节课教一首曲子或者欣赏一首曲子显然难

以再满足孩子的求知欲。我们的课堂需要时不时把一道“清汤寡

水”变成一桌“满汉全席”，如此来吊足学生的胃口，补充全面的

营养。而我们老师需要做的，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及时搜集各

类素材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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