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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路 弯 弯





山这边，山那边





空山鸟语
（二胡独奏）

听到二胡模拟鸟儿的叫声时，请用手势表示，
并表现出音乐的强弱。

刘天华
（1895—1932）

            中国民族音乐家



回  声



山  童





欢 乐 舞 步











定音鼓

圆号

圆号 单簧管

大管

小号 长号

大号

镲

长笛
双簧管

小提琴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低音提琴

竖琴

短笛

指挥





丰富多彩的舞蹈节奏



七 子 之 歌





爷爷的打渔船







同心结与漂流瓶



小 舞 台



填一填

在旋律最后两小节的音上加顿音记号，唱一唱。







点歌台

我的中国心
黄  霑词
王福龄曲中速



山乡里娃儿乐趣多
一  矛词
咏  啾曲欢快地



每人伸出一只手

中速





宁波“音乐家”

多 彩 剧 苑





美妙的小镇（序曲）

（管弦乐）

[美] 伯恩斯坦曲







壮锦织好了，多么美丽的壮锦啊！

旁白

忽然一阵大风把壮锦卷上天空，向东飞去，转眼不见了，妈妈晕倒在地。

砍柴忙



老三：“妈妈，我去把你心爱的壮锦找回来，你一定要等着我呀！”

旁白



绣 壮 锦
壮族民歌



欧洲之旅

欧 洲 音 韵







船  歌
（钢琴独奏）



幽 默 曲



有趣的节奏



理  想

说说你的美好心愿。根据图中人物职业，
选择一首歌曲唱出你心中的理想。

依 依 校 园 情



校园里的小白杨



男孩女孩



我们走进十月的阳光



唱给母校的歌







唱与连

［德］贝多芬

［奥］莫扎特

［德］勃拉姆斯 ［俄］柴科夫斯基



我会辨



连一连

键盘乐器

弦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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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琴



一只鸟仔

点歌台



摇 篮 曲



白  帆



多瑙河之波



刘天华的故事

音乐家的故事

1. 刘天华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小
时候读了几年书，父母去世后，靠做临
时工糊口。当他20岁的时候，有一天偶
尔看见二胡，就花两毛钱买了一把，那
时，二胡被称为叫花子二胡。刘天华自
己琢磨着拉二胡，并自编自创二胡曲。

2. 刘天华经常向哥哥刘半农请教。
一天，他在院子里听见鸟儿叫，灵感突
发，想起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
语响”，便想写一首《空山鸟语》的作
品。哥哥说：“这四个字有诗情画意。
古诗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这境界多美！”一个文学家，一个音乐
家，兄弟俩珠联璧合。

3. 刘天华常常寻访民间艺人，
采集各地的民间音乐，他走上了研究
中国民族音乐的道路。他天资聪颖又
刻苦勤奋，不断地探索技艺，并寻师
访友，博采众长，终于成为卓越的二
胡、琵琶演奏家和作曲家。



7.  当有人告诉他们：刘天华
还教学生拉小提琴；还在萧友梅创
办并亲自指挥的中国第一支管弦乐
队中吹小号时，外国人都睁大眼睛
喊：“噢，奇才！”

4. 193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一些外国人到北京饭店听刘天
华演奏会。他们认为“中国有什
么音乐？”闲来无事，抱着姑妄
听之的心态而来。刘天华演奏了
自己创作的二胡曲《空山鸟语》
《良宵》《光明行》，琵琶曲
《虚籁》《歌舞引》等。

5. 外国人都听得惊呆了。曲终，
便拥到后台把刘天华团团围住,争先恐
后与他握手，他们好奇地摸摸二胡，
说：“小提琴有四根弦，它音色柔
美，表现力强，能拉出表达各种思想
感情的乐思；二胡只有两根弦，音色
也这么美，曲调变化之多不亚于小提
琴！真是神奇呀！”

6. 他们又看看琵琶，问道：
“这两种乐器构造、音色和演奏技
巧不同，你怎么两件都娴熟？在我
们国家，很少有一个演奏家能这么
熟练地演奏两种完全不同类别的乐
器。”一位德国人说：“没有刘天
华，我还不知道中国有这么美妙的
音乐。”



后    记

本教材是依据国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编写的，并于 2013

年经教育部审定通过。

教材历经了十余年的编写、修订、完善的过程。教材编写组在全国广大地区进

行了充分、细致而深入地调研，听取了各级各类全日制学校师生的意见，编写了这

套适合于我国广大地区学校使用的音乐教材。

教材注重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在教学内容上，选用了大量的

民族民间音乐作品，既有原汁原味、乡土气息浓郁的各民族、各地区民歌，又有根据

民歌改编的优秀音乐作品。

教材注重情感培养，塑造健全人格。在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基础上，使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建立起对祖国、社会、自然及一切美好事物的挚爱之情，培养他们积极

乐观的生活态度。

教材注重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丰富多彩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活动

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本教材从内容的编排、活动的设计及绘画装帧等方面都力求严谨、精细。教材

图文并茂、以图释文，插图采用线描和水墨淡彩式风格，将生动形象的绘画与教材

内容密切结合，具有较强的民族民间特色和时代感。

这套教材凝聚了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资深教研员、一线优秀音乐教

师的智慧和心血。在此，我们向对本套教材给予关注、支持及帮助的人士表示衷心

地感谢。恳请广大师生在使用本教科书的过程中提出宝贵的意见。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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