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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本教材根据  2019  年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发展司所颁布的《小学五年级音乐
教育课程标准》和教育资源与技术司所颁布的《小学五年级音乐教育课本编写指
南》精心编写。

《五年级音乐教育课本》共划分为十个单元和两个期末音乐会。课文内容融
入了各种元素，如道德价值、爱国、爱护环境、科技、创意等。活动包含歌唱、
基础乐理、打击乐器演奏、竖笛吹奏、创作、鉴赏等。课文和活动的编排配合学
生的程度和生活经验，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让学生逐步掌握基本的音乐知识和技
能，提高学生的艺术情操及品德修养。本教材备有音乐教学光盘，收录了教学所
需的歌曲、伴奏、乐曲和节奏。

以下为本教材所使用图标的含义：

通过各类活动，激发学生对各单元教学内容的学习兴趣。

演唱歌曲。

活动活动 各类音乐活动，巩固学生所学习的知识。

介绍乐理知识、音乐技能及额外知识。

融合高层次思维技能，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能力。

Track   00 光盘中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序目和内容。

教 学 小 锦 囊 提供简要的教学建议、学习重点及活动的补充说明。

1.1.1 按照课文与活动的先后顺序，列出所配合的学习标准。

扫描二维码，查看相关的教学内容。

根据教学内容作出补充或提问。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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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小 锦 囊

1. 引导学生讨论日常生活中能听到音乐的地方，如学校的下课钟声、购物商
场里的歌唱表演、电影中的配乐、公园的鸟鸣声等，并说出音乐带给他们
的感受。

2. 让学生于课后探索更多日常生活中能听到音乐的地方。

生活多美好生活多 好单单 元元 一一

音乐无处不在，说出在日常生活
中你能听到音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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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95

欢乐地

词：刘雪庵

曲：黄自

Track   01 （歌曲）

Track   02 （伴奏）

2.1.1
2.1.3

 雪 霁 天 晴 朗 腊 梅 处 处 香 骑

 驴 灞 桥 过 铃 儿 响 叮 当

 响 叮 当 响 叮 当 响 叮 当 响 叮 当

 好 花 采 得 瓶 供 养 伴 我 书 声

 琴 韵 共 度 好 时 光

踏雪寻梅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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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乐谱上的连音记号与断音记号做动作。当遇
到连音记号时，身体随着连音记号的旋律左右摇
动；当遇到断音记号时，跟着音符一起跳跃。

表示音要唱或奏得短
促、相互分离。

表示连线内的音要唱
或奏得连贯、流畅。

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踏雪寻梅》歌曲中的
连音记号和断音记号呢？在演唱歌曲时，要
正确地唱好连音和断音。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一一一

       Track   03 （连音奏法）        Track   04 （断音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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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k   05 （连音与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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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小 锦 囊

让学生通过歌曲及活动，体会连音与断音的对比。

连音记号（legato） 断音记号（staccato）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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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iii)
1.1.2 (i v)
1.1.3



写出以下音符的音名。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二二二二

   

 
音名 E F

认识 E 音和 F 音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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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i)



 

 附点二分音符的时值是 3 拍。

认识附点二分音符和休止符

音符 时值 同等时值休止符

 全音符 4 拍     全音休止符

 
 附点二分音符 3 拍      附点二分休止符

 二分音符 2 拍
  

    二分休止符

 四分音符 1 拍     四分休止符

 八分音符
1
2  拍     八分休止符

2 拍 1 拍 3 拍

h + 
.
 = h.

附点是记在音符右边的小圆点，
具有增长音符时值的作用。带有
一个附点的音符，会延长原有音
符时值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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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写出以下音符的名称及音名。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三三三三

音符 名称 音名

1

2

3

4

5

6

7

例:

四分音符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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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i)



将下列音符与同等时值的休止符画线连起来。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四四四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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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图中动物的脚步声，哪几个
比较强，哪几个比较弱？

森林交响曲森林交响曲单单 二二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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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k   06 （强和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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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两组，一组想象自己是大象，一组想象自己
是兔子。选择适合的打击乐器，然后跟着大象和
兔子的力度符号演奏乐器。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一一一

音的强弱程度叫力度。力度符号告诉我们
应该用多弱（小声）或多强（大声）的声
音去演唱歌曲或演奏乐器。

教 学 小 锦
囊

p 弱

f 强

引导学生使用强或弱的力度演奏不同的打击乐器。

1.1.2 (i)
1.1.2 (ii) 
1.1.3
2.2.2

认识力度符号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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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 Bird

q = 105

轻松地

Track   07 （歌曲）

Track   08 （伴奏）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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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 – low  bird high

 Yel – low  bird you

 up  in  ba –  na – na  tree

 sit  all  a – lone  like  me

词：Alan & Marilyn Bergman

曲：Michel Mauleart Monton

2.1.1
2.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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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  your  la  –  dy  friend leave  the  nest a – gain

 That  is  ve – ry  sad  makes  me  feel  so  bad

 You  can  fly  a – way  in  the  sky  a – way

 You’re  more luc – ky than me

说一说哪些部分适合用弱音，
哪些部分适合用强音来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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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图中声音的强弱，在空格内填上正确的答案。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强

例：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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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的音乐家
q = 120

愉悦地

词：黄君伊

曲：邱莞茹

 今 晚 月 儿 亮 又 高 歌 唱 比 赛 真 热 闹

 蟋 蟀 哥 哥 左 右 看 为 何 蝉 儿 还 未 到

 蚱 蜢 甲 虫 来 报 到 组 成 一 支 小 乐 队

 久 候 司 仪 还 未 到 原 来 是 那 小 蜗 牛

Track   09 （歌曲）

Track   10 （伴奏）

2.1.1
2.1.3
2.1.4

1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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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k   11 （乐曲 1）        Track   12 （乐曲 2）

听一听，分辨乐曲的力度。哪一首乐曲的力度
强，哪一首乐曲的力度弱？在空格内填上力度
符号。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三三三三

1.1.3

p
 是 piano 的符号。

f
 是 forte 的符号。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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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
e r

r

E

A
A

	 微风吹过田野，稻田发出沙沙的声音。闭上
眼，闻着稻香，感受大自然的美妙韵律⋯⋯

教 学 小 锦
囊

教师可用田野里的花草树木、河流、动物等图片引导学生进行联想，然后
让他们分享曾经听过的歌曲。

看着一望无际的田野，
你想起了哪些歌曲？

田野风光田野风光单单 三三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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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田园风光
q =	85

愉悦地

词：黄君伊

曲：罗伯特·舒曼

Track   13 （歌曲）

Track   14 （伴奏）

2.1.1 
2.1.3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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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晨	 阳	光	 照	 耀	在	稻	田	上	 眼

	 前	一	片	金	黄	露	珠	在	 稻	 粒	 上	 牛

	 肥	 马	 壮	 田	 野	山	明	水	秀	 饱

	 满	的	稻	穗	低	着	头	把	杆	 弯	 下	 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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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天	 空	 云	 朵	悠	悠	漂	游	 鸟

	 儿	 叽	喳	 唱	 着	幸	福	的	歌	 睡

	 眼	蒙	眬	的	麦	芽	纷	纷	 被	 唤	 醒	 轻

	 风	 拂	 叶	 配	 合	这	奏	鸣	曲	 田

	 园	 风	 光		 朴	 素	中	带	秀	丽	 只

	 要	你	仔	细	品	味	必	让	 你	 留	 恋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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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根据力度符号演奏打击乐器。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一一一

							Track   15 （节奏	1）

							Track   16 （节奏	2）

							Track   17 （节奏	3）

							Track   18 （节奏	4）

     4
4

 

     4
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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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小 锦
囊

学生随意选择一种打击乐器来演奏。

2.2.1
2.2.2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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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格内填写正确的号码。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二二二二

附点二分音符 二分休止符

连音 力度符号

断音 附点二分休止符

四分休止符 F 音

E 音 八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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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8

9 10

2 3 4 6 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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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otong Bebek Angsa
q =	120

欢乐地 印尼民谣

Track   19 （歌曲）

Track   20 （伴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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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o – tong be – bek ang –  sa ma – sak di ku – a – li 

 no – na min – ta dan –  sa dan – sa em – pat ka – li 

教 学 小 锦
囊

遇到	
H

（二分音符）时，学生可举起铃鼓并摇晃。

2.1.1
2.1.3
2.2.1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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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  rong ke ki –  ri so – rong ke ka – nan 

 so  –  rong ke ki –  ri so – rong ke ka – nan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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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德布西的《海》。

    德布西（Debussy）是法国作曲家，他很喜
欢大海。每当遇到挫折或困难时，他便会去海边
看海，从大海中寻找力量。后来，他将对大海的
情感化为动人的音符，创作出展现大海美景的交
响音乐作品《海》。

每一首乐曲都有自己的故事哦！

音乐故事音乐故事单单 元元 四四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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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蜻蜓
q = 85

抒情地
词：三木露风

曲：山田耕筰

Track   21 （歌曲）

Track   22 （伴奏）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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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  霞  中  的  红 蜻 蜓  呀

  提  起  小  篮  来 到 山  上

  晚  霞  中  的  红 蜻 蜓  呀

  请  你  告  诉  我
  桑  树  绿  如  荫
  你  在  哪  里  哟 

2.1.1
2.1.3

1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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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童  年  时  代  遇    到  你
  采  到  桑  果  放 进 小  篮
  停  歇  在  那  竹    竿  尖  上

  那  是 哪  一  天
  难  道 是  梦  影
  是  那 红  蜻  蜓

《红蜻蜓》简介。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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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小 锦
囊

1. 每组尽量使用不同的乐器。
2. 注意有音高（Definite   pitched）与无音高（Indefinite   pitched）的乐器
  使用。

分成 A 至 G 七组，各组选择适合的乐器或动作，根据
乐谱的分段演奏《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在空格内填上代表组别的英文字母。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一一一

哪种乐器能演奏有
音高的主旋律？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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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Track   23 （示范演奏）

A 组

A 组

B 组

B 组

C 组

C 组

D 组

D 组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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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2.1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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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

A 组

E 组

E 组

F 组

F 组

G 组

G 组

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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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颤音符号时，同学们可以举起手铃或 
  铃鼓摇晃，也可以持续敲打三角铁。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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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吹 E 音和 F 音。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二二二二

     44
       Track   25 

     44
F 音2

教 学 小 锦
囊

提醒学生用正确的姿势持笛。

2.4.1

前 后

前 后





后

E 音

F 音

后

       Track   24 E 音1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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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我们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为我们付
出了很多爱。想一想父母在生活中为我们所做的
点点滴滴，还有跟父母之间难忘和开心的回忆。

你听过哪些歌颂
父母的歌曲？

教 学 小 锦 囊

1. 引导学生分享跟父母之间的故事。
2. 鼓励学生唱出他们所知道的，有关歌颂父母的歌曲。

感恩父母感恩父母单单 元元 五五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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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   26 （歌曲）

Track   27 （伴奏）

词：〔唐〕孟郊
原曲：Wir hatten gebauet 
ein stattliches Haus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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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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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  母  手 中  线  游  子  身 上

  衣  临  行  密  密  缝  意

  恐  迟 迟  归  谁  言  寸  草

  心  报  得  三  春  晖

q = 100

抒情地

2.1.1
2.1.3

游子吟
1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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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两拍。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三拍。

聆听旋律并分辨节拍。

1  听见
2

4拍的旋律时，跟着节拍拍手。

2  听见
3

4拍的旋律时，举起双手跟着节拍摆动。       

第一拍向右摆，第二拍向左摆，第三拍向右摆。 

    《游子吟》是一首母爱的颂歌，诉说慈爱
的母亲用手里的针线，为即将远行的孩子缝制
新衣。母亲担心孩子迟迟难归，因此将衣服缝
得结实而耐穿。有谁敢说，子女像小草那样微
弱的孝心，能够报答得了慈母春天阳光般的恩
情呢？

Track   28 （旋律 1）

Track   30 （旋律 3）

Track   29 （旋律 2）

Track   31 （旋律 4）

2.3.1(i)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一一一

3

4拍
2

4拍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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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分成数组，各自围成一个圆圈。

  各组选择一种打击乐器。

  老师出题，如：   拍。拿着打击乐器的同学

要创作两个小节的     拍节奏，然后用手中的
打击乐器演奏。

 将手中的打击乐器传给其他同学，每位同学
轮流创作节奏并演奏作品。

节奏创作家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二二二二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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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笛吹奏的运舌法

1

2

跟着节奏吹奏竖笛。

吐音时，舌尖部位要微微抬起，轻触上颚，
舌头需处于自然、松弛的状态，然后用气冲开舌
尖，轻轻地发出“Tu”音。练习吐音时，要像吹
长音一样，气不能断，并依靠舌头的动作来切断
气流。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三三三三

竖笛吹奏的运舌法

      34    

       Track   32 

       Track   33 

      44       44

2.4.1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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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两组，用竖笛吹奏《Cuckoo》。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四四四

Cuckoo

       Track   34 （竖笛 1）        Track   35 （竖笛 2）

       Track   36 （竖笛合奏）

1

3

5









  

































 



























34
34





竖笛 1

竖笛 2

竖笛 1

竖笛 2

竖笛 1

竖笛 2

1

2.4.1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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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笛 1

竖笛 2

竖笛 1

竖笛 2

竖笛 1

竖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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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期 末末 音音 乐乐 会会 (( ((一一

KPMKPM

36

创作节奏，为音乐剧搭配音效。

创作音乐剧的故事。

准备道具和服装。



教 学 小 锦
囊2.1.4

2.2.2
5.1.1
5.1.2
5.1.3
5.1.4

1.	学生表演一段音乐剧，并在音乐剧中演唱与主题相关的歌曲。
2.	学生需自创节奏，用各种打击乐器为音乐剧搭配音效。
3.	在演唱及演奏中加入力度符号。
4.	引导学生创作故事、分配角色和准备服装、道具。
5.	鼓励学生对同学的作品和表演进行评述。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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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你的家乡有
什么美景？

美丽的家乡丽的家乡单单 六六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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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1.3

故乡的亲人q = 90

深情地

 沿 着 那 亲 爱的 斯瓦 尼 河 畔

 世 界 上 无 论 天 涯 海 角

 在 那 里 有 我 故 乡 的 亲 人

 但 我 仍 怀 念 故 乡 的 亲 人

 千 里 迢 迢

 我 都 走 遍

 我 终 日 在 想  念

 和 那 古 老 的 果 园

Track   37 （歌曲）

Track   38 （伴奏）

词曲：史蒂芬·福斯特

译配：邓映易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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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遍 天 涯 到 处 流 浪

 历 尽 辛 —— 酸

 离 开 了 我 那 故 乡 的 亲 人

 使 我 永 远 怀 念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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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唱《A Ram Sam Sam》和《Pease Pudding Hot》。
熟练后，分成两组，在同一时间分别演唱
《A Ram Sam Sam》和《Pease Pudding Hot》。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一一一

 A  ram  sam  sam  A  ram  sam  sam  gu – li

 Pease pud – ding hot

 gu – li gu – li  gu – li  gu – li  ram  sam  sam  A

 Pease pud – ding cold

       Track   39 （  A Ram Sam Sam》歌曲）

       Track   40 （  Pease Pudding Hot》歌曲）

       Track   41 （异曲同唱）

       Track   42 （伴奏）

A Ram Sam Sam 和 Pease Pudding Hot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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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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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am  sam  sam  A  ram  sam  sam   gu – li

 Pease  pud – ding  in the  pot

 gu – li  gu – li  gu – li  gu – li  ram  sam  sam  A

  nine days old

 ra – fiq  A  ra – fiq  gu – li

 Some  like  it  hot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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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u – li  gu – li  gu – li  gu – li  ram  sam  sam  A

 Some  like  it  cold

 ra – fiq  A  ra – fiq  gu – li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gu – li  gu – li  gu – li  gu – li  ram  sam  sam  

 nine  days  old

教 学 小 锦
囊

2.1.1
2.1.2
2.1.3

异曲同唱是旋律不同但和弦结构相同，可以同时演唱的歌曲。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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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节奏吹奏竖笛。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二二二二

1        Track   43 

      44 V V

2        Track   44 

      44
V V

3        Track   45 

      34 V V

4        Track   46 

      24
V V

遇到“v”符号时，记得吸气。
吸气后，应一口气吹完一个乐句。 
“ ”符号表示一个乐句。

2.4.1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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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弹奏
木琴！

    Shimon 是美国制造的四臂机器人音乐家， 
早在 2017 年，它就能实时分析音乐，配合人类  
演奏，还能够运用深度学习来即兴创作乐曲。 
它创作出来的乐曲节奏明晰，相当和谐，令人 
惊叹。

你认为音乐在未来
会有怎样的演变？

欣赏机器人 Shimon 的表演。

未来世界未来世界单单 元元 七七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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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1.3
2.1.1
2.1.3

未来新世界
q = 100

轻快地 词曲：黄君伊

Track   47 （歌曲）

Track   48 （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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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眼  之  间  事  物  变

  视  觉  感  官  新  体  验

  人  类  机  器  成  一  线

  遥  控  触  屏  互  联  线

  历  史  文  物  好  怀  念

  传  统  生  活  在  演  变

  人 工  智  能  在  眼  前

  科  技  进  化  在  明  天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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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3
3.1.1
3.1.3

根据节奏，用 G 音、 A 音和 B 音创作旋律，然后
用竖笛吹奏自己的作品。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一一一

例：

     44   
 

4

4   q  q

·

q  q  
Î
  l  q

·

q  q  h l  q  q  q   
Î  

l h       

节奏

 24
 

2

4  q q

·

q   l q  
Î
  l  q

·

q   q 
 

l  h       

1

节奏

 34
 

3

4   q q q  l h  
Î
  l h  q

·

q 
 

l  h 
Î    

2

旋律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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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聆听《William Tell Overture》，一边分组演奏
打击乐器。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二二二二        Track   49 （《William Tell Overture》）

       Track   50 （打击乐器演奏）

William Tell Ove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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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小 锦
囊

提醒学生注意乐谱中的力度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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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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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2.2.2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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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进行的快慢叫作速度（Tempo），它是
音乐的重要元素。速度的快慢是根据乐曲的内容
和风格决定的，大致可分为慢速、中速和快速。

速度的标记

22

稍慢，像步行的速度。

       Track   52 （Andante）

Andante 行板

11

在徐缓之中，带有悠然
的感觉。

       Track   51 （Adagio）

Adagio 柔板

教 学 小 锦
囊

除了以上速度标记以外，还有 Lento（缓板）、Moderato（中板）、 
Presto（急板）等等。
Lento（缓板）、Adagio（柔板）、Andante（行板）属于慢速。
Moderato（中板）属于中速。
Allegro（快板）和 Presto（急板）属于快速。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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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乐曲的速度，跟着节奏做动作。当同学们
听到  Adagio（柔板）的乐曲时，双手做划船的
动作；听到  Andante（行板）的乐曲时，原地踏
步；听到  Allegro（快板）的乐曲时，原地跑步。

Tempo 在意大利文里代表时间，这个字源于拉
丁文的“tempus”。至今广泛使用的速度标记
都是意大利文，因为 17 世纪的重要作曲家大都
是意大利人。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三三三三

快速，愉快而生动，活泼
有朝气，像在奔跑一样。

       Track   53 （Allegro）

Allegro 快板3

教 学 小 锦
囊

活动（三）的乐曲速度：1. Allegro - Andante - Adagio
 2. Allegro - Adagio - Allegro - Adagio
 3. Adagio - Allegro - Andante - Adagio

1

2

3       Track   54 （乐曲 1）

       Track   55 （乐曲 2）

       Track   56 （乐曲 3）

2.3.1 (ii)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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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小 锦 囊

引导学生说出他们曾观赏过的音乐表演，并讨论音乐演出的形式、群体、
乐器等。

你看过哪些有本地特色的音乐表演？

我的马来西亚我的马来西亚单单 元元 八八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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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1.3

Setia

Andante  q = 80

深情地

Datuk Ahmad Dassilah

Track   57 （歌曲）

Track   58 （伴奏）

 rah –kan  bak–ti pe –nuh se  – ti – a  De –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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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  – ja yang di – san–jung  ting – gi  K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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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a – an tak  ber– be – lah  ba – gi Ke – pa –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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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 – mim –  pin ke – pa – da rak – yat  Khid – 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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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 mi ne – ga– ra  yang ter – cin – ta      Di – cu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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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 be – ri  pe – nuh  ta – at sa – ma 

 be – ker – ja  sa – ma  ber – u – saha se – ti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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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 – khid – mat  un – tuk  se – mu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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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 la ber – kor – ban a –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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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手集团（HANDS   Percussion）在
吉隆坡组团，历经多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发展
成我国著名的打击乐团。手集团以二十四节令
鼓为基础，他们致力于发展传统南方狮鼓的打
击乐艺术。手集团试图把街头表演文化转型成
为专业剧场的表演艺术，他们引进新的元素，
通过涉足东西方打击乐、肢体开发等层面，探
索不同的舞台文化。手集团也希望能够通过音
乐的力量，增强儿童和年轻人的自信心与社交
能力。2007年，手集团成立甘美兰组，专门学
习南洋乐器，更深入去了解这片土地的文化以
及传统乐器的魅力。

欣赏手集团的
表演。

认识马来西亚的打击乐团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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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两组，用竖笛吹奏副旋律。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一一一

       Track   59 （主旋律）        Track   61 （副旋律 2）

       Track   60 （副旋律 1）        Track   62 （主旋律和副旋律）

Land of the Silver Birch

主旋律 

主旋律 

副旋律 1

副旋律 1

副旋律 2

副旋律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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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4.1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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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 

主旋律 

副旋律 1

副旋律 1

副旋律 2

副旋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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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里比南利是我国的国宝
级艺人，身兼演员、歌手、
导演、创作人、编剧等身份。
他多才多艺，作品获奖无数，
其中包括海外奖项。

陈容是扬名国际的本地声乐
家，他在欧洲数个歌唱比赛
中获得优秀的成绩和好评。
他雄厚娴熟的歌声，曾经感
动了无数人 。   

陈容（Armando Chin Yong， 
1958-2011）

欣赏比南利的作品。

丹斯里比南利（Allahyarham Tan Sri P.Ramlee，
1929-1973）

你还认识哪些马来西亚
的音乐家？

认识马来西亚音乐家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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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难哦
⋯⋯ 我们陪你

一起练吧！

教 学 小 锦 囊

引导学生分享与朋友之间互相帮助的故事。

当朋友遇到困难时，
你会怎么帮助他？

珍贵的友谊珍贵的友谊单单 九九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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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ld Lang Syne
Andante q = 95

深情地

苏格兰民歌

词：罗伯特·彭斯

2.1.1
2.1.3

Track   63 （歌曲）

Track   64 （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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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uld auld ac – quain – tance be for – got and

 ne – 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uld ac  – quain – tance be for – got and

 auld lang syne F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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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 – ness yet for

auld lang syne

《Auld Lang Syne》歌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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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成两组，A  组挑选一张拍号卡，然后用音
符卡及休止符卡创作四小节的节奏。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一一一

旋律创作

  A  组排好节奏后，用  G  音、A  音和  B  音创作
旋律。在音符卡的下方写上音名。

拍号卡 音符卡 休止符卡

a 

b 

KPM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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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B 组用竖笛吹奏 A 组的作品。

 B 组跟着 A 组创作的节奏，演奏打击乐器。

教 学 小 锦 囊

1. 教师事先准备好足够的拍号卡、音符卡及休止符卡。
2. A 组和 B 组的同学可以交换任务，然后重新进行活动。

3.1.1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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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ang Si Paku Gelang

Track   65 （歌曲）

Track   66 （伴奏）

Allegro q = 120

轻快地 印尼民谣

4

7

10

     

   

    

  

  

  

  

     

         

















44   



  




  

  

 


     







 





 





 Ge – lang  si  pa – ku ge – lang Ge – lang si  ra  – ma – ra –

 ma Pu – lang  ma – ri – lah pu  – lang ma – ri– lah pu –

 lang ber – sa – ma – sa – ma  Pu – lang ma – ri – lah pu –

 lang ma – ri – lah pu – lang ber – sa – ma –  sa – ma Ja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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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an me – me – gang a – rang le – tak di da – lam ra –

 ga Ja – ngan me – nga – ta o – rang di – ri sen – di –

 ri ba – ik di – ja – ga  Ja – ngan me – nga – ta o –

 rang di – ri sen – di – ri ba – ik di – ja – ga

2.1.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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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你认识哪些著名的作曲家？

    音乐随着时代而演进，西方音乐也是如此。
每个时代的音乐都反映当时生活与艺术的特色。

教 学 小 锦 囊

引导学生说出西方古典音乐中，每个时期的著名作曲家，如巴赫（巴洛克
时期）、莫扎特（古典主义时期）等。

4.1.1

文艺复兴时期

古典主义时期

巴洛克时期

浪漫主义时期

古典音乐殿堂古典音乐殿堂单单 元元 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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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洛克时期大致是从 1600 年至 1750 年，
音乐特点是华丽壮观，加入了大量装饰性的
音符，节奏强烈、短促，旋律精致。

巴洛克音乐

代表作品：       Track   67 （《亚瑟王》）

代表作品：       Track   68 （《四季·春》第一乐章）

4.1.1 
4.1.2

    巴洛克早期的英国作曲家，
作品主要有歌剧、戏剧配乐、教
堂音乐、宫廷颂歌、宗教歌曲、
民俗歌曲等。

普赛尔 
（Henry Purcell，1659-1695）

    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家，
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小提琴协奏
曲《四季》，其中以《春》第一
乐章最为著名，轻快愉悦的旋律
使人联想到春天的生命力。

维瓦尔第
（Antonio Vivaldi，1678-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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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一一一

  德国作曲家。他也是杰出 
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 
奏家，出生于德国赫赫有名的 
音乐世家。他是世界上最伟大 
的音乐家之一，为近代音乐的 
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 
获得了“音乐之父”的称号。 
代表作品有《勃兰登堡协奏曲》
《马太受难曲》《平均律钢琴
曲集》《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等等。

巴赫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将下列音乐作品与作曲家画线连起来。

《四季》

《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亚瑟王》

巴赫

维瓦尔第

普赛尔

代表作品：       Track   69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4.1.1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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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音乐，说出曲名。

1  
2  
3  

  小步舞源自于法国乡间，之后盛行于欧洲宫
廷，是一种三拍子舞蹈，为这种舞蹈伴奏的舞曲
被称为“小步舞曲（Minuet）”。巴赫曾创作许
多首小步舞曲，而其中的《G  大调小步舞曲》是
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名曲。小步舞曲旋律优美，气
质典雅，深受大众喜爱。

还记得这些音乐
作品的曲名吗？

小步舞曲

教 学 小 锦 囊
4.1.1
4.1.2

教师播放 Track 67、Track 68 及 Track 69，让学生聆听并说出音乐作品的      
名称。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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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大调小步舞曲

分成三组，一边聆听《G 大调小步舞曲》，一边
演奏乐器。A  组同学吹奏竖笛，B  组同学演奏手
铃，C  组同学演奏双响木。

巴赫

Track   70 （《G 大调小步舞曲》）

Track   71 （竖笛、手铃与双响木演奏）

教 学 小 锦 囊

每组可轮流练习不同的乐器。

2.2.1
2.4.2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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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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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遇到颤音符号时，同学们可以举起手铃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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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数组，各自围成一个圆圈，跟着《G 大调小
步舞曲》的节奏移动及做动作。

第一拍：与同学击掌，并往右走一步。
第二拍：拍一次手。
第三拍：拍一次手。

在空格内填上正确的答案。

1  普赛尔、维瓦尔第及巴赫是   时期的
著名作曲家。

2  《四季》是意大利作曲家   的作品。
3    是德国作曲家，出生于赫赫有名的

音乐世家，《勃兰登堡协奏曲》是他的作品。

教 学 小 锦 囊

《G  大调小步舞曲》的拍号是
3

4 拍。

2.3.1
4.1.2

第一拍 第二拍和第三拍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四四四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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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小 锦
囊

1.	学生以分组形式进行活动，组成小乐队。
2.	每组小乐队表演一首自创的	8	小节音乐作品，用竖笛及打击乐器演奏。
3.	学生需在作品中运用所学的音乐技能，如力度、连音、断音、速度、

副旋律等。
4.	鼓励学生对同学的作品和表演进行评述。

5.1.1
5.1.2
5.1.3
5.1.4

期期 末末 音音 乐乐 会会 ((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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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词汇表

连音
legato

表示连线内的音要唱或奏得连
贯、流畅。

断音
staccato

表示音要唱或奏得短促、相互
分离。

音名
nama not

音高的名称，即 E、F、G、A、                 
B、C' 和 D'。

音高
pic

音的高度，因发音体振动的频
率不同而有高低之分。

时值
nilai not

音符持续时间的长短。

休止符
tanda rehat

乐谱中用于表示音乐停顿时值
的符号。

力度
dinamik

音的强弱程度。

拍号
tanda masa

表示节拍的记号，下面的数字
表示单位拍的时长，上面的数
字表示每小节的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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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
irama

音乐中长短相同或不同的音，
按一定规律组合在一起。

异曲同唱
lagu 

berkembar

指把两首和弦结构相同，但是
旋律不一样的歌曲结合在一起
演唱。

和弦
kord

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音，按一定
的关系结合在一起叫做和弦。

旋律
melodi

旋律是一系列音乐按音高和节
奏的组织，形成各种连续进行
的形态。

速度
tempo

音乐进行的快慢。

副旋律
melodi kaunter

在乐曲中伴随着主旋律的另外
一个旋律。

运舌法
teknik 

perlidahan
吹奏管乐器时舌头的运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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