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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唱教学中教材的选择很重要，一首

歌只有先打动教师自己才能打动学生，我在

初听《蝈蝈和蛐蛐》时，就被它特殊的诙谐

性和一定的京剧韵味吸引了。《蝈蝈和蛐蛐》

是一首叙述性的歌曲，歌曲以拟人化的手法，

讽刺爱“吹牛”的“蝈蝈”和“蛐蛐”，它

俩相互吹捧、相互比说大话，“越吹越得意”“越

侃越入迷”，到头来都成了大公鸡的盘中餐。

以此来告诫人们，要踏踏实实，千万不能浮夸，

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歌曲的曲调汲取于北方

戏曲、说唱的音乐素材，以趣味性与理论性

为一体创作而成。学生在演唱时可以发挥自

己的想像，表现这小哥俩的丑态，边唱边演

去体验音乐的诙谐性。

一、教学片段的描述及思考
（一）精彩的课堂导入

片段一：组织教学：①师用黄梅戏的曲

调演唱：今天来到咱们学校，老师和同学齐

欢笑，同学们唱歌热情高，老师的心里乐淘淘。

②欣赏戏曲片段，了解京剧四大行业。

（1）师：同学们，刚才老师唱的和咱们

平时所唱的儿童歌曲有什么不同吗？生：老

师像是在唱戏。师：今天老师就带大家到戏

曲的百花园中去体验一下戏曲的风采。现在

我们先来聆听几段戏曲选段。（播放视频《谁

说女子不如男》《女驸马》《都有一颗红亮

的心》）。生：欣赏戏曲片段。

（2）提问：戏曲在我国有三百多个剧种，

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刚才大家听到的前

两段分别是什么剧种？第三段和前两段风格

一样吗?那么它又是什么剧种呢？生：豫剧、

黄梅戏、京剧。

（3）节奏练习与京剧当中的亮相练习

师：说到京剧，有几位重要的人物还想

和大家见个面呢 ? 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的到

来好吗？（大屏幕展示京剧人物）

师：边读节奏边做京剧里面的亮相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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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读拍节奏，并模仿老师做京剧亮相

动作。

（4）讲解京剧四大行当。师：京剧是我

国的国粹，有着两百多年的历史，在京剧表

演中，用来扮演不同性格的有四大行当，我

们来看大屏幕。生：结合图片与老师的讲解

来了解京剧四大行当：生、旦、净、丑。

（二）感受新歌，培养兴趣

引言：除了这四大行当，今天班上还来

了两们新朋友，（大屏幕展示蝈蝈和蛐蛐图片）

绿色的叫蝈蝈，黑色的是蛐蛐，它们栖息在

房间地头，吃庄稼的根、茎、果实，是危害

农作物的害虫。听说它们俩自称为小哥俩，

那么这小哥俩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有趣的故

事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播放歌曲

《蝈蝈和蛐蛐》）

【思考与分析】

导入新课是音乐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环

节，好的导课能强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拓学生思维的广阔

性和灵活性，使学生在学习新课的开始就能

迅速、主动进入最佳学习状态，为新课教学

创造良好的开端，提高课堂效率。

让学生欣赏电视上小童星演唱的戏剧片

段，目的是想让学生通过对比、聆听，从音

乐节奏、速度、情绪、表演、伴奏乐器等方面，

初步感受戏曲的风格，分辨歌曲与戏曲的不

同之处，通过学生对童星的喜爱，激发学生

对戏曲音乐的热爱。通过他们的回答，锻炼

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和对音乐的分析

能力，我认为让学生对音乐进行品头论足是

引导学生走进音乐的途径，学生参与评论，

就是对音乐的获得，与标准答案相不相同都

是其次。本环节不足之处是老师应该告知学

生《蝈蝈和蛐蛐》这首歌曲就是将京剧元素

和儿童歌曲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一首京韵

儿歌。可教师没有概括这一过渡语，此时就

带学生去欣赏歌曲，也许学生就不明白《蝈

蝈和蛐蛐》与京剧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二、学唱歌曲，歌曲再创造
片段二：（1）师：生动形象的范唱歌曲；

生：聆听歌曲，为歌曲分段。（2）用接唱的

形式学唱歌曲第一部分。师按节奏读：我是

蝈蝈 生接：我是蛐蛐 师读：我是蝈蝈儿 生

接：我是蛐蛐儿 师用曲调唱：我是蝈蝈儿 

生接唱：我是蛐蛐儿 师生合唱第三句。（3）

加入自己的名字演唱，巩固第一部分。如：

我是晓宇，我是兰兰。学习歌曲中的顿音记

号：顿音记号：唱时应短促、轻巧而有弹性。

（4）听琴学唱第二、三部分。注意：休止符

的停顿。（5）在教师的伴奏下学生完整的演

唱歌曲。（6）歌曲处理。①第一部分：装饰

音的地方要唱好，这里的倚音主要表现什么？

生：京味儿和歌曲的诙谐幽默的情绪。注意：

顿音记号要唱好。②第二部分：师：第二部

分主要描写了什么？生：蝈蝈和蛐蛐的对话，

主要表现他们相互说大话，很风趣。师：他

们说大话时的表情是怎样的？我们应该怎样

去表现。生：得意的，夸张的表情，学生边

说边模仿它们的表情。③第三部分：师：第

一、二乐句在唱时有什么特点？生：拖得很

长。师：这在京剧里面叫拖腔，大家要唱好

了。师：没想到走来一只大公鸡前面恰当的

得到了一个八分休止符主要表现什么呢?生：

大公鸡来的突然。④小组讨论，找出歌曲中

哪些地方带有京韵特点？师总结并板书：装

饰音、儿化、拖腔、数板、念白。⑤完整的

有表情的演唱歌曲。⑥分组讨论表演形式、

分角色表演歌曲并以小组形式上台进行展示。

⑦小组间展开自评互评，老师进行总结，给

学生一个正确的评定结果。

【思考与分析】歌曲以第一人称出现，

很适合用互动式情景教学活动表现，可以让

学生进行自由创编。在学唱歌过程中，我是

按照故事发展情节来学的，通过我的语言及

肢体动作，引导学生用接唱、听唱、分唱、

表演等形式，并通过想象、模仿，把爱吹牛

的蝈蝈和蛐蛐的形象逼真的表现出来，唱出

来，并利用师生合作，生生合作，加入京剧

动作表演的演唱方法，不但降低了学习难度，

还丰富了学习方法，让学生饶有兴趣的学会，

掌握这首歌曲，课堂气氛活跃热闹，学生不

仅感受到了蛐蛐和蝈蝈吹牛皮时的得意样子，

还把主题旋律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三、在教学中尝试着运用新的教学理念，
让学生走进音乐，让音乐走入学生生活

首先，注重以审美为核心，给学生营造

视觉的美、听觉的美、肢体的美，使学生在

轻松的活动中简单了解了京剧及京韵儿歌的

特点，使学生充分体会国粹艺术的传承价值，

进一步激发学生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热爱。

其次，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从学生的生

理和心理需求入手，为学生创设宽松和谐的

学习氛围。本节课面对的是五年级的学生，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他们有一个独立的思想个

体，有一定的学习、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

力。但五年级学生刚好处于青春期的转折阶

段，害羞、被动，而且对京剧有着固有的观念：

乏味、无趣。只有把握学生的心理，由浅入深，

运用大量的音频、视频、示范及实践活动，

增强他们的听觉、视觉刺激，提高他们的兴

趣，发挥他们的自主性，加强他们的参与感，

才能让学生在这种氛围中，摒弃固有观念，

不再害怕，不再厌烦，轻松学习京剧。

再次，我觉得教学中教师要设计更多巧

妙的环节让学生实践，去创造。

四、在教学中运用多种形式教学，提高
学生上课的兴趣

在教学中运用多种形式教学，才能提高

学生上学的兴趣。如在学唱歌曲时，我通过

欣赏提问、接唱、加入自己的名字唱等多种

形式，让学生理解并记住歌词，再通过分角

色演唱、表演等进一步熟悉歌曲，有了对唱

的比较，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唱好歌曲。

五、多给学生体现自主与合作的机会
新课程要求我们体现学生自主与合作。

不论是在演唱还是在创编与活动中，我都让

学生自主去参与。如在总结歌曲中哪些地方带

有京韵特点环节中，我给了学生足够的时间和

空间，让他们自主讨论、合作、探究，在互动

中、情感交流中充分调动学生更深刻的情感体

验，进一步加深对京剧、对歌曲的理解。在分

角色表演中，我让学生以小组形式讨论，你扮

演什么，我扮演什么，以什么形式去演？最后

以小组形式进行展示，小组间互评，说出“好”

与“不好”的道理，教师给予最后总评，给学

生一个正确的评定结果，让他们在以后的编创

中知道怎样与同学合作才能取得成功。

“课堂教学是遗憾的艺术”。在教学中，

我还流露出把握处理不当之处：①在演唱的

过程中没有及时纠正错误乐句，虽然学生学

得不亦乐乎，但如果在方法上能改变一下效

果会更加突出。②学生初次接触到京韵，对

京韵的理解和表现还不很到位，因为这歌好

听，拖腔唱起来很有韵味，学生喜欢唱，偶

尔也能听出京韵味道。学生对歌曲中重点节

奏及拖腔的掌握情况还有待课后延伸，复习

与巩固。③学生聆听音乐的习惯还要加强，

这节课范唱的次数不算多，要多听，才能掌

握京韵特点与感觉。④由于欣赏、学歌和处

理歌曲环节用了太多时间，导致拓展部分没

能顺利进行，编创节奏没有完成，实在遗憾。

总之，今后还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勇

于探索研究，让自己的教学更加成熟，让歌

唱教学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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