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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四季》
的音乐创作特征及演奏风格

■文/高雅莉

【摘要】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
的十二首钢琴小品有着不同的体裁形式，有忧
郁、哀伤的，也有乐观、开朗的，融入了俄罗
斯民间舞蹈特点，体裁特征有夜曲、圆舞曲、
船歌、猎歌等形式

【关键词】四季；音乐创作特征

钢琴套曲《四季》是柴可夫斯基创作成熟期所创作的
作品，当时正值柴可夫斯基创作欲望和热情都很高的时期。
当中的十二首小曲短小而精致，是根据一年中十二个月不
同的场景描绘出俄罗斯美丽的大自然景色，刻画出俄罗斯
人民的生活 、思想以及感情的画面，整部作品始终都贯穿
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包含着丰富和感人的内心世界。演
奏者要正确地理解作品，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才能正确
而充分地表现出这套作品迷人而歌唱的旋律。演奏者通过
弹奏这套作品，可以更正确地学习在钢琴上如何弹奏出歌
唱的声音，优美的音色，掌握歌唱性旋律的弹奏方法。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二首钢琴小品
有着不同的体裁形式，有忧郁、哀伤的，也有乐观、开朗的，
融入了俄罗斯民间舞蹈特点，体裁特征有夜曲、圆舞曲、
船歌、猎歌等形式。

一、如歌的旋律，恬静而哀伤的音乐节奏特征
《一月——炉边》，主题旋律温暖而舒适，给人非常

恬静的感觉。指尖贴键弹奏，慢下键，弹出柔和而优美的
歌唱音，左手的触键应该比右手更柔和一些，而突出右手
的旋律线条。随着乐句的进行，中段的音乐陷入了更深的
沉思中，却有着一些不安的、期待的 、倾诉的音乐，可以
感受到作者内心情感的变化及音调上的变化。这时的声音
应该弹得轻透而不沉重，但又不虚浮。第三乐段再现第一
乐段的主题，音乐意境更加悲伤，给人留下淡淡的回忆。

《十月——秋之歌》是十二首中最令人深思的一首作
品，十月是深秋的季节，旋律忧伤而凄凉，让人感到孤独
和犹豫，作者所标识的速度是悲伤的行板，十分歌唱地。
指尖在触键时尽量把声音连贯起来，保持主旋律连贯并歌
唱，正确运用踏板，把低音和和弦连接起来。凄楚而悲伤
的音乐让人无限感慨，浪漫的旋律让人无限遐想，怀恋那
美好的青春岁月，而又憧憬着未来的时光。

二、欢快的舞曲特征
《二月——狂欢节》，这首小曲节奏鲜明，旋律活泼而

热情，听者会自然地跟随旋律而舞动。乐曲描绘了节日中的
人们载歌载舞、欢歌笑语，非常热闹的节日场景。在弹奏时，
要让高音的旋律明亮而热情，并有层次地表现出欢庆的人们
的舞步。曲中的跳音要弹得轻盈，有些地方还要弹得有歌唱
性，手指触键的力度要平均，让声音干脆有力而集中。在这
首乐曲中的踏板要运用得非常小心，很多地方都采用了切分
踏板即音后踏板，这样获得的声音清晰而透亮。

《四月——松雪草》为 6/8 拍节奏型，中等速度。这
首小曲以植物命名，但却寓意深刻。松雪草具有极强的生
命力，不畏初春的风雪和严寒，破土而出，反映出作者对
新生活的追求、对生命的热爱。旋律舒展而自由，柔和中

却带有热情。在弹奏时要把 旋律弹得丰满，却又不失优雅，
伴奏声部柔和，从而烘托出旋律。左、右手声部变化时，
旋律有圆舞曲的特点，轻盈而有起伏感，演奏者内心应具
有很好的三拍子的节奏感，同时应具备一定的音乐修养，
展示出自身的音乐才华。

《六月——船歌》是整部套曲中最受人们喜爱的曲子
之一，流传极为广泛，经常被改编为各种独奏曲和乐队合奏
曲。乐曲向人们勾画了一幅美丽的夏日夜晚的画面，人们乘
坐小船荡漾在河面，仰望美丽的星空，沉浸于大自然的美丽
和幸福。这首小曲结构为复三部曲式 ：A—B—A—尾声。A
段旋律平静而均匀，温柔而陶醉，带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并
逐渐舒展开朗，B 段音乐更加欢快，更加活跃，描绘人们嬉
戏玩水的场景。在弹奏这一段时，不管是和弦还是跳音都要
弹得很轻松，触键不能很沉重，声音要清晰而明亮。再现段
是对第一段的旋律加强了进一步的伸展，有着更浓厚的感情
抒发。尾声部分，小船在歌唱中渐渐远去，玩耍的人们却对
着美丽的夜色恋恋不舍，天、地、人完美统一。在踏板的帮
助下，声音更为深厚，更为冗长，最后一个和弦尽量保持长
一些，随着小船慢慢地消失在远方。

《十二月—圣诞节》，这是一首典型的 3/4 拍的圆舞曲
速度节奏，情绪活泼而轻快，弹奏时应有意识地加强第一
拍的触键深度，第二、第三拍轻巧、柔和，右手的旋律线
条要做到音断而意不断，这就严格要求演奏者内心要有很
强的旋律线条感，弹奏时尽量用指尖贴着琴键弹，运用手
臂和手腕的力量，把声音“送进”琴键，这样弹奏出来的
旋律才能连贯。

三、创作体裁的多样性
柴可夫斯基在这部套曲中将俄罗斯民族的音乐特征融

入于作品中，在原有体裁特征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在作
品中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对生活的
热爱，对大自然的热爱，能感受到俄罗斯的习俗、智慧以
及俄罗斯的一草一木。

夜曲体裁是浪漫派典型的体裁之一，《四季》中的第
五首就是在这一体裁形式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乐句有很
强的旋律线条感，运用“呼吸”、“歌唱”来抒发感情。《九
月—狩猎》是在猎歌体裁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柴可夫斯基
用 4/4 拍代替猎歌惯用的 6/8 拍，运用双附点的八度音，
将人们带入紧张热烈的狩猎中。《六月—船歌》同样也没有
采用船歌惯用的 6/8 拍，而是用 4/4 拍代替，形象生动地
描绘了人们在水面悠闲荡漾的画面。《十二月》是圆舞曲的
体裁，旋律一直保持着三拍子节奏中行进，人们在欢乐的
圆舞曲中狂欢，在舞步中结束了全曲。

纵观这十二首小曲，柴可夫斯基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
丰富多彩、朴实的俄罗斯人生活的场景，表现了俄罗斯人
民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也激发了人们对钢琴音乐艺术
丰富的表现力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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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下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情景教学分析
■文/吴琴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以及新课
改的不断推进，传统小学音乐教学方法已不能
适应于当前教学需求。情景教学是教师结合教
学内容与学生共同创设的一种能够激发学生心
底情感和学习热情的情景，将学生带入与教学
内容相适应的氛围中，以此来提高教学成效。
本文主要从多媒体、钢琴演奏、语言、表演等
几个方面对新课改下情景教学在小学音乐教学
中的应用做了分析。

【关键词】新课改；小学音乐教学；情景教
学

音乐教学是小学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个
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新课改下，小学音乐教学的根
本任务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创造力，以更好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那么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情感使学
生积极参与到音乐活动的实践中以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潜质
呢？情景教学法就是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创设适当的情景
来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能在有效提升教
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同时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陶冶
学生思想情操。下面笔者结合实践经验谈谈自己的建议。

1、用多媒体展示情景
近年来，多媒体技术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大可利用多
媒体技术快捷、方便、超越时空的优势展示音乐意境，将
歌曲中的情节直观、生动展现在学生眼前，以更好吸引学
生注意力，使学生快速进入与教材内容紧紧相扣的情境中
去，激发学生兴趣，这样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师教学
压力。乌申斯基曾说过 ：儿童是用形式、声音、色彩、感
觉去思维的。由于年龄特点，小学生对色彩和声音都非常
敏感，他们能够在优美的画面、动听的旋律中去更深、更
准确地把握音乐所蕴含的艺术形象。比如在学习《两只老
虎》这首歌时，通过多媒体播放两只老虎，一只黄老虎和
一只白老虎站在一起，两只老虎随着音乐轻轻摆动，接下
来随着歌词做出相应动作，当唱到“一直没有没有耳朵，
一直没有尾巴”的时候，两只老虎中真的一只没有耳朵，
一只没有尾巴，当学生看到这样的动画的时候，课堂氛围
会被迅速点燃，并随着音乐此起彼伏，在动画和音乐播放
完毕后，仍然还有一些同学意犹未尽哼着歌曲做着动作，
教师可借机纠正学生音调和肢体协调问题，这样通过多媒
体技术创设丰富多彩的音乐情景能够让学生积极参与音乐
教学活动中，不仅实现了信息技术和音乐课程的有机结合，
还有效提高了教学效果。

2、用语言描述情景
学习过程不仅是知识传授过程，还是师生情感交流、

引起共鸣的过程。学生在欣赏音乐过程中往往能够自由想
象，随着音乐旋律的变化，学生脑海中的情景也变换起伏，
所以在给小学生上音乐课时，教师应做到发声于情、情景
交融，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和吸引力，通过生动的语言为学
生营造一个与音乐内容、音乐形象紧密相关的意境，引导

学生自由想象，保证课堂充满情感。首先，教师应具备强
烈责任感，满怀对音乐教学工作的热情和追求，用丰富的
表情、情切的语言和细腻的情感去触动学生心扉，使学生
产生情感共鸣，这样学生才能爱上音乐课，才能愉快投入
音乐学习中。其次，教师应当能够用语言对音乐意境进行
构筑，调动学生思维积极性，激发他们对音乐美的感受，
比如学习《蜗牛与黄鹂鸟》这首歌曲，教师可以说 ：“这首
歌曲讲述了蜗牛在葡萄树刚发芽的时候就背着重重的壳往
上爬，而黄鹂鸟却在一边讥笑它，但是蜗牛却并没有因此
而放弃，它选择了继续爬……”在这个时候，直接播放《蜗
牛与黄鹂鸟》这首音乐，通过语言和优美的音乐，将学生
进入无穷的想象中，然后教师问 ：“请同学们唱出哪一句最
能体现蜗牛坚忍不拔的精神呢？”，学生表做动作边唱“蜗
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往上爬。”这样以来，让学
生在切身感受到音乐的旋律美和意境美的同时，也体会到
了蜗牛不放弃的精神，使学生学会宽以待人、严以律己。

3、用表演体会情景
表演和音乐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为了让两者相得益

彰、密不可分，在教学过程中就可引入即兴表演，让学生
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掌握音乐的节奏和旋律，这样有助于
提升学生理解歌曲和记忆歌词的能力。好奇心强烈、爱做
动作是小学生的特性，教师可充分抓住学生这些特性采用
即兴表演来创设活动情景，学生一旦进入音乐意境中，就
会自然而然用歌声去赞美，用动作去描绘，这种方法能够
将小学生的缺点转化为教学优势，不仅符合学生天性，还
能使学生大胆表达自己，塑造学生活泼大方的品性。比如
在学习《假如幸福的话就拍拍手吧》时，学生就会情不自
禁拍起手来，由于简单的理论教学无法让学生明白什么是
附点节奏，什么是弱起，教师大可引导学生跟随音乐节奏
舞动，让学生亲身体验连续附点给歌曲带来的活泼、欢乐、
跳跃的情绪，表演后，学生能够很快掌握音乐旋律，这对
于启迪学生想象力、培养学生创造力也具有重要作用。

4、结语
总之，新课改下小学音乐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其根本任务就是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
发展学生审美能力，这就需要以学生为中心，创设自然、
宽松、愉悦、多层次、多元化的学习情景，给予学生足够
的表现空间和自由，引导学生进行情感体验，让学生产生
不可抑制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动机，以景动情，情景交融，
切实提升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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