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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情韵》教学设计
李远星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山东 滨州 256200）

摘要：新一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修订，把核心素养列为重中之重。那么核心素养如何落地，成为当下一线教师最为关心的话题。

无论哪种先进理念的提出，最终都是要落实到课堂当中，通过一节一节的音乐课堂实践生根发芽。本课的设计主要是在研读《义务教育

艺术课程标准 2022 年版》的基础上，深度挖掘教材，制定教学目标。在目标的引领下，笔者主要从核心素养内涵的四个层面展开，设计

了《西南情韵》一课，并且在反思中阐述了核心素养目标在本节课中是如何落地的。

关键词：苏木地伟；核心素养；艺术课标

课型：以唱歌为主的综合课

教学内容：人音版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西南情韵》

教材分析：《苏木地伟》是一首彝族的酒歌，为创作歌曲，

五声徵调式，由五个乐句组成。歌曲情绪开朗明快。歌曲旋律从

头到尾围绕着一个基本腔调（上、下句结构）发展构成。曲调简洁，

音域不宽，仅在一个八度内，音调口语化，是一首带有说唱性酒

歌的创作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并体现

了很强的画面感：举着美酒的彝族小伙子，正热情地请远方的贵

客喝酒。歌词中“彝乡多美酒，美酒敬朋友”等表达方式纯洁而

又浓烈。表现了彝族人民以酒待客和热情友好的传统习俗。

教学目标： 

1. 能够较好地把握《苏木地伟》蕴含的思想感情和内涵意蕴，

理解酒歌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

2. 通过聆听、体验、探索，学生在律动中感受作品的节奏、节拍、

乐句、旋律走向的特点，通过感知体验，进一步探索酒歌的特点。

3. 演唱《苏木地伟》，感受彝族民歌的高亢与奔放。

一、导入

1. 初听《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上音乐课，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好听

的歌曲，拿起你的纸杯。（弱拍处手敲纸杯）

【设计意图】《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 2022 年版》（以下简

称“艺术课标”）提出 8-9 年级的教学活动要注意调动每一位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因此，针对初中学生不好动的特点，设计简单

便于操作的体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借助简单教具，在不影响学

生听歌词的情况下，在弱拍处敲击纸杯，感受歌曲的欢快情绪，

以及弱拍带给大家的审美体验。

师：你感觉这首歌曲的情绪怎样？（欢快的）歌曲会为什么

带给你欢快的感觉？（速度较快，节奏密集等）

师：他们为什么这样欢快？（从歌词角度入手）

师：丰收了，一个人唱歌庆祝不过瘾，所以它的演唱形式是？

（领唱加合唱）

【设计意图】《艺术课标》中要以音乐为载体，遵循从感性

体验到理性认知的学习过程。通过体验节拍特点，探寻情绪背后

的音乐特点。遵循了从感性到理性的学习过程。同时渗透“独乐

乐不如众乐乐”的学科育人价值。

2. 复听

师：当你听到合唱的声音出现时，请你用左右手传递纸杯的

方式来表现。

师：你听到歌曲里面哪句歌词在反复出现？

（加入衬词是彝族人民在表达欢乐时经常使用的方法。歌曲

描绘了彝族男女青年载歌载舞的场面，表达了他们庆贺丰年的喜

悦心情和热情好客的风尚习俗。顺势揭示歌名。）

【设计意图】复听环节，主要为了体验歌曲的合唱部分，学

生通过玩纸杯的方式对合唱部分进行关注，加深对作品演唱形式

认知的同时揭示了课题，并渗透了彝族歌曲的特点之一：使用衬词。

二、学唱《苏木地伟》

师：彝族人民是怎样招待远方的客人的呢？

1. 播放视频 

师：这首歌曲就是彝族人民为了招待远方的客人而创作的。

云南彝族谚语说“吃肉不祝颂，等于啃树皮，喝酒不唱歌等于喝

凉水”，这首歌就是彝族人民在敬酒时唱的歌。你感受到了彝族

人民的热情了吗？这份热情是用几拍子表现的呢？

【设计意图】通过观看视频，学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音乐的

情绪以及彝族人民的好客习俗，这种热情待客的场面用音乐是如

何表达的呢？通过问题引领，带领学生一步步走向音乐本体内部，

探寻音乐表达与音乐要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启发式教学，更

是《艺术课标》下进行深度学习的一种路径。

2. 听伴奏音乐（感受节拍）

播放伴奏音乐，一起用纸杯感受节拍。

3. 听伴奏音乐一段（感受乐句）

师：那歌曲是由几个乐句组成呢？ 

（跟伴奏音频画旋律线）

出示五个乐句：如下图

图 1

【设计意图】无论是 2011 年“新课标”，还是今天《艺术课

标》的呈现，不管理念怎样转变，都不会改变或者降低学科对“探

索音乐本体对核心素养形成的重要作用”的基本要求。因此，对

作品内部结构的探索，以及特点形成因素的追根问底，无论何时

都应该视为教学的重头戏。

3. 听范唱（揭示作品内涵）

师：你听这五个乐句分别唱了什么歌词？ 

4. 出示歌词

师：从歌词中我们能感受到，歌曲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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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人民以酒待客，热情好客）

5. 再次跟唱（结合内心听觉训练，迅速学会歌曲）

6. 跟琴学唱（可以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艺术化处理）

7. 听方言演唱版

8. 把“苏木地伟”加进去唱一唱

【设计意图】“在民族旋律中，民族个性特色的显现除了与

民族情感、民族性格等内容相对应外，还与民族语言有十分密切

的关系。”《苏木地伟》旋律的许多表现手法是直接来自自然的

语言音调，受到语言的影响。

9. 跟伴奏唱

（利用纸杯打出节奏，节奏难度可依据学生水平设计）

三、拓展

师：我们品尝了彝家的美酒，演唱了彝族的酒歌，你觉得这

彝家的酒是什么味道的？（“香甜爽口”的还是“绵柔醇厚”的？）

香甜爽口的。接下来这首酒歌又属于哪个民族呢？它又是什么味

道的呢？ 

1. 听范唱《银杯》

师：这是哪个民族的酒歌？（蒙古族）这酒啥味道？（绵柔

醇厚的）

师：老师知道蒙古族人在喝酒的时候有个习俗。

（师做动作，学生猜。四个乐句对应四个动作。）

师：拿起你的酒杯（纸杯充当酒杯）一起来。

【设计意图】整节课纸杯作为一个小道具贯穿始终，并在这

一环节将其想象成酒杯，把课堂推向高潮。无论用来体验节奏、

节拍还是演唱形式等，纸杯都发挥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四个动作

的加入，看似简单，却是让学生进一步理解酒歌文化非常重要的

一笔。学生拿起酒杯的那一刻，也是课堂体验最为深刻的时刻。

可以视为点睛之笔。

2. 跟范唱表演唱

播放范唱音乐，学生边唱边跟随老师一起做动作。

师：无论彝族的酒歌，还是蒙古族的酒歌，都是以个人或家

庭或少数人对客人表达欢迎、祝福之意，那对于重大节日或重大

典礼活动的祝贺，当然也少不了酒歌。老师还会唱一首《祝酒歌》，

想不想听？

3. 听教师范唱《祝酒歌》

师：这酒什么味？你感觉“香甜爽口”的、“绵柔醇厚”的、

还是“醇香浓烈”的？（醇香浓烈的）

【设计意图】利用通感的艺术手段，结合酒的味道以及演唱

者音色的特点谈酒歌，学生能够结合生活经验，轻松地将音色特

点与酒的味道建立起联觉反应。将抽象的事物通过类比的方法变

成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通过联觉反应加深对酒歌文化的了解以

及对不同酒歌风格特点的认识和把握。

4. 总结

师：“无酒不成礼”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风俗习惯，刚刚

我们聆听学习的三首作品《苏木地伟》《银杯》和《祝酒歌》，

它们都表现了人们用酒表达对远客的欢迎或者对一个宏大庆典的

祝贺，这一类作品代表了一类音乐题材，那就是酒歌。酒歌的内

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出示幻灯片），我们本节课学的这几个作

品分别属于哪一类呢？

师：中国民歌浩如烟海、种类繁多，酒歌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西南少数民族不仅有彝族的酒歌，还有苗族的飞歌、侗族的大歌等。

有句话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最后让我们再次唱起彝族

酒歌《苏木地伟》。

【教学反思】

新一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修订，把核心素养列为重中之重。

那么核心素养如何落地，成为当下一线教师最为关心的话题。无

论哪种先进理念的提出，最终都是要落实到课堂当中，通过一节

一节的音乐课堂实践生根发芽。本课的设计主要是在研读《义务

教育艺术课程标准 2022 年版》的基础上，深度挖掘教材，制定教

学目标。在目标的引领下，笔者主要从核心素养内涵的四个层面

展开，设计了《西南情韵》一课，并且阐述了核心素养目标在本

节课中是如何落地的。

1. 审美感知

《艺术课标》指出审美感知的培育，有助于学生发现美、感

知美、丰富审美体验，提升审美情趣。那么美应该如何被发现和

感知？无论什么作品，只要能够抓住它的特点，就能够体会到它

的美。笔者在如何感知《苏木地伟》的美感以及感知酒歌的艺术

魅力时，设计了感知节拍、乐句、旋律走向等环节，因为只有深

度挖掘作品的内在特点，才能够引领学生走进音乐本体，只有走

进音乐本体，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美。

2. 艺术表现

《艺术课标》中提到艺术表现的培育，有助于学生掌握艺术

表现的技能，认识艺术与生活的广泛关系，增强形象思维能力，

涵养热爱生命和生活的态度。体现在本节课中，笔者充分利用纸

杯对本节课所涉猎的作品进行全方位的体验，无论是对开篇的《远

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结尾的《银杯》《祝酒歌》的体验，还是《苏

木地伟》的一系列演唱活动，都属于艺术表现的范畴。

3. 创意实践

《艺术课标》指出：创意实践的培育，有助于学生形成创新

意识，提高艺术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增强团队精神。具体到本

节课，对酒文化的探索，将酒的味道与演唱者音色特点建立联觉

反应，将抽象事物通过类比的方法变成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通

过联觉反应加深对酒歌文化的了解以及对不同酒歌风格特点的认

识和把握。

4. 文化理解

《艺术课标》指出：文化理解的培育，有助于学生在艺术活

动中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尊重文化多

样性，增强文化自信。文化理解主要阐述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课设计无论是对知识技能的挖掘，还是对酒歌的体验，都是与

文化紧密相连的，文化渗透贯穿始终。

综上所述，《西南情韵》一课遵循了《艺术课标》中课程目

标的总体框架进行设计。主要以歌曲《苏木地伟》为主，通过一

系列活动与作品拓展，展开对酒歌文化的探索，并进一步追溯艺

术与生活的关系，带领学生进行文化理解，文化理解反过来又能

激发音乐的表达，学生理解了文化，就能更加准确地对作品进行

艺术表现，从而提高审美能力，和创意实践能力。由此可见，核

心素养的四个层面也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从本节课的设计

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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