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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教学信息 

 

课程名称 《器乐演奏四（二胡）》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 

学    时 16 学    分 2 

授课对象   音乐学  专业   19 级 授课人数 1 

思政案例名称 《赛马》 

案例所属教材中的

章节及知识点 
《全国二胡考级作品合集》作品 

任课教师情况 

主讲教师 颜春英 性   别 女 职   称 讲师 

联系电话  E-mail  学   位 硕士 

课程简介 

 

 

《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是大学音乐学专业学生重要专业必修课之一，在课

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本课程采用的是一对一教学方式。本课程因材施教，在三年

时间内要求熟练掌握揉弦、滑音、快弓、跳弓等拉奏技巧，结业时应具备扎实的二胡

演奏能力，且能上舞台独奏。 

本课程的目标与任务是通过讲授使学生系统掌握二胡演奏的正确方法和基本技

能，熟悉并初步掌握不同时代各种体裁、风格的二胡优秀作品，培养整体音乐感，丰

富音乐素养。教师通过一对一的教学，深入进行教改探索，逐步完善大学二胡课程教

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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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顿弓练习》、  《赛马》     课程教案 

编 号：  yw412328          

授 课 题 目 
练习曲《连顿弓练习》、乐

曲《赛马》 
教学课型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  它

□ 

首次授课时间 第一周 学    时 2 

教学场所 固定座位教室☑  移动座位教室□  智慧型互动教室□  

实验(实训)室□  校外实践基地□  户外□    其它□ 

教学目的要求： 

（一）知识目标 

1.乐曲中顿弓、拨奏要演奏准确； 

2.加强快弓的颗粒性、力度训练； 

（二）能力目标 

1.增强二胡与伴奏乐器之间的配合度； 

2.加强学生对蒙古音乐风格的把控能力。 

（三）育人目标 

1.感受蒙古人们对草原、美好生活的热爱； 

2.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提高学生对音乐风格的把控能力； 

2．加强二胡与扬琴、木鱼在节奏、力度上配合。 

教学难点：1．乐曲强弱对比的练习、拨奏技巧的掌握； 

2．表达蒙古音乐的豪迈、欢快之情。 

 

课程思政： 

本节以《赛马》的拉奏技巧、情绪的表达作为讲授内容，从音乐作品的创作背

景知识和音乐作品的演奏技术上进行解析。因此，本节课思政的突出特征为： 

《赛马》是一首经典的传世之作，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从作品中感受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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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奔腾的气势之美，感受蒙古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点，彰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魅力，树立文化自信。 

教学方式和手段： 

1.讲授法 

讲授乐曲的创作背景及技术技巧要点。 

2.练习法 

通过老师的讲解，在课堂上进行练习。 

3.欣赏法 

名人名家的演奏视频欣赏。 

4.游戏体验法 

通过拍手的游戏体会力度的变化。 

 

 

教学过程设计与教学内容： 

一、练习曲《连顿弓练习》 

演奏要求： 

1、连顿弓的力度、音色一定要均匀 

2、运弓要短促，极具爆发力 

3、注意音准的把握 

二、乐曲《赛马》 

1、导入 

师：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特有的习惯与风俗，

请欣赏以下视频，并回答他们属于哪个民族的什么活动？ 

（放一蒙古族的赛马视频） 

生：蒙古族   赛马 

师：老师问：显而易见，这就是内蒙古人民在“那达慕”盛会上进行赛马比赛的情

景，下面我们来学习由蒙古族民歌《红旗歌》创编成的脍炙人口的二胡曲《赛马》，它

描写的正是骏马奔腾、蒙古族人民欢庆节日的热烈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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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教学 

2.1 回课 

师：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让大家预习了这首乐曲，现在请大家一起演奏一遍。 

生：演奏一遍 

师：指出不足 

    同学们，刚刚的演奏，你们仅仅是把乐曲从头到尾顺下来了，但在强弱关系的处理、

乐曲风格的把控、自身的表演状态、以及与伴奏乐器的配合上面都有所欠缺，并且也有

待提高。 

2.2节奏训练 

 
训练步骤： 

（1）老师在木鱼上敲一遍节奏（注意强弱关系） 

师：我们以第一段为例，这是第一段的节奏，2/4 拍,我们在敲击节奏时除了注意它

的强弱关系，也要注意乐谱上所标记的情绪处理。请听我用木鱼把它敲一遍。（老师敲

一遍） 

（2）学生分两个声部（其中一个用木鱼，其他四个拍手，重音敲桌子有强弱的把它

演奏一遍） 

师：现在分成两个声部进行练习，这四位同学为主旋律声部，用拍手表示，另一位

同学为伴奏声部用木鱼来敲击节奏，准备好了吗？开始 

师：很好，如果用二胡拉出来这样的效果就非常动听了。 

学生敲击一次。（可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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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与要求： 

(1) 注意两个声部的完美配合。 

(2) 强弱关系处理要得当。 

2.3 伴奏配合训练 

    

 
加上旋律，（首先让二胡拉一次旋律，再加上扬琴伴奏一起来一次，注意情绪与强

弱的表达） 

师：非常棒，我们可不可以把旋律加进来呢，拿起我们二胡吧。 

师：2/4拍的音头拉出来，如果不够，力度加强一点（总结一下） 

这是节奏、旋律、力度部分的讲解。 

课堂练习：根据老师的讲解跟要求练习，争取在课堂上消化当天的内容。 

2.3拨奏练习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课程教案  

 6 

目的与要求：（老师示奏） 

1、注意拨奏的位置。 

2、拨奏时用上小臂的力量。 

3、弓毛紧贴在外弦上，食指尖有韵律地把内弦往左后方拨动，每音只拨动一次。 

课堂练习：根据老师的讲解跟要求练习，争取在课堂上消化当天的内容。 

 

2.4情感表达 

《赛马》第一段是典型的器乐化旋律，上下跳动、连续快速的律动音型、以及细致

的节奏处理，在开阔奔放的强音和急促有力的音型的背景之下，描绘了赛马场上群马飞

奔，热烈欢腾的场景。第二段运用了歌唱性的旋律，悠扬动听，加入拨奏技法，顿时形

成点线相接之势。第三段与第一段首尾呼应，热烈欢腾的赛马景象，在一个短促的音符

上戛然而止，让人回味无穷。 

3、布置作业 

（1）了解蒙古人民的风土人情，多与伴奏配合，为民乐队合奏打基础。 

（3）完整演奏《赛马》 

（4）预习练习曲《颤弓练习》、乐曲《光明行》 

4、教学总结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赛马》是一首经久流传的经典二胡作品，很多的演奏家都把

它带到了国外演奏，深受外国友人的喜爱。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历

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历史积淀与思想宝库，我们要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发新力，传承它，

彰显其特殊性，树立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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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教学信息 
 

课程名称 《器乐演奏四（二胡）》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 

学    时 16 学    分 2 

授课对象   音乐学  专业   19 级 授课人数 1 

思政案例名称 《北京有个金太阳》 

案例所属教材中的

章节及知识点 
《全国二胡考级作品合集》作品 

任课教师情况 

主讲教师 颜春英 性   别 女 职   称 讲师 

联系电话  E-mail  学   位 硕士 

课程简介 

 

 

《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是大学音乐学专业学生重要专业必修课之一，在课

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本课程采用的是一对一教学方式。本课程因材施教，在三年

时间内要求熟练掌握揉弦、滑音、快弓、跳弓等拉奏技巧，结业时应具备扎实的二胡

演奏能力，且能上舞台独奏。 

本课程的目标与任务是通过讲授使学生系统掌握二胡演奏的正确方法和基本技

能，熟悉并初步掌握不同时代各种体裁、风格的二胡优秀作品，培养整体音乐感，丰

富音乐素养。教师通过一对一的教学，深入进行教改探索，逐步完善大学二胡专业教

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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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琶音综合练习》、《北京有个金太阳》课程教案 

编 号： yw412328       

授 课 题 目 
练习曲《琶音综合练习》 

乐曲《北京有个金太阳》 
教学课型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  它□ 

首次授课时间 第三周 学    时 2 

教学场所 固定座位教室☑  移动座位教室□  智慧型互动教室□  

实验(实训)室□  校外实践基地□  户外□    其它□ 

教学目的要求： 

（一）知识目标 

1.力度、抛弓技巧练习 

2.了解《北京有个金太阳》创作的时代背景 

3.理解《北京有个金太阳》的情感表达 

（二）能力目标 

1.掌握琶音练习的音准与流畅度 

2.培养学生舞台演奏的能力 

（三）育人目标 

1.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家国情怀 

2.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教学重点、教学难点： 

教学重点：1、乐曲的重音、强弱关系处理要到位 

2、抛弓的演奏方法要到位 

教学难点：乐曲的情绪处理与技巧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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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 

本节以《北京有个金太阳》的拉奏技巧、情绪的表达作为讲授内容，从音乐作品

的创作背景知识和音乐作品的演奏技术上进行解析。因此，本节课思政的突出特征为： 

《北京有个金太阳》该乐曲描述了西藏人民翻身做主人，发自内心感谢毛主席、

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情怀。所以我们也应该常怀感恩之心，感谢国家让我们拥有了努力

奋斗和学习的希望；感谢这个大好时代，抓住属于我们的机会。 

教学方式和手段：  

1、讲授法 

讲授乐曲的创作背景及技术技巧要点。 

2、练习法 

通过老师的讲解，在课堂上进行练习。 

3、欣赏法 

名人名家的演奏视频欣赏。 

4、示范法 

老师对技术技巧的示范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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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设计与教学内容： 

一、练习曲《琶音综合练习》 

演奏要求： 

1.内弦快弓运弓时弓毛要绷紧，要有弹性，注意手腕的灵活度；注意双手的放松。 

2.快速琶音时，注意保证节奏、音准、力度、速度等各大要素的准确性及综合把握

整首练习曲。 

二、乐曲《北京有个金太阳》 

1、导入 

师：播放歌曲《北京有个金太阳》 

请欣赏视频，并说出这首歌曲的名称、以及它所要表达的情绪、情感？ 

生：《北京有个金太阳》，表达了对党的热爱之情。 

师：非常正确，该乐曲描述了西藏人民翻身做主人，发自内心感谢毛主席、歌颂

中国共产党的情怀。它被改编成了很多的版本，有钢琴、古筝、琵琶、二胡等等，那

么我今天所要学习是由我国著名二胡演奏家蒋才如先生根据同名歌曲改编成的二胡

小品《北京有个金太阳》。 

2、组织教学 

回课，根据学生的回课情况有针对性地讲解，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重音、强弱关系的处理。 

（2）装饰音的运用，突显藏族舞蹈风格特点。 

（3）抛弓的演奏方法。 

2.1重音、强弱的处理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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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二） 

     

 

练习步骤及要点： 

（1）首先，老师用手拍打节奏，谱面上的重音及 2/4拍的强弱规律要明显。 

（2）其次，同学们也用手拍打节奏，标有重音的地方用拍桌子的方式进行，突

显其重音。 

（3）然后，木鱼敲击伴奏声部的节奏，展现进行曲风格的韵律感。 

（4）最后，二胡拉奏主旋律，木鱼为其伴奏。 

2.2装饰音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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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示奏） 

目的要求： 

（1）装饰音演奏要短促、有力。 

（2）演奏应具跳跃性，情绪欢快而富弹性。 

课堂练习：根据老师的讲解跟要求练习，争取在课堂上消化当天的内容。 

2.3抛弓训练 

  

 

 

目的与要求： 

(1) 抛的高度不能太高。 

(2) 推弓抛时弓毛要绷紧，弓竿稍上翘，不能有敲击琴筒的声音。 

(3) 抛弓一定要有弹性。 

课堂练习：根据老师的讲解跟要求练习，争取在课堂上消化当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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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情感表达 

《北京有个金太阳》引子：表现美丽的西藏高原风光。 

  第一段：在主调“北京有个金太阳”的主旋律中展开，情绪活泼欢快，表现藏族人

民欢庆节日时，载歌载舞，欢快热烈舞蹈场面。 

  第二段：以抒情优美的“弦子”音调为旋律，突出歌唱性的特点，深情地赞美了西

藏人民的幸福生活。 

  第三段：再现乐段，以更加热欢快的情绪结束全曲。 

3、布置作业 

（1）注意两手配合的默契度 

（2）体会乐曲藏族音乐的风格特点 

（3）完整演奏练习曲、乐曲《北京有个金太阳》 

4、教学总结 

这是一首藏族人民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解放过上幸福生活的写照。所以我们也应该

常怀感恩之心，感谢国家让我们拥有了努力奋斗和学习的希望；感谢这个大好时代，抓

住属于我们的机会。同学们，奋斗下去，未来的某个点，你将成就更好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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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教学信息 
 

课程名称 《器乐演奏四（二胡）》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 

学    时 16 学    分 2 

授课对象   音乐学  专业   19 级 授课人数 1 

思政案例名称 《喜送公粮》 

案例所属教材中的

章节及知识点 
《全国二胡考级作品合集》作品 

任课教师情况 

主讲教师 颜春英 性   别 女 职   称 讲师 

联系电话  E-mail  学   位 硕士 

课程简介 

 

 

《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是大学音乐学专业学生重要专业必修课之一，在课程体系

中处于重要地位。本课程采用的是一对一教学方式。本课程因材施教，在三年时间内要求

熟练掌握揉弦、滑音、快弓、跳弓等拉奏技巧，结业时应具备扎实的二胡演奏能力，且能

上舞台独奏。 

本课程的目标与任务是通过讲授使学生系统掌握二胡演奏的正确方法和基本技能，熟

悉并初步掌握不同时代各种体裁、风格的二胡优秀作品，培养整体音乐感，丰富音乐素养。 

教师通过一对一的教学，深入进行教改探索，逐步完善大学二胡课程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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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音练习》、《喜送公粮》     课程教案 

编 号： yw412328            

授 课 题 目 
练习曲《滑音练习》 

乐曲《喜送公粮》 
教学课型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  它□ 

首次授课时间 第五周 学    时 2 

教学场所 固定座位教室☑  移动座位教室□  智慧型互动教室□  

实验(实训)室□  校外实践基地□  户外□    其它□ 

教学目的要求： 

（一）知识目标 

1.了解作品《喜送公粮》的历史背景及内涵意义 

2.正确把握《喜送公粮》的音乐风格 

（二）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音乐听觉能力、音乐思考能力。 

（三）素质目标 

1、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荣誉感 

2、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富有表情地、激动的拉奏乐曲 

教学难点：音头、快弓奏、京剧唱腔的模仿 

 

课程思政： 

本节以《喜送公粮》的拉奏学习作为讲授内容，从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知识和音乐

作品的拉奏技术上进行解析。因此，本节课思政的突出特征如下： 

将课堂教学、自我思考结合起来。学生让学生思考如何提高自我价值。在本次课堂

设计中，会有针对性问题的设计，如对当前 21世纪的大学生学习《喜送公粮》的现实

意义。当下的学生们生活在舒适而平静的环境中，往往少了那份斗志，少了那份坚持。

在当下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只要努力丰收，也会迎来你人生的丰收时刻。 

教学方式和手段： 

1、讲授法 

讲授乐曲的创作背景及技术技巧要点。 

2、练习法 

通过老师的讲解，在课堂上进行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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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欣赏法 

名人名家的演奏视频欣赏。 

4、示范法 

老师对技术技巧的示范演奏 

 

教学过程设计与教学内容： 

一、练习曲《滑音练习》 

演奏要点： 

1.区分上、下滑音的方法运用 

2.演奏滑音时要注意手腕的运用 

3.注意音准 

二、乐曲《喜送公粮》 

（一）、新课讲解示范 

1、导入：1、PPT 展示 70年代农民交公粮的图片，提问欣赏以下图片，并回答它们

表现的是一副什么景象? 

             2、视频播放这首乐曲，让学生初步感受音乐，形成初步的印象。 

2、讲解《喜送公粮》的背景知识 

《喜送公粮》是一首二胡小品。顾武祥和孟津津创作于上世纪 70年代，是“文革”

时期二胡音乐的代表之作。当乐曲以河北民歌为基础，内含京剧曲牌及唱腔，旋律欢快

流畅，曲调清新富有律动，节奏跳跃活泼，描写了农民丰收，欢天喜地赶着马车、扬着

马鞭运送公粮的欢乐场面。 

以上环节教师在讲解之后进行《喜送公粮》全曲示范，通过二次印象的聆听让学生

乐曲背后带给我们的欢快与愉悦之情。 

展示图片 

当我听到这首作品，眼前农民用马车拖着粮食，脸上浮现出高兴、喜悦的情绪。从

以前的吃不饱穿不暖，到现在丰收的场景，表达了对国家的惠民政策的感激之情，也表

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拉奏技术要点 ： 

1、乐曲音乐风格 

全曲采用了 F大调、热闹欢快的情绪，作品短小精悍， 曲调清新、朴实优美，具有

鲜明的民族风格，强烈的时代精神。 

2、音头拉奏 

乐曲一开头就是一连串的音头，在拉奏时既要有爆发力又要有弹性，奏出有力量，

振奋人心的声音，仿佛是在激励农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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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快弓拉奏 

快弓首先要慢练，右手握弓要实，肩关节以“璇”的动作为主，方可奏出松弛有力，

清晰又有弹性的快速音符，表现了当时的农民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  

4、京剧唱腔模仿 

乐曲中有很多地方都采用京剧二黄的唱腔元素，，那么你就必须把韵味做足，才能演

奏好这首乐曲。建议大家多听听京剧或者看看京戏。 

以上环节每一个弹奏技术，教师先进行示范，学生进行实践练习，教师进行指导练

习。 

（二）、学生实践练习 

学生通过课堂练习，对新授知识点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能较规范的弹奏出来。为了

激发学生的课堂练习积极性，提高练习效率，在学生练习时会采用各种形式的练习方法

进行练习。如： 

1、音头练习：个人练习，使学生能够较熟练的掌握一个重音的拉奏 

2、快弓练习：先慢练，把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乐句都拉清楚，做到位，然后再逐渐

加快。 

3、京剧唱腔的模仿练习 

4、师生合作练习 

（三）、布置作业 

   1、完整演奏课堂内容 

2、预习练习曲《快速换把练习》、乐曲《赞歌》 

（四）、课堂总结 

我们在学习这首乐曲时，不仅仅是学习演奏技术，更重要的是体会这首乐曲彰显出

来的一种精神，是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是永不言败的乐观精神。当下 21世纪的学生

通过学习这首作品，告诉我们乐观的面对生活，有困难想办法解决，用音乐鼓舞斗志，

坚持初心、勇敢前行，丰收的喜悦就在眼前。 

（五）、课后熟练巩固 

练琴是二胡学习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所有二胡学生的每日必修课,要想提

高自己的演奏水平,学生除了需要得到教师的正确指导,更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练

习,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胡基础和技术的灵活运用，是个由量到质的转变的

过程。在正确的方法指导下每天认真的练习，就会有不易察觉的进步，而就是这些不易

察觉的进步积累起来，最终达到质的变化。二胡是一种必须经过每日积累的技术，尤其

在我们将要学会某种技术的时刻，更要保持连续性，千万不能中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一日不停的练习，才能得到巩固，才能有真正的进步。 

（六）、作业检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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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多渠道的检查方式。1、课堂检查，经过一周的练习，学生已经能够较熟练的

完成乐曲弹奏，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把学生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统一讲

解，把个性问题进行单独讲解。2、视频检查，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知识点，并准确

弹奏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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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教学信息 
 

课程名称 《器乐演奏四（二胡）》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 

学    时 16 学    分 2 

授课对象 音乐学  专业   19 级 授课人数 1 

思政案例名称 《赞歌》 

案例所属教材中的

章节及知识点 
《全国二胡考级作品集》作品 

任课教师情况 

主讲教师 颜春英 性   别 女 职   称 讲师 

联系电话  E-mail  学   位 硕士 

课程简介 

 

 

《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是大学音乐学专业学生重要专业必修课之一，在课程体系

中处于重要地位。本课程采用的是一对一教学方式。本课程因材施教，在三年时间内要求

熟练掌握揉弦、滑音、快弓、跳弓等拉奏技巧，结业时应具备扎实的二胡演奏能力，且能

上舞台独奏。 

本课程的目标与任务是通过讲授使学生系统掌握二胡演奏的正确方法和基本技能，熟

悉并初步掌握不同时代各种体裁、风格的二胡优秀作品，培养整体音乐感，丰富音乐素养。 

教师通过一对一的教学，深入进行教改探索，逐步完善大学二胡课程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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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换把练习》、《赞歌》     课程教案 

                                                        编 号：yw412328 

授 课 题 目 
练习曲《快速换把练习》、

乐曲《赞歌》 
教学课型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  它□ 

首次授课时间 第七周 学    时 2 

教学场所 固定座位教室☑  移动座位教室□  智慧型互动教室□  

实验(实训)室□  校外实践基地□  户外□    其它□ 

教学目的要求： 

（一）知识目标 

1.了解作品《赞歌》的历史背景及内涵意义 

2.正确把握《赞歌》的音乐风格 

（二）能力目标 

1.掌握换把的把位准确度，减少换把的痕迹 

2.把握好力度的变化 

（三）素质目标 

1.增强学生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2.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富有表情地、激动的拉奏乐曲 

教学难点：演奏乐曲时，要注重揉与不揉的搭配，还要和气息及力度的强弱的综合运

用。这是刘天华先生经常采用中国传统音乐的“合尾”创作手法；能够使乐曲在发展变

化 中获得统一。 

 

课程思政： 

将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器乐演奏课堂教学，在二胡乐曲《赞歌》课程教学内容中挖

掘美，实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让学生通过学习中国的传统经典曲目，把音乐隐含的

德育思想挖掘出来并借用讨论式教学不断扩充，内化真理，以让学生被动接受变为主动

参与、主动思考和主动探索，既让学生学习了器乐演奏技能，又能学到品德教育的事例，

学会明是非，辩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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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和手段： 

1、讲授法 

讲授乐曲的创作背景及技术技巧要点。 

2、练习法 

通过老师的讲解，在课堂上进行练习。 

3、欣赏法 

名人名家的演奏视频欣赏。 

4、示范法 

老师对技术技巧的示范演奏 

 

教学过程设计与教学内容： 

二胡课教学分为四个步骤：新课讲授示范—学生实践练习—课后熟练巩固—作业检

查辅导。 

一、 练习曲《快速换把练习》 

演奏要点： 

1、快速换把注意把位、指距的准确度。 

2、注意换把时音准的把握。 

二、乐曲《赞歌》 

本节课以学习弹奏《赞歌》作为讲授内容，从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和音乐作品的弹

奏技术上进行解析。 

（一）、讲授示范 

1、导入： 

（1）PPT展示藏族人民载歌载舞的欢庆场面的视频，提问这是什么民族的活动？ 

（2）视频播放这首乐曲，让学生初步感受音乐，形成初步的印象。 

2、解《赞歌》的背景知识 

1951 年藏族宣布和平解放，藏族人民欢天喜地，载歌载舞庆祝的热闹场景，王竹林

就是根据这一社会背景创作的，该乐曲短小精悍，一气呵成，可谓是一首经典的传世之

作，表达了对人民解放军的赞美之情。 

以上环节教师在讲解之后进行《赞歌》全曲示范，通过二次印象的聆听让学生乐曲

背后带给我们的欢快与愉悦之情。 

展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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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同学们展示藏族地区解放，从政府到人民一片欢腾的景象，让大家感受到这首乐

曲欢快、喜悦的气氛。 

拉奏技术要点 ： 

1、乐曲音乐风格 

全曲采用了 bB-F-bB转调形式、乐曲运用了藏族地方音乐语汇，并加上豫剧音乐素材，

描写了河南人民在今昔两种社会制度下截然不同的生活感受。 

2、颤音 

 

(1)要求学生用高抬指的方法来演奏，且要注意它的力度，速度要快。 

(2)展示谱例，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要掌握。（老师示奏） 

(3)注意情绪的处理，渲染了热闹欢快的气氛。 

3、力度的处理 

 

 

载歌载舞的场面，节奏鲜明，活泼跳跃，表达出藏族人民对解放军的赞美之情。 

4、装饰音的运用 

 

装饰音演奏要短促、有力，突显旋律的活泼之意。 

以上环节每一个弹奏技术，教师先进行示范，学生进行实践练习，教师进行指导练

习。 

（二）、学生实践练习 

学生通过课堂练习，对新授知识点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能较规范的弹奏出来。为了

激发学生的课堂练习积极性，提高练习效率，在学生练习时会采用各种形式的练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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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练习。如： 

1、颤音练习：高抬指、频率快。 

  2、力度处理：根据乐曲情绪的变化来把握好力度。 

3、师生合作练习 

（三）、布置作业 

    1、完整演奏课堂内容 

2、预习练习曲《长弓练习》、乐曲《洪湖主题随想曲》 

（四）、教学总结 

我们在学习这首乐曲时，不仅仅是学习演奏技术，技术都是为情绪的表现服务的。

我们要感谢中国共产党，先辈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祥和安稳的生活，作为年轻人，我

们应该珍惜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树立了投身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信念。 

（五）、课后熟练巩固 

练琴是二胡学习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所有二胡学生的每日必修课,要想提

高自己的演奏水平,学生除了需要得到教师的正确指导,更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练

习,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胡基础和技术的灵活运用，是个由量到质的转变的过

程。在正确的方法指导下每天认真的练习，就会有不易察觉的进步，而就是这些不易察

觉的进步积累起来，最终达到质的变化。二胡是一种必须经过每日积累的技术，尤其在

我们将要学会某种技术的时刻，更要保持连续性，千万不能中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

日不停的练习，才能得到巩固，才能有真正的进步。 

（六）作业检查辅导 

开展多渠道的检查方式。1、课堂检查，经过一周的练习，学生已经能够较熟练的完

成乐曲弹奏，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把学生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统一讲解，

把个性问题进行单独讲解。2、课后视频检查，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知识点，并准确弹

奏乐曲。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课程教案  

 24 

《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教学信息 
 

课程名称 《器乐演奏四（二胡）》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 

学    时 16 学    分 2 

授课对象   音乐学  专业   19 级 授课人数 1 

思政案例名称 《洪湖主题随想曲》 

案例所属教材中的

章节及知识点 
《全国二胡考级作品合集》作品 

任课教师情况 

主讲教师 颜春英 性   别 女 职   称 讲师 

联系电话  E-mail  学   位 硕士 

课程简介 

 

 

《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是大学音乐学专业学生重要专业必修课之一，在课程体

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本课程采用的是一对一或一对多教学方式。本课程因材施教，在三年

时间内要求熟练掌握揉弦、滑音、快弓、跳弓等拉奏技巧，结业时应具备扎实的二胡演奏

能力，且能上舞台独奏。 

本课程的目标与任务是通过讲授使学生系统掌握二胡演奏的正确方法和基本技能，熟

悉并初步掌握不同时代各种体裁、风格的二胡优秀作品，培养整体音乐感，丰富音乐素养。 

教师通过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教学，深入进行教改探索，逐步完善大学二胡专业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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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弓练习》、《洪湖主题随想曲》  课程教案信息 

编 号：  yw412328       

授 课 题 目 
练习曲《长弓练习》 

乐曲《洪湖主题随想曲》 
教学课型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  它□ 

首次授课时间 第九周 学    时 2 

教学场所 固定座位教室☑  移动座位教室□  智慧型互动教室□  

实验(实训)室□  校外实践基地□  户外□    其它□ 

教学目的要求： 

知识目标 

1. 乐曲中的滑音技巧要拿捏到位； 

2. 加强快弓的颗粒性、力度训练；  

（二）能力目标 

1. 提高学生对戏曲声腔化的韵味把控能力； 

2．培养学生的情感表达能力。 

（三）育人目标 

1. 激发学生不断奋发图强，不怕苦不怕难的奋斗精神； 

2 .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教学重点：1．音准、滑音的运用； 

2．掌握乐曲强烈的戏剧性变化，突显情绪变化。 

教学难点：1．器乐声腔化的韵味表现力； 

2．引导学生用二胡把旋律唱出来。 

课程思政： 

本节以《洪湖主题随想曲》的拉奏技巧、情绪的表达作为讲授内容，从音乐作品的

创作背景知识和音乐作品的演奏技术上进行解析。因此，本节课思政的突出特征为： 

掌握好《洪湖主题随想曲》这首乐曲器乐声腔化的演奏模式，从中体会主人公不惧

困难，敢于与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告诫学生要勇敢的面对生活与挑战，也感谢

这个美好时代，给予我们力量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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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和手段：  

1、讲授法 

讲授乐曲的创作背景及技术技巧要点。 

2、练习法 

通过老师的讲解，在课堂上进行练习。 

3、欣赏法 

名人名家的演奏视频欣赏。 

4、示范法 

老师对技术技巧的示范演奏 

 

 

教学过程设计与教学内容： 

一、练习曲《长弓练习》 

演奏要求： 

1.全曲用全弓，换弓时不能有痕迹； 

2.练习曲中的快板部分颗粒性要好，且注意力度变化； 

3.熟悉 D调每个音的音位。 

二、乐曲《洪湖主题随想曲》 

1、导入 

师：欣赏以下视频，说出它出自哪部歌剧 的什么唱段？ 

生：出自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唱段。 

师：非常棒！今天我们来学习根据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的唱段改编而成的二胡独奏曲《洪湖主题随想曲》。 

2、组织教学 

师：器乐声腔化的乐曲，首先要解决的是滑音这一技巧，运用滑音对唱腔进行模仿。

（老师示奏） 

                                      回滑音 

                                 上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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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滑音 

2.1滑音训练 

 
目的与要求： 

(4) 学唱《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5) 看似平缓的旋律，注意加强回滑音、上滑音、下滑音的韵味，刻画了主人公对母

亲的依恋，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很高的思想觉悟。 

(6) 细腻的内心世界，听起来荡气回肠，有一唱三叹之感。（声情并茂地演奏） 

课堂练习：根据老师的讲解跟要求练习，争取在课堂上消化当天的内容。 

 

2.1快弓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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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与要求： 

1、先慢练，把音准、节奏、旋律熟练后再快练。 

2、全部分弓演奏，轻快而富戏剧性。 

  3、注意手指的自然性，速度越快，抬指和按弦的动作就越小。 

课堂练习：根据老师的讲解跟要求练习，争取在课堂上消化当天的内容。 

2.2情感表达 

《洪湖主题随想曲》第一段深情委婉的旋律，奏出主人公母女在生死别离的时候内心

的依依不舍。第二段好像看到了希望，满怀欣喜，充满希望，非常激动的情绪。第三段

是一个歌唱性的乐段，描写了主人公对未来生活的畅想，此时她的内心是热情的，她坚

信“不久就会大天亮。”二胡运用它潇洒自如的运弓 通过演奏者均匀的呼吸，将这份信

念和热情推到极致。尾声情绪壮丽激越，旋律深情婉转，但气势磅礴，是全曲的高潮部

分，交错起伏的旋律充分表现了主人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气节。 

3、布置作业 

（1）巩固、练习滑音、快弓等演奏技巧 

（2）学唱《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3）完整演奏《洪湖主题随想曲》 

4、教学总结 

这首乐曲慢板委婉动人而坚韧，快板铿锵有力。告诫我们“生命因奉献而厚重”，“只

有奋斗的一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一生”。作为青年一代应不惧困难，奋发向上，把个人梦想

汇入时代洪流，让蓬勃的生命与家国情怀共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竭忠尽诚，奉

献一生，让人生的色彩更加绚烂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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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教学信息 

 

课程名称 《器乐演奏四（二胡）》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 

学    时 16 学    分 2 

授课对象   音乐学  专业   19  级 授课人数 1 

思政案例名称 《颤弓练习》、《光明行》 

案例所属教材中的

章节及知识点 
《全国二胡考级作品合集》作品 

任课教师情况 

主讲教师     颜春英 性   别 女 职   称 讲师 

联系电话  E-mail  学   位 硕士 

课程简介 

 

 

《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是大学音乐学专业学生重要专业必修课之一，在课

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本课程采用的是一对一教学方式。本课程因材施教，在三年

时间内要求熟练掌握揉弦、滑音、快弓、跳弓等拉奏技巧，结业时应具备扎实的二胡

演奏能力，且能上舞台独奏。 

本课程的目标与任务是通过讲授使学生系统掌握二胡演奏的正确方法和基本技

能，熟悉并初步掌握不同时代各种体裁、风格的二胡优秀作品，培养整体音乐感，丰

富音乐素养。教师通过一对一的教学，深入进行教改探索，逐步完善大学二胡专业教

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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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颤弓练习》、《光明行》  课程教案 

编 号：  yw412328       

授 课 题 目 《颤弓练习》、《光明行》 教学课型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  它□ 

首次授课时间 第十一周 学    时 2 

教学场所 固定座位教室☑  移动座位教室□  智慧型互动教室□  

实验(实训)室□  校外实践基地□  户外□    其它□ 

教学目的要求： 

（一）知识目标 

1、加强二胡与伴奏乐器之间的配合度练习； 

2、提高学生对进行曲音乐风格的把控能力； 

3、理解乐曲的情感表达。 

（二）能力目标 

1、为学生打下民族管弦乐队的排练基础； 

2、掌握颤弓、顿弓的演奏方法。 

（三）育人目标 

1、激发学生不断进取、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2、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二胡与小军鼓、钢琴等伴奏乐器的完美配合；  

2、乐曲情绪的表现。 

教学难点：乐曲情感处理与技巧展现的有机结合。 

 

 

课程思政： 

本节以《光明行》的拉奏技巧、情绪的表达作为讲授内容，从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

知识和音乐作品的演奏技术上进行解析。因此，本节课思政的突出特征为： 

《光明行》描写了现实生活的无情，但作者仍积极乐观的精神和追求光明的生活态度。

激励着同学们不断进取和对光明前途的乐观自信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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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和手段： 

1、讲授法 

讲授乐曲的创作背景及技术技巧要点。 

2、练习法 

通过老师的讲解，在课堂上进行练习。 

3、欣赏法 

名人名家的演奏视频欣赏。 

4、示范法 

老师对技术技巧的示范演奏 

 

 

教学过程设计与教学内容： 

一、练习曲《颤弓练习》（1=D  赵寒阳曲） 

演奏要点： 

1、颤弓的换弓频率远比快弓要快。 

2、要求震颤细密，使发音由点组成线状，因而贴弦度相度对较小。 

3、手臂的紧张度控制要恰当。 

二、乐曲《光明行》（1=D  刘天华曲） 

1、视频导入 

师：请欣赏下面《二泉映月》、《光明行》的视频，并找出他们的相同点与不同之处。 

生：《二泉映月》的旋律苦闷深沉，《光明行》的旋律是阳光、积极。 

师：古诗云：“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二胡作为胡琴类流行最广的乐

器之一，自古以来，一直参与着国人们的各种社会生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国人、甚至是外国人都认为二胡只适合用于表现哀怨、凄楚的音乐。于

是，在 1931 年，刘天华先生创作了气势雄伟、豪迈、进行曲风格的《光明行》，用来证

明原来二胡也可以表现如此光明、气势坚定的音乐形象。 

引出新课内容《光明行》 

2、组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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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刚刚同学们欣赏了《光明行》，这首乐曲是在 “五四”运动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五四”对中国知识分子及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想要演奏好这首乐曲，技术技巧是必

须攻克的难关和重点，下面乐曲的开头，一连串的顿弓。（老师示奏） 

2.1 顿弓训练 

 

目的与要求： 

(7) 顿弓演奏要短促有力，富有弹性。. 

(8) 好像军鼓在寂静的黑夜中敲响，由远及近，由弱至强，唤醒沉睡的人，鼓舞悲观

的人。（声情并茂地演奏） 

课堂练习：根据老师的讲解跟要求练习，争取在课堂上消化当天的内容。 

 

2.1 颤弓训练   

 

2.1.1 节奏部分 

这一段突出的节奏型就是连续的符点进行，表现了行进步伐的力度与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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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步骤及要求： 

（1）首先，小军鼓把节奏敲击一遍，奏出行军步伐的正义感（轮奏的时频率一定要快，

注意加强重音的力度）。 

（2）其次，学生用手拍打节奏，标有重音的地方用拍桌子的方式进行，要注意重音。 

（3）最后，用二胡演奏。 

2.1.2 颤弓部分 

要点讲解： 

节奏、重音做到位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法，就是颤弓。（板书颤弓）这是本曲演

奏的难点，拉奏颤弓尽量往中弓部位稍微靠近，这个地方的力度才能表现出来激昂的情

绪，且运弓的频率一定要快（老师示范）。 

分组练习： 

第一句：第一组二胡与小军鼓走一遍，小军鼓一直采用轮奏的方式进行，力度控制一下，

稍弱些。二胡注意颤弓的位置、频率 

第二句：第二组二胡与钢琴走一遍，钢琴不能喧宾夺主，力度不能太大，同样要住我刚

刚所讲的要求。 

第三句：全体二胡与小军鼓、钢琴合奏。注意乐段层次的变化。 

从头到尾演奏一次，加上军鼓、钢琴，把乐曲的力度、情绪达至最高点。 

课堂练习：根据老师的讲解跟要求练习，争取在课堂上消化当天的内容。 

 

2.4 情感表达 

《光明行》第一主题旋律流畅，音调激扬，节奏感强，表现了作者积极乐观的精神

和追求光明的生活态度。第二次主题音色柔和、优关，旋律连贯舒展，与第一主题的音

乐性格形成鲜明对比，描绘出人们热情迸发的昂扬斗志。颤弓演奏将我们带入乐曲的尾

声，结尾处是主三和弦的分解进行，雄伟壮丽，模拟出高亢嘹亮的冲锋号角声，鼓舞着

人们冲破黑暗，迎接胜利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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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时注意每个段落的情绪把握好情感层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信念感。 

3、布置作业 

（1）巩固、练习顿弓、颤弓等演奏技巧 

（2）注意乐曲情绪的把握 

（3）完整演奏《光明行》 

4、教学总结 

这首乐曲是刘天华先生在人生逆境中创作的乐曲，采用进行曲风格，铿锵有力的主

题音调，激励着人们不断进取和对光明前途的乐观自信态度。如今的 90 后、00 后在面对

挫折或人生低谷时，特别容易沮丧、放弃。其实要相信自己，现在只是暂时的低谷，高

峰会来的，如果自己够坚强，就能够颠覆现状，相信自己的能力。没有任何人的一生是

一帆风顺，挫折和逆境又算得了什么，失落和难过是难免的，但难过之后，迎来的是新

的挑战，明天有又是新的起点。加油！为了梦想努力奋斗。 

 

 

 

 

 

 

 

 

 

 

 

 

http://www.so.com/s?q=%E4%BD%8E%E8%B0%B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E%B0%E7%8A%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C%AB%E6%8A%9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80%86%E5%A2%8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6%B0%E7%9A%84%E8%B5%B7%E7%82%B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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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教学信息 
 

课程名称 《器乐演奏四（二胡）》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 

学    时 16 学    分 2 

授课对象   音乐学  专业   19  级 授课人数 1 

思政案例名称 《长城随想第二乐章“烽火操”》 

案例所属教材中的

章节及知识点 
《全国二胡考级作品合集》作品 

任课教师情况 

主讲教师 颜春英 性   别 女 职   称 讲师 

联系电话  E-mail  学   位 硕士 

课程简介 

 

 

《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是大学音乐学专业学生重要专业必修课之一，在课程体

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本课程采用的是一对一教学方式。本课程因材施教，在三年时间内要

求熟练掌握揉弦、滑音、快弓、跳弓等拉奏技巧，结业时应具备扎实的二胡演奏能力，且

能上舞台独奏。 

本课程的目标与任务是通过讲授使学生系统掌握二胡演奏的正确方法和基本技能，熟

悉并初步掌握不同时代各种体裁、风格的二胡优秀作品，培养整体音乐感，丰富音乐素养。 

教师通过一对一的教学，深入进行教改探索，逐步完善大学二胡课程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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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随想第二乐章“烽火操”》     课程教案 

编 号：   yw412328          

授 课 题 目 

练习曲《综合练习曲》 

乐曲《长城随想第二乐章

“烽火操”》 

教学课型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  它

□ 

首次授课时间 第十三周 学    时 2 

教学场所 固定座位教室☑  移动座位教室□  智慧型互动教室□  

实验(实训)室□  校外实践基地□  户外□    其它□ 

教学目的要求： 

（一）知识目标 

1.内外换弦、抛弓、颤音的技巧练习； 

2.了解《长城随想第二乐章“烽火操”》的创作背景； 

3.理解《长城随想第二乐章“烽火操”》的情感表达。 

（二）能力目标 

1.提高学生的民族管弦乐队合奏意识； 

2.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舞台演奏能力。 

（三）育人目标 

1.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家国情怀； 

2.点醒学生应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3.树立正确的民族音乐观。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打音的颗粒性把握；  

2.乐句的力度练习。 

教学难点：乐曲的艺术处理与技巧有机结合 

 

 

课程思政： 

本节以《长城随想第二乐章“烽火操”》的拉奏技巧、情绪的表达作为讲授内容，

从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知识和音乐作品的演奏技术上进行解析。因此，本节课思政的突

出特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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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操》描写了急促、紧张的战争场面。先辈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与敌人厮

杀的场景。2020年是个特殊的年份，疫情当前，我们的医护人员就是战士，冲锋在一线，

进行着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在这个和平的年代，同学们应该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不能因为一点小困难而退缩，也希望大家珍惜当下、砥砺前行，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

力奋斗。 

教学方式和手段： 

1.讲授法 

讲授乐曲的创作背景及技术技巧要点。 

2.练习法 

通过老师的讲解，在课堂上进行练习。 

3.欣赏法 

名人名家的演奏视频欣赏。 

4.游戏体验法 

通过拍手的游戏体会力度的变化。 

教学过程设计与教学内容： 

一、练习曲《综合练习曲》（1=D 赵砚臣曲  考级一套第七级必选曲） 

演奏要求： 

1.准确、流畅； 

2.频繁换把是的音准，注意全音、半音指距的变换； 

3.注意内外换弦时的清晰度。 

二、乐曲《长城随想第二乐章“烽火操”》 

1、导入 

师：展示太空看长城的图片，提问在太空能看到的中国建筑是什么？ 

生：学生答“长城”。 

师：引出《长城随想曲》，讲解《长城随想曲》的创作背景： 

1978年，刘文金随中国艺术团访问美国，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休息厅里，挂着一幅

巨大的万里长城的彩色壁毯，气势雄伟，光彩夺目。他久久凝视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自

豪感和创作欲望交织在一起，不禁浮想联翩，回国后就创作了这首作品，1982年由闵惠

芬和上海民族乐团首演。 

2、新授知识 

教师播放“烽火操”视频，要求学生带着以下两个问题欣赏： ⑴音乐中给你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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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的演奏技法有哪些？⑵感受音乐情绪并回答。   

生：印象最深的技法有打音、抛弓，乐曲表达。。。 

师：全曲是一首二段式结构的作品，第一部分表达了烽烟四起、边疆告急的场景；

第二部分描绘了：奋勇杀敌、高奏凯歌的场面。第一部分应掌握以下技巧： 

2.1颤音训练 

 

 

 

目的与要求： 

(1)要求学生用高抬指的方法来演奏，且要注意它的力度，速度要快。 

(2)展示谱例，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要掌握。（老师示奏） 

(3)注意情绪的处理，渲染了一种紧张、急促的情绪，勾画出将士们整装待发的气

势和烽火告急的紧张场面。 

 课堂练习：根据老师讲解的要点进行，逐个练习，争取内容在课堂上消化。 

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力度的变化来描绘战争的场面，所以要掌握力度训练和抛弓

的练习。 

2.2力度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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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示奏） 

游戏环节：(拍桌子) 

     

目的与要求： 

两小节为一组的力度，情绪层层推进. 

同学一个加一个的进入拍桌子游戏，体会力度的变化，感受逐渐增强的情绪进程。

音乐情绪格外的扣人心弦，引人入胜，极大的增强了战争场面的紧张度和激烈感（声情

并茂地演奏）。 

2.3 抛弓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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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与要求： 

把握好力度、清晰度、跳跃感。跳动的音符，好像是战士们马背上驰骋沙场的写照。 

知识拓展： 

 

整个乐曲的采用了“京剧要素”，大家对京剧的唱腔要多了解，多听多看多感觉， 

才能用二胡把京剧的唱腔“二黄”表现出来，京剧本身就是我们的国粹，用作“烽火操”

的创作要素，简直是画龙点睛。 

2.4情感表达 

《烽火操》第一主题急促、紧张。描写了勇士在烽火狼烟间穿插、在奔跑，在战争

的形象。光明、积极向上的旋律，歌唱性极强，展现了人民对新生活的歌颂和向往。第

二部分情绪激动，节奏铿锵，就犹如千军万马在酣战。庄严肃穆，与之前的密集音型形

成了极为鲜明的而强烈的对比，犹如人们在为古老而雄伟的长城和为了中华民族独立英

勇奋战的中华儿女深情的歌颂，同时表达了人们对中华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无比自豪、

为之骄傲的浓重情感。 

3、布置作业 

（1）了解京剧唱腔 

  （2）复习巩固《烽火操》 

（3）预习练习曲《倚音练习》乐曲《葡萄熟了》 

4、教学总结 

这是一首以“长城形象”的主题动机，以“京剧唱腔”为素材，以”烽火台”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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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联想到的先辈们为民族解放而前仆后继顽强斗争精神的乐曲。2020年是个特殊的年

份，疫情当前，我们的医护人员就是战士，冲锋在一线，进行着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在

这个和平的年代，同学们应该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不能因为一点小困难而退缩，

也希望大家珍惜当下、砥砺前行，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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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教学信息 

 

课程名称 《器乐演奏四（二胡）》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 

学    时 16 学    分 2 

授课对象   音乐学  专业   19 级 授课人数 1 

思政案例名称 《葡萄熟了》 

案例所属教材中的

章节及知识点 
《全国二胡考级作品合集》作品 

任课教师情况 

主讲教师 颜春英 性   别 女 职   称 讲师 

联系电话  E-mail  学   位 硕士 

课程简介 

 

 

《器乐演奏四（二胡）》课程是大学音乐学专业学生重要专业必修课之一，在课程体

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本课程采用的是一对一教学方式。本课程因材施教，在三年时间内要

求熟练掌握揉弦、滑音、快弓、跳弓等拉奏技巧，结业时应具备扎实的二胡演奏能力，且

能上舞台独奏。 

本课程的目标与任务是通过讲授使学生系统掌握二胡演奏的正确方法和基本技能，熟

悉并初步掌握不同时代各种体裁、风格的二胡优秀作品，培养整体音乐感，丰富音乐素养。 

教师通过一对一的教学，深入进行教改探索，逐步完善大学二胡课程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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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倚音练习》、《葡萄熟了》   课程教案 

编 号：yw412328             

授 课 题 目 
练习曲《倚音练习》 

乐曲《葡萄熟了》 
教学课型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  它

□ 

首次授课时间 第十五周 学    时 2 

教学场所 固定座位教室☑  移动座位教室□  智慧型互动教室□  

实验(实训)室□  校外实践基地□  户外□    其它□ 

教学目的要求： 

（一）知识目标 

1.了解作品《葡萄熟了》的历史背景及内涵意义 

2.正确把握《葡萄熟了》的音乐风格 

（二）能力目标 

1.注意倚音演奏要干净利落 

2.快弓的颗粒性要突出 

（三）素质目标 

1、增强学生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2、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注意练习曲快弓部分的力度变化。 

2、演奏时弓段分配要合理，应奏出一气呵成的效果。 

3、正确掌握滑音演奏手法及维吾尔族音乐风味的二胡演奏风格。 

教学难点：1、快弓演奏要突出颗粒性 

2、新疆维吾尔音乐的独特的鼓声节奏要表现准确。 

课程思政： 

本节以《葡萄熟了》的拉奏学习作为讲授内容，从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知识和音乐

作品的拉奏技术上进行解析。因此，本节课思政的突出特征如下： 

将课堂教学、自我思考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器乐演奏课堂教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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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乐曲《葡萄熟了》让学生了解大自然的美妙之处，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保

护自然环境的精神。 

教学方式和手段： 

1、讲授法 

讲授乐曲的创作背景及技术技巧要点。 

2、练习法 

通过老师的讲解，在课堂上进行练习。 

3、欣赏法 

名人名家的演奏视频欣赏。 

4、示范法 

老师对技术技巧的示范演奏 

 

教学过程设计与教学内容： 

一、练习曲《倚音练习》 

演奏要求： 

1.全曲用全弓，换弓时不能有痕迹 

2.注意倚音时值的把握 

3.熟悉该调所有把位的音位 

二、乐曲《葡萄熟了》 

（一）、新课讲授示范 

导入：1、PPT 展示新疆地区的特产（红枣、葡萄等），提问这是属于哪个地区的

什么特产？由此导出今天的新课。 

      2、视频播放这首乐曲，让学生初步感受音乐，形成初步的印象。 

讲解《葡萄熟了》的背景知识 

《葡萄熟了》乐曲是以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歌舞音乐为基础创作的作品，流畅清新的

旋律展现了南疆富饶!美丽的景色，表现了新疆人们载歌载舞庆贺丰收的欢腾气氛。 

以上环节教师在讲解之后进行《葡萄熟了》全曲示范，通过二次印象的聆听让学生

乐曲背后带给我们的欢快与愉悦之情。 

视频播放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课程教案  

 45 

播放新疆人民热闹的集市场景，各种葡萄生长成熟的过程，以及葡萄熟了之后的喜

悦之情，老师示范的同时再进行视频的播放，让同学们有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拉奏技术要点  

1、乐曲音乐风格 

全曲采用了 C-A-C转调形式、乐曲运用了新疆地方音乐语汇，并加上二胡的拨奏，

描写了维吾尔族人民载歌载舞的喜悦之情。 

2、滑音的运用 

这首乐曲最特别的技法就是滑音的运用，回滑音、上滑音、下滑音应很好的区分开

来。 

 

这段音乐性格非常活跃，旋律极富动感，演奏时掌握好“切分弓”、“提弓”、“换气”

和鲜明的分句感觉，要奏得流畅、欢快和富有弹性。 

3、快弓拉奏 

快弓首先要慢练，右手握弓要实，肩关节以“璇”的动作为主，方可奏出松弛有力，

清晰又有弹性的快速音符。 

 

这段音乐要有足够的速度( 每分钟 160 拍) ；力度的变化幅度要大(p-ff) ； 技术

的完成情况要好。气氛要热烈，场景要宽阔，最后在十分激昂的情绪下结束全曲。  

4、轮值的运用 

 

这部分运用轮指的方式模仿了冬不拉的音色，轮指一定要快，而且有节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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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环节每一个弹奏技术，教师先进行示范，学生进行实践练习，教师进行指导练

习。 

（二）、学生实践练习 

学生通过课堂练习，对新授知识点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能较规范的弹奏出来。为了

激发学生的课堂练习积极性，提高练习效率，在学生练习时会采用各种形式的练习方法

进行练习。如： 

1、滑音练习：区分不同滑音的演奏方式。 

  2、快弓练习：先慢练，把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乐句都拉清楚，做到位，然后再逐

渐加快。 

3、轮指练习：它是由琵琶的轮指演变过来的，所以建议同学们去了解琵琶的轮指

技术，才能很好的借鉴到二胡作品上。 

4、师生合作练习 

（三）布置作业 

    1、完整演奏乐曲《葡萄熟了》 

    2、复习考试曲目 

（四）课堂总结 

我们在学习这首乐曲时，将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器乐演奏课堂教学，让学生了解大

自然的美妙之处，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保护自然环境的精神。 

（五）课后熟练巩固 

练琴是二胡学习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所有二胡学生的每日必修课,要想

提高自己的演奏水平,学生除了需要得到教师的正确指导,更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练习,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胡基础和技术的灵活运用，是个由量到质的转变

的过程。在正确的方法指导下每天认真的练习，就会有不易察觉的进步，而就是这些不

易察觉的进步积累起来，最终达到质的变化。钢琴是一种必须经过每日积累的技术，尤

其在我们将要学会某种技术的时刻，更要保持连续性，千万不能中断。这就要求我们必

须一日不停的练习，才能得到巩固，才能有真正的进步。 

（六）作业检查辅导 

开展多渠道的检查方式。1、课堂检查，经过一周的练习，学生已经能够较熟练的

完成乐曲弹奏，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把学生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统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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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把个性问题进行单独讲解。2、课后视频检查，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知识点，并

准确弹奏乐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