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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单元主题为“舞动心弦--舞蹈音乐”，作为整本教材上篇舞蹈音乐部

分，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舞蹈和外国舞蹈，激发、培养、发展学生对舞蹈音

乐的热爱与理解，理解舞蹈音乐在舞蹈作品中的作用和地位，懂得尊重区域历史

文化、民俗文化。

通过教材之前内容的学习，学生对本单元设计的体裁类型并不陌生。针对本单

元，学生已掌握的鉴赏能力如下：

类型 能力掌握

音乐要素 能够进行主题旋律的模唱，对声部层次有所了解。对

作品进行简单的曲式结构、调式分析

乐器 不同乐器组的音色的辨别

从身心发展来看，高中生课堂参与积极性较低，对舞蹈音乐有所了解，在课

堂设计以及知识点归纳方面，得关注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可采用聆听、讲解、讨

论、实践等灵活方式，更好地进行教学内容的实施。

《阿细跳月》 民族舞

《快乐的女战士》
芭蕾舞

《伎乐天》
芭蕾舞剧

《自由探戈》 探戈舞曲

《西班牙舞曲》 芭蕾舞剧（民族风格舞曲）

《小步舞曲》 法国民间舞曲



1.在鉴赏作品中，感悟、体巩固独唱（奏）与乐器分类知识的递进。

2.在学唱作品片段中，感受不同音乐要素、音乐节拍的变化等对舞蹈动作影响,
从而进一步探究作品本身的地域性、民族性与历史性。

1.民间舞、舞剧音乐、芭蕾舞剧的基础知识。

2.不同舞曲的来源、发展与社会价值以及对音乐发展的影响

1.理解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结合的魅力,提升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自主精神。

2.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去品鉴优秀的音乐作品，挖掘其民族

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特点。

音乐是舞蹈的声音，舞蹈是音乐的形体，二者密不可分。

舞蹈音乐在舞蹈作品中的作用与地位



第 1 课时的学习目标及重难点

1.欣赏《阿细跳月》、《快乐的女战士》、《伎乐天》，初步认识舞蹈音乐的
艺术特征，知道舞蹈音乐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沿革及代表人物。

2.哼唱主题旋律，探究不同节奏和旋律与对应的舞蹈之间的关系，感受音乐与
舞蹈的关系。

3.初步认识舞蹈音乐、舞剧音乐的区别及舞蹈与音乐的关系。掌握必要的鉴赏
舞蹈音乐的知识。

理解舞蹈与音乐之间的关共同点是节奏

第 1 课时的教学过程

学习彝族舞蹈《阿

细跳月》的主题动作

“单脚跳”“拍手跳

”。

初步了解彝族阿细

文化

音频：《阿细跳月》

跟随教 师示范学

习 彝族 舞蹈 《阿 细

跳 月》 的主 题动 作

。

“激趣导入 ”拉进

学生和作品的距

离。

从学生的音乐感

知出发，实践感受

彝族舞蹈，再引出

《阿细跳月》主旋律

的学习。

完整聆听作品，思考乐

曲节拍特点

结合乐谱、手打稳定

拍， 引出5/4拍混合拍

子知识点。

回顾4/2、4/3、4/4

节拍指挥及节拍强弱

规律。

充分发挥学生对音

乐作品理解的自主

性。

先让学生结合作品

，自主剖析音乐要

素：旋律、节奏感

受音乐情绪、风格

特征，进而通过舞

聆听、分析、学唱
《阿细跳月》主题曲，
小组讨论：

1. 音乐主题由几个乐句
构成

2. 音乐主题旋律、节奏
特点

对照简谱谱例，学唱
旋律，关注音乐要素
，分析歌曲在情感、
速度、力度、结构等
特点。



蹈实践感受舞蹈与

音乐之间密不可分

的关系。

对教材其他内容进

行学习，深化情感
体验。

同时关注力度记号的作
用

完整聆听全曲， 思考：

1. 《阿细跳月》主题曲
出现的次数

2. 每次出现使用的乐器

背学唱旋律，跟随
音乐及视频练习彝族
舞蹈动作，总结舞蹈
基本动作。

回顾民族乐器相关
知识

聆听管弦乐《快乐的女
战士》，思考作品曲式
结构

观看芭蕾舞剧视频，

聆听、体验、讨论。

结合音频及书上歌谱
分析不同节奏、速度
、旋律对舞蹈动作有
什么关系

观看舞蹈视频，思考：

1. 主题旋律使用了什么
乐器演奏

2. 结合歌谱分析

复习中国民间音乐分类

了解中国歌舞音乐类别

【学习任务一】

聆听《阿细跳月》主题音乐，体验5/4拍节拍特点

判断《阿细跳月》音乐主题出现的次数及乐器种类

【学习任务二】对作品进行分析，完成填空

复习彝族舞蹈的主题动作，体验节奏律动与舞蹈音乐的完美结合

【学习任务三】

1. 《阿细跳月》是我国___族的舞蹈音乐。

2.《阿细跳月》的音乐主题是___拍的，这种节拍属于混合节拍，通常有“2
＋3”和“___”两种类型，《阿细跳月》的节拍属于“___”的类型。

3.《阿细跳月》的音乐主题是全曲中一共出现了___次。

【学习任务四】

1. 中国舞剧进入第一个辉煌期是以___为起点

2. ___作品叩开了中国舞剧的大门

1. 总结舞蹈音乐在舞蹈作品中的地位与运用及舞蹈与音乐之间的关系。

2. 运用课上所学方法，自主探究“藏族、蒙族、维族”其中一个民族的歌
舞音乐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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