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学  设  计

中国民歌的分类

课程名称：民歌鉴赏

授课教师：常霞



《中国民歌的分类》教学设计
     

课题：《中国民歌的分类》

课程分析：

     《中国民歌鉴赏》课程，是高校美育教学的重要组成，根据目

前学生的音乐基础和认知状况，面向非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音

乐选修课。本节课主要学习《中国民歌的分类》通过中国民歌和民

歌体裁的理论知识的介绍，了解民歌体裁分类号子、山歌、小调。

讲解中结合三首不同经典民歌的欣赏，让学生在观赏和聆听的音乐

审美实践中感受三种音乐的不同风格特点。提高音乐辨析与鉴赏能

力，为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奠定基础。

学情分析:

本课程是公共基础课，面向高职 23级学生开设的一门民歌鉴赏

课。高职学生知识结构完整，有一定的艺术修养，由于学生对民歌

了解较少，采用互动式教法，经过对比解析教学内容的不同特点。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创设生动的画面，达到视觉视听的高度结合，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达到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

    （1）知识目标：通过欣赏教学，使学生掌握我国民歌的三大体

裁，了解并体验各类民歌的风格特点。

    （2）能力目标：通过教学让学生分辨不同体裁的民歌，激发学



生对中国民歌的喜爱。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热爱各民族民歌的兴趣，让他们懂得

继承和弘扬传统的民族音乐文化。

教学重点：中国民歌的体裁形式分类。 

教学难点：民歌不同体裁表现的歌曲特点。

授课类型：音乐欣赏 

教学方法：欣赏、创设情景法、启发诱导法、比较、探究等。 

教学用具：多媒体课件等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什么是民歌？中国民歌的体裁分类？ 

    教师活动：提出问题什么是民歌，以及民歌是如何分类的。 

    学生活动：阅读教材，交流讨论。 

    教师活动：导入本节课主题——中国民歌的分类。 

二、知识：

    概念：民歌就是民间歌曲，是人民群众在长久的生活劳动中即

兴创编，口头传唱而形成的。它是劳动人民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一

种艺术形式，它的特点是 1.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

联系。2.音乐形式简洁朴素、生动灵活。

语言朴实、形象生动，表达群众思想感情和愿望，反映时代风貌。

    民歌根据它的内容、场合、作用和形式的不同而分为三种基本



体裁形式：劳动号子、山歌、小调三类。

    （一）劳动号子 

    1．了解劳动号子 

    教师活动：劳动号子的概念。 

    2．号子的演唱形式、作用和风格特点。 

教师活动：播放《澧水船夫号子》

学生活动：欣赏 

    教师活动：提出问题：号子的作用、演唱形式和风格特点是什

么样的？ 

    学生活动：交流讨论 

    教师活动：总结学生的发言并得出结论。

知识：

    劳动号子：短小纯朴、生动，具有节奏固定、铿锵有力的特点，

反复出现的曲调，反映出劳动者坚毅刚强、粗犷豪迈的性格。

（二）山歌 

     1．了解山歌的结构形式和音调特点。 

     教师活动：播放民歌《赶牲灵》，提问：这首歌曲的曲式结构

和音调特点是什么样的？ 

    学生活动：交流讨论，得出结论。  

知识：

    山歌：随意性强，歌词质朴，曲调高亢嘹亮、爽朗奔放、节奏

自由的特点，一般为即兴创作，演唱形式以独唱和对唱为主。



（三）小调 

    1．了解民歌小调的地域性 

    教师活动：分别播放江苏民歌《茉莉花》。 

    学生活动：欣赏、并感受旋律。  

    教师活动：启发式提问小调的风格特点是什么？ 

学生活动：交流讨论 

教师活动：总结学生的发言，得出结论。 

 知识：

小调：通俗流行性强，曲调抒情流畅，感情委婉细腻，节奏规

整。多以独唱为主。

三、总结：

通过欣赏民歌三种体裁的歌曲，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中国民歌

的特点。

民歌的体裁和风格特点

《澧水船夫号子》       号子          铿锵有力

                                     粗犷豪放

《赶牲灵》              山歌         高亢嘹亮

                                     自由舒展

《茉莉花》             小调          委婉流畅

                                     细腻优美

 四、教师小结 



    本节课以鉴赏中国民歌——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的不同风格

为重点，鉴赏各个体裁中的经典作品。结合对比式欣赏，感受不同

体裁民歌的特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提高民族音

乐文化素养。

五、课后练习

搜集不同体裁的民歌并学唱两首民歌，体验民歌的风格特点。

六、教学反思

    本课为公共选修课《中国民歌鉴赏》。教学内容为：《中国民歌

的分类》劳动号子 山歌 小调。通过聆听欣赏感受三种体裁的风格

特点。整个教学过程采用欣赏、感知、引导、对比、交流等教学手

段，从音乐的旋律、节奏、演唱形式等要素上分析了三种体裁的风

格特点，力争达到教学目的，让学生在理解民歌风格特点的基础上，

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激发学生热爱民族音乐的兴趣。音乐课堂

上不仅要进行音乐教育，还要在课堂上渗透对学生理想、道德品质

的培养，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艺术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