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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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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什么：提高学生对音乐作品的分析能力，深入理解本

曲的创作形式，在全面掌握本曲艺术巧思的基础上有效运用演

奏技法输出思想感情。

2、怎么教：通过对《丰收渔歌》每段的演奏技法讲解，提

高学生演奏奏的综合能力，同时渗透强化思政教育，培养学生

积极向上、吃苦耐劳、坚强不屈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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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目

标

（1）使学生较为全面的了解乐器的多种演奏技巧，

并初步树立更高、更快、更强、更全面的学习目标，

（2）要求学生在专业学习中，要以科学、规范、娴

熟、全面的专业理念，仔细研究演奏技巧知识，



（3）掌握乐器的基本演奏技巧，结合教学曲目，

指导学生在理性分析乐曲技术难度分布的基础上，科

学合理的对乐曲进行技术性拆解，从而达到完整流畅

演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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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熟练演奏各种小提琴基本技巧，掌握基

础演奏乐曲；能够在舞台上完整演奏曲目，培养学生

学会观察、勤于思考、严谨、细致的学习作风，培养

学生具有创新和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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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一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

我们党的文化自觉，有力彰显了我们党鲜明的文化立

场。红色音乐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情感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文化

精神、中华民族基因，蕴含着浓浓的爱国情怀和踔厉

奋发的精神力量。是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最鲜活的

教材，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

的力量。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立德树人”的教育方

针，深刻认识职业教育“铸魂育人”“ 三个一工程”

的重要意义，结合本专业积极践行课程思政，达到专

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一条线”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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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品曲式结构的划分。

2、个各乐段的演奏技法。

3、作品思想内涵的理解以及作品音乐情绪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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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该作品的作者和创作背景，强调作品的中国文化精神

深刻内涵。

2、讲解该作品每个乐段的重点难点与演奏技巧。

3、对照各个乐段的讲解进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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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渔歌》是李自立先生 1973年创作的一首小提琴

中国经典作品，创作这首乐曲时正处于文革时期，作曲

家李自立到广东的汕头地区汕尾镇体验生活，他在体验

生活期间，经常和渔区的贫下中农们一起出海捕鱼，在

恶劣的环境中作业。渔民们吃苦耐劳、积极面对困难的

精神深深打动了作曲家，于是作曲家结合南海波澜壮阔

的美景，吸取了汕尾渔歌的核心素材和节奏型，采用小

提琴演奏的方式，淋漓尽致的绘制了一幅渔民出海捕鱼

并获得好收成的欢乐景象，表现了渔民们出海捕鱼、丰

收归来时的喜悦情景。这首乐曲之所以成功的妙处在于，

作曲家将生活中的体验和发现的“景物美”提炼出来，

赋予作品真实的感情，通过对南海景象的描绘再转化成

音乐主题的表达，达到了音乐与画面的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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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曲一共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引子部分

引子是由四个乐句组成，小提琴在 E弦上用 A大调

明亮的八度演奏出本曲的主题，随后借鉴了古筝琶音的

演奏方法，将我们民族乐器的特点与之完美融合，该乐

段的演奏弓段要热情、饱满。注意快速换把时音准要果

断精确，从而为人们呈现出一幅鱼儿在快乐嬉戏的景象，

以连续上行的琵音作为引子的结尾，推出了全曲的主和

弦，起到了强化乐段结束感的作用。

第二段是主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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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部分为 8-16小节，将小提琴引子部分的动机进

行发展，形成了一个 8小节的平行乐段。随后两小节的

钢琴间奏旋律是 A乐段与 B乐段之间的连接，使音乐的

情绪得到一个自然的过渡，逐渐以低沉的旋律取代本来

的旋律。之后经过两小节的钢琴间奏进入到 B乐段。

B乐段为 19-26小节，以较快的速度转换到 G弦上进

行演奏，整个音区降了八度，与 A乐段形成对比，作曲

家这种创作手法十分细腻，音乐的表达效果也十分生动。

A1乐段为 27-39小节，是 A乐段的再现，这部分小

提琴又回到高音区的演奏之中，加入了很多颤音的演奏、



教

 

学

内

容

从而使得整个高音演奏环节更加引人注目，让人如痴如

醉，音乐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更加激动。

第三段是乐曲的中部

乐曲的中部是全曲中变化最为充分的部分，旋律采

用了小快板变奏而成。此段要注意的是，2/4拍，3/4拍

两种拍子交替出现与跳弓、拋弓的运用使该乐段的演奏

表现力更强，更富有弹性。

丰富的弓法更能准确的表现出强、弱的力度变化，

最后将音乐情绪推向高潮，表现出渔民们愉快的劳动、

载歌载舞的欢庆场面，展现出了祖国南海渔港一派欣欣

向荣的欢腾景象。

第四段是乐曲的尾声，



这一段是第一段转调的再现。板式选用了广板。此

段在演奏时乐句本身要连贯，要一气呵成。从第一小节

开始要求全部用满弓，力度中强，演奏时要注意小提琴

的发音，要做到干净、柔和、和明亮。整个乐段及其富

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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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波音与装饰音需要做到自然不做作。四个十六分音符速

度渐慢的同时要加以强调，揉弦不断，在听觉上要有一种似断

非断的感觉。装饰音依然做拉长处理在听觉上形成“切分节奏”

。

2.双音乐段的清晰线条，双音乐段的旋律是由主题旋律发

展而来，最明显的特征是节奏出现了明显变化，在演奏时，最

应该注意的地方是重音的变换和强调，在每小节第一拍的第一



个音符上和切分音的位置做重音演奏，重音的演奏需要右手加

快弓速的同时左手强揉弦，这样才能演奏出该段稍快、富有弹

性的音乐感觉。这一段还需注意弓段的使用，弓子集中在下半

段，要演奏的有力干脆。

3.轻巧的抛弓，右手用拋弓的弓法，需要将拋弓的力度及

高度控制到位，并且由弱渐强。跳弓演奏速度要快。右手跳弓

的高度要控制好，太低跳不起来，太高速度又达不到要求，并

且力度要控制均匀，听起来要有很强的颗粒感。因此在演奏时

需要交代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