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阳关三叠的教学设计(大全8篇)
最重要的是，就职是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一种方式，我们
应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在就职前，我们需要了解
并匹配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以下是一些就职必备的职业素
养和能力，希望对大家的职业发展有所帮助。

阳关三叠的教学设计篇一

教材分析：

本课内容是选择高中教材音乐鉴赏第十四单元《文人情致》
的教学内容。《阳关三叠》是我国古代音乐作品中的精品。
这首琴歌感人至深，可谓风靡唐朝，而且是户户吟诵的“流
行歌曲”,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广为传唱，具有旺盛的艺术生
命力。全曲分为三大段，基本上用一个曲调作变化反复叠唱
三次，故称“三叠”。曲调纯朴而富有激情，与诗词相互辉
映，珠联璧合，充分展现了作者对即将远行的友人那种无限
关怀和留恋的诚挚情感。

学情分析：

由于现代社会人的思想观、价值观与古代人差别较大，加之
流行音乐对古典音乐的冲击，学生很少有机会也不愿意去接
触这样节奏缓慢，意味深长的古曲，从而导致他们对于古代
音乐文化的兴趣渐渐缺失，难以体会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博
大精深。在本课教学中我将使用看、听、赏、唱等多种手段，
辅以多媒体等教具，让学生体验并感知音乐，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感受古代音乐文化之美。

教学目标：

1、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阳关三叠》的学习让学生了解、
体验中国古代音乐中的离别之情，培养学生对中国古代音乐



的热爱。

2、知识与技能：对比欣赏合唱《阳关三叠》上下阙，体会作
品的不同表现形式；能吟唱上阕。

3、过程与方法：使用实践、对比、体验、讨论等方法，让学
生在经典古曲的鉴赏学习中感悟、体会其意境。

教学重点：

通过对音乐情绪的分析，感受琴歌《阳关三叠》所表达的离
别之情。

教学难点：

在学唱中体验歌曲上下阙音乐情绪，通过对比感受不同。

教学用具：多媒体系统教学课件歌谱电子琴

教学过程：

导入：课前播放现代流行歌曲视频mtv《穿越》，以穿越的话
题形式进入

教师范唱《阳关三叠》第一段1.蕴含的诗名?作者？

2.了解创作背景和历程

新课赏析：

千古绝唱《阳关三叠》

感受中国唐代歌曲的艺术魅力

1.《阳关三叠》的简介



2．初步聆听合唱曲《阳关三叠》：a.歌曲从旋律和诗词角度的
风格特点?

b.“三叠”出现的位置和全曲的曲式结构?

深入感受体验作品：

3.聆听作品第一段：上阕和下阕的场景联想

4.在学唱中体验感受上下阙的音乐情绪对比

5.同音异奏：1.认识了解三种中国古代乐器（古琴埙二胡）

2.三种乐器分别演奏《阳关三叠》对比体验不同音色

3.依据喜好感觉，选择个人喜欢哪种乐器？

拓展探讨传承：

课题总结;

阳关三叠的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阳关三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体验中国古代音乐中的离别之情，培养学生对中国古代音乐
的热爱。

过程与方法：

1、通过聆听、思考、分析，使学生明白“三叠”的含义

2、通过情景表演，让学生体会友人离别之情



知识与技能：

1、学生知道中华民族调式“五声调式”中的.商调式和羽调
式

2、熟悉《阳关三叠》的主题旋律

教学重点：熟悉歌曲的主题旋律

教学难点：了解五声调式

一、导入：

1、配乐诗朗诵

a作品：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b教师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学生简介作者，作品，并解释诗歌大
意

2、用音乐来表达诗意

教师自弹自唱歌曲《阳关三叠》前四句。

3、教师引导学生对比感受诗歌和音乐的不同渲染力，导入新
课

《阳关三叠》

二、新授

（一）欣赏全曲，感受思考：

1、歌曲可以分为几个乐段？



2、歌曲为何取名为《阳关三叠》？有什么含义？

（二）分段赏析：

欣赏一叠

1、聆听一叠，分析、感受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艺术效果

2、教师弹唱，学生模唱（唱歌谱）

a.上阕：五声音阶商调式

b.下阕：五声音阶羽调式

3、教师弹琴，学生填词演唱

4、歌唱一叠（分角色表演）

欣赏二叠、三叠

1、感受二叠、三叠，找出与一叠旋律不同之处，并试唱。

2、试唱歌曲高潮乐句：“载驰骃，载驰骃“一句.

3、说说三叠所表现出的不同情感

（三）、分别欣赏埙、古琴演奏的《阳关三叠》

1、说一说：合唱版和演奏版的《阳关三叠》带给你哪些不同
的感受？

2、认识吹奏乐器“埙”

埙是我国特有的闭口吹奏乐器，在世界原始艺术史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埙的起源与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最初可能



是先民们模仿鸟兽叫声而制作，用以诱捕猎物。

3、认识弹拨乐器“古琴”

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是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的
乐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据《史记》载，琴的
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20世纪初，为区别西方乐器才
在“琴”的前面加了个“古”字，被称作&qut古琴&qut。至
今依然鸣响在书斋、舞台上的古老乐器。

三、拓展

1、从古至今，从友情到亲情

a.主观意识的淡化

b.交通、通信的发展

（手机、平板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流，回到家，玩微信，打
游戏，淡化与朋友、与家人的沟通，聊天——请珍惜现在的
生活，请珍惜亲人、朋友和身边人。）

2、提前设定情景，班内推举学生进行情景表演

（朋友之间离别场景）

阳关三叠的教学设计篇三

这节课的优点，我觉得是在有限的40分钟里，让学生体验到
了音乐带来的心灵震撼，走进古曲《阳关三叠》的魅力，体
验情感之旅，很好的完成了这节课的教学，学生互动演绎也
很到位，由布置下去查资料，到课堂上的反馈整合，资源共
享，学生们做的都很好，很积极，八年十班的孩子是一群充
满灵气的孩子。



不足的地方，课下找了很多影像资料，因为时间关系，没能
给学生放完，《阳关三叠》演唱部分只听一遍，应该全听完
就好了。设计好在课程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应该让学生们把
《阳关三叠》的旋律在回味一遍，情感再次升华，因为经验
不足，我疏忽了;虽说我是声乐专业的，但课堂上不可能唱到
歌唱家的演唱水平，但我会尽全力让学生们在课堂上感受到
我要传达给他们的情感，也会让他们一如既往的和我一起感
受歌唱带来的愉悦和满足。

通过这次公开课，真的让我成长了，课程和细节安排方面肯
定还有不足的地方，也许整节课都要在梳理规整一下，恳请
各位前辈老师们给予我帮助，我会不断进取，努力完善自己
的。

阳关三叠的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一、通过欣赏和解读《阳关三叠》，了解中国古代音乐文化，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灿烂音乐文化的思想感情。

二、通过聆听欣赏不同表演形式的《阳关三叠》和自己亲身
哼唱其中的音乐片断，充分体验艺术歌曲诗词、旋律、伴奏
完美结合的魅力，让学生学会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评价音乐。

三、通过比较，让学生更深地去体会在表现送别场景这一特
定内容上，《阳关三叠》和其它音乐艺术形式有什么不同之
处。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艺术形式体验古代文人的气质与
情感，以培养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教学过程：

一、创设课堂情境，导入新课。



播放民族器乐曲，学生进入课堂。

苏轼的词———离别（送别）的艺术作品———齐唱《送别》

导词：宋代大文豪苏轼有两句非常有名的词：“人有悲欢离
合，月有阴晴圆缺”。月亮的阴晴圆缺乃是一种自然规律，
而人的悲欢离合则是人类生活中一种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
作者借这两句词来抒发自己和胞弟苏辙的离别之情。“人生
自古伤离别，执手看泪眼”，漫漫人类历史，人们演绎了无
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而古今中外用来表现离愁别绪的艺术
作品也是屡见不鲜。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就是和离别的话题有
关系。下面请大家共同演唱《送别》。

二、进行新课。

刚才大家演唱的《送别》是由近代李叔同先生填词而成的着
名学堂乐歌。其实在我国古代有很多类似题材的艺术作品。
下面请同学们边听音乐边欣赏一首唐诗。

1、播放、朗诵《送元二使安西》，古琴演奏的《阳关三叠》
作背景音乐播放。

不知道这古朴淡雅的音乐是否帮助我们打通了时空隧道，勾
起我们对巍巍唐朝文学艺术大家们的回想。

2、让学生自主简介这首诗的产生背景和王维的生平。教师简
单小结：王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会写诗，而且对
佛经有研究，所以后人推尊他为“诗佛”。他还擅长绘画，
苏轼赞美他的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欣赏课件中
的王维山水古画）。他自己也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
师”。除此之外，王维还特别精通音乐。关于他精通音乐还
有很多传说和典故。正因为如此，有人说王维的许多诗歌很
合音律，诗的意境特别适合用音乐去表达。



在以上过程中，播放小提琴演奏的《阳关三叠》作背景音乐。

提问：这首诗主要抒发的是一种什么情感？（哀怨离别之情）

由王维原诗所表达的情感过渡到具有更多情感内容的琴
歌——《阳关三叠》。

过渡词：说到情感，应该讲所有的艺术都能表达情感。但是，
各种艺术在表达情感的方式上是各不相同的，表达情感的深
度和层次上有时也是有所区别的。所以才有古人如下一
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
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应该说王维的这首诗在抒写离别之情方面已经够的上
是精品之作，但后人为了让这首诗表达的意境更深，抒发的
感情更浓、更真切，对它进行了新的艺术加工，把它改编成
一首扶琴歌唱的琴歌——《阳关三叠》。

3、欣赏《阳关三叠》

知识点：“琴歌”——是指在古琴弹奏下吟唱的一种音乐表
演形式。

“三叠”——三段。《阳关三叠》分为上下两个阕。上半阕
将王维的原诗分别反复咏唱三遍，故称三叠。下半阕是后人
增加的三段长短句诗词，分别补缀在原诗的后面。

先听蒋大为演唱的第一叠，然后再完整地欣赏由王震亚改编
的合唱《阳关三叠》，学生可以跟着哼唱。

4、师生共同赏析三叠中的部分片断。

（1）浅析第一叠上半阕的旋律和下半阕的诗词内涵。

第一句是开始句，称作“起”句，旋律以级进的形式进行，



音乐情绪显得平稳、柔和与深情，为营造浓浓的惜别气氛起
到了积极作用。第二句总体上继续了第一句的主要材料，尤
其后半句是完全相同，可称之为“承”句。第三句和前两句
相比，虽然还有某些句法影子的存在（如后半句的向上二度
模进），但更多的是变化和对比。前半句小三度的下行，使
音乐更加深沉，这一句可称之为“转”句。第四句和第一句
完全相同，形成头尾呼应，故可称之为“合”句。

知识点：“起、承、转、合”是旧时写作诗文的结构

章法，也是我们音乐创作的重要手法之一。

让学生共同演唱以上四句。

下半阕开始就是八度跳进，音乐情绪趋向激动，与上半阕旋
律的平稳进行形成对比。

问题：第一叠主要渲染的是什么情感？（“宜自珍”——惜
别）

（2）共同赏析第二叠下半阕。

问题：第二叠主要渲染的是什么情感？（“泪沾巾”——忧
伤）

（3）共同赏析第三叠下半阕和尾声。

问题：第三叠主要渲染的是什么情绪？（“尺素申”——期
待）

尾声渲染的又是一种什么情绪？（“噫”——感叹）

5、评价

（1）让学生对《阳关三叠》发表自己的看法，要求是“知无



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自己意见可以针对任何方面，
比如它的词曲、表演形式、时代性、是否喜欢的理由、喜欢
的程度等等。

（2）这首歌在唐代非常流行，可以说它是唐朝的一首流行歌
曲。尤其是在那些文人墨客当中流传更盛。许多诗人都留下
了赞誉这首琴歌的诗句。如：

“不堪昨夜先垂泪，西去阳关第一声。”——张祜

“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李商隐

“最忆阳关唱，珍珠一串歌。”——白居易

同时播放管子演奏的《阳关三叠》。

（3）这首歌曲创作和流行的年代离我们确实已很遥远，似乎
谈不上具有任何的时尚性。但今人之所以仍在传唱欣赏，我
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歌曲中所渲染的那种真切的情感。
因为情感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永恒的主题。

6、知识链接和创作

（1）围绕“送别”或“离别”主题，请大家联想有关古诗词，
当然这些古诗词要和音乐有关系。

教师的准备：《赠汪伦》——李白，《琵琶行》——白居易。
语言是不能解释音乐的，但音乐是可以用语言来描绘（描述）
的。用形象的语言来描绘抽象的音乐，我觉的白居易的《琵
琶行》堪称一绝。

（2）请同学们试一试用自己喜欢的形式来表现“送别”
或“离别”的场景，体验古代文人的气质与情感。



阳关三叠的教学设计篇五

《阳关三叠》是唐代诗人王维写的一首诗《送元二使安西》
而改编的歌曲。为了让“友情”这根主线贯穿于整节课，我
设计了如下的几个环节：

一、激情导入

二、诵读古诗

通过对古诗的讲与诵读，去了解、体会诗人王维与元二之间
的深厚友情

三、释疑、解决难点

1、讲解“阳关三叠”的含义。

2、同音相连、八度大跳、切分音、强音记号。

四、新歌教学

1、通过视唱、模唱旋律，感受音乐情绪。

2、通过有节奏地朗读歌词，有感情地演唱歌词，来体会诗人
对元二那种伤感、悲凉、惜别、期待的内心世界。

3、通过齐唱、接龙唱、同桌深情对唱等形式的演唱，让学生
熟悉歌词的同时，引导他们珍惜友情、师生情、同学情。

阳关三叠的教学设计篇六

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阳关三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体验中国古代音乐



中的离别之情，培养学生对中国古代音乐的热爱。

过程与方法：

1、通过聆听、思考、分析，使学生明白“三叠”的含义

2、通过情景表演，让学生体会友人离别之情

知识与技能：

1、学生知道中华民族调式“五声调式”中的商调式和羽调式

2、熟悉《阳关三叠》的主题旋律

熟悉歌曲的主题旋律

了解五声调式

一、导入：

1、配乐诗朗诵

a、作品：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b、教师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学生简介作者，作品，并解释诗歌
大意

2、用音乐来表达诗意

教师自弹自唱歌曲《阳关三叠》前四句。

3、教师引导学生对比感受诗歌和音乐的不同渲染力，导入新
课

《阳关三叠》



二、新授

（一）欣赏全曲，感受思考：

1、歌曲可以分为几个乐段？

2、歌曲为何取名为《阳关三叠》？有什么含义？

（二）分段赏析：

欣赏一叠

1、聆听一叠，分析、感受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艺术效果

2、教师弹唱，学生模唱（唱歌谱）

a、上阕：五声音阶商调式

b、下阕：五声音阶羽调式

3、教师弹琴，学生填词演唱

4、歌唱一叠（分角色表演）

欣赏二叠、三叠

1、感受二叠、三叠，找出与一叠旋律不同之处，并试唱。

2、试唱歌曲高潮乐句：“载驰骃，载驰骃“一句、

3、说说三叠所表现出的不同情感

（三）、分别欣赏埙、古琴演奏的《阳关三叠》

1、说一说：合唱版和演奏版的《阳关三叠》带给你哪些不同



的感受？

2、认识吹奏乐器“埙”

埙是我国特有的闭口吹奏乐器，在世界原始艺术史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埙的起源与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最初可能
是先民们模仿鸟兽叫声而制作，用以诱捕猎物。

3、认识弹拨乐器“古琴”

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是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的
乐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据《史记》载，琴的
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20世纪初，为区别西方乐器才
在“琴”的前面加了个“古”字，被称作“古琴”。至今依
然鸣响在书斋、舞台上的古老乐器。

三、拓展

1、从古至今，从友情到亲情

a、主观意识的淡化

b、交通、通信的发展

（手机、平板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流，回到家，玩微信，打
游戏，淡化与朋友、与家人的沟通，聊天——请珍惜现在的
生活，请珍惜亲人、朋友和身边人。）

2、提前设定情景，班内推举学生进行情景表演

（朋友之间离别场景）



阳关三叠的教学设计篇七

古琴曲《阳关三叠》几个版本看音乐中不同主体的个性表达
扩展出的空间

这节课的作业之一是任选东方或西方古典音乐的一首曲子，
听三个不同版本，并写出其中差别和感受。西方的老师推荐
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峰回路转的第二乐章，东方
的推荐古琴曲阳关三叠、平沙落雁或流水。

这个作业非常有意思，看似无厘头，实则高端大气上档次。
糊糊老师是在课上讲解书法的行气和章法，讲到如何提高书
写性时讲到的。这是对书法的更高要求。书写与时间有关，
是单位时间内同一形状的空间切割，和不同主体的个性表达
有关，是时间里的节奏扩展。这和音乐很接近，每首曲子都
有曲谱，标注了音高和节奏（西方古典音乐节奏很严谨，东
方如古琴曲虽然没有明确的节拍标注，但也有一些表示大略
节奏的标记），但不同的人演奏出来的感觉却是不一样的，
这里有演奏者放进去的人生体验、情绪感受和个性表达。因
此，老师让我们听不同版本的同一首曲子，为的就是体会在
同一时间要求下的个性表达扩展出的空间。

我选择的是听古琴曲《阳关三叠》，一则很喜欢这首曲子，
二则巧的是最近正在学的曲子就是它。

一、古琴曲《阳关三叠》简介

唐代诗人王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送元二使安西》，“渭
城朝雨徘岢荆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
无故人”。()王维在此基础上作《渭城曲》，在当时就已经
广为传唱，唐人送别，每每就用这首诗来歌唱。因曲中有渭
城和阳关两个地名，故后人又称之为《阳关曲》。

王维原诗是因朋友元常（因排行老二，所以叫元二）奉朝廷



的使命要前往安西都护府，王维在渭城这个地方为他送行而
写的送别诗。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这几个地方的地理位置，
更有助于理解这首诗以及延伸出来的琴曲。渭城，是秦都咸
阳故城，在唐长安西北，今陕西省咸阳市南部，位于渭河以
北。阳关，故址在甘肃省敦煌市城西的古董滩上，因坐落在
玉门关之南而取名阳关，是古代“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
隘。安西都护府，是唐代设于西域的军政机构，在龟兹这个
地方，就是今天新疆的库车。从渭城出发到安西，路程非常
遥远，有3千多公里，即便元二乘坐当时算是快捷的交通工
具――马车，也要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多才能到达。这中间
必经的要塞之一就是阳关，出了阳关，便是荒远大漠，杳无
人烟，因此诗中说“西出阳关无故人”。路途不仅遥远，而
且古时这一路也很凶险，当时又没有便利的通讯手段，这一
别有可能此生再无可能相见，或者至少要多年以后才可能相
见，因此，这首诗本身是非常凄凉伤感的，早期古琴谱上标
的也是“凄凉调”。

古琴曲《阳关三叠》，是一首琴歌，主要歌词就是王维这首
渭城曲加以演绎引申而成。最初见于明代弘治四年前《浙音
释字琴谱》（1491年前），为八段之曲，仅第一段歌词全用
王维原诗。现今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清末同治三年（1864年）
张鹤所辑《琴学入门》的谱本，为三段之曲，每段起首全用
王维原诗，原诗后再繁衍出其他歌词，故称为“阳关三叠”。

二、《阳关三叠》不同版本

我听的是6位琴家的7个版本，其中管平湖、吴钊、丁承运
（琴瑟合奏）、金蔚（琴歌）是家里cd里有的，成公亮、糊
糊的是网上找的，金蔚的另一个琴曲版本是我现场听时录下
来的。

1、管平湖版：清新质朴

版本来源：林西莉着书《古琴》配的cd



时长：5’31”

管先生得九嶷派杨宗稷、武夷派悟澄老人及川派秦鹤鸣等名
琴家之真传，并能博取三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管先生弹奏的琴曲最大特点是“清新质朴”，这首《阳关三
叠》也不例外，根据《琴学入门》琴谱弹奏，没有不必要的
吟猱绰注，吟猱方直明晰，绰注简炼清隽。节奏规整，韵律
方正，但这种规整又不同于西方音乐的节奏特点，有着中国
传统音乐的典型韵味，更蕴含着管先生的个性表达。

2、吴钊版：简洁婉转

版本来源：吴钊《山居吟》cd

时长：4’35”

吴先生师从古琴大师查阜西，本次演奏是按查阜西传谱，参照
《琴学入门》原谱重加斟酌弹出。这个版本是几个版本里时
长最短的，只有4分半钟，跟管平湖版相比，节奏简洁明快，
富于变化，多用吟猱表现深情婉转。

3、成公亮版：细腻动听

版本来源：成公亮古琴音乐网，唐琴“来凰”演奏丝弦版

时长：4’44”

成先生先后师承梅庵派大师刘景韶和广陵派大师张子谦，在
演奏技法上更多地继承了广陵琴派的风格，这个琴派具有三
百年的历史，善于变换指法。运用这些指法，成先生往往能
把声音处理得细腻丰富，弹到情深处总有折心惊骨之感。成
先生有个观点，大概是说古琴曲也要弹得好听，你听着不好
听，那就是弹得不好，没什么神秘玄乎的。看过成先生弹琴
的视频，常常是那种全身心灌注在古琴中的感觉，手指飞快



而精准。这首《阳关三叠》虽然用了较多的吟猱绰注，但却
不觉绵长拖沓，即便是第三叠尾声部分，速度也并不是很慢，
有着他一贯干脆利落的曲风，显得细腻而动听。

4、丁承运版：低徊婉恋

版本来源：《琴瑟和鸣》cd

时长：5’20”

这个版本是丁先生和其夫人傅丽娜用琴和瑟合奏的。“琴瑟
在御，莫不静好”，与古琴合奏最合适的乐器除了箫，大概
就只有瑟了。但古瑟其实早在唐代其调弦及演奏方法就已经
失传了，唐人张籍曾叹“古瑟在匣谁复识？”丁先生近年致
力于古瑟研究，在古文献研究和出土文物取证的基础上，发
掘并恢复了失传千余年之古瑟定弦及演奏法。从形制和音色
上，瑟和筝是很相似的，比筝低沉柔和。这个合奏版本的
《阳关三叠》因为有了瑟的加入，曲调显得低徊婉恋，节奏
也较规整。个人觉得悦耳有余，凄凉不足。

5、金蔚版：古雅深情

版本一：琴歌，《琴山砚田》cd，时长6’35”

版本二：琴曲，自录，时长5’07”

当初就是因为看了金老师的书《响山集》和《琴山砚田》，
听了他的古琴cd，才找到金老师的琴馆“乐只堂”学琴的。金
老师的琴歌声韵和谐，非常古雅动人。琴歌，又称弦歌，古
人非弦不歌，非歌不弦，这首《阳关三叠》就是一首很有代
表性的弦歌。金老师的这个琴歌版本，缓弹低唱，时长是几
个版本里最长的，长达6分半钟，但听起来却丝毫不觉得长，
我平时听得最多，百听不厌。那样一种牵衣惜别、反复叮咛、
依依不舍的一往情深，通过金老师低沉古雅的歌声和琴声表



达出来，凄清欲绝。金老师曾讲过弦歌吟唱之法，美声、民
族、通俗唱法均不可用，“而昆曲最为古雅，其清工调底之
法，几可近之。不但鱼腹其音，所谓折字者亦备矣。”

另一个版本，是在琴馆看金老师弹奏时录的。由于只是琴曲，
整曲速度要快一些，第三叠节奏最为跌宕起伏，套用西方古
典音乐的说法，短短几句从行板到快板到慢板，尤其“旨酒，
旨酒，未饮心已先醇”一句名指十徽起拖上九徽收势，之后
速度一下子从轻缓到急促，再到轻缓，把那种“千巡有尽、
寸衷难泯，无穷的'伤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6、林曦版：简古雅静

版本来源：网上《水泉院》专辑

时长：5’19”

在《水泉院》专辑中，是这样介绍《阳关三叠》的：琴就是
情，何况是“爱离别”的动容，“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
关无故人”。更进，是珍惜当下，西出阳关，可能有新人有
故人。而在此刻，故人和离人都是唯一的。

这段文字很有糊糊的特色和风格，我称之为“糊糊体”。在
我看来，糊糊有一个最大的本事，或者说过人之处，就是对
于事物有着异常清醒和究竟的认识和理解，可以很快很容易
地深入其中，得其精髓，但骨子里却又永远透着一种超然，
有着难得的清醒和缘于心性明了的体悟。具体到她的琴声，
我相信她并不像其他琴家那样在古琴上注入那么多的时间和
精力，精心钻研指法和曲谱，达到入迷甚至痴迷的程度。她
并不是那样的琴人，古琴就像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没什么特
别，跟书画、茶、中医、插花等等一样，要说这其中更专注
的，也许是书画，或消耗学习力最多的中医，反正不是古琴。
古琴我猜大概是兴之所致，弹上一曲的状态。但她仍然弹得
一手好琴，清新自然，除了学琴时间略长（也不过十几年），



我想更是因为她全面的个人修养和性格，琴棋书画诗酒茶，
其中的道都是相通的，一样通，样样可通。再加上佛法修行，
更可以达到圆融究竟的境界。

清代张鹤在《琴学入门》里用了四个字来形容《阳关三叠》，
就是“简古雅静”。我想，这四个字也是最适合用来形容我
喜欢的糊糊老师以及她的琴声的。

阳关三叠的教学设计篇八

1、本课的引入部分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学生一开始就被吸引，
并成功地引入到课题；确实激发了学生想对古琴做进一步了
解的兴趣。

2、在感受与体验这一部分，两次对比鉴赏层层深入：

接下来是合唱版与琴歌版的对比，通过对音色、速度、力度、
艺术表现力等方面的对比鉴赏，学生能体会作品的不同表现
形式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并由此关注现代的合唱作品是如何传
承古代音乐文化的。

3、在创造与活动这个环节，学生积极性被调动，参与面也很
广，几乎每个学生在小组讨论部分都积极参与，场面活跃。
辩论赛上，两组学生都能很准确地阐述自己对古代音乐文化
传承的'认识，并很具说服力。在创造性的改编活动中，学生
结合所学，新的创意层出不穷，让人大吃一惊。整个后面的
环节，可以说课堂里学生妙语连珠，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4、不足之处在于对歌曲所表达的离别之情的背景等介绍还不
够。还有吟唱的部分还可再加强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