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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谷 

一、知识导入 

同学们！请看大屏幕，你们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国旗吗？ 

对，这就是加拿大的国旗，加拿大素有“枫叶之国”的美誉，所以他们的国旗上就画着

一片红色的枫叶。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可以从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或者人文、经济

等方面来说。好，请你来吧！ 

这位同学描述的很全面、很详细。你知道加拿大有什么民歌吗？哦，不大清楚，没关系，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加拿大的民歌——《红河谷》。 

二、新课教授 

首先我们来听一遍这首歌曲，听的时候请大家思考：歌曲的旋律带给你怎样的感受？（播

放歌曲） 

好，大家来说说歌曲的旋律是怎样的？ 

优美、流畅，这位同学你为什么说是凄婉的？ 

嗯，你是通过歌词感受到的。那么这首歌词讲的是一件什么事呢？ 

对，小伙子要离开故乡出去闯荡，一位与他相爱的姑娘感到很痛苦，唱了这首歌表达自

己的心声。《红河谷》这首歌曲已经有了百余年的流传历史，但是对于它的诞生地“红河”却

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德克萨斯州的红河，有人说是纽约州的莫哈河也有人说是加拿大西部流

入温尼佩格湖的一条河。不管怎么说，考证“红河”的具体地理位置并不十分重要，二歌曲

以朴实的曲调和朴实的歌词所表现出来的朴实的感情才是它赢得喜爱的真正原因。通过我们

刚才的聆听，大家应该对它的旋律比较熟悉了。现在我们跟着钢琴来模唱一遍，一边唱一遍

把乐句和乐段划分一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大家划分好了吗？很容易就能划分出来是吧？这首歌曲歌曲虽然分为了两个部分，但是

这两个部分旋律线条是一样的，所以这首歌曲还是属于由四个乐句构成的单乐段结构。下面

我们分成四个小组把歌词填进去，A部分第 1段，A部分第 2段，A部分第 3段，B部分，好，

开始！ 

（对第二组说）注意最后一句“我的”是一个小附点节奏，“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 

好啦！大家都练的差不多啦，我们连起来唱一遍，先第一组，第四组，第二组，第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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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第四组，第四组要多唱两遍啦！其他组唱的时候要注意听听他们有没有唱错哈！注

意每组唱完以后的接口处不要断开，连贯起来，看看哪个小组没有接上哈！第一组听前奏。 

同学唱的真不错，我们把掌声送给自己吧！尤其是第四组的同学，唱了三遍都没有出错，

最后还能够配合老师的伴奏做了渐慢处理，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三、拓展欣赏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其他版本的《红河谷》，首先听一个八只眼版本的。（播放八

只眼《红河谷》） 

这个男生四重唱版本带给你什么感受？速度放慢了，给人的感觉更加悠扬，还有吗？和

声上？伴奏上？伴奏乐器主要用了弦乐家族的大中小提琴的独奏和吉他的独奏，给人纯净的

感觉，A段以主旋律为主，B段时加入了丰富的四部和声效果，是音效的厚度和宽度都增加了

不少。好，接下来我们在听一个黑鸭子版本的，女声三重唱。（播放黑鸭子《红河谷》） 

这个跟刚才的又有什么区别呢？速度变快了，中间加入了伴唱，听起来欢快一些。在唱

法上呢？对，用假声演唱为主，听起来比男声四重唱的感觉要单薄一些。下面再来欣赏一个

大合唱的版本。（播放合唱《红河谷》） 

这一版本大家听了是什么感受？他与我们的齐唱有什么区别？ 

有的声部唱主旋律，有的声部用“呣”来衬托，给人感觉饱满、和谐。 

中间还有转调，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对。这种调性转换手法的运用使前后两部分形成了

色彩对比，情绪更显新鲜、恳挚。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个原版的《红河谷》，大家可以一边听，

一百年看着大屏幕上的歌词，体会原文的含义。（播放原版《红河谷》） 

四、课堂小结 

《红河谷》这首歌曲非常收全世界人们的喜爱，已经被无数种改编演唱，但是我个人认

为无论怎么改，都唱不出它原汁原味的这一版传达的感情，就如同把我们国家的《茉莉花》

翻译成英文演唱一样，感觉总是差这么一点韵味。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课下自学英文版的《红

河谷》。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