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安徽省区级学校教师招聘考试《音乐》真题及答

案

安徽教师招聘考试网整理发布，欢迎关注安徽教师招聘考试官方微信（jszp1000），免

费领取下载无水印真题备考资料。

共 15题，每题 1分，共 15分

1
学校教育包括 3个基本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和(  )。
A、教育内容

B、教育影响

C、教育手段

D、教育方法

2
杜威关于教育本质的论述，不正确的是(  )。
A、教育即生长

B、教育即生活

C、教育即实践

D、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或重组

3
(  )是预期学生通过教学活动获得的学习结果。

A、教学目标

B、教育目的

C、课堂教学

D、学习目标

4
人类教育史上提出“白板说”的教育思想家是(  )。
A、夸美纽斯

B、洛克

C、卢梭

D、赫尔巴特

5
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而正式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各门学科以及有目标有组织的课外活动，称为

(  )。
A、显性课程

B、隐性课程

C、综合课程

D、非正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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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教育隐喻为“园艺”，把学生比作“祖国花朵”，称教师为“园丁”。持这种观点的人在人的身心发展

影响因素问题上倾向于(  )。
A、遗传决定论

B、成熟论

C、环境决定论

D、内因与外因交互作用论

7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把(  )作为国家基本教

育政策。

A、育人为本

B、改革创新

C、提高质量

D、促进公平

8
教师对学生的期望起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学生学习的进步。教师期望的这种效应就

是(  )。
A、马太效应

B、罗森塔尔效应

C、雷桑效应

D、光环效应

9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力成分的是(  )。
A、言语智力

B、内省智力

C、情绪智力

D、空间智力

10
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观点，下列选项中属于成长性需要的是(  )。
A、生理需要

B、自我实现需要

C、尊重需要

D、爱与归属需要

11
根据维纳的归因理论，属于不稳定、内在、可控的因素是(  )。
A、努力

B、运气

C、能力

D、任务难度

12
王亮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有两所学校可选择。其中，一所是名牌大学，但专业不理想：另一所是

一般大学，但专业理想。王亮犹豫不决，这种动机冲突是(  )。
A、双趋式冲突

B、双避式冲突

C、趋避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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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多重趋势式冲突

13
李强嚼口香糖玩耍时，不慎将 l00元纸币掉到狭缝里，几经尝试，自己无法用手将其取出，最后

在别人建议下，他用口香糖将其粘出。李强在开始时没有采用这样的方法解决问题．主要的影响

因素是(  )。
A、动机

B、原型启发

C、功能固着

D、知识的表征

14
奥苏伯尔针对讲解式教学提出了“先行组织者”教学策略，使用该策略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  )。
A、比较组织者

B、观念固着点

C、关系发展者

D、符号中介物

15
个体的目标定位在获得知识和提高能力上，认为达到既定目标就是成功。根据成就目标理论，该

个体所持有思维成就目标属于(  )。
A、表现目标

B、成绩目标

C、效能目标

D、掌握目标

23
器乐曲《行街》属于(  )。
A、广东乐曲

B、潮州乐曲

C、江南乐曲

D、福建乐曲

24
我国古代收集民歌叫(  )。
A、收藏

B、采律

C、采风

D、踏青

25
下列作品非莫扎特的是(  )。
A、《渴望春天》

B、《法国民谣变奏曲》

C、《朱庇特交响曲》

D、《军队进行曲》

26
将纯四度音程的上方音重升后，音程升为(  )。
A、纯四度

B、五度

ww
w.
an
hu
ij
sz
p.
co
m



C、倍增四度

D、倍减四度

27
下列调性中不属于 A宫系统调的是(  )。
A、B商调

B、#C角调

C、E徵调

D、F羽调

28
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的任务是(  )。
A、培养专业音乐人才

B、使每个学生的音乐潜能开发并从中受益

C、培养学生个性和创新才能

D、使音乐技能提高

29
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中心环节是(  )。
A、知识学习

B、歌曲教学

C、感受音乐

D、理解音乐

30
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  )。
A、专业

B、职业

C、育人

D、育才

31
音乐是听觉艺术，欣赏教学应以(  )为主。

A、理解

B、听赏

C、叙述

D、分析

32
音乐教学必须强调音乐的(  )。
A、情感体会

B、知识学习

C、现代讲述

D、自我欣赏

共 10题。每题 1分，共 10分

1
学校教育包括 3个基本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和(  )。
A、教育内容

B、教育影响

C、教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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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教育方法

2
杜威关于教育本质的论述，不正确的是(  )。
A、教育即生长

B、教育即生活

C、教育即实践

D、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或重组

3
(  )是预期学生通过教学活动获得的学习结果。

A、教学目标

B、教育目的

C、课堂教学

D、学习目标

4
人类教育史上提出“白板说”的教育思想家是(  )。
A、夸美纽斯

B、洛克

C、卢梭

D、赫尔巴特

5
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而正式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各门学科以及有目标有组织的课外活动，称为

(  )。
A、显性课程

B、隐性课程

C、综合课程

D、非正规课程

6
把教育隐喻为“园艺”，把学生比作“祖国花朵”，称教师为“园丁”。持这种观点的人在人的身心发展

影响因素问题上倾向于(  )。
A、遗传决定论

B、成熟论

C、环境决定论

D、内因与外因交互作用论

7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把(  )作为国家基本教

育政策。

A、育人为本

B、改革创新

C、提高质量

D、促进公平

8
教师对学生的期望起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学生学习的进步。教师期望的这种效应就

是(  )。
A、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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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罗森塔尔效应

C、雷桑效应

D、光环效应

9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力成分的是(  )。
A、言语智力

B、内省智力

C、情绪智力

D、空间智力

10
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观点，下列选项中属于成长性需要的是(  )。
A、生理需要

B、自我实现需要

C、尊重需要

D、爱与归属需要

11
根据维纳的归因理论，属于不稳定、内在、可控的因素是(  )。
A、努力

B、运气

C、能力

D、任务难度

12
王亮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有两所学校可选择。其中，一所是名牌大学，但专业不理想：另一所是

一般大学，但专业理想。王亮犹豫不决，这种动机冲突是(  )。
A、双趋式冲突

B、双避式冲突

C、趋避式冲突

D、多重趋势式冲突

13
李强嚼口香糖玩耍时，不慎将 l00元纸币掉到狭缝里，几经尝试，自己无法用手将其取出，最后

在别人建议下，他用口香糖将其粘出。李强在开始时没有采用这样的方法解决问题．主要的影响

因素是(  )。
A、动机

B、原型启发

C、功能固着

D、知识的表征

14
奥苏伯尔针对讲解式教学提出了“先行组织者”教学策略，使用该策略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  )。
A、比较组织者

B、观念固着点

C、关系发展者

D、符号中介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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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目标定位在获得知识和提高能力上，认为达到既定目标就是成功。根据成就目标理论，该

个体所持有思维成就目标属于(  )。
A、表现目标

B、成绩目标

C、效能目标

D、掌握目标

23
器乐曲《行街》属于(  )。
A、广东乐曲

B、潮州乐曲

C、江南乐曲

D、福建乐曲

24
我国古代收集民歌叫(  )。
A、收藏

B、采律

C、采风

D、踏青

25
下列作品非莫扎特的是(  )。
A、《渴望春天》

B、《法国民谣变奏曲》

C、《朱庇特交响曲》

D、《军队进行曲》

26
将纯四度音程的上方音重升后，音程升为(  )。
A、纯四度

B、五度

C、倍增四度

D、倍减四度

27
下列调性中不属于 A宫系统调的是(  )。
A、B商调

B、#C角调

C、E徵调

D、F羽调

28
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的任务是(  )。
A、培养专业音乐人才

B、使每个学生的音乐潜能开发并从中受益

C、培养学生个性和创新才能

D、使音乐技能提高

29
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中心环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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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知识学习

B、歌曲教学

C、感受音乐

D、理解音乐

30
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  )。
A、专业

B、职业

C、育人

D、育才

31
音乐是听觉艺术，欣赏教学应以(  )为主。

A、理解

B、听赏

C、叙述

D、分析

32
音乐教学必须强调音乐的(  )。
A、情感体会

B、知识学习

C、现代讲述

D、自我欣赏

共 5题，每题 1分。共 5分

16
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和精髓是。

17
新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规定要改变课程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__________、地方课程和学校课

程三级课程管理。

18
__________是根据学生能力的大小，将其分成若干组，教师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集体施以不同

的教学。

19
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是__________。
20
“道德两难论”是__________研究道德发展问题的主要方法。

33
__________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音乐教育以__________为核心，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

34
__________是艺术乃至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艺术教育的功能与价值的重要体现。

35
__________是朱践耳 1952年为大型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而写作的一首插曲，后改编为

民族管弦乐曲。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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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在分段内容标准中，对识读乐谱的表达是，中学 7-9年级中用__________学唱乐谱，能够

跟随琴声或录音__________，巩固提高识读和引用乐谱的能力。

37
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态度、方法、知识、技能发展变化的评价．在日常教

学中可采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方式进行。

38
bE-#F这个音程存在__________和__________调中。

39
选择#f和声小调上行时的Ⅵ、Ⅶ级分别是__________和__________音。

40
音乐记号“Allegro Molto”在乐曲进行汇总表示__________。
41
“Fortissimo”在乐曲进行中表示__________。
42
音乐教学中，学生通过对音乐作品的音响、形式、情绪、__________、__________的感受与理

解，培养音乐鉴赏和评价的能力，形成健康向上的审美观，使学生在真善美的音乐世界里受到高

尚情操的陶冶。

共 10题，每题 2分，共 20分

16
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和精髓是。

17
新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规定要改变课程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__________、地方课程和学校课

程三级课程管理。

18
__________是根据学生能力的大小，将其分成若干组，教师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集体施以不同

的教学。

19
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是__________。
20
“道德两难论”是__________研究道德发展问题的主要方法。

33
__________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音乐教育以__________为核心，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

34
__________是艺术乃至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艺术教育的功能与价值的重要体现。

35
__________是朱践耳 1952年为大型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而写作的一首插曲，后改编为

民族管弦乐曲。

36
课标在分段内容标准中，对识读乐谱的表达是，中学 7-9年级中用__________学唱乐谱，能够

跟随琴声或录音__________，巩固提高识读和引用乐谱的能力。

37
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态度、方法、知识、技能发展变化的评价．在日常教

学中可采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方式进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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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这个音程存在__________和__________调中。

39
选择#f和声小调上行时的Ⅵ、Ⅶ级分别是__________和__________音。

40
音乐记号“Allegro Molto”在乐曲进行汇总表示__________。
41
“Fortissimo”在乐曲进行中表示__________。
42
音乐教学中，学生通过对音乐作品的音响、形式、情绪、__________、__________的感受与理

解，培养音乐鉴赏和评价的能力，形成健康向上的审美观，使学生在真善美的音乐世界里受到高

尚情操的陶冶。

共 2题。每题 5分，共 10分

21
班级管理是学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述如何培养和建设班集体。

22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过：“人之可贵在于能创造思维。”请简述如何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

45
“创造”是发挥学生想象力和思维潜能的音乐学习领域，是学生进行音乐实践和发挥创造性思维能

力的过程和手段，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音乐创造作为课程基本理念．在实际

教学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46
简述中国近代新音乐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

共 8分

43
缺题

共 8分

44
缺题

五、简答题(共 2道，每题 3分，共 6分)
21
班级管理是学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述如何培养和建设班集体。

22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过：“人之可贵在于能创造思维。”请简述如何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

45
“创造”是发挥学生想象力和思维潜能的音乐学习领域，是学生进行音乐实践和发挥创造性思维能

力的过程和手段，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音乐创造作为课程基本理念．在实际

教学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46
简述中国近代新音乐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

六、按照要求写调式音阶(共 2题。每题 3分。共 6分)(用临时升降音记号)
47
F旋律大调(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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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D为徽音的燕乐商调式(上行)
共 8分

49
缺题

共 1题。4分

50
19世纪西方音乐史上兴起的民族主义音乐流派中，柴可夫斯基和“强力集团”的作曲家都是俄罗斯

民族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他们的音乐创作风貌却不同。请简单论述“柴可夫斯基”和“强力集

团”作曲家在创作风貌上的区别。

答案解析

1
学校教育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影响。

2
杜威关于教育本质的观点，基本上可用他提出的三个重要论点来加以概括，就是“教育即生长”“教
育即生活”和“教育即经验的重组和改造”。
3
教学目标是预期学生通过教学活动获得的学习结果。它既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又是一切教学活

动的终点。

4
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认为人的心灵如同白板，观念和知识都来自后天，认为

天赋的智力人人平等，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因此，正确答案选 B。
5
显性课程也叫显在课程、正规课程、官方课程，指的是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而正式列入学校教

学计划的各门学科以及有目的、有组织的课外活动。

6
教育将教育比喻为“园艺”，教师是“园丁”，学生是在教师的“修剪”“塑造”等方式影响下形成的“花
朵”，这是典型的外铄论(环境决定论)影响，故选 C。
7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

出，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8
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学生学习的进步。教师期望的这种效应

就是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也叫“皮格马利翁效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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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纳认为，智力的内涵是多元的，它由七种相对独立的智力成分构成，分别是言语智力、逻辑

一数学智力、视觉一空间智力、音乐智力、身体一运动智力、人际智力、自我认识智力。每种智

力都是一个单独的功能系统，这些系统可以相互作用，产生外显的智力行为。因此，情绪智力不

包含在内，正确答案为 C。
10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通过研究认为可把人的需要分为七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

属需要、尊重需要、求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之后，马斯洛对其中需要进行了进

一步的区分：位于需要层次底部的四种需要被称为缺失需要；后三种需要是成长需要，正确答案

为 B。
11
根据维纳的归因理论，能力的高低属于内部稳定的不可控制的因素；努力程度属于内部不稳定的

可控因素；任务难易属于外部稳定的不可控因素；运气好坏属于外部不稳定的不可控制的因素。

12
多重趋避冲突是一种复杂的冲突形式。人们面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目标，而每个目标都对人们既

具有吸引力又具有排斥力，人们无法简单地选择一个目标而回避另一个，必须进行多重选择，审

慎地权衡利弊，这时产生的冲突就是多重趋避冲突。王亮填报志愿面临两所学校的选择，两所学

校又各有利弊，这属于多重趋避冲突，故选 D。
13
功能固着是指个体在解决问题时往往只看到某种事物的通常功能，而看不到其他方面可能有的功

能。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某些事物的功能或用途的固定看法。李强刚开始就主要受到了功

能固着的影响。

14
奥苏伯尔提出“先行组织者”教学策略的目的是用来帮助学生确立意义学习的心向，在“已经知道

的”与“需要知道的”知识之间架起认知桥梁，为新的学习内容提供观念上的固着点，起到引导和组

织的作用。

15
根据成就目标理论，成就目标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掌握目标，个体的目标定位在掌握知识和提

高能力上，认为达到了上述目标就是成功。个体对自己的评价往往依据任务标准和自我标准，持

有能力增长观，会选择中等难度的任务，这类学生被称为任务卷入的学习者。另一种是成绩目标，

个体的目标定位在

好名次和好成绩上。认为只有赢了才算成功。故选 D。
16
热爱学生

17
国家课程

18
分层教学

19
性格

20
柯尔伯格

21
组织和培养良好的班集体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确定班集体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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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班集体的核心队伍；

(3)建立班集体的正常秩序；

(4)组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

(5)培养正确的舆论和良好的班风。

22
(1)创设有利于创造性产生的适宜环境。创设宽松的心理环境，给学生留有充分的选择余地，改

革考试制度与考试内容。

(2)注重创造性个性的塑造。保护学生的好奇心，解除个体对答错问题的恐惧心理，鼓励独立性

和创新精神。重视非逻辑思维能力，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榜样。

(3)开设培养创造性的课程，教授创造性思维策略。发散思维训练，推测与假设训练，自我设计

训练，集体讨论(头脑风暴法)。
23
江南八大名曲，是江南丝竹八大著名乐曲，有《云庆》《欢乐歌》《三六》(又名《梅花三弄》)
《慢三六》《行街》《中花六板》《慢六板》《四合如意》。因此，答案选 C。
24
采风，是指对民情风俗的采集，特指对地方民歌民谣的搜集。语出隋王通《中说·问易》；“诸侯

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A选项

收藏是收聚蓄藏、收集保存，一般是指对物品的保存；B选项采律是张采庵的律诗，因有其自身

特色，在 20世纪 80年代被人称为“采律”；D选项踏青是春日郊游，也称“踏春”，一般指初春时

到郊外散步游玩。因此，答案选 C。
25
《军队进行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作品。选项 A、B、C都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作品，

《渴望春天》是一首童声合唱乐曲；《法国民谣变奏曲》是莫扎特旅居巴黎时创作的钢琴曲；《朱

庇特交响曲》是莫扎特的《第四十一交响曲》。因此，答案选 D。
26
这是考查对音程扩大与缩小的知识点的掌握。音程扩大的方法：升高冠音；降低根音；同时进行。

音程缩小的方法：降低冠音；升高根音；同时进行。纯四度音程的上方音升高一次为增四度，再

升高一次(重升)为倍增四度。因此，答案选 C。
27
同宫系统调是指宫音相同、主音不同的调式。A宫系统调各调具体包括 B商、#C角、E徵、#F
羽。因此，答案选 D。
28
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的任务，不是为了培养音乐的专门人才，而是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一个学生

的音乐潜能得到开发并使他们从中受益。音乐课的全部教学活动应以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将

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和音乐活动的参与放在重要的位置。因此。答案选 B。
29
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中心,环节是感受音乐。A选项知识学习是在传统音乐教学当中占据首位，在新

课程标准之后更加强调美育的培养；B选项歌曲教学是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主要活动；D选项理解

音乐不符合义务教育阶段课程要求。因此，答案选 C。
30
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培养人。因此，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育人，选 C。
31
音乐是听觉艺术，欣赏教学应以听赏为主。通过听赏可以激发学生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可以丰

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想象能力；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表现歌陆。因此，答案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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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的首条就是“以音乐审美为核心”，
它应贯穿于音乐教学的全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美好的情操、健全的人格。音乐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应有机地渗透在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之中。音乐教学应该是师生共同体验、

发现、创造、表现和享受音乐美的过程。在教学中，要强调音乐的情感体验，根据音乐艺术的审

美表现特征，引导学生对音乐表现形式和情感内涵的整体把握，领会音乐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

用。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选 A。
33
兴趣；审美

34
创造

35
《翻身的日子》

36
熟悉的歌曲、乐曲；视唱乐谱

37
观察；谈话；提问；讨论；演唱

38
G和声大调；g和声小调

39
d；#e
40
极快板

41
极强的

42
格调；人文内涵

43
44
45
新课程理念中专门提到了“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但是，如果仅仅把音乐创造融在其他

音乐教学内容之中，就不可能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审美育人作用。只有把音乐创造作为中小学音

乐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独立出来加以强调，中小学音乐教学才能够获得最大的教育效益。在具体

的创造教学中。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1)正确处理模仿与创造的关系；

(2)分清即兴创造与创作的异同；

(3)注意在音乐创造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内心听觉；

(4)在音乐课堂上，应该允许学生说不，尊重学生对音乐的不同体验与独立思考。

46
(1)以学堂乐歌为中心的启蒙阶段；

(2)20世纪 20年代的初步发展阶段，大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直至 20年代末；

(3)20世纪 30年代“国立音专”的专业音乐创作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为中心的全面提高阶段；

(4)20世纪 40年代以民族民主解放斗争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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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在创作风貌上，柴可夫斯基同“强力集团”作曲家之间的确有明显的区别：

(1)“强力集团”成员们的创作分别突出历史题材和神话传说，更注重采用农村民歌素材，同时喜欢

吸收“异族情调”来丰富俄国音乐，他们的音乐风格较为纯朴粗犷。

(2)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在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更加多样化，不局限于表现俄国题材，不拒绝任

何体裁和形式。并在各个创作领域都留下了堪称典范的作品。他在音乐语言和艺术技巧方面，更

多地吸取了俄国城市民间音乐的音调和创造性地借鉴了西欧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的音乐成果。他

在自己的音乐中力求反映人们普遍的思想感情，并深入挖掘人们内心世界的奥秘，因此，柴可夫

斯基的音乐在精神气质和民族风格上更广泛一些，格调更为高雅和细腻些，同时更加多愁善感些。

ww
w.
an
hu
ij
sz
p.
co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