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安徽省教师招聘考试学科专业知识《音乐》真题

（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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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意，请根据题干要求

选择正确答案

1
下列都属于山歌的一组是（ ）。

A、花儿 信天游

B、长调 弦子

C、木卡姆 爬山调

D、囊玛 信天游

2
鲍罗丁的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通过（ ）的变化来象征商队由远而近，又渐渐消失在

远方的情景。

A、力度

B、速度

C、音色

D、节奏

3
下列连线不正确的是（ ）。

A、江南丝竹——江浙沪

B、广东音乐——珠江三角洲

C、南音——海南

D、潮州弦诗——潮汕地区

4
《锦鸡出山》是依据湖南（ ）“打溜子”改编的乐曲。

A、苗族

B、壮族

C、彝族

D、土家族

5

该旋律选自柴科夫斯基的（ ）。

A、《第一弦乐四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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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12序曲》

C、《悲怆交响曲》

D、《天鹅湖》

6
美国作曲家亨利·曼契尼的作品是（ ）。

A、《我将永远爱你》

B、《月亮河》

C、《温柔地爱我》

D、《拯救地球》

7
下列均属于文学性题材，表述不正确的是（ ）。

A、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取材于圣经故事

B、何占豪和陈钢的《梁祝》取材于民间故事

C、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取材于希腊神话

D、柏辽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取材于神话故事

8

该作品属于（ ）。

A、陕北信天游

B、青海花儿

C、山西山曲

D、江西采茶

9

两条旋律分别属于（ ）的音调。

A、瑶族 藏族

B、苗族 藏族

C、瑶族 壮族

D、瑶族 彝族

10
下列选项不正确的是（ ）。

A、呼麦——蒙古

B、克隆宗——印度尼西亚

C、萨朗吉——印度

D、卡曼贾——日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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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德彪西作品《大海》三个乐章的是（ ）。

A、《海上——从黎明到中午》

B、《神奈川冲浪里》

C、《波浪的嬉戏》

D、《风与海的对话》

12
古代君子“四艺”是指，其中乐器是指（ ）。

A、吹拉弹唱 琵琶

B、唱念做打 古筝

C、琴棋书画 古筝

D、琴棋书画 古琴

13

旋律出自（ ）。

A、《扬州慢》

B、《阳关三叠》

C、《梅花三弄》

D、《杏花天影》

14

出自维瓦尔第的《四季——秋》，括号中的音符是（ ）。

A、2
B、3
C、3 3
D、5
15
（ ）是一首流传于我国的民间小调，后被普契尼用于歌剧《图兰朵》中。

A、《紫竹调》

B、《茉莉花》

C、《浏阳河》

D、《小河淌水》

16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角色行当是（ ）。

A、生

B、旦

C、净

D、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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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势是可以发出声响的人体的各种姿势，它集动作、节奏、演奏于一体，是（ ）教学法中的重

要内容之一。

A、达尔克罗兹

B、奥尔夫

C、柯达伊

D、美国综合音乐感

18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调式音阶中的正音级是：I、III、V
B、调式音阶中的副音级是： II、IV、VI、VII
C、调式音阶中的稳定音级是：I、IV、V
D、调式音阶中的不稳定音级是： II、IV、VI、VII
19
歌曲《献上最沽白的哈达》属于西藏传统民间歌舞形式（ ）。

A、囊玛

B、锅庄

C、弦子

D、堆诸

20
发挥学生想象力和思维潜能的音乐学习领域是（ ）。

A、感受与欣赏

B、音乐与相关文化

C、音乐创作

D、音乐表现

21

该旋律选自音乐作品（ ）。

A、《眺望你的路途》

B、《希伯菜的天堂》

C、《伴随着你》

D、《幽灵公主》

22
歌曲《依呀呀噢咧噢》是非洲（ ）的民歌。

A、扎伊尔

B、加加纳

C、刚果

D、南非

23
西塔尔是（ ）弹拔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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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泰国

B、越南

C、印度

D、朝鲜

24

两段旋律分别是（ ）片段。

A、《小二黑结婚》《白毛女》

B、《洪湖赤卫队》《白毛女》

C、《刘胡兰》《江姐》

D、《小二黑结婚》《江姐》

25
2011年制定的《全国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中（ ）理念体现了“学生熟悉并热爱祖国的音乐

文化，增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情操”。

A、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

B、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

C、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

D、突出音乐特点，关注学科综合

26
起源于捷克民间的波尔卡是一种民间舞蹈，节拍一般为（ ）拍子。

A、二

B、三

C、四

D、五

27
下列属于谷建芬作品的是（ ）。

A、《大海啊故乡》 《假如你要认识我》

B、《假如你要认识我》 《歌声与微笑》

C、《大海啊故乡》 《清晨我们踏上小道》

D、《歌声与微笑》 《清晨我们踏上小道》

28
《武松打虎》是（ ）的代表作品。

A、山东快书

B、京韵大鼓

C、苏州弹词

D、北京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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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秦腔是流行于西北地区的地方戏曲剧种，其主要伴奏乐器是（ ）。

A、二胡

B、板胡

C、高胡

D、京胡

30
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在《红楼梦》中扮演（ ）。

A、贾宝玉

B、薛宝钗

C、林黛玉

D、王熙风

31
歌曲《孤独的牧羊人》采用了（ ）唱法。

A、花腔

B、直声

C、约德尔

D、欧亚

32
小提琴曲《苗岭岭的早晨》是以（ ）为素材创作的作品。

A、《苗赛夜色》

B、《大地飞歌》

C、《歌唱美丽的家乡》

D、《醉苗乡》

33
下列是交替拍子的歌曲是（ ）。

A、《红梅赞》

B、《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C、《我和我的祖国》

D、《你是这样的人》

34
管弦乐《图画展览会》中的《两个犹太人》分别使用了（ ）和弦乐表现穷人和富人的形象。

A、长号

B、小号

C、大号

D、圆号

35

此段旋律出自（ ）。

A、圣-桑《动物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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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柴可夫斯基《天鸦湖》

C、西贝柳斯《图奥涅拉的天鹅》

D、谷建芬《咏鹅》

36
音乐是听觉艺术，听觉（ ）是学习音乐的基础。

A、体验

B、模仿

C、感受

D、表达

37

此旋律运用的创作手法是（ ）。

A、鱼咬尾

B、螺蛳结顶

C、同头换尾

D、换头合尾

38
（ ）年级能够利用教师或教材提供的材料和方法，独立地或与他人合作编创 4-8的旋律短句或

短曲，并用乐谱纪录下来，尝试用电脑编创音乐。

A、1-2
B、7-9
C、3-6
D、2-4
39
下列选项不正确的匹配是（ ）。

A、十面埋伏——琵琶曲

B、赛马——二胡曲

C、姑苏行——扬琴曲

D、广陵散——古琴曲

40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第四章“欢乐”主题采用（ ）写成。

A、do re mi fa sol
B、do re mi sol la
C、do mi fa sol la
D、do re mi la si
41
“耳之与声也，有同听焉”“与民同乐”的命题中“每个人都有听音乐的能力”，此观点属于（ ）。

A、儒家

B、道家

C、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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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法家

42

该旋律描绘的是（ ）情景。

A、日出

B、日落

C、午后

D、子夜

43

该片段是（ ）唱段。

A、座山雕

B、洪常青

C、刁德

D、杨子荣

44

括号处适合的选项是（ ）。

A、颤音

B、下滑音

C、上滑音

D、波音

45
歌曲《桑塔・露琪亚》是（ ）体裁。

A、船歌

B、牧歌

C、叙事曲

D、夜曲

46

大调和 小调属于（ ）。

A、近关系调

B、等音调

C、平行大小调

D、同主音大小调

47
谭盾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的弦乐四重奏《风、雅、颂》，借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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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楚商、流水

B、流水、幽兰

C、梅花三弄、阳关三叠

D、梅花三弄、幽兰

48
《黄河大合唱》从（ ）开始情绪上发生了转折。

A、第二乐章《黄河颂》

B、第四乐章《黄水谣》

C、第六乐章《黄河怨》

D、第五乐章《河边对口曲》

49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多次出现大、小提琴“对答”的形式，不曾出现的段落是（ ）。

A、草桥结拜

B、长亭惜别

C、楼台会

D、抗婚

50
六代乐舞中是唐尧时期的是（ ）。

A、《云门大卷》

B、《咸池》

C、《韶》

D、《大夏》

二、简答题。请按题目要求，进行简答。

51
请根据谱例作答。

（1）该唱段选自哪部京剧？

（2）该作品属于传统京剧还是现代京剧？

（3）京剧的伴奏叫什么？分为哪几种？请分别写出一样代表乐器。

52
请根据谱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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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旋律出自合唱曲《哈利路亚》，请写出《哈利路亚》选自哪位作曲家的哪部大型声乐作

品？

（2）该作品属于什么音乐体裁？

（3）写出我国关于此类音乐体裁的第一部作品及作曲家名字。

三、案例分析题。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一）

案例：陈老师今天讲授的内容是最不受学生欢迎的“丝竹相和”，他绞尽脑汁，极尽所能，

但进教室的那一刻心中还是忐忑，唯恐出现弹琴的尴尬场面。为了暖场，陈老师在“蹦次哒次”的
伴奏下表演了一段艺诀：

“胡琴一条线，笛子打点点，洞箫进又出，琵琶筛筛边，双清当板压，扬琴一蓬烟。”

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并纷纷参与了互动，在老师形象生动的指引下，同

学们很快就对各种乐器的作用和场能有了初步的了解，于是陈老师又趁热打铁，让学生声情并茂

的朗读《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兵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学生犹如亲临现场，

亲切的感受到了琵琶演奏的精湛技巧，且为之惊叹！

53
请你根据《音乐课程标准》或教学设计原则相关内容进行案例分析，并给出改进意见。

四、教学设计题。请根据所提供的教学材料和相关情况，按要求完成教学设计。

54
课题：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歌曲《斑鸠调》

年级：七年级

课时：一课时

课型：唱歌课

请完成：

（一）教材分析；

（二）教学目标；

（三）教学重点难点；

（四）教学过程。w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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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提示：这首《斑鸠调》曲调清新、悠扬婉转，节奏富有跳跃感。

练一练：参照谱例，在老师指导下，分声部合唱歌曲片段。注意体会两个声部在节奏上的穿插对

比。

音乐卡片：斑鸠调，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歌舞音乐，其中江西赣南的《斑鸠调》流传较广。

答案解析

1
本题考查的是对山歌的认识。汉族民歌包括号子、山歌和小调，其中山歌考察最多的一般山歌，

如信天游、花儿、山曲、湖南山歌、四川山歌等。

A项：花儿和信天游都属于一般山歌，与题干相符，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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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项：长调是蒙古族民歌，弦子是藏族民间舞蹈音乐，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民歌，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囊玛是藏族民间舞蹈音乐，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2
本题考查的是对鲍罗丁音乐作品的认识。鲍罗丁出自俄罗斯的五人团（即强力集团），是俄罗斯

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亚西亚草原上》是鲍罗丁的一部著名交响音画作品，乐曲中两

个音乐主题重叠交织，力度逐渐减弱，形象地描绘出商队继续前进，身影逐渐远去的图景。

故正确答案为 A。

3
本题考查的是对民间器乐合奏的认识。本题是选非题。

A项：江南丝竹是流行于江浙地区的民间器乐合奏，音乐婉转、抒情，代表作有《三六》《行街》

《云庆》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广东音乐是流行于广东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民间器乐合奏，最具特色的代表乐器是高胡，

代表作有《雨打芭蕉》《旱天雷》《双声恨》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南音（即“福建南音”），是流行于福建地区的民间器乐合奏，被称为“晋唐遗音”，代表乐

器是洞箫，代表作品是《四时景》《梅花操》《百鸟归巢》等，与题干相符，当选。

D项：潮州弦诗是潮州地方民间丝弦和弹拨乐器演奏的小型合奏曲，代表作品是《凤求凰》《寒

鸦戏水》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4
本题考查的是对少数民族器乐合奏的认识。打溜子是土家族地区流传最广的一种古老的民间器乐

合奏，由溜子锣、头钹、二钹、马锣组成的打溜子乐队，一般多由 3至 4人合奏演出，故有“三
人溜子”、“四人溜子”之分。“五人溜子”是后引进汉族吹管乐器唢呐而成，将吹打结合，更能增添

喜庆、欢乐的气氛。

故正确答案为 D。

5
本题考查的是对柴科夫斯基音乐作品的认识。视唱乐谱可以判断该作品是《如歌的行板》，选自

柴可夫斯基 1871年写作的《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而《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

也正因有这个杰出的乐章，才特别受到世人的钟爱。A项正确。

B项：《1812 序曲》是柴科夫斯基的管弦乐作品，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悲怆交响曲》是柴科夫斯基的交响乐作品，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天鹅湖》是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作品，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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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的是对外国歌曲的认识，属于常识问题。

A项：《我将永远爱你》是由多利·帕登创作、美国女歌手惠特妮·休斯顿演唱的一首歌曲，选自

奥斯卡电影《保镖》，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月亮河》（也译作《月河》）是一首由奥黛丽·赫本演唱的歌曲，第一次亮相于电影《蒂

凡尼的早餐》。该曲由强尼·莫瑟负责作词、亨利·曼西尼负责作曲，一举拿下当年奥斯卡最佳歌

曲奖与最佳配乐奖，与题干相符，当选。

C项：《温柔地爱我》又名《Love me tender》是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于 1956 年深秋演

唱的一首抒情歌曲，词曲都由猫王本人一手包办，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拯救地球》是中国歌手杜德伟代表作之一，出自杜德伟 1992年国语专辑《狂风》，与

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7
本题考查的是对音乐体裁的认识。

A项：《马太受难乐》是巴洛克时期德国作曲家巴赫创作的受难乐作品，取材于《圣经》，与题

干不符，排除。

B项：《梁祝》是我国当代作曲家陈刚、何占豪共同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

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牧神午后》是印象主义时期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创作的管弦乐作品，取材于希腊神话，与

题干不符，排除。

D项：《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浪漫主义时期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创作的管弦乐作品，取材于莎士比

亚的名著，与题干相符，当选。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8
本题考查的是对民歌作品的认识。视唱乐谱可以判断该旋律出自青海民歌《四季歌》，属于青海

花儿。

故正确答案为 B。

9
本题考查的是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作品的认识。视唱乐谱可以判断，第一条旋律出自《瑶族舞曲》；

第二条旋律出自藏族歌曲《北京的金山上》。

故正确答案为 A。

10
本题考查的是对外国民族音乐的认识。

A项：呼麦是蒙古的一种演唱形式，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克隆宗是印度尼西亚的一种传统歌曲，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萨朗吉是印度的传统乐器，被称为“印度小提琴”，与题干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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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项：卡曼贾是一种流行于西亚阿拉伯地区及伊朗、土耳其等国的擦奏弦鸣乐器，与题干相符，

当选。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11
本题考查的是对德彪西音乐作品的认识。《大海》是法国印象主义作曲家德彪西创作的最大的一

部交响音乐作品。整个乐曲由三幅用音乐绘画的素描组成： 第一幅《海上的黎明到中午》；第

二幅《波浪的游戏》；第三幅《风和海的对话》。A、C、D均表述正确，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神奈川冲浪里》是日本画家葛饰北斋于 19世纪初期创作的一幅彩色浮世绘版画作品，

是德彪西《大海》的创作灵感所在。表述错误，与题干相符，当选。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B。

12
本题考查的是对古代音乐常识的认识。古代文人“四艺”指的是琴、棋、书、画，代表的内容分别

指代的是古琴/瑟、象棋/围棋、书法和绘画。

故正确答案为 D。

13
本题考查的是对我国艺术歌曲的认识。视唱旋律可以判断题干中的旋律是歌曲《阳关三叠》，又

名《阳关曲》、《渭城曲》，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的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谱写的一首著名

的艺术歌曲。

故正确答案为 B。

14
本题考查的是对古代音乐思想的理解。通过视唱旋律，能够判断题干中的旋律片段出自巴洛克时

期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大协奏曲《四季》，这是《四季》中的第三乐章《秋》的音乐主题。

故正确答案为 B。

15
本题考查的是对普契尼歌剧的认识。普契尼是浪漫主义时期意大利作曲家，他创作了大量优秀歌

剧作品，如《图兰朵》《艺术家的生涯》《蝴蝶夫人》等。其中，《图兰朵》吸收了中国江苏民

歌《茉莉花》的旋律素材，塑造了元朝公主的音乐形象。

故正确答案为 B。

16
本题考查的是对中国传统京剧作品的认识。《我正在城楼观山景》选自京剧《空城计》，这是京

剧传统保留剧目，取材自《三国演义》第 95回。主角是诸葛亮，属于生行。

故正确答案为 A。

17
本题考查的是对当代音乐教育体系的认识。声势练习是一种通过有规律的拍手、拍腿、跺脚等形

式掌握各种多变的节奏型，并为幼儿自己创造节奏型（为儿歌、歌曲伴奏）积累素材的音乐教学

活动。根据四部合唱设计的捻指（女高音）、拍手（男高音）、拍腿（女低音）、跺脚（男低音）

四个声部。属于奥尔夫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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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项：达尔克罗兹教学法包括体态律动、视唱法、即兴创作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奥尔夫教学法包括体态律动与节奏练习、声势练习等，与题干相符，当选。

C项：柯达伊教学法包括首调唱名法、手势唱名法、节奏简记法以及唱名简记法等，与题干不符，

排除。

D项：美国综合音乐感教学法提倡以学生为主体的、发展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方法，与题干不符，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8
本题考查的是对调式中基本音级名称的认识。调式中，Ⅰ Ⅳ Ⅴ级为正音级；Ⅱ Ⅲ Ⅵ Ⅶ级为副

音级；Ⅰ Ⅲ Ⅴ级为稳定音级；Ⅱ Ⅳ Ⅵ Ⅶ级为不稳定音级。

故正确答案为 D。

19
本题考查的是对藏族音乐作品的认识。《献上最洁白的哈达》是一首藏族的民间舞蹈音乐，这种

形式因为有男子在表演时手持牛角胡进行伴奏，因此也叫做“弦子”，是藏族民间舞蹈之一。

故正确答案为 C。

20
本题考查的是对音乐教学内容的认识。题干中提出了“想象力”和“思维潜能”，很明确指向了学生

淡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因此 C项符合要求。

故正确答案为 C。

21
本题考查的是对音乐名作的积累。通过视唱旋律，能够判断题干中的旋律片段出自电影《辛德勒

的名单》，名为《希伯来的天堂》。

A项：《眺望你的路途》是一首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主题歌，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希伯来的天堂》是一首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与题干相

符，当选。

C项：《伴随着你》是一首宫崎骏动画片《天空之城》主题歌，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幽灵公主》是一首宫崎骏动画片《幽灵公主》主题歌，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22
本题考查的是对教材中西方音乐作品的认识。《咿呀呀噢咧噢》是一首欢快的扎伊尔民歌，2/4
拍，节奏富于律动感，多切分节奏，表达了扎伊尔人民对祖国、对领袖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故正确答案为 A。

23
本题考查的是对西塔尔琴的认识。西塔尔是印度的一种长颈琉特，是印度的古典音乐乐器。

故正确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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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题考查的是对当代新歌剧创作的认识。视唱乐谱可以判断，第一条旋律是《清粼粼的水蓝盈盈

的天》，选自《小二黑结婚》；第二条旋律是《扎红头绳》，选自《白毛女》。

故正确答案为 A。

25
本题考查的是对音乐课程基本理念的理解。题干中提出了“祖国的音乐文化”、“民族意识”和“爱国

情操”，由此可以判断题目中音乐教学理念的归属是“民族音乐”。

故正确答案为 C。

26
本题考查的是对欧洲舞曲体裁的认识。波尔卡是一种捷克民间舞蹈，可分为急速、徐缓和马祖卡

节奏等三种类型，一般为二拍子，三部曲式，节奏活泼跳跃，在第二拍的后半拍上常作稍微停顿

的装饰性处理。

故正确答案为 A。

27
本题考查的是对谷建芬音乐作品的认识。谷建芬是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一生创作了很多优秀作

品，如《思念》《绿叶对根的情意》《歌声与微笑》《烛光里的妈妈》《清晨我们踏上小道》等。

A、B两项：其中《假如你要认识我》是由汤昭智作词， 施光南作曲，关牧村首唱的歌曲，与题

干不符，排除。

C项：其中《大海啊故乡》由王立平作词及谱曲，朱明瑛演唱的歌曲，选自电影《大海在呼唤》，

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两个作品都是谷建芬的作品，与题干相符，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 D。

28
本题考查的是对中国民间曲艺的积累。山东快书的早期艺人主要说唱《水浒》里的英雄人物武松

的故事，且武松作为古代的打虎英雄，不仅气力大，武艺高而且身材魁伟，体格高大，故名俗称

“武老二”、“说武老二的”或“说大个子的”。

故正确答案为 A。

29
本题考查的是对秦腔的认识。秦腔，中国西北地区传统的戏剧，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

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叫“梆子腔”，主奏乐器为中音板胡。

故正确答案为 B。

30
本题考查的是对越剧艺术家的认识。徐玉兰是我国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原是花旦出身，后改老

生。因此，他在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于 1962年联合出品的戏曲艺术片《红

楼梦》中饰演贾宝玉。

故正确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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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题考查的是对外国创作歌曲的认识。《孤独的牧羊人》选自音乐剧《音乐之声》的重要选段，

歌曲中出现了大跨度的八度跳跃，再延长是需要运用真假声交换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演唱方式是

流行于阿尔卑斯地区的约德尔唱法。

故正确答案为 C。

32
本题考查的是对当代民族器乐创作的认识。《苗岭的早晨》是 1974年白诚仁创作，1975 年由

作曲家陈钢改编成为小提琴曲。乐曲吸收了苗族“飞歌”的旋律素材，采用了苗族生活素材来进行

创作的，取凯里一带流传的飞歌《歌唱美丽的家乡》为创作蓝本，在这首民歌的基础上进行了重

新的编创，结构短小精悍，曲调热烈明快，描绘了苗族山寨春意盎然的秀丽图景。

故正确答案为 C。

33
本题考查的是对我国当代创作歌曲的认识。

A项：《红梅赞》是歌剧《江姐》中的选曲，歌曲是 4/4拍，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由美丽其格创作的内蒙古歌曲，歌曲是 2/4拍，与题干不符，

排除。

C项：《我和我的祖国》是由秦咏诚创作的祖国颂歌，歌曲是 6/8和 9/8拍相结合交替拍子，与

题干相符，当选。

D项：《你是这样的人》是由三宝创作的歌颂周总理的颂歌，歌曲是 4/4拍，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34
本题考查的是对穆索尔斯基音乐作品的认识。《两个犹太人》选自民族乐派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

基创作的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后由挪威作曲家拉威尔编曲为管弦乐组曲。在《两个犹太人》

中，作者用弦乐器代表富人，用加了弱音器的小号代表穷人，展现了不同调音乐形象。

故正确答案为 B。

35
本题考查的是对浪漫主义音乐作品的认识。视唱乐谱可以判断该旋律名为《天鹅》，出自法国作

曲家圣·桑的组曲《动物狂欢节》。

故正确答案为 A。

36
本题考查的是对音乐教学顺序的认识。音乐教学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听觉体验是学习音乐基

础。

故正确答案为 A。

37
本题考查的是对旋律发展手法的认识。哼唱该旋律片段可以判断这是李焕之创作的《春节序曲》

的音乐主题。题干中的音乐旋律共 8小节，1-4小节为第一乐句，5-8小节为第二乐句。其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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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节和 5-7小节完全相同，只有 4小节和 8小节有所差异，即两个乐句开头相同，结尾不同，这

样的旋律发展手法叫做“同头换尾”。

故正确答案为 C。

38
本题考查的是对不同学段创作模块内容的认识。题干中提及的“独立编创”、“与他人合作”、“4-8
小节”以及“电脑编创音乐”，由此可见，该教学任务较为困难，可以判断题干描述学段为 7-9年级。

故正确答案为 B。

39
本题考查的是对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的认识。本题目是选非题。

A项：《十面埋伏》是一首中国琵琶大曲，乐曲激烈却清晰地表现了项羽被大军包围，走投无路

的场景，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赛马》是黄海怀创作的一首二胡独奏曲，乐曲气势磅礴、气息热烈、奔放，与题干不符，

排除。

C项：《姑苏行》是江先渭创作的一首笛子独奏的作品，与题干相符，当选。

D项：《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中国古代一首大型古琴作品，讲述了聂政刺汗王的历

史故事，与题干不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C。

40
本题考查的是对贝多芬名作的认识。题干中的《第九（合唱）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是《欢乐颂》，

哼唱“欢乐”主题可以判断该旋律中只有 do re mi fa sol五个音。

故正确答案为 A。

41
本题考查的是对古代音乐思想的理解。题干中音乐思想所描述的内容旨在肯定音乐的政治、教育

等方面的作用，因此，此类观点出自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如“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以及“凡音之所起，由人心生也”等，均在此之列。

故正确答案为 A。

42
本题考查的是对格里格音乐作品的认识。通过视唱旋律，能够判断题干中的旋律选段是《晨景》，

出自民族乐派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展现了清晨日出的静谧景象。

故正确答案为 A。

43
本题考查的是对常见戏曲音乐的认识。通过视唱旋律，能够判断题干中的戏曲选段是《甘洒热血

写春秋》，出自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展现了杨子荣深入虎穴、一曲双关的机智，寄托

了革命必将胜利的决心。

A项：座山雕是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威虎山的匪首，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洪常青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娘子军连党代表，与题干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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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刁德一是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地主老财的儿子，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杨子荣，与题干相符，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 D。

44
本题考查的是对常见儿童歌曲的认识。通过视唱旋律，能够判断题干中的旋律片段出自儿童歌曲

《小螺号》，该旋律是歌曲的第一句，括号出应该填写为“上滑音”。

故正确答案为 C。

45
本题考查的是对意大利船歌的认识。歌曲《桑塔·露琪亚》是一首那不勒斯船歌，其标志性节奏

是 3拍子，或是以 3拍子为基础形成的复拍子。

故正确答案为 A。

46
本题考查的是对不同调关系的认识。题干中#F 大调和#f小调主音相同，调号不同，#F大调是 6
个升号，#f小调是 3个升号，二者之间相差 3个调号。

A项：近关系调指的是某调式上下方纯五度调式及其关系大小调，近关系调式之间相差 1个调号，

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等音调指的是两个调式每个相对应的音级都是等音，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平行大小调，即关系大小调，一般来说，大调式与其下方小三度小调即为关系大小调，二

者调号相同，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同主音大小调指的是朱茵相同的大小调式，二者之间相差 3个调号，与题干相符，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 D。

47
本题考查的是对谭盾作品的认识。《风·雅·颂》是我国当代作曲家谭盾再 1982 年创作的弦乐四

重奏作品，作品以《诗经》为题，在第二乐章《雅》中，作者将古琴曲《梅花三弄》和《幽兰》

曲调吸收，展现了中国文化底蕴和审美情趣。

故正确答案为 D。

48
本题考查的是对《黄河大合唱》的认识。《黄河大合唱》是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一部重

要合唱作品，作品以黄河为背景，由七种不同演唱形式的歌曲构成，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悠久的

历史，控诉侵略者的残暴，并展现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奋勇斗争的英勇场面，勾画出了中国

人民保卫祖国、顽强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

《黄河大合唱》包括八个乐章，依次是《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

《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其中，前三个乐章展现了中国人民

对祖国的热爱和赞颂，而第四乐章《黄水谣》的音乐情绪从激昂转为凄凉，诉叙日本侵略者给中

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而后的五六乐章都是对第四乐章的进一步阐述。

故正确答案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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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本题考查的是对当代器乐创作的认识。《梁祝》是当代作曲家陈钢、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

乐曲吸收了浙江越剧的旋律素材，以小提琴代表祝英台，大提琴代表了梁山伯，二者多次进行问

答，交相呼应，将两人的真挚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A、B、C三项：都包含了两个主人公，表述正确，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主要讲述了祝英台顽强抗婚的情节。表述错误，与题干相符，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 D。

50
本题考查的是对中国古代乐舞的认识。乐舞是远古时期一种集歌、舞、乐综合于一体的主要音乐

形式，节奏是原始音乐的基本因素。

A项：《云门大卷》是黄帝时代以云为图腾，崇拜天神的乐舞，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咸池》是尧时崇天的乐舞，以水鱼为图腾，祈求五谷丰收，与题干相符，当选。

C项：《韶》（即《《箫韶》》）是舜时一部反映原始社会最高水平的乐舞作品，与题干不符，

排除。

D项：《大夏》是夏代的乐舞，歌颂大禹治水的功绩，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51
（1）《智取威虎山》。

（2）现代京剧。

（3）京剧的伴奏叫做场面，分为文场和武场。文场乐器有京胡；武场乐器有鼓板。

52
（1）亨德尔的《弥赛亚》。

（2）清唱剧。

（3）黄自《长恨歌》。

53
（1）这个案例是一个优秀案例。

这位老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开心，

并且能够通过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主要围绕着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中的以音乐审

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

第一：符合新课程理念中的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这位老师在课堂上通过口诀

的方式将枯燥、不受欢迎的“丝竹相和”教授给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很开心并且不知不觉中掌握了本节课的知识。

第二：符合新课程理念中的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音乐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音乐历史上，无论是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还是近现代优秀的音乐创作，都是中华民族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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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财富，是音乐课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位老师在课上向学生传授民族音乐文化，教

学活动非常多样，学生不仅得到了开心的感受，还增强了对于民族音乐的了解和热爱。

第三：体现了教学原则中的学生本位原则与趣味性原则。这个教学过程老师都是从学生的角度出

发，并且课堂气氛较好。因此体现着以学生为主体，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设计教学活动。

（2）建议

首先，要根据新课程基本理念，设置合理的教学设计，从学生身心特点出发，以学生为主体，老

师做引导，让学生了解知识，增强创造意识。

其次，从音乐本体出发，讲解知识，学生可以有一个清晰的定位，知道自己所学知识。

最后，对学生的回答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价。

54
（一）教材分析

《美丽的黄昏》选自人教版初中音乐教材七年级下册，这是一节歌唱课。学生通过学唱歌曲，可

以进一步体会双声部合唱的演唱形式，进而感受斑鸠鸟灵动、跳跃的节奏，领略江西民间小调的

艺术美。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可以进一步弘扬民族音乐，提高音乐表现能力。

（二）教学目标：

①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学唱歌曲，认识了解我国赣南等地区的音乐艺术作品，能够对当地音乐作

品产生兴趣，体会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之情。

②过程与方法：通过创设情境、小组合作等方法，感知江西民歌的音乐风格和艺术特点。

③知识与技能：掌握双声部合唱的表现形式，完整表现歌曲。

（三）教学重难点：

①教学重点：能用轻松、愉快的声音准确表达歌曲。

②教学难点：理解词中衬词对情感表达的作用，并进行双声部合唱。

（四）教学过程：

（一）课堂导入

教师运用直观演示的方式为同学们弹唱江西民歌《打支山歌过横排》，创设情境，引出江西民歌，

进入新课。

（二）初步感知

1.初听歌曲，感受歌曲的情绪和速度。（欢快地；稍快）

2.复听歌曲，请同学们想象歌曲的画面。（春天、斑鸠等）

3.三听歌曲，请同学们自由律动，并思考歌曲的演唱形式。（双声部合唱）

（三）探究歌曲

1.教师弹唱歌曲，学生自由哼唱旋律，发现难点并逐一解决。（双声部合唱、重复旋律的创作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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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歌词完整演唱第一声部，提问：歌曲展现了怎样的意境？（对生活的热爱。）

3.请同学们两人一组，自行探究第二声部，并尝试双声部练习。

4.师生合作，学生自主展示双声部合唱，教师弹琴伴奏，并总结江西民歌的艺术特点。

5.自主探究歌词“嘛个”、“呦嗬嘿”的作用。（衬词具有方言特点，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

（四）巩固延伸

请同学们为歌曲进行器乐编配，四人一组，并以歌唱和伴奏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综合艺术表演。学

生自由展示，学生互评与教师评价相结合。

（五）小结作业

师生共同总结本课收获，并搜集自己家乡的民歌作品，下节课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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