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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必知 

近期，有学员问图图：“2019 年复习专业没有头绪，笔试只能凉凉，2020 年，我还有救

吗？” 

图图可以告诉你诀窍：理清⼤纲；多唱多记；坚持练习。做到这三点，胜利⼀定属于你！ 

下⾯图图就带⼤家了解⼀波军队⽂职⾳乐学科的特点。 

军队⽂职《艺术学类考试⼤纲》中将艺术学类专业细分为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含

播音)、美术、艺术设计、舞台美术设计 6 个专业。 

每个专业的测查范围：艺术学类基础综合＋艺术学类专业知识。 

考试⽅式：闭卷考试。考试时限 120 分钟  

分值：满分 100 分。客观性试题。 

也就是说，报考⾳乐岗位的你在专业知识上需要学习艺术概论和⾳乐专业知识两部分内

容。这两部分内容为⼀张试卷，皆为客观性试题。 

艺术概论部分的知识考查较为常见，我们不多赘述。接下来，⼤家跟图图⼀起来看看⾳

乐专业知识构成及特点。 

 

通过以上⼤纲框架，可以看出军队⽂职的考试内容以⾳乐基础理论、中西⽅⾳乐史和⾳

乐欣赏为主。具体可以分为以下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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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基本乐理、和声学、曲式学、作曲; 

看到和声学、曲式学，有多少考⽣被吓到了呢？图图告诉你：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先，军队⽂职考试以客观性试题为主，也就是说⼀般以理论知识为主。其次，往年的

考试中乐理知识，如和弦识别、调式识别考核较多，和声运⽤、曲式分析⼏乎没有出现。 

开不开⼼？⾼不⾼兴？意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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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本的理论概念还是要掌握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板块⼆：中国古代⾳乐史、中国近现代⾳乐史、西⽅⾳乐史。在学习中西⽅⾳乐史的过

程中贯穿艺术家及代表性作品赏析。 

考试对中国⾳乐史的考查涉及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其中，近现代⾳乐史除了我们经常见

到的⾳乐家与作品，还涉及不同时期的⾰命⾳乐和军旅⾳乐作品，以及建国后的作品等。对

西⽅⾳乐史的考查则较为常规。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作品赏析。通过框架可以看出这⼀部分的内容占据了较⼤⽐例，且在

往年的考试分值⽐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考题中展⽰⼀段旋律，要求考⽣去识别它是哪⾸

作品。18 年考到《玫瑰三愿》，这⾸歌曲便属于⾳乐欣赏中的艺术歌曲部分，和⼤纲要求相

⼀致。 

所以，对于⾳乐专业的考⽣来说，在复习⾳乐史时，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还要多唱、

多记经典⾳乐旋律。这是考⽣们需要花时间学习的地⽅，希望各位考⽣可以⽤⼼对待。 

经过以上分析，相信⼤家都了解了军队⽂职考试中⾳乐专业的考试内容及侧重点。 

在这⾥，图图预祝⼤家考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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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点睛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 

 



                                                    军队文职 
 

第7页 
 



                                                    军队文职 
 

第8页 
 



                                                    军队文职 
 

第9页 
 



                                                    军队文职 
 

第10页 
 



                                                    军队文职 
 

第11页 
 



                                                    军队文职 
 

第12页 
 

 

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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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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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典旋律识别窍门 

经典旋律识别是我们军队文职考试中的重头戏之一。图图悄悄告诉大家一些小窍门： 

1.音符上面出现小圆圈的一般是民族音乐，且一般是古琴曲； 

2.在多声部旋律中，出现 S.A.T.B 时，一般是合唱曲；在多声部旋律中，当高音谱号、

次中音谱号、低音谱号同时出现时，一般是室内重奏曲或管弦乐。 

3.根据大、小调式的特性判断旋律的风格：大调具有明朗、光辉的色彩，常用来表现庄

严、雄伟等情绪；小调则具有暗淡、柔和的色彩，常用来表现沉思、回忆、悲伤等情绪。 

4.根据乐曲的节拍来判断。如进行曲一般为 2 拍子或 4 拍子，结构整齐，表现激昂情

绪；舞曲一般为 3拍子或 6拍子，表现旋律的流动性。 

5.钢琴、琵琶、扬琴等乐曲一般用大谱表记谱；乐队、合唱、合奏一般用直连谱号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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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习题 

1.艺术歌曲创作题材通常采用（   ），着重个人感情的抒发和内心体验的揭示，曲调与

歌词紧密结合。 

A.著名诗歌 B.希腊神话 

C.历史故事 D.民间传说 

答案：A 

解析：艺术歌曲是由诗歌与音乐结合而共同完成艺术表现任务的一种音乐体裁，其名称

由舒伯特确立，是一种独立类型的歌曲种类。其创作题材一般都选自各国代表作家的诗作。

故选 A。 

2.在艺术歌曲创作中，以下哪位作曲家充分地发挥了钢琴伴奏的衬托作用？（   ） 

A.舒曼 B.威伯 

C.肖邦 D.古诺 

答案：A 

解析：在艺术创作领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舒伯特，被称为“歌曲之王”，其次是舒曼。

B项曲作者创作领域主要在歌剧；C项肖邦被称为“钢琴诗人”。只有 A项与题意相符，故选

A。 

3.舒伯特创导了浪漫主义钢琴音乐小品新体裁（   ）。 

A.音乐瞬间 B.即兴曲 

C.无词歌 D.夜曲 

答案：A 

解析：音乐瞬间是舒伯特创立的一种短小、精悍而又有鲜明生动形象的钢琴曲体裁。故

选 A。 

4.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音乐文化及近代音乐教育的开端是（   ）。 

A.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成立 B.学堂乐歌  

C.中华音乐会民乐社团的成立 D.新音乐运动 

答案：B 

解析：19 世纪末期，西学东渐。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之路途中，看到了教育的重

要性，也关注到音乐教育应发挥的积极作用。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逐步出现了“学堂乐歌”，

成为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最重要的渠道。学堂乐歌的兴起，被视作中国

近现代音乐文化历史真正的开端。故选 B。 

5.我国最早运用多声技法创作的合唱曲是(   )。 

A.《黄河大合唱》 B.《海韵》 

C.《春游》 D.《目连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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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春游》是李叔同运用多声部音乐创作手法创作的一首抒情歌曲。这是我国现存

多声部作品中最早的一首三声部合唱歌曲。故选 C。 

6.依曲填词是学堂乐歌很大的特点，其曲调主要源于（   ）。 

A.日本、欧美 B.德国 

C.意大利 D.非洲 

答案：A 

解析：学堂乐歌基本特点是引进日本、欧美等国家的外来曲调，填上反映新思想的歌词，

少量则采用中国民间曲牌，也有少量中国音乐家作曲的歌曲。故选 A。 

7.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家有着“少年风流倜傥、青年为人师表、中年皈依佛门”奇特人生

经历的是（   ）。 

A.赵元任 B.李叔同 

C.黎锦晖 D.沈心工 

答案：B 

解析：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

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被尊称为弘一法师。故

选 B。 

8.快板的速度大概是每分钟（   ）拍。 

A.46-52 B.132-144  

C.88-100 D.144-184 

答案：B 

解析：Allegro 快板，速度 132；Largo 广板，速度 46；Lento 慢板，速度 52；Vivace

活板，速度 160；Presto 急板，速度 184。故选 B。 

9.低音谱表二间位置的音是（   ）。 

A.c
1
 B.A 

C.c D.a 

答案：C 

解析：低音谱表上加一线是小字一组的 c，第二间是小字组的 c。故选 C。 

10.下列音值组合法，那个组合是正确的？（   ） 

 
答案：B 

解析：音值组合题中，仅 B项的节奏型是正确的。故选 B。 

11.下面谱例中的旋律出自哪位作曲家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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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门德尔松 B.瓦格纳 

C.舒曼 D.威尔第 

答案：B 

解析：该旋律是瓦格纳所作歌剧《罗恩格林》第三幕开始时的一段混声合唱《婚礼大合

唱》中的第一句，因常用作婚礼音乐而得名《婚礼进行曲》，后被改编成管弦乐曲。故选 B。 

12. 旋律出自（   ）。 

A.圣-桑 《动物狂欢节》 B.柴可夫斯基 《天鹅湖》 

C.图奥涅拉 《天鹅》 D.谷建芬 《咏鹅》 

答案：A 

解析：该旋律选自法国作曲家圣-桑《动物狂欢节》中的《天鹅》，由大提琴演奏。故选

A。 

13. 选自（   ）作曲家的第九交响曲。 

A.德国 B.法国 

C.捷克 D.芬兰 

答案：C 

解析：该曲为《念故乡》，取自于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交响诗《e小调第 9交响曲“自

新大陆”》的第二乐章。故选 C。 

14. 该旋律描绘的是（   ）情景。 

A.日出 B.日落 

C.午后 D.子夜 

答案：A 

解析：该旋律选自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第一首《晨景》，为挪

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五幕评剧《培尔•金特》配乐作品，本首《晨景》原是诗剧第四幕中主人

翁培尔•金特流浪到摩洛哥时，描写日出和清晨景色的音乐。故选 A。 

15. 最接近作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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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感受是（   ）。 

A.平缓的 B.梦幻般的 

C.跳跃的 D.诡异的 

答案：B 

解析：该作品为舒曼的《梦幻曲》，是钢琴曲集《童年情景》（十三首）中的第七首，表

现了成年人对童年时光的回忆。这首曲子主题非常简洁，具有动人的抒情风格和芬芳的幻想

色彩，旋律线几经跌宕起伏，婉转流连，使人不觉中被引入轻盈飘渺的梦幻世界。故选 B。 

16.下面谱例为古琴曲《流水》的片段，其中音符上方的圆圈符号为（   ）。 

 

A.泛音记号 B.高八度记号 

C.跳音记号 D.延长音记号 

答案：A 

解析：B项高八度记号是在音符上用实心的圆点表示；C项跳音记号是在音符上用实心

的倒三角表示；D项延长音记号是在音符上方用“ ”表示。故选 A。 

17.下列哪部歌剧是贝多芬创作的？（   ） 

A.《茶花女》 B.《魔笛》 

C.《图兰朵》 D.《费黛里奥》 

答案：D 

解析：《费德里奥》是贝多芬创作的唯一一部歌剧作品。A项《茶花女》是威尔第的歌剧

作品；B项《魔笛》是莫扎特的歌剧作品；C项《图兰朵》是普契尼的歌剧作品。故选 D。 

18.此旋律的歌名是（   ）。 

 

A.《共产儿童团歌》 B.《少先队员采茶歌》 

C.《卖布谣》 D.《卖报歌》 

答案：D 

解析：旋律选自歌曲《卖报歌》。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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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该旋律选自作品__________，曲作者是__________。（   ） 

A.《金蛇狂舞》；聂耳 B.《月光下的凤尾竹》；施光南 

C.《春节序曲》；李焕之 D.《红旗颂》；吕其明 

答案：B 

解析：旋律选自歌曲《月光下的凤尾竹》。故选 B。 

20.（   ）被称为德奥古典作曲家中的“最后一人”。 

A.勃拉姆斯 B.贝多芬 

C.马勒 D.舒曼 

答案：A 

解析：德奥古典作曲家中的“最后一人”是指勃拉姆斯。故选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