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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招聘考试音乐学科模拟卷（九）

小学音乐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 25 小题，每题 1 分，共 25 分）

1.黄锦培的哪首二胡协奏曲是见于记录的第一首中国二胡协奏曲，也是大型二胡音乐的

开篇？（ ）

A.《二泉映月》 B.《漂泊者之歌》 C.《阳光幻想曲》 D.《汉江潮》

2.《茉莉花》是小调中（ ）的变体。

A.孟姜女调 B.鲜花调 C.剪靛花调 D.绣荷包调

3.《溜冰圆舞曲》的作曲者和国籍分别是（ ）。

A.穆勒；德 B.德彪西；法国

C.瓦尔德·退费尔；法国 D.莫扎特；奥地利

4.《山间小路》是管弦乐组曲《大峡谷》第三部分的插曲，作曲是（ ）的格罗菲。

A.英国 B.法国 C.美国 D.德国

5.汉代乐府被撒销是在（ ）时期。

A.汉景帝 B.汉元帝 C.汉哀帝 D.汉献帝

6.箫鼓是鼓吹乐中的一种，它用于在（ ）场合中演奏。

A.天子宴乐 B.游船 C.军中 D.民间

7.黄梅戏是安徽省较为流行的戏曲形式。下列属于黄梅戏经典剧目的是（ ）。

A.《小姑贤》 B.《梁祝》 C.《天仙配》 D.《铡美案》

8.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是下列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

A.《红孩子》 B.《英雄小八路》 C.《闪闪的红星》 D.《小兵张嘎》

9.音乐教育家卡巴列夫斯基是哪国人？（ ）

A.巴基斯坦 B.匈牙利 C.克罗底 D.前苏联

10.奥尔夫教学法包括两个方面：节奏、旋律练习和（ ）。

A.首调唱名法 B.基本形体动作教学 C.柯尔文手势 D.视唱练耳

11.福斯特作曲的《美丽的梦神》是一首（ ）歌曲。

A.俄国 B.美国 C.日本 D.法国

12.下列是蒙古族的女中音歌唱家的是（ ）。

A.德德玛 B.才旦卓玛 C.关牧村 D.马玉涛

13.“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根据歌词回答问题，此歌曲调取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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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河南民歌 B.河北民歌 C.山东民歌 D.广西民歌

14.大珠小珠落玉盘形容的是（ ）弹奏声。

A.古筝 B.琵琶 C.扬琴 D.箜篌

15.我国各少数民族均拥有自己本民族独特的乐器,冬不拉是（ ）特有的乐器。

A.维吾尔族 B.塔吉克族 C.苗族 D.哈萨克族

16.（ ）是指大型音乐作品中的段落，在速度、节拍、调性方面有明显的变化。

A.主题 B.乐句 C.乐段 D.乐章

17.重复是音乐片段的直接反复，（ ）是音乐片段经过基本结构部分之后的反复。

A.再现 B.模进 C.模仿 D.补充

18.隋唐时期的多部乐中，古代朝鲜音乐称之为（ ）。

A.国伎 B.清商伎 C.高丽伎 D.天竺伎

19.我国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种类丰富多样，下列民歌作品与其所属民族对应，不对

的是（ ）。

A.《狩猎的哥哥回来了》—赫哲族 B.《桔梗谣》—朝鲜族

C.《映山红花满山坡》—壮族 D.《嘎达梅林》—蒙古族

20.打溜子是流行于（ ）的一种民间乐器合奏，通常用马锣、大锣、钹、二钹四件乐

器演奏。

A.海南黎族 B.湖南土家族 C.云南傣族 D.四川彝族

21.玛祖卡的节奏强拍在（ ）。

A.第一拍 B.第二拍 C.第三拍 D.第四拍

22.《弹歌》相传为哪个时期所作？（ ）。

A.尧 B.舜 C.黄帝 D.夏

23.蒲剧也称为（ ）。

A.北路梆子 B.中路梆子 C.南路梆子 D.上党梆子

24.齐唱属于哪种织体？（ ）。

A.主调织体 B.复调织体 C.单声织体 D.综合织体

25.不会出现三音跳进的和弦连接为（ ）。

A.“T－D” B.“D-T” C.“T－S” D.“S-D”

二、填空题（本题 10 小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1.“清商乐”是承袭汉魏相和诸曲，吸收民间音乐吴歌、__________发展而成的俗乐总

称。

2.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__________年上映。

3.斯美塔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第二乐章标题的是__________。

4.《上去高山望平川》是__________民歌。



模拟题及解析 教师事业部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3

5.我国第一首三部合唱曲是__________，其作者是李叔同。

6.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作者是杜鸣心和__________。

7.乐音按一定规律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排列叫做__________。

8.《码头工人歌》是田汉与聂耳两人合作的舞台剧__________中的一首歌曲。

9.__________是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 1874 年根据其突然早逝的朋友维克托·哈特曼

的遗作展览会中的十幅画而创作的钢琴组曲。

10.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闻天下，其中__________是继王实甫的《西厢记》之后戏

曲史上又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三、判断题（本题 10 小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1.贝多芬 25 岁时所作的《G 大调小步舞曲》，按常规采用 3/8 拍子，其节奏平稳，旋

律风格典雅、明快、轻巧，带有 17、18 世纪法国贵族的生活气息。（ ）

2.歌曲《歌唱祖国》的曲作者是施光南。（ ）

3.秦琵琶也称汉琵琶，曲项且具有梨形音箱。（ ）

4.《赫哲人的春天》是筝独奏曲。（ ）

5.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创作的四手联弹钢琴曲《军队进行曲》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

（ ）

6.“音乐与相关文化”领域虽然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教学内容，而在更多的情

况下，又蕴涵在音乐鉴赏、表现和创造活动中。为此，这一领域教学目标的实现，应通过具

体的音乐作品和生动的音乐实践活动来完成。（ ）

7.在较大型的声乐、器乐作品中，具有炫技性、自由性的段落称为华彩段。（ ）

8.《文姬归汉》《荒山泪》《玉堂春》都是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的代表作。（ ）

9.曲艺是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所有曲艺形式均有说唱。（ ）

10.《非乐》与《三辩》载于《墨子》中。（ ）

四、连线题（本题 2小题，每题 5 分，共 10 分）

1.请将下列作品及其体裁用直线连接起来。（5分）

《弥赛亚》 交响诗

《胡桃夹子》 舞剧

《野玫瑰》 清唱剧

《哈姆雷特》 歌剧

《塞尔维亚理发师》 歌曲

2.请将下列民族及其作品用直线连接起来。（5分）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撒尼族

《阿西里西》 彝族

《五月蝉虫唱得好》 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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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美丽的家乡》 苗族

《瑶族舞曲》 侗族

五、简答题（本题共 4 小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简述音乐在文化传承中的意义。

2.简述西洋歌剧中，咏叹调、宣叙调分别指什么？

3.简述柴可夫斯基的艺术成就。

4.简述曲牌体及板腔体的艺术特征。

六、论述题（本题 1小题，共 10 分）

1.论述音乐教育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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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设计题（本题 1 小题，共 15 分）

1.根据下谱，对歌曲《放马山歌》进行教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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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招聘考试音乐学科模拟卷（九）

小学音乐

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C【解析】A项《二泉映月》是阿炳的作品；B项《漂泊者之歌》和 D项《汉江潮》是

刘北茂的作品。故选 C。

2.B【解析】《茉莉花》最初叫《鲜花调》，是清代以来十分流行的小曲，其流行区域

广泛，遍及南北。故选 B。

3.C【解析】《溜冰圆舞曲》由被称为“法国圆舞曲之王”的法国作曲家爱米尔·瓦尔

德·退费尔所作。故选 C。

4.C【解析】格罗菲，美国著名作曲家，是《大峡谷》组曲的曲作者。故选 C。

5.C【解析】汉乐府成于秦、兴于汉，代表人物是李延年，到汉哀帝时期裁减乐府机构，

致使乐府由盛转衰。故选 C。

6.B【解析】北方箫鼓是陈后主在位时的一种鼓吹乐，它的演奏形式据前引小序：“按

《古今乐录》，有梁、陈时宫悬图，四隅各有鼓吹楼而无建鼓。鼓吹楼者，昔箫史吹箫于秦，

秦人为之筑凤台。故鼓吹陆则楼车，水则楼船，其在庭则以簨簴为楼也。”故选 B。

7.C【解析】A 项《小姑贤》为山东吕剧剧目；B项《梁祝》为越剧剧目；D 项《铡美案》

在豫剧、京剧、秦腔等均有剧本。故选 C。

8.B【解析】《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由周郁辉作词，寄明作曲，原为 1961 年公映的电

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歌曲旋律高亢，充满革命激情，于 1980 年被评为全国少年儿

童文艺创作一等奖。故选 B。

9.D【解析】卡巴列夫斯基，前苏联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活动家。故选 D。

10.B【解析】奥尔夫体系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嗓音造型、动作造型和声音造型三个方面,

教学组织形式分为“集体教学”和“综合教学”。AC 项属于柯达伊教学法的内容；D项属于

达尔克罗兹的教学体系。故选 B。

11.B【解析】《美丽的梦神》是一首美国歌曲，由福斯特作曲。故选 B。

12.A【解析】题目要求的是“女中音歌唱家”，选项中只有 A、C 项符合。又指出是“蒙

古族”的女中音歌唱家，只有 A 项符合。德德玛，内蒙古额济纳旗人，中国著名蒙古族女中

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现为中国国家一级演员，内蒙古德德玛音乐艺术专修

学院院长。被誉为“草原上的夜莺”。1979 年，一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使她红遍大江



模拟题及解析 教师事业部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7

南北。故选 A。

13.A【解析】该乐曲是《好汉歌》，歌曲素材取自于河南民歌《王大娘钉缸》。故选 A。

14.B【解析】“大珠小珠落玉盘”形容的是琵琶的弹奏声。故选 B。

15.D【解析】A 项维吾尔族的特色乐器是都塔尔，弹布尔等；B 项塔吉克族特色乐器有

應笛、手鼓等；C 项苗族的特色乐器有芦笙、唢呐等。故选 D。

16.D【解析】乐章是指大型音乐作品中的段落，在速度、节拍、调性方面有明显的变化。

故选 D。

17.A【解析】再现是音乐片段经过基本结构部分之后的反复。故选 A。

18.C【解析】A 项国伎，即西凉乐，泛指流行于甘肃一带的音乐；B 项清商伎，又名清

乐，是汉族传统的民间音乐；C 项高丽伎，古代朝鲜的乐舞；D 项天竺伎，是古代印度的乐

舞。故选 C。

19.C【解析】《映山红花满山坡》是达斡尔族的民歌。故选 C。

20.B【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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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历史悠久，

曲牌繁多，技艺精湛，表现力丰富，是土家族独有的艺术形式。由溜子锣、头钹、二钹、马

锣组成的打溜子乐队，能将各类乐器的技巧融于一体，并充分发挥每件乐器的演奏技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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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B。

21.B【解析】“玛祖卡”是波兰民间舞曲的名称，18 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玛祖卡”

的音乐节奏为中速的三拍子，重音变化较多，以落在第二、三拍上较为常见，第二拍子居多，

情绪活泼热烈。故选 B。

22.C【解析】《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弹歌》相传为黄帝时代的作品，反映渔猎时代的

劳动过程。弓箭的发明是人类摆脱蒙昧时代的重要标志。故选 C。

23.C【解析】蒲剧又称蒲州梆子，当地人通称乱弹戏，是我国最古老的地方民间戏曲艺

术之一。因兴于山西晋南古蒲州（今山西运城永济）一带而得名。蒲剧在清代乾隆时期外省

称“乱弹”“晋腔”“山陕梆子腔”“西梆”等；嘉庆、道光以后，又称“山西梆子”。故

选 C。

24.C【解析】单声部织体包括单声部的独唱、独奏和齐唱、齐奏。复调织体包括支声复

调、对比复调和模仿复调，主调音乐织体，由旋律与和声结合而成。故选 C。

25.D【解析】三音跳进必须要用和声连接法，S-D 没有共同音，必须用旋律连接法，所

以 S-D 不会出现三音跳进。故选 D。

二、填空题

1.西曲

2.1964

3.《沃尔塔瓦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B1%E5%BC%B9/56938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B2%E5%B7%9E/861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8%E6%B5%8E/2128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E6%A2%86%E5%AD%90/97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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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海

5.《春游》

6.吴祖强

7.音列

8.《扬子江暴风雨》

9.《图画展览会》

10.《牡丹亭》

三、判断题

1.×【解析】《G 大调小步舞曲》是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创作的小步舞曲。乐曲为 G 大调、

3／4 拍子、小快板,复三部曲式，原为法国民间舞曲，十七世纪中叶起在欧洲各国宫廷中流

行。故本题错误。

2.×【解析】歌曲《歌唱祖国》的曲作者是王莘。故本题错误。

3.×【解析】秦汉时期的琵琶称为“秦汉子”，是直柄圆形音箱。曲项琵琶是北朝由波

斯传入的。故本题错误。

4.√【解析】《赫哲人的春天》是筝独奏曲，曲作者是李建武。故本题正确。

5.×【解析】《军队进行曲》是舒伯特的作品。故本题错误。

6.√【解析】新课标中强调：音乐与相关文化是音乐课人文学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是直

接增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学习领域，有助于扩大学生音乐文化视野，促进学生对音乐的体验与

感受，提高学生音乐欣赏、表现、创造以及艺术审美的能力。这一教学内容虽然在某些方面

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又蕴含在音乐欣赏、表现和创造活动之中。因此，

这一领域教学目标的实现，应通过具体的音乐作品和生动的音乐实践活动来完成。故本题正

确。

7.√【解析】华彩乐段，原指意大利正歌剧中咏叹调末尾处由独唱者即兴发挥的段落。

后来在协奏曲乐章的末尾处也常用此种段落，通常乐队暂停演奏，由独奏者充分发挥其表演

技巧和乐器性能。华彩乐段最初由独奏者即兴创作，后来作曲者也开始写作。如莫扎特、贝

多芬为自己的协奏曲写了一些华彩乐段，自门德尔松后，很多作曲家都写华彩乐段，成为作

品中的有机部分和有独立特点的段落。故本题正确。

8.×【解析】《文姬归汉》《荒山泪》是程砚秋的作品。故本题错误。

9.√【解析】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它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

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故本题正确。

10.√【解析】《非乐》与《三辩》都是我国古籍《墨子》中的文章。故本题正确。

四、连线题

1.【答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3%E6%AD%8C%E5%89%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B%AC%E5%94%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F%E5%A5%8F%E6%9B%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F%E5%A5%8F%E6%9B%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4%E5%94%B1%E8%89%BA%E6%9C%AF/1107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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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答案】

五、简答题

1.【参考答案】音乐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学生

通过学习中国民族音乐，将会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华夏民族音乐传播所产生的强大

凝聚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学生通过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

将会拓宽他们的审美视野，认识世界个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增进对不同文化的

理解，尊重和热爱。

2.【参考答案】歌剧、清唱剧、康塔塔等大型声乐中类似朗诵的曲调叫“宣叙调”。宣

叙调的产生时代，差不多是与歌剧同时发生的一种声乐上的形式。曲中依言语的自然和强弱，

而行旋律化与节奏化，又称“朗诵调”。为歌剧或清唱剧中速度自由，伴随简单的朗诵或说

话似的歌调；咏叹调大量出现在歌剧和清唱剧中，歌剧中的咏叹调一般是主角的独唱，在一

部歌剧里至少有一首，有时也会有两首。它的作用就象是戏剧中的“独白”，表现出人物的

特征。同时它往往是最精彩的唱段，结构完整，需要演员掌握高度的演唱技巧，还可以拿出

来单独作为音乐会的独唱节目来演唱。

3.【参考答案】柴可夫斯基的艺术成就：（1）在芭蕾舞音乐方面：创作了形式完美、

雅俗共赏的古典芭蕾舞剧经典作品：《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使舞剧音乐交响

化、戏剧化，为俄罗斯音乐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2）在音乐的个性特征方面：

他的音乐极富动人的抒情性，又有强烈的戏剧性；他善于把对美的憧憬与对恶的抨击交织在

一起，进行戏剧化的渲染，构成一种独特的音乐冲击力。（3）在音乐技法的运用方面：节

拍稳定规整、节奏具有舞蹈性特征，常用五拍子，使音乐生动而富有活力；乐队织体注重色

彩编配；巧妙地将俄罗斯民族音乐与西欧的作曲技法融为一体，造就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典

范。

4.【参考答案】曲牌体又称联曲体或曲牌联缀体，是汉族戏曲音乐的一种结构方式。即

以曲牌作为基本结构单位，将若干支不同的曲牌联缀成套，构成一出戏或一折戏的音乐。全

本戏分为若干折（出），即由若干套曲牌构成。曲牌联套结构，由唱赚，诸宫调、经过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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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戏的发展与提高，至昆曲达到成熟的阶段。在以梆子、皮黄为代表的板腔体音乐出现以前，

曲牌体音乐是戏曲音乐主要结构方式之一。对古代汉族音乐、戏曲的发展有过巨大的影响。

现在采用曲牌联套结构体式的汉族戏曲剧种，除昆曲外，尚有盛行各地的高腔剧种，以及其

他古老剧种。板腔体是汉族戏曲、曲艺音乐中的一种结构体式。或称“板式变化体”。以对

称的上下句作为唱腔的基本单位，在此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变体原则，演变为各种不同板式。

通过各种不同板式的转换构成一场戏或整出戏的音乐。这种结构体式，以简练的基本音乐素

材与灵活变化的发展形式为特点。同类腔调的各种板式，可视为由一种基本版式发展变化而

成。梆子、皮黄系统的剧种可作为板腔体的代表，在近代戏曲音乐的发展上有重大影响。曲

艺中如大鼓、河南坠子等，都属板腔体。

六、论述题

1.【参考答案】音乐教育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

音乐教育是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音乐是促进全面发展教育的有力手段。作为美

育内容之一的音乐，不仅不能被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技术教育取代，而且还与它们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是全面发展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五方面的内容：

（1）音乐教育与德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都有一定的阶级性，又都是精神文明建

设的内容，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2）音乐教育包含某些智育因素，从本质上说，它肩负着智育所不能承担的审美教育

和任务，因此智育和音乐教育不能相互取决。

（3）体育是健与美的结合，音乐是心灵的体操，因此，音乐与体育是同时作用于身心

的姐妹学科，具有相互补充的性质。

（4）音乐教育的实施对加强劳动技术教育很有帮助。

（5）音乐教育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它对德、智、体、劳

各方面都有参与价值，都有教育效果；另一方面，它的各方面可以体现和借鉴音乐教育的某

些实用价值，但不能取决和包容音乐教育。

七、教学设计题

1.【参考答案】

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学唱《放马山歌》，感受歌曲所表达的牧民愉快的放牧生活。

让学生知道民歌是我国的艺术瑰宝，培养学生喜欢民歌，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过程与方法：运用视听结合法、比较法、合作探究等方法让学生学会歌曲，并进一步了

解山歌的音乐特点。

知识与技能：启发学生用欢快、高亢、奔放的歌声演唱歌曲《放马山歌》，并且掌握基

本节奏型和衬词的唱法。

教学重点：了解山歌体裁的风格特点，并启发学生用欢快、高亢、奔放的歌声演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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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掌握歌曲中的基本节奏型。

教学过程：

一、师生问好

二、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两首好听的民歌，你们仔细的聆听，然后说一说这

两首民歌分别是什么地方的民歌？（播放音乐）

音乐片段一：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

音乐片段二：蒙古民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三、教授新课：

1.初听歌曲，感受歌曲的音乐风格特点。

师：同学们说的太对了。我们刚才欣赏的一首是新疆民歌，一首是蒙古民歌。那么，什

么叫“民歌”呢？民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而广泛的口头传唱所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集体创作，它是各族人民音乐智慧的结晶。民歌按体裁来分可以分为山歌、

小调和劳动号子。现在，老师再请大家欣赏一首民歌，你们猜猜它是属于民歌体裁中的哪一

类呢？

2.简介山歌。

师：这首歌曲是流传于云南的一首著名的山歌，叫做《放马山歌》。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山歌”吗？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山歌”是指人们在山野劳动生活中所演唱的抒情性的

民歌。山歌的音乐节奏一般比较自由，声调高亢嘹亮,音调悠长，拖腔中常用自由延长的音

来抒发感情。有时为了更好地抒发感情，使歌声传得更远，常常加上呼唤性的衬词、衬句。

3.再次聆听歌曲，进一步感受歌曲的旋律美、节奏美。

师：现在，同学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山歌，请同学们思考一下，这首山歌为我们展现了

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学生回答）

教师小结：《放马山歌》是牧民上山放牧时唱的歌，它生动地反映了牧民热爱生活的乐

观情趣。

4.聆听歌曲旋律，了解歌曲的歌唱顺序。

师：下面，我们就来学习这首山歌。同学们看歌谱中出现了哪些你们熟悉的音乐记号？

（2/4 拍号、反复记号、反复跳跃记号）。这些音乐记号有什么作用？现在，我们再来感受

一遍这首歌曲，听听这首歌曲的歌唱顺序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

5.节奏练习：

师：我们已经了解了歌曲中出现的音乐记号，这首歌曲的节奏型也很有特点，我们来观

察一下。（出示节奏）

师：歌谱中的哪些节奏是你不熟悉的？谁来帮一帮他？

（1）熟悉基本节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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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熟悉了基本节奏型后，学生边打拍子边读出节奏。

6.视唱歌谱、感受歌曲旋律美。

（1）师：歌曲的节奏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再来看歌曲的曲谱。组成这首歌曲的音特

别的少，究竟有哪几个音呢？

（2）随琴视唱歌谱的第一、二乐句。

师：老师把这几个音填在了刚才我们练习的节奏上，你能试着把它唱出来吗？（自由练

习，分组展示，相互纠正）

（3）学生完整演唱歌谱。

师：我们已经把第一、二乐句学会了，那么后两个乐句你们能不能试着唱一下？（自由

练习）发现什么问题了吗？（前后乐句相同）我们把歌谱完整的唱一唱。

7.演唱歌曲

（1）师：刚才同学们的表现非常的好。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们用 Lu 把这首歌的曲谱

哼唱一遍，老师还要提几点要求，看看你们能不能做到？眉毛眼睛向上挑，嘴角向上翘，口

腔打开，像打哈欠的状态。学生用 Lu 哼唱曲谱。

（2）师：我们能不能像老师刚才要求的那样再哼唱一遍？

（3）师：同学们真是太棒了，那你们能不能用刚才的状态把歌词再试着唱一遍？

（4）重点指导“哟哦”的唱法。

师：刚才，在大家唱歌词的时候，我发现有几个地方唱得不太理想。——就是“哟哦”

这两个字，“哟哦”有什么实际的意思吗？在民歌中有一些词没有实际意义，但在歌曲中却

具有烘托气氛、突出民歌风格的作用，这样的词叫“衬词”，衬词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唱

起来朗朗上口。

师：同学们，你们想象一下，牧民们喊“哟哦”是在干什么？你能唱一唱吗？（学生唱）

“哟哦”这两个字是牧民赶牲口时的吆喝声，表现了牧民欢快、热情、奔放的情绪。在吆喝

的过程中要注意“哟”字长一点，起点高一点；“哦”字要向上扬，甩出去唱。（学生可以

用挥鞭的姿势辅助自己找到吆喝的感觉）

（5）师：这首歌曲的情绪、速度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再来听一听。（听范唱）我们能

用歌曲中那样的情绪和速度唱吗？歌曲处理：启发学生欢快、高亢、豪放地演唱歌曲。咬清

楚每一句话的字头。最后一句“不会发”演唱的速度要逐渐减慢。“哟哦”更要悠长。

（6）运用不同的演唱方法演唱歌曲。

师：我们能否变换一下演唱方法？想一想设计成什么形式？（男女分唱或一领众和等）

四、拓展延伸

欣赏阎维文演唱的《放马山歌》视频。

师：同学们，真是太棒了！作为奖励老师请同学们欣赏我国著名的歌唱家阎维文演唱的

《放马山歌》，听一听他演唱的这首民歌带给我们又是怎样的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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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堂小结

我国的民歌浩如烟海，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今天，我们只是采摘了民歌百花园中的一

朵小花，在以后的音乐课上，我们还会学到许许多多的不同风格的民歌，同学们课后也可以

搜集一些好听的民歌带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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