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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招聘考试音乐学科模拟卷（二）

中学音乐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 25 小题，每题 1 分，共 25 分）

1.被誉为“高音 C 之王”的男高音歌唱家是（ ）。

A.多明戈 B.帕瓦罗蒂 C.拉威尔 D.韦伯

2.关于歌唱时站姿的要领，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脊柱挺起 胸腔打开 B.小腹微收 腰背挺立而上

C.两肩放松 两臂自然下垂 D.微微低头 下颔低头下颌前伸

3.（ ）是目前能够确定创作年代最久远的琵琶曲，在元代就已经流传。

A.《广陵散》 B.《流水》 C.《十面埋伏》 D.《海青拿天鹅》

4.下列乐曲中属于我国十大古曲之一的是（ ）。

A.《梅花三弄》 B.《金蛇狂舞》 C.《彩云追月》 D.《雨打芭蕉》

5.《鳟鱼五重奏》的作者是奥地利作曲家（ ）。

A.莫扎特 B.李斯特 C.勃拉姆斯 D.舒伯特

6.英国管属于西洋乐器中的（ ）。

A.铜管乐器 B.木管乐器 C.打击乐器 D.弓弦乐器

7.《牧神午后》前奏曲是（ ）的第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印象主义作品，可以认为曲作

者通过这一音诗而开创了一个新的音乐时代。

A.亨德尔 B.德沃夏克 C.柏辽兹 D.德彪西

8.（ ）是世界音乐史上影响巨大的重要作家，其代表作有交响曲《伦敦》《惊愕》，

清唱剧《创世纪》《四季》等。

A.维瓦尔第 B.亨德尔 C.海顿 D.瓦格纳

9.被称为“圆舞曲之父”的是（ ）。

A.老约翰·施特劳斯 B.小约翰·斯特劳斯

C.韦伯 D.莫扎特

10.在欣赏大提琴独奏曲《天鹅》时，李老师不出示课题，而是让学生带着这首曲子描

绘了什么样的场景，是由什么乐器演奏的等问题欣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案例中主



模拟题及解析 教师事业部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2

要运用了下列音乐教学法中的（ ）。

A.讲授法 B.演示法 C.讨论法 D.情境法

11.教师演奏一段优美的旋律，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这种音

乐课堂导入形式属于（ ）。

A.以新导入 B.以旧导入 C.以疑导入 D.以情导入

12.顿音记在音符上方，表示该音要唱（奏）得短促而有弹性，其形状为（ ）。

A.▲ B.△ C.▼ D.▽

13.5/8 拍属于（ ）。

A.单拍子 B.复拍子 C.混合拍子 D.散拍子

14.下列音乐力度记号中，表示“中强”的是（ ）。

A.mf B.mp C.ff D.pp

15.在音乐的基本速度术语中，庄板的意义是（ ）。

A.慢速 宽广地 B.快速 有生气地

C.徐缓 从容地 D.沉重 庄严 缓慢地

16.下列音乐术语及其中文意思对应错误的是（ ）。

A.Sonta—奏鸣曲 B.Coda—尾声

C.Crescendo—渐弱 D.Dolce—柔和甜美地

17.下列音数为 4 的是（ ）。

A.大六度 B.小六度 C.增四度 D.纯五度

18.下图所示音程中，（ ）是协和音程。

19.增八度转位后为（ ）。

A.减一度 B.纯一度 C.减八度 D.增一度

20.（ ）是中国隋唐至宋代宫廷宴饮时供娱乐欣赏的艺术性很强的歌舞音乐。

A.燕乐 B.清商乐 C.西凉乐 D.龟兹乐

21.（ ）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发源于苏州，糅合了唱、念、做、打、舞蹈及武术等。

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被誉为“百戏之祖”。

A.昆曲 B.评剧 C.花鼓戏 D.沪剧

22.标记调的升、降记号，叫做（ ），其作用是调整各调符合基本调的音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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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谱号 B.调号 C.谱表 D.调式

23.我们常将音乐美分为优美、（ ）、崇高美、喜剧美、欢乐美、悲剧美这六个基本

范畴。

A.谐谑美 B.痛苦美 C.壮美 D.慵懒美

24.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是（ ）最著名的代表作品之一。

A.柴可夫斯基 B.拉威尔 C.瓦格纳 D.勃拉姆斯

25.（ ）是将音乐、戏剧、文学、舞蹈、舞台美术等艺术形式综合在一起，并以歌唱

形式为主的音乐戏剧体裁。

A.康塔塔 B.清唱剧 C.弥撒曲 D.歌剧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 5 小题，每题 2 分，共 10 分）

1.音乐是（ ）的艺术。

A.声音 B.直观 C.情感 D.时间

2.与文学和绘画等艺术相比，音乐艺术更注重严谨的（ ）。

A.意境 B.内容 C.形式 D.结构

3.回音分（ ）两种。

A.顺回音 B.返回音 C.分回音 D.逆回音

4.下列属于基本力度标记的是（ ）。

A.f B.mp C.ff D.sf

5.在我国民族乐器中，属于吹奏类乐器是（ ）。

A.笛子 B.箫 C.唢呐 D.圆号

三、填空题（本题 10 小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1.唐代的__________结构包括散序、中序、破三个部分。

2.“前四大须生”__________、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

3.在乐曲进行时，为了增加曲趣，时常变换拍号，称为__________。

4.“相和歌”的另一含义是一种歌曲的演唱形式。它最早为无伴奏的__________，以后

发展成“但歌”，一直发展到由各种乐器伴奏的相和歌。

5.《大面》是__________（朝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歌舞戏之一。

6.“四大徽班”是__________、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

7.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论述：“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_________

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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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了看谱方便，易于辨认和掌握各种节奏型，需要将小节的音符按照节拍的特点来划

分为音群，这就是__________组合法。

9.拍号“2/4”的准确读法是__________。

10.__________主要指的是人们通过艺术鉴赏活动，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自然现象、认

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人生。

四、判断题（本题 10 小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1.《霓裳羽衣曲》的艺术表现、意境创造以及对外来音乐的吸收和融化都充分显示了明

代宫廷音乐所取得的成就。（ ）

2.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主要成就在室内乐，他以 1871 年《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

最优秀，其中以第二章《如歌的行板》最突出。（ ）

3.管弦乐曲《四小天鹅舞曲》选自舞剧《天鹅湖》，通俗易懂，流传广泛。（ ）

4.《伊凡·苏萨宁》是俄罗斯民族音乐之父鲍罗丁的作品。（ ）

5.按 12 音技法，半音阶中的 12 个音处于同等地位，将这 12 个音排成某一音列，称序

列。（ ）

6.3/8 拍子与 6/8 拍子都是单拍子。（ ）

7.低音谱表中的第二间是中央 c。（ ）

8.在乐曲中同时出现不同的拍子，称为混合拍子。（ ）

9.霍姆林斯基认为，科学和艺术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两大基础。他以其远见卓识对学校音

乐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10.勋伯格是二十世纪表现主义音乐的发起人，他提出了“十二音体系”和“序列音乐”。

（ ）

五、简答题（本题共 4 小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浅谈相和大曲的由来？

2.简述十二音体系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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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描述西北民歌形式“信天游”？

4.简述艺术教育的定义？

六、论述题（本题 1小题，共 10 分）

1.论述劳动号子的音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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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设计题（本题 1 小题，共 15 分）

意大利民歌中，船歌体裁尤为众人熟悉，下面请为《桑塔·露琪亚》进行音乐教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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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招聘考试音乐学科模拟卷（二）

中学音乐

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B【解析】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其中帕瓦罗蒂被誉为“高

音 C”之王；C 项为印象派代表人物；D项为浪漫主义时期德国重要作曲家。故选 B。

2.D【解析】ABC 项均正确；D项应为下巴自然下垂而微向后收,切不可向前突出。故选

D。

3.D【解析】A 项是秦汉时期，嵇康善弹，古时的《聂政刺韩王》；B项是战国时期伯牙

所奏；C 项出现在明清时期，以楚汉相争的历史故事情节为创作题材；D项为元代流传下来

的琵琶套曲。故选 D。

4.A【解析】中国的十大古曲包括古琴曲：《高山流水》《广陵散》《阳春白雪》《平

沙落雁》《梅花三弄》《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琵琶曲：《十面埋伏》《夕阳箫鼓》

《汉宫秋月》。BD 项为广东音乐代表作品；C 选项为任光创作的民乐合奏作品。故选 A。

5.D【解析】舒伯特被称为“艺术歌曲之王”，艺术歌曲：《野玫瑰》《魔王》《鳟鱼》

《小夜曲》《摇篮曲》《菩提树》《圣母颂》《听，云雀》《致音乐》。故选 D。

6.B【解析】A 项包括圆号、小号、次中音号、长号、小低音号、大号、低音长号；B

项包括长笛、短笛、大管、双簧管、单簧管、萨克斯、英国管；C 项包括定音鼓、架子鼓、

小军鼓、铃鼓、大鼓、木琴、三角铁、钟琴、排钟；D 项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

音提琴。故选 B。

7.D【解析】德彪西是法国音乐家，“印象主义音乐的开山鼻祖”，代表作品：钢琴曲

《月光》《水中倒影》《亚麻色头发的少女》《雨中花园》《雪花飞舞》《木偶的步态舞》；

管弦乐《牧神午后》和《意象》；交响素描《大海》—三个乐章《海上—从黎明到正午》《浪

的嬉戏》《风和海的对话》。故选 D。

8.C【解析】海顿是世界音乐史上影响巨大的重要作家，其代表作有交响曲《伦敦》《惊

愕》，清唱剧《创世纪》《四季》等。故选 C。

9.A【解析】A 项被称为圆舞曲之父；B项被称为圆舞曲之王；C 项被称为西欧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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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的创始人；D 项被称为音乐神童、自由音乐家。故选 A。

10.D【解析】题目中所述教学方法为情境法。故选 D。

11.D【解析】题目中所述导入方式为通过情景的方式吸引学生注意力，进入课堂中来。

故选 D。

12.C【解析】顿音记号形状为▼。故选 C。

13.C【解析】5/8 拍为 2/8+3/8，属于混合拍子。故选 C。

14.A【解析】A项为中强；B 项为中弱；C 项为很强；D 项为很弱。故选 A。

15.D【解析】A项为广板；B 项为活板；C 项为柔板；D 项为庄板。故选 D。

16.C【解析】C项 Crescendo 为渐强。故选 C。

17.B【解析】A项音数为 4.5；B 项音数为 4；C项音数为 3；D项音数为 3.5。故选 B。

18.A【解析】协和音程包括：极完全协和音程(纯一度、纯八度)，完全协和音程(纯四

度、纯五度)，不完全协和音程(大小三度、大小六度)，除此之外均为不协和音程。其中 A

项为小三度（不完全协和音程）；B 项为减三度（不协和音程）；C 项为增三度（不协和音

程）；D 项为倍减三度（不协和音程）。故选 A。

19.C【解析】复音程增八度转位为减八度，单音程减八度转位为增一度。故选 C。

20.A【解析】A 项为是中国隋唐至宋代宫廷宴饮时供娱乐欣赏的艺术性很强的歌舞音乐；

B项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与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在音乐文化上进行融合而产

生的音乐形式。其主要成分是南方民间音乐，如吴歌、西曲；C 项是一部中西结合的乐舞。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凉乐”指具有西凉地域风格的乐舞。狭义的《西凉乐》指具

有隋唐部伎乐舞中的《西凉伎》；D 项是隋唐胡乐的代表，其中使用的印度乐调理论，成为

二十八调体系形成的基础。隋唐时期坐部伎与立部伎中的音乐就是以龟兹乐为主，不少乐舞

体现了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相结合的崭新风格。故选 A。

21.A【解析】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中国戏曲之母”、“百花园中的

一朵‘兰花’”、中国戏曲的“活化石”。故选 A。

22.B【解析】调号分为升号调和降号调两大类。各类又包括由不同数量的升记号或降记

号所构成的调号。故选 B。

23.C【解析】音乐的主要特征在于通过艺术化的声音来抒发人的内心感受，特别是情感

态度，因此音乐美的范畴是和人的精神品格与情感性质的表现密切相关的。音乐美可分为优

美、壮美、崇高、喜剧、欢乐、悲剧等六个基本范畴。故选 C。

24.A【解析】《胡桃夹子》为柴可夫斯基三大舞剧作品之一。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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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D【解析】歌剧(Opera)是一种由戏剧、音乐、舞蹈、建筑和美术等综合为一体的舞

台艺术形式，其中戏剧和音乐是最重要的元素。歌剧的音乐形式包括:咏叹调、宣叙调、重

唱、合唱、管弦乐、主导动机、序曲等。故选 D。

二、多项选择题

1.ACD【解析】音乐是用有组织的音构成的听觉意象，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现

实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同样其特征包括：声音的、听觉的、情感的、时间的。故选 ACD。

2.CD【解析】音乐是一门非描述性的艺术，不能描写生活中具体事物和场景，而是通过

感官的刺激来直接激发和呼唤听者的情绪、情感和意志。与文学和绘画等艺术相比，音乐艺

术更注重严谨的形式和结构，因此有人称其为形式的艺术。故选 CD。

3.AD【解析】回音是一种装饰音，是由四个音或五个音组成的旋律型，分顺回音和逆回

音两种。故选 AD。

4.ABC【解析】力度标记分为基本力度标记和变化力度标记，基本力度标记包括 p、f

等，变化力度标记包括 sf（突强）等。故选 ABC。

5.ABC【解析】我国民族乐器中吹管乐器有笛、唢呐、笙、箫、管子、新笛、巴乌、芦

笙等。D 项圆号是西洋管乐器。故选 ABC。

三、填空题

1.歌舞大曲

2.余叔岩

3.变换拍子

4.徒歌

5.唐

6.三庆班

7.人

8.音值

9.四二拍

10.审美认知作用

四、判断题

1.×【解析】《霓裳羽衣曲》是唐代的著名大曲作品，由唐玄宗所创。故本题错误。

2.√【解析】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一共写了 6 首室内乐作品，以 1871 年新作的《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最优秀，其中又以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最为突出。故本题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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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析】《四小天鹅舞曲》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经典曲目。

故本题正确。

4.×【解析】《伊凡·苏萨宁》是格林卡的歌剧作品。故本题错误。

5.√【解析】十二音技法是现代音乐创作手法之一，由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所始创。按

照这一技法，半音阶中的十二个音处于同等地位，将这十二个音排成某一音列，称之为序列。

故本题正确。

6.×【解析】单拍子是指只有一个强拍的 2或 3拍子，6/8 拍为复拍子。故本题错误。

7.×【解析】低音谱表中的第二间是小字组的 c。故本题错误。

8.×【解析】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单拍子组合而成的拍子，叫做“混合拍子”。题

干中描述的为“交错拍子”，是指几种拍子同时进行，。故本题错误。

9.×【解析】科学和艺术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两大基础是卡巴列夫斯基的名言。故本题错

误。

10.√【解析】十二音体系由勋伯格提出，而最早的序列音乐则是十二音体系。故本题

正确。

五、简答题

1.【参考答案】

相和大曲是在相和歌的基础上，经过专业音乐家与文学家对其进行改编、加工后的一种

提高了的音乐形式，是相和歌的最高发展阶段。其特点是：歌唱、器乐、舞蹈三种艺术的有

机结合；是一种有器乐伴奏的歌唱，有乐器伴奏的歌舞，并有纯粹器乐演奏部分的综合歌舞

大曲形式。

2.【参考答案】

20 世纪作曲手法之一。作曲家选用 12 个半音自由组成一个音列作为原形并进行逆行、

倒影、倒影逆行诸形式构成乐曲。基本音列中各音可分散在各个声部，也可各个声部均有自

己的音列形式。音列中的各音可相继出现，形成曲调，也可同时出现，形成和弦。十二音音

乐的主要特征就是将八度中的 12 个半音给予同等对待，取消了传统大、小调体系中音级的

功能区别。代表人物有：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代表作是《一个华沙幸存者》等。

3.【参考答案】

“信天游”主要流行于陕西北部和与之接壤的宁夏、甘肃的东部以及内蒙古的西南地区，

是民歌中一种特殊的体裁，最能代表其民族风韵和特色。它的音乐由上下两段构成，其节奏

自由明快，淳朴大方，句式结构随情随意非常特别。规定每节两句，两句一韵，下一节可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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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亦可不换。代表作品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兰花花》等。

4.【参考答案】

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核心，也是组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上来讲，它的根本目标是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从狭义上说，艺术教育被理解为对于培养艺术家或专业艺术人才所进行

的各种理论和时间教育，其根本任务和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阐述：一是普及艺术的基本知识，提高人的艺术修养；二是健全审美心理结构，充分发展

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三是陶冶人的情感，培养完美的人格。

六、论述题

1.【参考答案】

劳动号子的音乐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演唱形式以一领众和为主。号子的演唱形式有独唱、齐唱、对唱，而“一领众和”

是最常见的、最基本的歌唱方式。领唱者往往是劳动中的指挥者。领唱部分的歌词常常是唱

词的主要陈述部分，常有即兴变化。其音乐灵活、自由，旋律常作上扬进行，是劳动指挥者

对劳动大众的呼唤、号召。和唱的部分是应和领唱者的唱词、衬词或是劳动中的吆喝。音乐

较简单而缺少变化，节奏型强，常使用同一乐汇或同一节奏型的重复进行。

第二，节奏的律动性。律动性是指号子音乐中常常出现的某种较固定的、周期反复的节

奏型。这些律动单位不仅时值大致相同，而且常常有相对统一的旋律。它具有统一节奏、组

织劳动、减轻疲劳、振奋精神、保障安全的功效。富有号召力和鼓动性等特征。

第三，音乐材料的简单、重复性。号子是为生产劳动而编唱，其目的单一，音乐形式简

朴，不可能使用复杂变化的音乐材料。劳动节奏的单调重复，必然赋予劳动号子的简单与重

复的特性。歌词往往是劳动者在劳动中即兴顺口编出来的，内容多与劳动直接联系。

第四，曲式结构方整性和乐段的不独立性。号子的曲式多为平叙性和对应性段式。号子

音乐的句式较规整，除有时领唱曲调较自由之外，多具有方整性。为了配合劳动的持续性进

行，号子需要长时间不断地反复唱下去，因此乐段独立性不强。一般情况下号子的结束比较

自由，随着劳动的结束而结束。

七、教学设计题

【参考答案】

一、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了解欧洲民间音乐，喜欢不同民族的艺术风格，能主动探索

与其相关的音乐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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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方法目标：在讨论、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初步掌握“船歌”及“二段体”的音乐

知识。

知识与技能目标：学唱歌曲，能用“急吸缓呼”的歌唱方法、自然圆润的声音、明朗欢

快的情绪演唱歌曲。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用科学的方法、有所控制的声音、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教学难点：学习合唱部分，并能注意准确性以及声部间的和谐统一。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教师出示桑塔·露琪亚海滩图，介绍：“在世界上有许多因美丽浪漫而著名的海滩，而

这个海滩的闻名于世是因为一首歌曲。这个海滩位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有两个

充满诗情画意的海滩，其中一个是以意大利民间传说中一位美丽姑娘的名字命名的，它被称

为是美好幸福的象征，这就是桑塔·露琪亚。”从而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导入新课。

（二）新课教授

1.初听歌曲，感受情绪。

师：“大家仔细聆听一首意大利那不勒斯民歌，歌曲表现出的情绪是怎样的？歌曲的歌

词又描绘了哪些画面？”（学生可以感受到歌曲是抒情赞美的、思念的情绪，歌曲的描绘的

是一个宁静的月夜，小船荡漾在海面上，船夫深情地唱歌。）

2.再听歌曲，师：“歌曲是几几拍的，这个的拍子给你怎样的感觉？”

了解歌曲是 6/8 拍，这样的节拍给人以轻微摇晃或轻舟荡漾的感觉。

随后提问：“歌曲分为几个乐段？每个乐段有个乐句？”

熟悉歌曲为二段体曲式结构，每一个乐段共 8 小节，每 4小节为一个乐句。

3.发声练习。

出示歌曲第一乐句旋律，教师用 lu 范唱，指导学生用“急吸缓呼”的歌唱方法模仿演

唱，学生想象正坐在小船上摇荡的画面。

4.学唱歌曲。

教师弹奏，学生学唱第一段旋律，学生根据旋律画旋律线（波浪线）。并请学生思考：

“你看了波浪线有什么感觉？”了解歌曲的旋律多级进和小跳，因而给人以优美流畅的感觉。

歌曲中有变化音，着重用手势和波浪图示练习学唱#4、4 的音准。

5.学唱第二段，体会第二段情绪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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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就是桑塔·露琪亚海滩上的船夫，你会有怎样的心情？”

“第二段和第一段比有什么不同？”了解歌曲出现了双声部，旋律的大跳旋律给人一种悠然

自得、兴奋昂扬的情感共鸣，表达了热情洋溢的船夫的形象。

6.教师带领学生模唱高低两声部的旋律，高声部请几名学生领唱，教师领唱低声部；之

后分成两个均等的声部，进行合唱练习；教师演奏高声部旋律，多媒体播放低声部旋律；辅

助学生演唱，逐渐过渡到无伴奏双声部合唱。提示学生注意倾听，声音的和谐与统一。

（三）知识拓展

介绍船歌这一体裁，课件显示船歌的有关知识，请同学们闭上眼睛边听边想象，轻轻晃

动身体，用自然圆润的声音、明朗欢快的情绪，有感情的演唱歌曲，伴着钢琴模拟吉他风格

的伴奏，投入进意大利民间歌曲的音乐意境。

四、课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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