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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招聘考试音乐学科模拟卷（四）

中学音乐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 25 小题，每题 1 分，共 25 分）

1.长于描写叙事且具有抒情性、戏剧性的单乐章管弦乐曲是（ ）。

A.交响诗 B.奏鸣曲 C.交响曲 D.协奏曲

2.《青春舞曲》中“别的那哟哟”的意思是（ ）。

A.亲爱的 B.开心呀 C.小鸟哟 D.青春哟

3.我国古代最早发现十二平均律的律学家是（ ）。

A.何承天 B.荀勖 C.朱载堉 D.李龟年

4.我国最早刊印的古琴曲集是朱权编印的（ ）。

A.《弦索备考》 B.《神奇秘谱》 C.《乐府传声》 D.《溪山琴况》

5.“巴洛克”一词最初来源于与（ ）有关的艺术。

A.美术 B.建筑 C.绘画 D.文学

6.1673 年葡萄牙传教士徐日昇来到北京，向康熙皇帝进献了管风琴和古钢琴各一台，

此时在这两件乐器的故乡欧洲，当时音乐的重要创作特征是（ ）。

A.以格里高利圣咏为创作中心 B.从半音化走向无调性

C.通奏低音 D.主导动机的运用

7.（ ）的《第八交响曲》编制奇特，被称为“千人交响曲”。

A.马勒 B.贝多芬 C.舒伯特 D.李斯特

8.童声合唱队可由（ ）组成。

A.已变声的女同学 B.未变声的男女同学

C.已变声的男女同学 D.未变声的女同学

9.京剧当中老旦的发声属于（ ）。

A.真假声结合 B.真声 C.假声 D.虚声

10.李胜素是我国著名的（ ）表演艺术家。

A.越剧 B.楚剧 C.昆剧 D.京剧

11.下列哪个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弦乐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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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三味线 B.尺八 C.伽倻琴 D.萨朗吉

12.不同人文主题的音乐教学内容组合提出以（ ）为主线。

A.教师 B.教材 C.文化 D.学生

13.探戈是（ ）最具代表性并在世界享有盛誉的歌舞体裁。

A.墨西哥 B.古巴 C.阿根廷 D.巴西

14.歌舞伎是（ ）的传统音乐形式。

A.日本 B.朝鲜 C.韩国 D.印度

15.由施光南创作的《多情的土地》是一首（ ）作品。

A.重唱 B.独唱 C.合唱 D.齐唱

16.音乐课程教学的过程与方法主要包括体验、模仿、探究、（ ）、综合五个方面。

A.聆听 B.联想 C.合作 D.创造

17.南音所用的伴奏乐器是（ ）。

A.尺八 B.南琶 C.曲项琵琶 D.笛子

18.（ ）的代表作品是京韵大鼓《林冲发配》。

A.严凤英 B.刘宝全 C.袁雪芬 D.骆玉笙

19.（ ）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创建“十二音体系”。

A.韦伯恩 B.贝尔格 C.萨蒂 D.勋伯格

20.《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是由（ ）编辑的。

A.华秋苹 B.李芳园 C.荣斋 D.朱权

21.从 15 世纪开始，欧洲的（ ）音乐慢慢地发展起来，到了 16 世纪，达到了与宗教

音乐平衡发展的时代。

A.古典主义 B.浪漫主义 C.世俗 D.现代主义

22.游吟诗人的发源地是（ ）。

A.波兰 B.英国北部 C.法国南部 D.德国

23.现代主义音乐不包括（ ）。

A.新古典主义音乐 B.表现主义音乐

C.偶然音乐 D.强力集团音乐

24.苏州弹词的主要演出形式是（ ）。

A.自弹自唱 B.一人站唱 C.多人站唱 D.一人坐唱

25.全国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将教学内容目标分为几个学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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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B.2 C.3 D.4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 5 小题，每题 2 分，共 10 分）

1.福建南音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

A.指 B.谱 C.曲 D.字

2.音乐课程标准的课程目标中的“过程与方法”强调教学过程采取的方法有（ ）。

A.体验 B.模仿 C.探究 D.合作

3.下列属于我国弹词的曲种有（ ）。

A.苏州弹词 B.京韵大鼓 C.台州词调 D.长沙弹词

4.常见的演唱形式有（ ）。

A.对唱 B.重唱 C.合唱 D.组歌

5.下列属于印度民间乐器的是（ ）。

A.三味线 B.萨朗吉 C.伽倻琴 D.西塔尔

三、填空题（本题 10 小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1.《诗经》中的“国风”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北方黄河流域以秦声为主、以__________

为代表的民歌；一类是长江中下游以周南、召南为代表的民歌。

2.中世纪德国的游吟诗人被称为__________。

3.来派尔是__________族的说唱音乐。

4.甘美兰是__________的一种以锣为核心、以金属打击乐器为主体的合奏音乐，是世界

范围产生重要影响的东方音乐之一。

5.自然音程的增减音程只有增四度和减五度音程，它们的音数是__________。

6.纯一度是单音程，小九度是__________。

7.除了__________外，其他音程转位后都成为相反的音程。

8.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同时演唱同一曲调，称之为__________。

9.标志着瓦格纳“乐剧”理想得以实现的歌剧作品是__________。

10.知识与技能目标包括：音乐基础知识、音乐基本技能、__________。

四、判断题（本题 10 小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1.孔子的《成相篇》是我国最早的说唱音乐的唱词。（ ）

2.合唱时的声部最多可达 8 个以上。（ ）

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今存共 305 首，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

包括 15 国的民歌，共 160 篇；“雅”分为大雅、小雅，共 40 篇；“颂”是颂扬统治阶级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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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共 105 篇。（ ）

4.音乐中使用的，具有固定音高的音的总和叫做乐音体系。（ ）

5.写在音符右边的横线叫做减时线。（ ）

6.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时期曾侯乙编钟一套共 64 枚，发音响亮，音色优美。（ ）

7.拉格、塔拉是印度古典音乐的灵魂，是印度古典音乐的两个基本因素。（ ）

8.下列旋律属于山东琴书。 （ ）

9.甘美兰乐队中鼓的数量很多，在合奏中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被称为“鼓群文化”。

（ ）

10.《潇湘水云》最早刊印于明代姜夔编撰的《神奇秘谱》。（ ）

五、简答题（本题共 4 小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请从几个方面谈一谈学堂乐歌的历史意义？

2.简要谈一谈古希腊悲剧？

3.简要谈一谈京韵大鼓的代表人物及作品？

4.简要谈一谈“甘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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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述题（本题 1小题，共 10 分）

1.请论述克隆宗这一艺术形式的风格特点。

七、教学设计题（本题 1 小题，共 15 分）

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下面请为高中音乐教材《丝竹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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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学音乐

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A【解析】交响诗是一种单乐章的标题交响音乐，它的前身是音乐会序曲，由匈牙利

“钢琴之王”李斯特首创。故选 A。

2.C【解析】“别的那哟哟”是维吾尔族的汉语译音，具有“小鸟哟”的意思。故选 C。

3.C【解析】朱载堉不仅是近代音乐理论的先驱，又是近代科学的开拓者。他是世界上

第一个创建十二平均律的人。故选 C。

4.B【解析】《神奇秘谱》由明代朱权编印，是我国最早刊印的琴曲集，收有《广陵散》

《酒狂》《离骚》《潇湘水云》《梅花三弄》等古曲。A 项又称《弦索十三套》，是清嘉庆年间

蒙族文人荣斋整理的一本器乐合奏曲谱，共收录 13 个套曲；C 项是清代徐大椿著，是一部

关于唱曲艺术的理论著作，包括口论、口法、字音及演唱技巧等，对戏曲发声演唱的理论技

巧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论述；D项《溪山琴况》是明代徐上瀛编纂的古琴音乐美学思想的集

大成者，对清代琴论与古琴艺术有很大影响。故选 B。

5.B【解析】巴洛克（Baroque)，是一种代表欧洲文化的典型艺术风格。这个词最早来

源于葡萄牙语，意为“不圆的珍珠”，最初特指形状怪异的珍珠。而在意大利语中有“奇特，

古怪，变形”等解释。欧洲人最初用这个词指“缺乏古典主义均衡性的作品”，其原本是 18

世纪崇尚古典艺术的人们对 17 世纪不同于文艺复兴风格的一个带贬义的称呼。而现在，这

个词已失去原有的贬义，仅指 17 世纪风行于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故选 B。

6.C【解析】1673 年为西方巴洛克时期，这一时期的音乐特点主要有四点：通、协、即、

情。故选 C。

7.A【解析】马勒的《第八交响曲》被称为“千人交响曲”。故选 A。

8.B【解析】少年儿童在变声前的嗓音称为童声，这也是发音最稳定的时期，男女生的

声音纯净，音色基本相同，自然音域为十度，因此常会由这些未变声的男女儿童组成一定规

模的童声合唱团来演绎作品。故选 B。

9.B【解析】老旦是戏曲行当之一，扮演老年妇女的角色，老旦的表演特点，是唱、念

http://baike.baidu.com/view/603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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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用本嗓，用真嗓，但不像老生那样平、直、刚劲，而像青衣那样婉转迂回。故选 B。

10.D【解析】李胜素师承梅葆玖，国家京剧院梅派演员，工青衣、花衫。故选 D。

11.A【解析】三味线是日本的弦乐器；尺八是日本的吹管乐器；伽倻琴是朝鲜族的弹拨

乐器；萨朗吉是印度的乐器。故选 A。

12.C【解析】不同人文主题的音乐教学内容组合，是突出“以人为本”“以文化为主线”

“以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为出发点”的组合。故选 C。

13.C【解析】探戈诞生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不仅是阿根廷的艺术瑰宝，也

称为阿根廷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歌舞体裁。故选 C。

14.A【解析】歌舞伎是日本典型的民族表演艺术，起源于 17 世纪江户初期。故选 A。

15.B【解析】《多情的土地》是我国作曲家施光南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写的一

首优秀艺术性抒情歌曲，是一首独唱作品。由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首次演唱。故选 B。

16.C【解析】过程与方法包括体验、模仿、探究、合作、综合五个方面。故选 C。

17.D【解析】福建南曲又称“南音”或“南乐”，被称为“中国音乐的活化石”。演奏形

式分“上四管”“下四管”。“上四管”中以洞箫为主的称“洞管”，以品箫（笛）为主的称“品

管”。“下四管”所用乐器有琵琶、二弦、木鱼、扁鼓等。故选 D。

18.D【解析】骆玉笙的代表作品有《丑末寅初》《林冲发配》《重整河山待后生》。故选

D。

19.D【解析】勋伯格。奥地利作曲家，音乐理论作曲家，20 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了一种作曲方法—十二音体系。故选 D。

20.B【解析】《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是由浙江平湖李芳园编辑的，刊于 1895

年。故选 B。

21.C【解析】15 世纪文艺复兴的精神深入人心，并且当时诗人创作的活跃，激起了作

曲家的热情，世俗音乐在王宫贵族乃至平民阶层都受到了充分的重视，世俗音乐达到了与宗

教音乐平衡发展的时代。故选 C。

22.C【解析】游吟诗人最早出现于 11 世纪的法国南部地区。故选 C。

23.D【解析】现代音乐一般指出现在 20 世纪的音乐。ABC 项都出现在 20 世纪，属于现

代主义音乐；D项是 19 世纪俄罗斯民族乐派，不属于现代音乐。故选 D。

24.A【解析】苏州弹词因用弹拨乐器，并用苏州方言演唱而得名。小三弦、琵琶为主要

乐器，演员自弹自唱，苏州弹词的内容以抒情和表现男女爱情、家庭纷争居多。故选 A。

25.C【解析】义务教育音乐课程目标分为：1-2 年级、3-6 年级、7-9 年级三个学段。

http://baike.baidu.com/view/798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7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1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4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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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C。

二、多项选择题

1.ABC【解析】福建南曲由指、谱、曲三大部分组成。故选 ABC。

2.ABCD【解析】题干中的表述的是《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总

目标中的原话：过程与方法目标分为：体验、模仿、探究、合作、综合。故选 ABCD。

3.ACD【解析】“弹词”与“鼓词”的区别在于：弹词主要流行于南方，用琵琶、三弦伴

奏；鼓词主要流行于北方，用鼓、板击节，用三弦伴奏。B 项京韵大鼓应属于鼓词类。故选

ACD。

4.ABC【解析】D 项组歌是由多首声乐曲组成的套曲，是一种体裁，不是演唱形式；常

见的几种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重唱、齐唱、轮唱、表演唱、合唱等。故选 ABC。

5.BD【解析】A 项三味线属于日本民间乐器；B 项萨朗吉属于印度的一种弓弦乐器，被

称为“印度的小提琴”；C项伽倻琴属于朝鲜民间乐器；D项西塔尔是印度最流行的拨弦乐器。

故选 BD。

三、填空题

1.郑卫之音

2.恋诗歌手

3.维吾尔

4.印度尼西亚

5.3

6.复音程

7.纯音程

8.齐唱

9.《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10.音乐历史与相关文化

四、判断题

1.×【解析】《成相篇》的作者是卓越的哲学家荀子，并非孔子。故本题错误。

2.√【解析】根据实际需要，各个声部又可细分为若干分声部。例如，女高音声部可细

分为第一女高音声部、第二女高音声部。因此，合唱声部的数目可以多达八个以上。故本题

正确。

3.×【解析】《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今存共 305 首，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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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风”包括 15 国的民歌，共 160 篇；“雅”分为大雅、小雅，共 105 篇；“颂”是颂扬

统治阶级的诗歌，共 40 篇。题干中“雅”与“颂”的数量颠倒了。故本题错误。

4.√【解析】题干表述无误，故本题正确。

5.×【解析】写在音符右边的横线叫做增时线，写在音符下边的横线叫做减时线。故本

题错误。

6.√【解析】曾侯乙墓编钟于 1978 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被成功发掘，是战国早

期的文物。全套编钟共 64 枚，钟架呈曲尺形，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钮钟共 19 枚，中下两

层为甬钟，均分三组排列。故本题正确。

7.√【解析】印度古典音乐导入基本调是拉格和塔拉，是印度古典音乐的两大支柱。故

本题正确。

8.×【解析】题目中的旋律出自京韵大鼓作品《重整河山待后生》。故本题错误。

9.×【解析】甘美兰乐队中锣的数量很多，在合奏中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被称为

“锣群文化”。故本题错误。

10.×【解析】《神奇秘谱》是明代朱权编纂的音乐著作。收录了许多古琴曲，如《高

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潇湘水云》《梅花三弄》《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

等。故本题错误。

五、简答题

1.【参考答案】

学堂乐歌的历史意义有：（1）学堂乐歌是欧洲音乐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开端，也是中

国新民族主义文化在音乐领域的萌芽；（2）学堂乐歌为中国“新音乐”的诞生和发展开启了

源头；（3）学堂乐歌为后来我国的军歌，工农革命歌曲和群众歌曲体裁的发展开了先河；（4）

学堂乐歌为欧洲音乐文化的知识和技能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5）学堂乐歌为我国

培养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家。

2.【参考答案】

悲剧形成于公元前 5世纪，原义是“山羊之歌”。在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过程中，数

十个身披羊皮、假扮成酒神侍者的合唱队员，围绕着阿夫洛斯管吹奏者载歌载舞，后逐渐引

入演员和宣叙调，发展成为一种包含合唱、独唱、朗诵、对白、器乐伴奏在内的音乐、舞蹈、

戏剧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悲剧在三大悲剧家的经典名作: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

修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欧利庇德斯的《美狄亚》堪称人类悲剧史上的典范

剧作，是后世无数文学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源泉，几千年以来常演不衰。悲剧是古希腊戏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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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最高成就。

3.【参考答案】

京韵大鼓最初是河北河间府农民艺人农闲时在乡村庙会上打板击鼓的说唱形式，现主要

流行于北京、天津一带。因为用北京语言演唱而得名，由鼓、板伴奏；代表人物：刘宝全、

骆玉笙。属于板腔体结构形式，以慢板为主。伴奏乐器，三弦、四胡。必要时增加二胡、琵

琶等乐器。代表曲目：刘宝全《马鞍山》《大西厢》、骆玉笙《丑末寅初》《林冲发配》《重整

河山待后生》。

4.【参考答案】

以固定音打击乐器为主组成的印度尼西亚传统乐队，由它演奏的音乐称为甘美兰。主要

流行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和巴厘岛。甘美兰乐队以各种锣为中心，再加上其他敲击乐器和

管弦乐器构成。甘美兰是印度尼西亚音乐文化的集中体现。

六、论述题

1.【参考答案】

歌词使用马来语，多用四句为一段的、句子首尾都押韵的“班顿”诗体。内容不再局限

于表现乡愁，而扩展到赞美大自然、歌颂爱情及反映各种生活情趣。

音乐一般采用大小调七声音阶，曲调悠扬，富有抒情色彩。乐句节奏多前紧后松，即句

子开头的几个音时值较短，后来几个音拖得较长。演唱发声松弛，近似说话。

伴奏乐器的配置和演奏尤具特色：小提琴基本上是重复歌唱的声部，它是音乐的核心旋

律层；六弦吉他和五弦吉他弹奏分解和弦，长笛声部与主旋律线保持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构成音乐的装饰变奏层和对比层；拨奏大提琴和手鼓、三角铁模仿锣鼓声，形成音乐的节奏

层，这样为数不多的几件乐器奏出了具有南洋情调的多声音乐，它既与南欧歌曲风格的旋律

相贴切，又蕴含着印度尼西亚本土音乐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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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感受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的艺术魅力，进一步丰富

对丝竹乐的感受，体会其和谐、谦让的社会文化内涵。

过程与方法目标：在聆听、体验、感受与鉴赏中，提升学生对民乐合奏的鉴赏能力。

知识与技能目标：学生能把握丝竹乐的风格特点并了解形成这种风格的内在原因。

二、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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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感受、体验、认识两种音乐的情绪和音乐风格。

教学难点：了解江南丝竹、广东音乐乐队的编制知识及主奏乐器音色。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教师在上课前通过多媒体出示瘦西湖、拙政园、夫子庙的图片；并提问：“通过这些美

丽图片你们联想到了我国哪个省份？在江南地区不仅有美丽的景色更有极具当地韵味的音

乐。”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导入新课。

（二）新课教授

1.播放邓建栋创作的《姑苏春晓》音频片段；提问：“乐曲是什么乐器演奏的？描写了

哪个地域的风光？”明确乐曲是二胡演奏且极具江南地域风格特点。

2.多媒体欣赏《中花六板》，提问：“大家听一听乐曲中都有哪些乐器？”分辨出二胡、

琵琶、笛子、箫等乐器音色；教师介绍《中花六板》又名《熏风曲》，是江南丝竹中代表性

曲目之一，由民间器乐曲牌《老六板》放慢加花发展而来，有大吉大利之意。

3.欣赏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出视频；提问：“乐曲的主奏乐器有什么？有怎样的特点？表

现出怎样的情绪？”引导学生分辨二胡、笛、箫演奏主旋律，扬琴起到了支撑和烘托作用，

三弦起到打点和添线的作用；乐曲大多明快、流畅、秀雅、柔和，以花（加花）、细（纤细）、

轻（轻盈）、小（小型）、活（灵活）见长；庄重典雅、清新悠扬的旋律抒发了人们追求幸福

乐观向上的情怀。

4.出示歌曲图谱；提问：“乐谱中四种乐器旋律有什么特点？风格是怎样的？”感受旋

律的婉转甜美，各种乐器的声音彼此融合一体，装饰音到主音过渡柔和，一改清脆之感，凸

显了吴侬软语轻柔软腻的特色；二胡声部的复附点节奏型适当拖长前音，三十二分音符一点

带过，速度不疾不徐，平稳有序，如同细雨漫漫时节，漫步江南街头，四下望去，一派祥和。

5.多媒体播放《娱乐升平》视频片段，提问“乐曲中有什么乐器？与《中花六板》的情

绪和乐器配置有何不同？”小组讨论探究，乐曲中同样有二胡、笛子、扬琴；音乐情绪欢快

活泼、热情开朗，添入了高胡，所以更有朝气蓬勃之感。

6.出示图谱；再次欣赏乐曲，并思考“乐曲有什么特点？是如何表现朝气蓬勃的？”结

合视听分析音乐速度较快，清新明丽，高胡、笛子为代表的高声部乐器为全曲营造出热闹喜

庆的基调，巧用休止符使乐曲更加俏皮。

7.提问“在视频中大家是否发现‘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乐队的人数？二者共同属

于什么音乐类别？”引导学生区分“江南丝竹”编制少则二、三人，多则七、八人；演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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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可总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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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音乐”编制少则六、七人，多则十几人。二者均属于丝竹乐，各自代表了当地的

地域文化和经年累月沉淀下的人文情怀。

（三）知识拓展

1.多媒体播放丝竹乐的代表作品，拓展“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三六》《慢三六》《中花

六板》《慢六板》《云庆》《行街》《四合如意》《欢乐歌》；“广东音乐”代表作《旱天雷》《步

步高》《雨打芭蕉》《双声恨》《赛龙夺锦》《娱乐升平》；使学生在民乐合奏的视听盛宴中感

受祖国民乐文化的博大精深。

四、课堂小结


	教师招聘考试音乐学科模拟卷（四）
	中学音乐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25小题，每题1分，共25分）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5小题，每题2分，共10分）
	三、填空题（本题10小题，每题1分，共10分）
	四、判断题（本题10小题，每题1分，共10分）
	五、简答题（本题共4小题，每题5分，共20分）
	六、论述题（本题1小题，共10分）
	七、教学设计题（本题1小题，共15分）


	教师招聘考试音乐学科模拟卷（四）
	中学音乐

	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二、多项选择题
	三、填空题
	四、判断题
	五、简答题
	六、论述题
	七、教学设计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