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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招聘考试音乐学科模拟卷（十）

中学音乐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 25 小题，每题 1 分，共 25 分）

1.艺术创作过程可分为（ ）、艺术构思及艺术传达三个重要阶段。

A.艺术灵感 B.艺术背景 C.艺术感知 D.艺术体验

2.《索尔维格之歌》被誉为挪威的“第二国歌”，是（ ）的代表作品《培尔·金特》

组曲中配乐最精彩的一段。

A.德沃夏克 B.安德森 C.阿兰尼亚 D.格里格

3.萨朗吉是一种印度民间乐器，音乐柔美、抒情，属于（ ）。

A.弓弦乐器 B.木管乐器 C.铜管乐器 D.弹拨乐器

4.歌曲《你是这样的人》中的“你”是指（ ）。

A.毛泽东 B.孙中山 C.邓小平 D.周恩来

5.《欢迎》是（ ）的民间乐曲。

A.非洲 B.拉丁美洲 C.蒙古 D.印度

6.宫、商、角、清角、徵、羽、变宫、宫，音阶构成了（ ）的民族调式。

A.清乐宫调式 B.雅乐宫调式 C.燕乐宫调式 D.雅乐角调式

7.古希腊最著名的抒情诗女诗人为（ ）。

A.泰尔潘德 B.阿尔凯奧斯 C.萨福 D.阿尔克曼

8.作曲家（ ）创作于 1977 年的表现了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亿万群众欢庆十月

胜利,沉浸在喜悦之中情景的歌曲是（ ）。

A.施光南；《歌唱祖国》 B.施光南；《祝酒歌》

C.王莘；《祝酒歌》 D.王莘；《歌唱祖国》

9.古典悲剧《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剧作家（ ）的作品。

A.埃斯库罗斯 B.索福克勒斯 C.欧里庇得斯 D.毕达哥拉斯

10.“大音希声”是谁的音乐美学思想？（ ）

A.老子 B.庄子 C.孟子 D.墨子

11.古希腊时期的乐器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中音色优美，主要用于给歌曲伴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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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弦乐器的是（ ）。

A.琉特琴 B.维埃尔琴 C.里拉琴 D.阿夫洛斯管

12.下列属于混合拍子的是（ ）。

A.7/8 拍 B.6/8 拍 C.2/4 拍 D.2/2 拍

13.下列不属于巴赫作品的是（ ）。

A.《法国组曲》 B.《英国组曲》 C.《马太受难曲》 D.《弥赛亚》

14.在整个乐曲或乐曲的部分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节奏叫做（ ）。

A.节拍 B.节奏型 C.拍子 D.单位拍

15.以下音乐机构不属于唐代的是（ ）。

A.太常寺 B.大司乐 C.大乐署 D.梨园

16.节奏特殊划分时，十一连音代替（ ）部分。

A.二 B.四 C.八 D.三

17.从创作客体来看，艺术创作离不开（ ）。

A.客观现实社会生活 B.一定的时代背景

C.一定的阶级和意愿 D.艺术家的主观努力

18.梨园始建于（ ）。

A.汉朝 B.唐朝 C.隋朝 D.秦朝

19.下列哪种音程不在我国的五声调式中？（ ）

A.小二度 B.大二度 C.小三度 D.大三度

20.小提琴独奏曲《思乡曲》的作者是（ ）。

A.吴祖强 B.贺绿汀 C.马思聪 D.付聪

21.以下哪一项不属于音乐课程评价的方式与方法？（ ）

A.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B.定性述评与定量测评相结合

C.班级音乐会与阶段性考试相结合 D.自评、互评及他评相结合

22.以下不属于舞剧的是（ ）。

A.《鱼美人》 B.《草原小姐妹》 C.《丝路花雨》 D.《阿依古丽》

23.在下列选项中，被称为音乐家“新约全书”的是（ ）。

A.巴赫《十二平均律钢琴曲》 B.海顿《创世纪》

C.莫扎特《安魂曲》 D.贝多芬《钢琴奏鸣曲》

24.中国古代将收集民歌叫（ ）。

A.收藏 B.采律 C.采风 D.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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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巴雅提木卡姆是一首阿塞拜疆民间乐曲，这首木卡姆用（ ）演奏，它是伊朗和高

加索等国的民间乐器。

A.萨朗吉 B.卡曼贾 C.马林巴琴 D.风笛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 5 小题，每题 2 分，共 10 分）

1.下列属于隋代开皇初制定的七部乐的有（ ）。

A.《安国伎》 B.《天竺伎》 C.《龟兹伎》 D.《清商伎》

2.巴赫的《第二勃兰登堡协奏曲》辉煌、亮丽，几种独奏乐器与乐队交相辉映，不是这

个作品使用的独奏乐器的是（ ）。

A.小提琴 B.双簧管 C.竖琴 D.高音小号

3.下列和弦中，属于协和和弦的是（ ）。

A.大三和弦 B.增三四六和弦 C.小小七五六和弦 D.小三和弦

4.音乐教学内容“感受与鉴赏”中包括的四要素有（ ）。

A.情绪与情感 B.体裁与形式 C.风格与流派 D.演唱

5.下列关于藏族音乐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弦子歌曲多表现爱情、劳动、宗教等

B.堆谐的伴奏乐器主要有：扎木聂、笛子、高胡、扬琴等

C.囊玛的伴奏乐器和堆谐一样

D.热巴舞在进行时，男执铜铃，女举手鼓，舞蹈由慢而快

三、填空题（本题 10 小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1.《沂蒙山小调》，又名《沂蒙山好风光》，是一首__________民歌，其旋律来自花鼓戏

《十二月调》。

2.舒伯特根据奥地利诗人缪勒的同名组诗谱写而成，描写了一个青年磨工与磨坊主女儿

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的作品是__________。

3.《王大娘钉缸》流行于河南，这首歌曲的旋律采用了_______的创作素材。

4.审美教育作用的三个特点分别是以情感人、潜移默化、__________。

5.民歌是__________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艺术形式。

6.标记在音符或休止符右边的小圆点是__________。

7.被称为“戏剧艺术的荷马”的是__________。

8.《桃金娘》是__________的著名作品。

9.__________是指相同时值的强拍与弱拍有规律地循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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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宫廷音乐包括__________和燕乐。

四、判断题（本题 10 小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1.三和弦上方的音叫根音，中间的音叫三音，最下方的音叫五音。（ ）

2.《尤丽迪茜》是流传下来最早的完整歌剧。（ ）

3.学堂乐歌作品中没有以我国歌曲填词的作品。（ ）

4.长调民歌是蒙古族人将草原文化发展到极致的标志，直到今日仍然是最能代表蒙古族

音乐风格的典范。（ ）

5.门德尔松是德国作曲家，代表作品有《仲夏夜之梦》《苏格拉交响曲》《乘着歌声的翅

膀》《母亲教我的歌》。（ ）

6.《音乐课程标准》中的教学领域包括感受与鉴赏、表现、创造、基本乐理和视唱练耳

四个领域。（ ）

7.调式音级中的Ⅰ、Ⅲ、Ⅴ级是正音级。（ ）

8.音乐具有空间的、时间的、听觉的、情感的艺术特征。（ ）

9.甘美兰是在世界范围产生重要影响的东方音乐之一，它的发源地是印度尼西亚。

（ ）

10.音乐上的文艺复兴时期指从 1430 年到 1600 年间的音乐历程。（ ）

五、简答题（本题共 4 小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简述新法密律。

2.简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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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述维吾尔族的歌舞音乐。

4.简述格里高利圣咏。

六、论述题（本题 1 小题，共 10 分）

1.试述儒家的音乐思想及其代表人物。

七、教学设计题（本题 1 小题，共 15 分）

1.根据下列谱例，为《草原放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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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中学音乐

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D【解析】艺术创作过程主要包括艺术体验、艺术构思、艺术传达三个重要阶段。故

选 D。

2.D【解析】《培尔·金特》组曲是格里格根据易卜生的戏剧诗剧《培尔·金特》所写的

配乐，其中的著名代表乐曲有《索尔维格之歌》《晨景》等。故选 D。

3.A【解析】萨朗吉是印度民间的弓弦乐器，被称为“印度的小提琴”，音色柔美抒情。

故选 A。

4.D【解析】歌曲《你是这样的人》是电视纪录片《百年恩来》的主题歌，为纪念周总

理诞辰一百周年而作。歌曲朴实、动人，情感含蓄、深沉，虽然没有提到被歌颂的伟人名字，

但人们都熟知，歌中的“你”就是新中国第一代革命领袖——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故选

D。

5.D【解析】《欢迎》是印度拉贾斯坦的一首著名民间乐曲，采用弓弦乐器萨朗吉演奏。

故选 D。

6.A【解析】在五声调式的基础上，加入清角（4）和变宫（7），构成七声清乐调式。故

选 A。

7.C【解析】A 项泰尔潘德是希腊爱琴海菜斯汶斯岛著名诗人和音乐家，艺术性很高，

曾在列斯堡建立音乐学校；B 项阿尔凯奥斯是古希腊著名男性诗人；C项萨福是抒情时代最

著名的女诗人；D 项阿尔克曼，为公元前 7世纪中叶的希腊男性抒情诗人。故选 C。

8.B【解析】《祝酒歌》是作曲家施光南创作于 1977 年，表现了粉碎“四人帮”举国上

下、亿万群众欢庆十月胜利,沉浸在喜悦之中情景的歌曲。这首歌的音调糅合了多种民歌风

格的素材，既有新疆、西藏民歌调，又有江南民歌的风味；既有抒情歌曲、舞蹈音乐的风格，

又有进行曲的特点。在词曲结合中还运用了不少戏曲、曲艺的手法。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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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解析】索福克勒斯是戏剧艺术的荷马，是雅典民主全盛时期的悲剧作家。《俄狄浦

斯王》是他的戏剧代表作之一。故选 B。

10.A【解析】《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指最大最美的声音乃无声之音。故选 A。

11.C【解析】古希腊时期主要用于给歌曲伴奏的乐器是里拉琴，里拉琴音色非常优美，

很适合给乐器伴奏。故选 C。

12.A【解析】混合拍子是由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单拍子组成的。B 项是复拍子；CD 项是单

拍子。故选 A。

13.D【解析】《弥赛亚》是亨德尔的清唱剧作品。故选 D。

14.B【解析】节奏是用强弱组织起来的音的长短关系。在音乐作品中，具有典型意义的

节奏叫做“节奏型”。故选 B。

15.B【解析】唐代音乐机构分为政府管辖与宫廷管辖两个不同系统。其中属政府管辖系

统的机构是太常寺，其下隶属“大乐署”“鼓吹署”两个机构；属宫廷管辖系统的机构是教

坊和梨园。大司乐是最早记载的有明确体系的音乐教育机构。故选 B。

16.C【解析】将基本音符分为均等的十一部分，来代替基本划分的八部分，叫做“十一

连音”。故选 C。

17.A【解析】创作客体意指有一定审美价值，或者经过提炼而具有审美价值的特殊的社

会生活，而这些都是创作主体——艺术家根据客观的社会现实生活加以提炼加工而成的。故

选 A。

18.B【解析】梨园原是唐代都城长安的一个地名，因唐玄宗李隆基在此地教演艺人，后

来就与戏曲艺术联系在一起，成为艺术组织和艺人的代名词。所以，梨园是古代对戏曲班子

的别称，是中国唐代训练乐工的机构。故选 B。

19.A【解析】五声调式的特点：（1）调式中相邻两个音级为大二度或小三度，没有小二

度、大七度和三全音这类音程的尖锐倾向；（2）宫角之间形成五声调式中唯一的大三度（或

小六度），它对确立调式起着关键作用，也叫做关键音程；（3）小三度在五声调式中为级进。

故选 A。

20.C【解析】马思聪是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思乡曲》是他的代表

作。故选 C。

21.C【解析】音乐课程评价的方式与方法包括：（1）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2）定性述评与定量测评相结合；（3）自评、互评及他评相结合。故选 C。

22.D【解析】中国著名的舞剧有：《鱼美人》《草原小姐妹》（杜鸣心）、《小刀会》《红色

娘子军》《丝路花雨》、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张肖虎）等。《阿依古丽》是歌剧。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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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D【解析】贝多芬的 32 首钢琴奏鸣曲，博大精深，超群绝伦，被乐评家们誉为“钢

琴音乐的新约全书”。A 项被誉为“旧约全书”“钢琴圣经”；BC 项属于干扰选项。故选 D。

24.C【解析】采风是指乡村城镇搜集包括民间叙事民歌、谣谚、戏曲、音乐、美术、舞

蹈、民间习俗等一切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活动，在民间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工作的所谓田野作

业也称采风。故选 C。

25.B【解析】A 项萨朗吉是一种印度民间乐器；B 项卡曼贾是伊朗和高加索等国的民间

乐器；C 项马林巴琴是流行于非洲的木琴的总称，是非洲最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D 项风笛

是一种流行于欧洲各国的民间乐器。故选 B。

二、多项选择题

1.ABCD【解析】隋代开皇初制定了七部乐，包括《国伎》《清商伎》（即汉代传统乐舞）

《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礼华》汉族面具舞）。故选 ABCD。

2.ABD【解析】《第二勃兰登堡协奏曲》为巴赫所作六首协奏曲中的第二首，是呈献给路

德维希侯爵。独奏乐器组包括长笛，双簧管，小提琴和一支高音小号四件乐器，乐队一方则

是弦乐器和通奏低音。高音小号是巴赫时代独有的乐器，在巴赫死后基本上销声匿迹。故选

ABD。

3.AD【解析】和弦中，大三和弦与小三和弦所含的音程都是协和的，属于协和和弦，增

三和弦与减三和弦各含有一个不协和的音程，属于不协和和弦，所有七和弦都属于不协和和

弦。故选 AD。

4.ABC【解析】“感受与鉴赏”领域的四要素是《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

版）》中的原话：感受与欣赏：音乐表现要素、音乐情绪与情感、音乐体裁与形式、音乐风

格与流派；D 项属于表现领域内容。故选 ABC。

5.BC【解析】堆谐的伴奏乐器主要有：扎木聂、笛子、二胡、扬琴等；囊玛的伴奏乐器

主要有：扎木聂、笛子、扬琴、京胡、串铃等。AD 项表述正确。故选 BC。

三、填空题

1.山东

2.《美丽的磨坊女》

3.《好汉歌》

4.寓教于乐

5.民间音乐

6.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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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索福克勒斯

8.舒曼

9.节拍

10.雅乐

四、判断题

1.×【解析】三和弦上方的音叫五音，中间的音叫三音，最下方的音叫根音。故本题错

误。

2.√【解析】音乐史上通常认为 1600 年上演且保留完整的最早的一部歌剧是利努契尼

写脚本，佩里和卡契尼作曲的《尤丽迪茜》。故本题正确。

3.×【解析】学堂乐歌作品中有以我国歌曲填词的作品，但数量并不多。主要有两点：

是大多数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作者对我国的传统音乐不熟悉；二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思潮

下，人们对传统“旧乐”多采取摒弃的态度。故本题错误。

4.√ 【解析】长调是蒙古族民歌的一种形式，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声多词少、

气息绵长，体现了蒙族草原文化。故本题正确。

5.×【解析】《母亲教我的歌》是德沃夏克的作品。故本题错误。

6.×【解析】《音乐课程标准》中的教学领域包括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音乐与相

关文化四个领域。故本题错误。

7.×【解析】调式音级中的Ⅰ、Ⅲ、Ⅴ级是稳定音级。故本题错误。

8.√【解析】音乐的艺术特征是音乐是空间的、时间的、听觉的、情感的艺术。故本题

正确。

9.√【解析】甘美兰是印度尼西亚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也是传统印度尼西

亚锣鼓合奏乐团的总称。故本题正确。

10.√【解析】文艺复兴是指发生在 14 世纪到 16 世纪的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

欧洲思想文化运动。故本题正确。

五、简答题

1.【参考答案】“新法密率”是由明代乐律学家、数学家朱载堉首创，他用开方的方法

来计算律的长度，使十二律间的音程达到严格的均匀性，解决了三分损益法造成的“黄钟不

能还原”的千古难题。这是音乐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十二平均律”律学理论。

2.【参考答案】（1）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律学有京房六十律、晋朝荀勖笛律、何承

天新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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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古代律学的发展中，西汉的京房（字君明）曾提出六十律的理论。他是在三分

损益法的基础上，利用音差，继续推算，将一个八度分成六十律，在他的六十律理论中已经

出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计算成果，这是前所未有的。

（3）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创造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

又叫“十二等差律”。何承天的新律已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是世界律学史上十分重要的成

就。

（4）在实践性律学研究中，还出现了晋朝荀勖笛律的重要成就。他的主要贡献是在乐

器改良中制成十二支用于定音的笛（竖吹），每笛适吹一调；在试制过程中，由于运用了“管

口校正”，发音大体符合三分损益法的准确性。

3.【参考答案】维吾尔族的歌舞音乐，第一种为赛乃姆，一种庄重、稳健的舞蹈，普遍

流行在天山南北各绿洲，其音乐由多首歌曲连缀而成，热情奔放，明朗欢快。第二种为萨玛，

一种比较古老而欢快的舞蹈。用铁鼓和唢呐伴奏，音乐刚健有力。第三种为纳孜尔库姆，是

吐鲁番一带特有的一种风趣诙谐的民间歌舞。其音乐激荡跳跃，旋律则近似叙诵歌调。第四

种为来派尔，单人或双人歌舞，音乐轻快活泼。

4.【参考答案】格里高利圣咏是指公元 6世纪末，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对教会歌调加

以搜集、整理、广泛吸收古代东方音调、古希腊音乐及地方民间音乐的因素创编的教堂歌调，

是基督教举行日课和弥撒时所用的音乐。内容选自圣经，唱词为拉丁文，体现了中世纪刻板

严格的精神基本特征。基本功能服从宗教礼拜活动，无伴奏、纯男声、单声部音乐形式，拉

丁文歌词，即兴式而无明显节拍，建立在自然音阶基础上，旋律音调平缓，整个音域较窄，

歌唱方式有独唱、齐唱、交替歌唱、应答歌唱，在礼拜仪式中的运用是日课和弥撒。

六、论述题

1.【参考答案】（1）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等人。儒家的音乐思想奠

基于于孔子，发展于孟子，成熟于荀子，集大成于《乐记》。

（2）孔子的音乐思想主要有以下四点：①“仁”是孔子音乐思想的核心支柱。②“乐

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音乐审美评价标准。③对于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主张“尽善尽

美”。④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

（3）孟子主张“君与民同乐”，提出“今之乐，由古之乐”的观点，认为每个人都有听

音乐的能力，音乐表现喜怒哀乐，以政通人的社会局面为前提来欣赏音乐。

（4）荀子的音乐思想主要见于《乐论》，主张规范音乐，提出“中和”的音乐审美观，

强调人的审美高下有别，凸显音乐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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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设计题

【参考答案】

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对蒙古族民歌的喜爱、感受作品所赋予的新中国少年儿童

热爱集体、不畏风雪的高尚品格和勇敢的精神。

过程与方法：在聆听、体验、感受与鉴赏中；提升学生对音乐作品的鉴赏能力。

知识与技能：学生能对长调、短调作品的歌曲体裁有所了解，对器乐协奏曲有初步认识。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作品中两个主题间的对比关系，了解什么是协奏曲，及长调、短调作品

的音乐特点。

教学难点：探究音乐形式要素的艺术性。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导入新课

教师在上课前通过多媒体出示《敕勒歌》；朗诵：“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

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并提问：“这首诗歌把我们带到了哪里？”从而激

发学生的兴趣，导入新课。

三、新课教授

1.播放内蒙古地区的风貌视频，感受冬季牧民顶着风雪放牧的场景；提问：“内蒙古地

区不仅景美，人更美？谁来分享一下你们之前所了解到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对

在集体生产时期龙梅、玉荣为保护集体财产而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的创作背景有一定的了解。

教师简单介绍《草原放牧》为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的第一部分。

2.多媒体欣赏《草原放牧》，提问：“作品中的主奏乐器你们听出来是什么？乐曲可分为

几段？每段音乐的旋律特点又是什么？”了解作品中的主奏乐器为琵琶；为二段体曲式结构：

引子+A（欢快活泼）+B（抒情优美）；对作品有初步认识。

3.多媒体播放琵琶图片；提问：“你们对于琵琶都有哪些认识？在作品中除了我国琵琶

的演奏之外你们还听到了哪些乐器的声音？琵琶结合西方管弦乐队的演奏形式又称之为什

么？”提高学生对民族弹拨乐器之王琵琶的认识，了解协奏曲的概念：指的是一件或几件独

奏乐器和整个管弦乐队相竟奏的器乐套曲；提高学生对于不同的器乐体裁的认识和了解。

4.欣赏引子；提问：“是什么乐器主奏？音色有何特点？展现了哪种形象？”感受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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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润饱满的音色特点及此段展现的小姐妹的英雄气质；了解作曲家试图渲染长调音乐的悠扬

和美妙，同时引子也展现了内蒙古草原辽阔、明朗、富有生机的景象 。

5.欣赏第一主题音乐；提问：“这段音乐的速度、节奏、旋律各有什么特点？听完你们

的脑海中浮现出怎样的一副画面？”自主探究第一主题速度较快、节奏轻快活泼具有跳跃感

和舞蹈性、旋律跳跃感强。感受这段音乐所刻画“小姐妹”天真、活泼、乐观富有朝气的少

年形象。

6.欣赏电影动画片《草原小姐妹》，视唱第一主题旋律，带上骑马的动作，感受这段主

题也是本协奏曲的主题及具有蒙古族民歌“短调”特点。

7.欣赏第二主题音乐，提问：“第二主题音乐在速度、节奏、旋律上与第一主题的音乐

要素有什么不同之处？这段音乐又展现了怎样的一副情境？”了解第二主题的速度放缓、节

奏自由宽广，旋律抒情优美、如诗如画般，展现了一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地区秀

丽风光，抒发了蒙古族人民对大草原的热爱之情。

8.提问：“你们会模仿马蹄的声音吗？草原人民把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称为什么呢？”请

学生跟随第一主题的旋律模仿骑手和雄鹰进行展现。

9.跟随着音频，闭上眼睛，完整欣赏全曲。

四、拓展延伸

1.多媒体播放马头琴的图片；播放马头琴演奏音频；提问：“马头琴的音色有何特点？”

了解马头琴音色圆润、委婉、如歌如述极具感染力。即可含蓄、凄婉又能明亮、高亢；彰显

蒙古族人民坚韧、刚毅的民族个性。

2.提问：“你们认识这部作品的作曲家们嘛？”简单认识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及他

们的代表作品及生平。

3.提问：“我们如何区分长短调作品呢？哪些蒙古族民歌属于长调？哪些又属于短调作

品？”总结—长调：音调高亢、音域宽广、节奏自由、字少腔长、旋律悠长舒缓；代表作《牧

歌》《辽阔的草原》；短调：结构短小规整、音调简洁、节奏明了、欢快、活泼、字多腔少，

具有叙述和歌舞性；代表作《森吉德玛》《嘎达梅林》。

五、课堂小结

教师引导学生谈谈本节课的收获，之后进行点评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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