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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师资格证考试

中学音乐学科专业知识

科目（三）

重要提示

为维护您的个人权益，确保教师资格证考试的公平公正，请您协助我们

监督考试实施工作。

本场考试规定：监考老师要向本考场全体考生展示题本密封情况，并邀

请 2名考生代表验封签字后，方能开启试卷袋。

请将此条形码揭下，

贴在答题卡指定位置

条

形

码

粘

贴

处

准
考
证
号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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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一、 本试卷分满分 150 分，总时限 120 分钟，各部分不单独计时，答题时请注意合

理分配时间。

二、 请按照要求在答题卡上填写好自己的姓名，涂写好准考证号，严禁折叠答题卡。

三、 必须在答题卡上答题：在题本上答题，一律无效。

四、 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方可答题；宣布考试结束时，应立即停止答题。题

本、答题卡、草稿纸一律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

可离开考场。如果违反了以上任何一项要求，都将影响你的成绩。

五、 在本套试卷中，可能有些试题较难，因此你不要在一道题上思考时间太久，遇

到不会答的题目可先逃过去，如果有时间再去思考，否则，你可能没有时间完成

后面的题目。

六、 试题答错不倒扣分。

停！请不要往下翻！听候监考老师的指

示。否则，会影响你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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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启用前

2019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音乐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试题（高级中学）

（科目代码：412）

注意事项：

1.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满分为 150 分。

2.请按规定在答题卡上填涂、作答。在试卷上作答无效，不予评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

上对应题目的答案字母按要求涂黑。错选、多选和未选均无分。

1.根据下面谱例判断，该旋律的拍号是（ ）。

A. B. C. D.

2.下面谱例中的音按照首调演唱应唱（ ）。

A.do B.re C.mi D.fa

3.下列谱例中，圆圈标记的音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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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音 B.先现音 C.倚音 D.经过音

4.下面谱例是《乌苏里船歌》的引子部分，旋律使用了哪种发展手法？（ ）

A.模仿 B.重复 C.再现 D.模进

5.下列选项中的钢琴曲片段，哪一个采用了复调手法进行创作？（ ）。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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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6.琴曲《潇湘水云》的作者是南宋时期的（ ）。

A.郭沔 B.姜夔 C.黄钟 D.沈括

7.中国近代第一位致力于儿童歌舞创作的作曲家是（ ）

A.青主 B.黄自 C.黎锦晖 D.赵元任

8.下列哪项不是新中国的芭蕾舞剧？（ ）。

A.《沂蒙颂》 B.《红色娘子军》 C.《兄妹开荒》 D.《白毛女》

9.下列旋律出自哪首歌曲？（ ）。

A.《祖国颂》 B.《我的祖国》 C.《祝福祖国》 D.《歌唱祖国》

10.下列戏曲剧目中，与《天仙配》属于同一剧种的是（ ）。

A.《女驸马》 B.《花木兰》 C.《穆桂英挂帅》 D.《刘巧儿》

11.苏州弹词早期的三大唱腔为“陈调”、“俞调”、“马调”，其中“马调”的创腔者

为（ ）。

A.马如飞 B.马连良 C.马兰 D.马慕容

12.下列曲调模仿的是哪种动物的声音？（ ）

A.公鸡的啼鸣 B.斑鸠的叫声 C.布谷的歌唱 D.乌鸦的鸣叫

13.下列选项中，哪一场景有可能正在表演器乐曲《鸭子拌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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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14.通过下列四幅图片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年代最早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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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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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29 年，马丁·路德作词的众赞歌《上主是我坚固堡垒》被恩格斯誉为“16 世

纪《马赛曲》”。该曲采用的歌词为（ ）。

A.英文 B.拉丁文 C.德文 D.意大利文

16.约翰 施特劳斯将维也纳圆舞曲的格式固定为：引子，五首有调性联系和情绪烘

托的舞曲，尾声。下列旋律中不属于《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的是（ ）。

A.

B.

C.

D.

17.下列旋律为柴可夫斯基的舞剧《胡桃夹子》中的一段音乐，主旋律由钢片琴演奏，

塑造了梦幻、奇妙的色彩，该选段为（ ）。

A.《糖果仙子舞曲》 B.《西班牙舞曲》

C.《四小天鹅舞曲》 D.《拿波里舞曲》

18.舞剧《火鸟》的曲作者是新古典主义的（ ）

A.西贝柳斯 B.勋伯格 C.斯特拉文斯基 D.拉威尔

19.下图呈现的是哪国的代表性乐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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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南非 B.阿根廷 C.英国 D.蒙古

20.下列图片中的器乐表演形式与选项中的歌曲属于同一国家的是（ ）。

A.《桔梗谣》 B.《我的太阳》 C.《美丽的小天使》 D.《梭罗河》

21.下列谱例采用的记谱法为（ ）。

A.文字谱 B.五线谱 C.工尺谱 D.燕乐半字谱

22.1927 年，在中国第一所音乐院校“国立音乐院”担任校长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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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王光祈 B．萧友梅 C．李叔同 D．沈心工

23.高中音乐课程教学的过程与方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

A.体验、模仿、探究、合作 B.体验、探究、合作、综合

C.体验、比较、探究、合作 D.体验、比较、探究、综合

24.要求学生用简单的身体动作发出各种有节奏的声音，如用捻指、拍手、拍腿、跺

脚等方式进行节奏练习，这是奥尔夫教学体系中的（ ）。

A．声势教学法 B．游戏教学法 C．器乐教学法 D．创作教学法

25.教师在指挥演奏下列旋律片段时，最适合采用的指挥图示是（ ）。

A． B． C． D．

26.下列内容适合作为“音乐与戏剧表演”模块教学的是（ ）

A．学习演奏歌剧《卡门》序曲

B．排演京剧《沙家浜》选段《智斗》

C．背诵话剧《雷雨》台词选段

D．欣赏电影《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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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最适合采用的伴奏音型为（ ）

A．柱式和弦 B．半柱式和弦 C．分解和弦 D．半分解和弦

28.下列属于合唱作品的是（ ）

A．《魔王》 B．《走进新时代》 C．《渔阳鼙鼓动地来》 D．《祝酒歌》

29.一般双管编制的交响乐队人数约有（ ）

A．30 人 B．60 人 C．90 人 D．120 人

30.在进行《亚洲民间音乐》音乐鉴赏教学时，下列最适合的教学方法是（ ）

A.进行二声部歌曲练习 B.口头描述心得体会

C.去民间进行采风活动 D.举办演奏会

二、音乐编创题（本大题 1小题，10 分）

31.为下面旋律续编第二句。

要求：

（1）用重复变化、模进的发展手法为下列主题句续编第二句。（5分）

（2）第二句歌词为“我唱一支歌把你赞颂”。（5分）

三、音乐作品分析题（本大题 1 小题，15 分）

32.分析歌曲《红河谷》的谱例。

要求：

（1）写出调式调性。（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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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画出曲式结构。（6分）

（3）说明旋律特点。（5分）

四、教学设计题（本大题 1小题，35 分）

33.依据《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 年）》基本理念，按照下列要求进行高中

音乐鉴赏课教学设计。

教学对象：高中学生。

教学内容：鉴赏《王大娘钉缸》

要求：

（1）设定教学目标。（10分）

（2）写出教学重难点（5分）

（3）针对教学重难点，设计具体的教学策略与过程。（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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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小题，15 分）

34.阅读案例并回答问题。

案例：

在一堂音乐歌唱课上，聆听完由黄自创作的《玫瑰三愿》后，某老师提问：

“同学们，这首歌的情绪是怎样的？”一位学生大声地回答：“它是慢速的。”教

师一愣，立马请这位同学坐下，又请了另外几位同学回答，并归纳小结了歌曲的

情绪特点，课堂教学线索似乎又被牢牢掌控、把握在教师的手中，学生课后普遍

反映这节课太无聊。

问题：

（1）对案例提出自己的判断。（2分）

（2）对教学过程客观评价。（6 分）

（3）对案例提出教学建议。（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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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例点评题（本大题 1小题，15 分）

35.依据《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年）》基本理念，对教学设计中的展开阶段进

行分析（7分），并说明理由（8分）。

【课题名称】旋律的改编

【教学理念】高中音乐课创作模块的教学是一个崭新的尝试，其目的是通过音乐

创作的学习，培养学生表达音乐情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掘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是培养学生初步分析旋律、改编旋律的能力。前一节课学生已

经了解了旋律的构成要素，本节课主要想通过“比较”这种有效学习的方式，对比中

国歌曲《吉祥三宝》与法国电影歌曲《蝴蝶》，找出旋律改编的依据，并且通过改编节

奏等几种方法的教学，来培养学生独立完成旋律创作或改编的自信心，使学生在实践

中提高学习兴趣，同时也提高学生的实际创作技能。

【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独立完成旋律创作或改编的自信心。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比中国歌曲《吉祥三宝》与法国电影歌曲《蝴蝶》，找出旋律

改编的依据，并用语言表达出来；学习改编的几种方法。

知识与技能：了解旋律、节拍、节奏之间的关系；了解“由于节奏的不同，同一

旋律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情绪也随之不同”的创作手法。

【教学重点】

找出旋律改编的依据。

【教学难点】

改编节奏的方法。

【教学过程】

1.“课前5分钟自由音乐空间”活动，由学生以小组形式介绍或表演他们所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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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音乐创作方面的知识，并进行师生评价。

2.导入，从报纸上的新闻“中国歌曲《吉祥三宝》涉嫌抄袭法国电影《蝴蝶》主

题曲”谈起。

3.对比欣赏中国歌曲《吉祥三宝》及法国电影歌曲《蝴蝶》，讨论两者在旋律、节

奏、结构、歌词、风格、意境等方面的异同，了解什么是抄袭，什么是改编？

4.阅读高中音乐课本《创作》，学习改编节奏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改变节拍，一种

是改变节奏。

板书：旋律、节拍、节奏的关系。

5.举例说明：音乐课本上《小草》的主题乐句如果改为不同的节拍、节奏，会使

旋律的情绪和风格发生改变。这是一种改编的创作手法。

6.唱一下《吉祥三宝》的主题乐句，请同学在练习本上写下自己改编节奏后的旋

律，修改并演唱、评价。

7.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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