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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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八度的音程叫做（ ）。

A.增音程 B.倍增音程 C.大音程 D.复音程

2、领导了乐府机构的汉代宫廷音乐家是（ ）。

A.李延年 B.李隆基 C.关汉卿 D.汤显祖

3、歌剧《茶花女》的作曲家是（ ）。

A.格林卡 B.罗西尼 C.柴可夫斯基 D.威尔第

4、艺术教育开启人的（ ）。

A.艺术语言 B.感知力 C.艺术形象 D.抽象思维

5、音乐学习的根本动力是（ ）。

A.创造 B.兴趣 C.体验 D.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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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北方的汉族民间歌舞中影响最大的是（ ）。

A.采茶舞 B.花灯 C.秧歌 D.花鼓

7、音乐基本速度用于 Allegro 中文译为（ ）。

A.慢板 B.小行板 C.小快板 D.快板

8、下列作品不属于广东音乐的是（ ）。

A.《中花六板》 B.《娱乐升平》 C.《步步高》 D.《雨打芭蕉》

9、歌曲《上去高山望平川》属于（ ）。

A.陕北民歌 B.东北民歌 C.青海民歌 D.四川民歌

10、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如歌的行板》的载体是（ ）。

A.交响曲 B.管弦乐曲

C.弦乐四重奏 D.钢琴协奏曲

11.以八分音符为一拍，附点八分音符的值时是（ ）。

A.四分之三拍 B.两拍

C.一拍半 D.一拍

12.表示“渐强”的标记是（ ）。

A.cresc. B.sf

C.dim D.fp

13.下列拍号属于混合拍子的是（ ）。

A B.

C. D.

14. 的实际奏法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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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15.在下列谱表中，记写“中央 C”的是（ ）。

A. B.

C. D.

16.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选自电影（ ）。

A.《祖国的花朵》 B.《小花》

C.《闪闪的红星》 D.《上甘岭》

17.下列作品不属于姜夔自度曲的是（ ）。

A.《杏花天影》 B.《扬州慢》

C.《凄凉犯》 D.《阳关三叠》

18.下列不属于黄梅戏传统曲目的是（ ）。

A.《打猪草》 B.《女驸马》

C.《天仙配》 D.《珍珠塔》

19.流行于我国广西、云南一带的少数民族民间歌舞是（ ）。

A.侗族大歌 B.安代

C.赛乃姆 D.弦子

20.以唐代为背景，受敦煌壁画启发创作而成的民族舞剧是（ ）。

A.《东方红》 B.《宝莲灯》

C.《丝路花雨》 D.《编钟乐舞》

21.下面旋律片段选自《黄河大合唱》中第二乐章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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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黄河怨》 B.《黄河之水天上来》

C.《黄河颂》 D.《黄水谣》

22. 下列乐器的名称依次是____。

A.云锣、民族大排鼓、民族大鼓、大锣、板鼓、萧、碰钟

B.大锣、民族大排鼓、民族大鼓、云锣、板鼓、笙、碰钟

C.云锣、民族大排鼓、民族大鼓、大锣、板鼓、笙、碰钟

D.大锣、民族大排鼓、民族大鼓、云锣、板鼓、萧、碰钟

23. 将学生熟悉的歌曲、音乐或剧目配上学生自编的歌曲、乐器、演奏和动作进

行表演，这种有音乐、有情节、有角色的教学方法是_____。

A.实践教学法 B.创作教学法 C.游戏教学法 D.合作教学法

24. 关于课外音乐活动的意义叙述不正确的是_____。

A．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进行生动有效的思想品德教育，培养集体主义观念。

B．学校要将此类活动纳入工作计划，不需计入教师工作量。

C．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活跃学校气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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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增长音乐知识，扩大音乐视野，积累实践经验，巩固课堂音乐教学所学的知识

和技能。

25. 在音乐教学过程中，以教师示范生成表象，学生_____形成技能。

A．合作 B.模仿 C.练习 D.探究

26. 依据《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下列对音乐鉴赏模块的要求最适合的是

（ ）。

A．在聆听的基础上，注重对作品的欣赏

B．在聆听的基础上，注重对作品的演奏

C．在体验的基础上，注重对作品的比较探究等

D．在体验的基础上，注重对音乐作品的联想与改编

27. 音乐教学要重视课堂（）的设计，并紧密围绕目标来展开音乐教学活动。

A.导入 B.教学目标 C.新课教授 D.教学气氛

28、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闻

一知十”，这种现象在教育心理学上称为：（）

A.迁移 B.同化 C.顺应 D.模仿

29、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不能只满足于“授人以鱼”，更要做到“授人以渔”。这

说明教学中应该重视（）

A.传授学生知识 B.发展学生能力 C.培养学生个性 D.养成学生品德

30.下列高中音乐课程实施的教学建议中（ ）不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

A.遵循听觉艺术的感知规律，弱化音乐学科的特点

B.面向全体学生，注意因材施教

C.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

D.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二、音乐编创题（本大题 1小题，10 分）

31.为以下旋律片段配置和声，和声进行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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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乐作品分析题（本大题 1 小题，15 分）

32.分析下面的谱例。

要求：

（1）说明调式调性（2分）

（2）说明该片段是哪种曲式结构。（6分）

（3）简要说明其旋律特征。（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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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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按照下列要求进行教学设计。教学

对象：高中学生。教学内容：学唱《雪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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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题 某学校在高中二年级开设了选修“演奏”模块课程，并选择长笛

为学习演奏的乐器。李明是该校高二学生，对音乐很感兴趣。李明从小就练习各

种乐器，并且已经获得了钢琴八级证书。但是李明右手小拇指天生就比正常人短

了一截，但是他对演奏很感兴趣，因此报名了演奏课程。但是被选修的老师告知

因为演奏长笛时需要小拇指来按住长笛，老师让他还是选择其他的课程。

问题：根据《高中音乐课程标准》中的规定，对以上案例进行点评和分析，并说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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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六、课例点评题（本大题 1小题，15 分）

35.根据《高中音乐课程标准》的相关理论，对下面高中歌唱综合课例的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进行点评。

教学目标：

1、感受新缰歌曲的情绪及风格，能够用自然圆润的声音清晰的“文字吐字，明朗活泼的情绪演

唱《青春舞曲》并背唱这首歌。

2、引导学生用打击乐器为《青春舞曲》配伴奏，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

3、了解王洛宾的概况，主要作品及新疆民歌整理创编的歌曲。

教学重点：在音乐实践活动中表现歌曲的音乐情绪和风格，提高表现能力。

教学难点：用打击乐器为《青春舞曲》配伴奏。

教具准备：电子琴、手鼓、铃鼓、录音机、新缰帽。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用录音机播放新疆民族《我们新疆好地方》，感受歌词赋予的情绪的风格。

师：“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风光，葡萄瓜果香又甜，煤铁金银遍地葳”优美的歌声向我

们传递着新疆的神奇和美丽，新疆地域辽阔，特产资源十分丰富。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赞美新疆为祖

国的“一块宝地”，你能谈一谈你所知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吗？

学生交收集到的材料（材料来源：八年级中国地理教科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加深对新疆的了解。

①新疆的地理位置、面积。

②新疆盛产的家作物。

③新疆蕴含的主要资源。

④新疆的民族风土人情及服饰特点。

（师生共同体验歌曲风格，掌握维吾尔族舞蹈的主要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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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机播放歌曲）教师戴着新疆帽随着音乐律动。学生通过观看师的“微颤”、“绕腕”、“托

帽式”、“移颈”等新疆舞的基本动作。再一次感受新疆舞别具一格的独魅力。

二、学唱歌曲

（1）师激情范唱

师边弹边唱，学生总结：歌曲情绪欢快、跳跃、充满青春活力的风格。

（2）理解歌词的内涵

播放录音，请学生随歌曲歌词的节奏朗读，理解歌词内涵。

（3）自学歌曲

①听录音，用“啦”模唱。

听师弹歌曲旋律一小节一小节的填词

③演唱，找出难点。

引导学生在速度、情绪、咬字吐字等方面对歌曲进行艺术处理。

三、表现歌曲

教师引导学生用准备好的打击乐器让学生为歌曲伴奏。

四、拓展延伸

（1）了解“西部歌王”王洛宾的概况及主要作品

（2）欣赏王洛宾的作品之一《半个月亮爬上来》。

五、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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