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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下半年） 

真题一： 

考试目标：高中 

面试科目：音乐 

题目名称：《星星索》 

详情： 

 

1. 题目：星星索 

2. 内容： 

 

3. 基本要求： 

（1）讲解民歌的概念。 

（2）依据谱例弹唱主旋律。 

（3）依据谱例指挥学生进行哼唱。 

（4）10 分钟试讲并展示必要的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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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高中音乐《星星索》 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教师给学生播放一组图片，并向学生提出问题：“通过欣赏这些图片，他们能给你

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2)结合图片资料，请同学们根据自己课下查阅的文字资料，简单的介绍一下印度尼西

亚的地理特征、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特色。 

（二）新课教授 

(1)初次聆听乐曲《星星索》，通过节奏、力度、速度、和声、织体等音乐要素感受乐

曲的风格特征以及人声的分类和演唱形式。 

(2)再次聆听《星星索》，请同学们跟随音频，轻声哼唱乐曲的主旋律，感受乐曲幽静

的特点。 

(3)教师指挥学生演唱乐曲的高声部旋律，同时注意演唱时的呼吸位置，以及换气的气

口，做到声音的连贯、舒展，以及旋律的起伏。 

(4)通过多次反复的练习，再次跟随钢琴伴奏，有感情的演唱主旋律。 

(5)教师指挥学生，跟随音频伴奏，完整有感情的演唱歌曲。 

（三）拓展延伸 

教师通过本节课学习的歌曲特点，为学生详细介绍民歌的概念： 

①民歌原本是指每个民族的传统歌曲，每个民族的先民都有他们自古代已有的歌曲，这

些歌绝大部分都不知道谁是作者，而以口头传播，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的传下去至今。 

②本节课学习的《星星索》是一首印尼苏门答腊中部地区巴达克人的船歌。巴达克的主

要分布有苏门答腊中部和北部山区，大多数聚居在多巴湖的周围。他们主要从事农业，这里

湖水清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巴达克人经常在湖上泛舟歌唱。 

（四）总结作业 

学习演唱歌曲《星星索》，了解外国民族音乐的风格特点，感受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

人文特色与音乐的关系，培养学生对外国民族音乐的兴趣，了解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 

板书设计 

 星星索 

印度尼西亚：湖水、阳光、微风 

人声分类：童声、男声、女声 

演唱分类：独唱、齐唱、合唱、轮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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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题目及解析】 

1.针对刚才教学过程的演唱指挥，你觉得你有哪些不足？【专业技能问题】 

【参考答案】 

在刚才的教学演唱指挥过程中，强调了让学生观察教师的指挥来进行演唱。但是并没有

详细的给学生讲解指挥的作用和指挥都有哪些手势。因此会使得学生对于指挥的作用和手势

了解的不透彻、不全面，影响了指挥实际的作用，学生不能根据教师的指挥很好的进行有感

情的演唱。 

2.你认为指挥的作用是什么？【专业知识问题】 

【参考答案】 

我认为指挥是合唱队或乐队进行排练和演出的组织者与指导者。指挥对于一个合唱队和

乐队水平的高低，往往起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指挥的作用是通过打拍子的方式统一合唱队或乐队的节奏与速度，各声部的音色，并将

其巧妙地融合起来。指挥严格掌握着音乐的谐和与协调，在旋律的相互交织，音乐的渐次发

展与乐曲风格的再现上给合唱或乐队以启示，用手势、面部表情或指挥动作与演唱(奏)者进

行交流，传达音乐表演艺术的意图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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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下半年） 

真题二： 

考试目标：高中 

面试科目：音乐 

题目名称：《王大娘钉缸》 

详情： 

1、题目：王大娘钉缸 

2、内容： 

 

3、基本要求： 

（1）体现鉴赏课过程。 

（2）体现音乐要素。 

（3）要有板书设计。 

（4）10 分钟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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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高中音乐《王大娘钉缸》 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播放豫剧《刘大哥讲话理太偏》，引出课题《王大娘钉缸》。 

（二）新课教学 

(1)欣赏歌曲，感受音乐的韵味和风格特征。 

①欣赏《王大娘钉缸》的视频，感受歌曲的情绪。(轻松、明快、幽默、诙谐的民间歌

舞曲) 

②老师演唱，学生判断结构形式。(上下两句) 

③学生哼唱，分析调式。 

④从乐谱和衬词中体会乐曲中的河南韵味和风格。 

(2)了解民间歌舞形式——地花鼓。 

①查阅地花鼓资料。 

②播放视频，了解地花鼓的表演形式。 

③地花鼓的特点：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表演形式生动活泼，诙谐幽默，富于亲切感。 

(3)学唱歌曲 

①学生根据视频哼唱，熟悉旋律。 

②学生加入歌词学唱歌曲，体会生动活泼、诙谐幽默的音乐情绪。 

③老师指挥，学生用生动活泼、诙谐幽默的音乐情绪演唱歌曲。 

（三）巩固提高 

对比歌曲，感受民歌与创作歌曲的区别。 

提问：《王大娘钉缸》的旋律与哪首影视歌曲的旋律有相似之处？ 

聆听《好汉歌》，与《王大娘钉缸》的旋律进行比较。初步认识： 

(1)民歌与创作歌曲之间的差别。 

(2)专业音乐创作与民歌之间的关系。 

（四）课堂小结 

民歌就是人民的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逐渐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和人民生活紧密地联系着的歌曲艺术，我希望同学们课下后以歌曲《王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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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缸》的旋律为基础，根据自己的生活内容为素材创编一个小歌舞表演给大家看。 

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及解析】 

1.简述一下民歌的音乐特点？【专业知识问题】 

【参考答案】 

(1)不同民族的民歌，其音乐都各具有民族的风格特色，从而成为该民族音乐特征的标

志。 

(2)各民族民歌的旋律与该民族的语言密切结合，最容易在本地区流传。例如蒙古族民

歌与阿尔泰语系蒙古族语关系密切，易于在蒙古自治区流传。藏族民歌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藏语支关系密切，易于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等地流传。 

(3)某民族或某地区的民歌，其音乐特点常在音阶、调式或节拍等方面明显的表现出来。

例如蒙古族民歌多用于羽调式；藏族民歌常用羽调式及宫调式；湖南衡阳、邵阳一带的民歌

将徵音升高；朝鲜族民歌常用三拍子；维吾尔族民歌喜欢用切分节奏等。 

(4)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的民歌(如劳动号子)，或与舞蹈相结合的舞歌，其节拍节奏都

会适应劳动或舞蹈的需要，一般都比较规整。由于生产方式不同，有些山歌、田秧歌与劳动

节奏结合得不够紧密，其节拍节奏相对地说比较“自由”。 

(5)一般地说，民歌的曲式结构都比较短小，篇幅长的歌词常采用同曲不断反复的方式。

如：《孟姜女哭长城》。 

2.在音乐教学中如何创设情境？【教学实施问题】 

【参考答案】 

教师通过情景创设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向学生提供从事音乐活动的集会从而使学生

兴趣盎然的学习音乐。 

(1)了解情景创设的基本方法。 

王大娘钉缸 

歌曲情绪：轻松、明快、幽默、诙谐 

             上句（6句） 

曲式结构   

             下句（6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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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多媒体再现，创设直观情景。 

②借用板画展现情景。 

③借助语言和想象融入情景。 

④通过表演体会情景。 

(2)还应注意情景创设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教学实践证明，牵强附会地“创设情境”不仅不能收到启蒙、有效的作用，反而会使学

生厌倦，产生对音乐接受和了解上的偏差，在创设情境、应用情景时最容易出现以下几方面

的问题： 

①对教学目的不明确，强迫趣味性，前功尽弃。 

②对内容不加选择，滥用情景，弄巧成拙。 

③脱离课堂实际，主观臆造，纯属虚构。 

 

（2016年下半年） 

真题三： 

考试目标：高中 

面试科目：音乐 

题目名称：《乘着歌声的翅膀》 

详情： 

1. 题目：乘着歌声的翅膀 

2.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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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要求： 

（1）展示器乐合作教学过程。 

（2）依据谱例边弹边唱高声部旋律。 

（3）依据谱例边哼唱高声部旋律边指挥。 

（4）展示板书。 

 

解析： 

高中音乐《乘着歌声的翅膀》 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教师播放一段音频，请同学们欣赏一首《婚礼进行曲》。 

(2)结合音频片段，学生根据自己课下查阅的文字资料，简单介绍作曲家门德尔松及其

音乐作品。 

（二）新课教授 

(1)初次聆听乐曲《乘着歌声的翅膀》，通过节奏、力度、速度、和声、织体等音乐要

素感受乐曲的风格特征。 

(2)再次完整聆听《乘着歌声的翅膀》，请同学们跟随音频，轻声哼唱乐曲的高声部旋

律，感受乐曲幽静、舒缓的特点。 

(3)将乐曲中的装饰音先去掉，跟随着琴声演唱乐曲的高声部旋律，同时注意演唱时的



 10 

呼吸位置，以及换气的气口，做到声音的连贯、舒展，以及旋律的起伏。 

(4)通过多次反复练习，加入高声部旋律中的装饰音，再次跟随钢琴伴奏，有感情的演

唱高声部。 

(5)教师指挥学生们进行高声部旋律的哼唱，并提出哼唱要求： 

①注意乐曲的前奏以及弱起小节的进入，观察教师的指挥动作； 

②跟随教师的指挥，注意气口的换气，以及旋律强弱对比的灵活处理。 

(6)跟随示范带以及教师的指挥动作有感情的演唱乐曲的高声部旋律。 

（三）拓展延伸 

(1)请同学们准备好自己的乐器——吉他，教师给同学们 3 分钟的时间，练习 C 大调音

阶的弹奏作为课堂的基础练习。 

(2)将班级中的学生分成两组，进行小组合作练习，并提出合作要求： 

①一组练习高声部旋律，另一组练习低声部旋律； 

②练习时注意相互配合，准确把握乐曲的节奏，练习时间为 10 分钟。 

(3)全班同学合作进行乐曲《乘着歌声的翅膀》的合奏。 

（四）总结作业 

学习演唱、演奏《乘着歌声的翅膀》，了解了作曲家门德尔松以及他的音乐作品，通过

合唱、合奏的形式，锻炼了学生的合作意识。 

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及解析】： 

1.针对刚才教学过程的演唱指挥，你觉得你有哪些不足？【教学能力问题】 

【参考答案】 

在刚才的演唱指挥过程中，没有过多的涉及到对指挥手势的讲解，使得在教学过程中这

部分进行的比较简单。只是让学生在演唱中，跟着教师的指挥手势进行演唱，却并没有很好

的利用指挥手势来引导学生体会歌曲表达的情感。 

2.你是学习的什么专业的？【个人情况问题】 

【参考答案】 

我本身学习的是音乐表演专业，但是在大四一整个学年的时间里，我在一所高中进行毕

乘着歌声的翅膀 

幽静、舒缓的旋律特点 

感受音乐情感：节奏、织体、和声、速度、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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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前的实习工作，授课对象就是高中学生，进行的是音乐课的授课工作。因此，对于高中学

生的心理状态以及认知水平，有一定的了解。 

 

（2016 年下半年） 

真题四： 

考试目标：高中 

面试科目：音乐 

题目名称：《黄河大合唱》 

详情： 

1、题目：黄河大合唱 

2、内容： 

 

3、基本要求： 

（1）指挥音乐。 

（2）带领学生哼唱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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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4）十分钟内作答。 

 

解析： 

高中音乐《黄河大合唱》 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环节一：创设情境 

多媒体播放黄河雄伟壮观的场面，请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对黄河的印象，播放背景

音乐《黄河协奏曲》的片段，引出作品《黄河大合唱》。 

环节二：赏析探究 

1.请学生拿出课前收集的资料，讨论对于《黄河大合唱》有哪些了解？ 

学生讨论之后，教师根据情况就作品的作者和创作背景进行适当的补充。 

2.播放乐曲，请学生闭眼聆听，在脑海中想象那幅画面，并思考：从乐曲中感受到了什

么？作品可分为几部分？分别采用怎样的声乐演唱形式？ 

学生自由回答，教师总结：慷慨、宏伟的气势。全曲分为八个部分：《黄河船夫曲》(混

声合唱)、《黄河颂》(男中音独唱)、《黄河之水天上来》(配乐朗诵)、《黄水谣》(女声合

唱、混声合唱)、《河边对口曲》(男声对唱、重唱、混声合唱)、《黄河怨》(女高音独唱)、

《保卫黄河》(齐唱、轮唱)和《怒吼吧，黄河》(混声合唱)八个乐章组成。 

3.分段欣赏 

①欣赏《黄河船夫曲》，聆听并思考：这段音乐有什么特点？描述了什么场面？总结其

音乐材料的重复性，节奏的律动性，运用了船夫号子的音乐素材，描绘了船夫们与风浪搏战

的动人场面。 

②欣赏《黄河颂》，聆听并思考：有哪些音乐要素发生了变化？表达了怎样的情感？分

析音乐的旋律、情感特征以及男中音热情、深切的演唱，结合诗词波澜壮阔的描述，表达了

人民对黄河的赞颂。 

③欣赏《保卫黄河》，聆听并思考：表现了怎样的情绪？了解其激昂的情感特点。请学

生随着音乐哼唱，并学习指挥的手势，之后随音乐指挥。 

环节三：巩固提高 

请学生对《黄河之水天上来》进行配乐诗朗诵，并认真体会诗词的意境。 

环节四：小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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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具有交响性和史诗性的大合唱。它既有对黄河奔腾咆哮、

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的描述，又揭示了中华民族遭受屈辱、苦难与不幸，同时还刻画了中国

人民英勇顽强、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 

作业：收集更多冼星海的作品，感受其民族精神。 

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及解析】： 

1.介绍一下作者？【专业知识问题】 

【参考答案】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出生于澳门，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杰出音乐家、音乐教育家。曾

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培养了许多音乐人才，对解放区音乐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其一生创作了数百首歌曲和四部大合唱，是现代声乐创作中最多产、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

其代表作品包括《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夜半歌声》

《只怕不抵抗》《黄河大合唱》和《生产运动大合唱》等优秀作品。其代表作《黄河大合唱》

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由于他对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活动等方面的

重要贡献，逝世后被誉为“人民的音乐家”。 

2.音乐新课程的教学目标体现的三维目标是什么？【教学设计问题】 

【参考答案】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其包括丰富情感体验，培养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培养兴趣，

树立终身学习的愿望，提高音乐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培养爱国主义感情，增强集体主

义精神，尊重艺术，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2.过程与方法，其包括体验、模仿、探究、合作、综合。 

3.知识与技能，其包括音乐基础知识、音乐基本技能、音乐历史与相关文化知识。 

 

 

（2016 年下半年） 

黄河大合唱 

冼星海 

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背景 

八个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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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五： 

考试目标：高中 

面试科目：音乐 

题目名称：《共和国之恋》 

详情： 

1. 题目：共和国之恋 

2. 内容： 

 

3. 基本要求： 

（1）要有清晰的教学过程。 

（2）教学过程要体现师生活动。 

（3）要有板书设计。 

（4）试讲 10 分钟。 

 

解析： 

高中音乐《共和国之恋》 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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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播放内蒙民歌《牧歌》和湖北民歌《龙船调》，感受其气息和咬字、吐字的方法，从而

导出本节课的内容——气息与咬字、吐字。 

（二）初步感知 

(1)欣赏歌曲，分析歌曲的情感。(歌词细腻而真挚，曲调舒展优美，在自由和轻快中蕴

含着力量，抒发了人民和祖国生死相依的深切之情。) 

(2)引导自学 

①分析此曲的结构。(二段式结构。第一乐段：优美，感情深切真挚；第二乐段抒发了

人民同祖国生死与共的深切之情，使音乐形象得到升华。整首曲子表达了热爱祖国的赤诚之

心。) 

②a.教师范唱第一段；b.学生自学这首歌。(教师引导) 

(3)讨论探究，学习歌唱方法。 

(4)歌曲演唱学习 

①生演唱此曲，师钢琴伴奏。 

②师提要求并纠正、指导演唱中出现的问题。 

要求： 

A.气息通畅自然； 

B.喉咙打开，腹肌跳动，第一遍先用练声“来”把旋律哼出来，第二遍唱歌词； 

C.咬字吐字清晰干净，努力唱好每一个字； 

D.每一小节中的强拍要有圆舞曲的特点，使音乐流动起来； 

E.充满感情，真挚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在乐曲的高潮部分把激情表现出来； 

F.结束时气势洪大、磅礴，用饱满的情绪演唱全曲。 

（三）巩固提高，成果检验 

(1)个别学生演唱《共和国之恋》或其他歌曲。 

(2)请学生谈谈在唱这首歌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呼吸、吐字、感情表达等) 

（四）课堂小结 

呼吸是歌唱的动力，字正腔圆是最基础的要求。我们要在不断的歌唱实践中，学会和掌

握呼吸的方法，并运用到歌唱中。歌唱是内心情感的抒发，我们在歌唱中要有感情演唱，把

歌曲的意境和感情表现出来。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870340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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