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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资源网 2507《学前儿童艺术教育（音乐）》国家开放大学期
末考试题库（最新）[笔试+机考+一网一] 
适用：【笔试+机考+一网一】【课程号：0496601744】 
总题量（631）： 单选(93) 多选(26) 简答(148) 论述(19) 名词解释
(35) 判断(101) 填空(178) 设计题(31) 
作者：电大资源网：http://www.dda123.cn/（任何问题可微信留言，
搜微信：905080280） 
资料考前整理，只供大家复习使用！题库上次考试可用，这次有
可能改版，如果科目改版资料对不上，可以把科目名称发我微信，
可退回下载该改版科目的积分 
ps：如果把改版科目可用的题目拍图发微信可奖励 10-20 积分，把
最版题库发微信可奖励 20-50 积分 
单选(93)--电大资源网：http://www.dda123.cn/（微信搜：905080280） 
1、1923 年幼儿教育家（）先生在南京创办我国最早的幼儿园——
鼓楼幼稚园，提倡中国化的幼儿教育。-->陈鹤琴 
2、1927 年，（）先生在陈鹤琴等人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一个乡村
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采取了一些平民化、因地制宜的
方进行艺术教育活动。-->陶行知 
3、20 世纪初期，在我国建立幼稚园时，造型美术教学方法主要是
摹仿采纳经由日本传来的福禄倍尔以造型性游戏和（）为主的教
学模式。-->手工制作 
4、3 岁左右的儿童开始萌发了（），即优美形态的审美态度，对
优美事物的偏爱和识别优美物体的审美敏感性及相应的美感体验。
-->审美心理 
5、（）儿童绘画教学活动的目标中需要引导儿童学习深浅、冷暖
颜色的搭配，并初步学习根据画面的需要，恰当地使用颜色表现
自己的情感。-->4—5 岁 
6、（）儿童手工教学活动目标是在折叠、粘贴的基础上．，开始
接触工具。-->3—4 岁 
7、（）认为儿童绘画的原因是来自于儿童内心的一种冲动。-->
天赋说 
8、（）深刻揭示了美术与道德的关系，他说：“美术之目的，虽
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
辅道德以为治。”-->鲁迅 
9、（）是德国的教育家，德国幼儿园的创始人。他把艺术教育纳
入幼儿的教育活动之中。-->福禄倍尔 
10、（）是给生活中的某些日用品、工艺品的表面装饰上图案纹
样，使它更加美丽、引人喜爱。-->装饰画 
11、（）是以有目的的身体运动为最终结果的艺术发展系统。-->
制作系统 
12、（）是幼儿期最高的构图形式，以这种方式构图的画面有了
清晰明确的前后关系。-->遮挡式 
13、（）需要进行制版、印制后才能最后完成作品，所以兼有绘
画、设计和制作的特点。-->版画 
14、（）曾提出幼稚园应实施和谐的生活教育，对束缚幼儿个性
发展的封建传统的教学方法，他的思想对当时的幼儿美术教育的
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陶行知 
15、（）主张通过艺术教育促进儿童人格的发展，认为儿童生来
具有艺术潜能，并具有不同的表现类型。-->里德 
16、《画架绘画与儿童人格》的作者是（）-->艾修勒和哈特薇克 

17、不同年龄的幼儿，在能力上相差很大，而不同类型的绘画使
用的工具也不同，因此要根据幼儿的能力选择合适的绘画种类，
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如低年龄段的幼儿宜用硬笔，不宜用（）。
-->毛笔 
18、陈鹤琴把儿童绘画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涂鸦期象征期定型期
和（）。-->写实期 
19、从幼儿实际的涂画行为和过程上看，涂鸦是（）的画线活动。
-->没有表现意图 
20、对教师教学行为的评价目的主要体现在对以往的美术教育作
出反思和（）。-->促进美术教育的发展 
21、对人的精神世界直接产生影响的是音乐的（）-->B.教育功能 
22、对于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情感态度目标表述正确的是（）。-->
体验、感受、乐于、喜欢、萌发 
23、对于学前儿童音乐教育认知目标表述正确的是（）。-->理解、
观察、尝试、探索、感知、了解、知道、发现、学习 
24、多数幼儿在听到熟悉的律动音乐乐头几个音（甚至只听了 1~2
个音〕后，就马上做出该律动的动作，这说明，幼儿有较强的（）。
-->B.音乐感知能力 
25、儿童的审美情感具有（），他们常常将审美过程中的那种情
感带入其他活动中，把自己当作是某个形象本身，沉浸在角色之
中。-->弥漫性 
26、儿童美术绘画课的基本方法有写生画、（）、命题画、意愿
画。-->临摹 
27、儿童美术欣赏课的基本方法是（）。-->对话 
28、儿童需要掌握的绘画基本技能之一是手的动作、手眼协调能
力和（）。-->手的控制能力 
29、歌曲学习开始阶段的核心任务是（）。-->B.做游戏、做身体
动作表演、熟悉歌词 
30、合拍做动作核心经验的指导要点是（）。-->合拍的要旨不是
打出拍子，而是打出稳定的拍子；引导幼儿合拍不能靠语言指令，
而要靠教师准确示范；歌唱教学中动作合拍主要指上肢动作合拍 
31、集体舞学习中幼儿与舞伴进行情感交流的方式有（）。-->非
接触性动作交流方式；语言交流方式；眼神交流方式；身体接触
交流方式 
32、教师在指导儿童进行美术欣赏过程中，应注意从他们的（）
特点出发，启发、引导其进行美术欣赏。-->年龄 
33、尽管各种变通总谱在打击乐教学中经常混合使用，但在过渡
到实际的乐器演奏之前，一般都必须经过（）-->D.徒手动作练习
阶段 
34、柯达依音乐教学体系的主要教学内容是-->C.歌唱教学 
35、铃木教学法的主要步骤顺序正确的是（）。-->接触、模仿、
鼓励、重复、增加、完善 
36、罗恩菲尔德在分析和解释儿童美术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个人成
长特征时，分别从智慧成长、社会成长、知觉成长、生理成长、
美感成长、（）、创造性成长七个层面来评价儿童的美术作品。
-->感情成长 
37、美术教育史上第一个“发现了儿童绘画”、给儿童绘画以崇高
地位的人是（）。-->弗兰兹.西泽克 
38、美术形象的存在方式依赖（）。-->空间 
39、美术也称（）、视觉艺术或空间艺术。-->造型艺术 

40、民主教育家（）在对学校教育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的同时，
也提出了幼儿教育体系，主张设立胎教院、乳儿院、幼稚园等一
套养育机构，以代替家庭教育。-->蔡元培 
41、命题画的三个基本条件是：要有直接的或间接的生活经历、
（）、幼儿有初步想象作画的习惯。-->图画形象基本上是画过的 
42、强调美术起源于劳动的艺术起源论是-->D.劳动论 
43、日本音乐教育家（）于 20 世纪中期开场了其“天才教育”体系
的建立。-->A.铃木 
44、师幼互动质量评价的具体内容包括（）以及教育支持。-->情
感支持；课堂行为管理；课堂结果管理；教育过程管理 
45、示范策略具有（）的特征。-->目的性；时效性；准确性 
46、屠美如认为不同时期的儿童绘画有着不同的特征，儿童只能
画出一个物体的空间，但是不能参照一条轴线表现一系列物体的
相对高度，是（）的表现。-->前轴阶段 
47、为音乐欣赏作品创编身体动作的基本原则-->画出音乐句段结
构图，把握音乐句段结构；遵循重复、对比等音乐组织手法；动
作要与音乐的形式元素特征匹配；动作越简单越好 
48、下列不属于音量表现性特点的是（）-->D.强的音量往往传达
出低沉、孤独的情绪情感 
49、写生画可分为写生画和（）两种。-->默画 
50、形考-->造型艺术 
51、学前儿童美术教学的组织原则有审美性原则、（）原则和实
践性原则。-->创造性 
52、学前儿童美术教育的内容涉及绘画、手工和（）三大板块，
它们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欣赏 
53、学前儿童一般不宜唱构造过于长大的歌曲，为 4 岁以前儿童
选择的歌曲，以含（）个乐句为宜。-->A.2~4 
54、研究者在对绘画作品的研究中发现，幼儿绘画水平有三个较
大的飞跃，依此，将幼儿美术能力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涂
鸦”期、“象征”期、（）。-->“概念画”期 
55、以画面色彩与再现客观事物或表现主观情感有无关系及关系
的密切程度为标准；幼儿对色彩的运用可以分为涂抹阶段、（）、
再现和表现阶段三个阶段。-->装饰阶段 
56、以下不属于庆典音乐活动组织策略的是（）。-->重创新玩法，
轻常规练习 
57、以下不属于艺术与儿童之间的共同特征是-->B.审美性 
58、以下不属于游戏模式的集体舞教学的是（）。-->AB 二段体
集体舞 
59、艺术起源理论“模仿论”代表人物是-->D.亚里士多德 
60、音乐角活动的目的主要是（）-->B.自由的音乐实践 
61、音乐教学游戏化质量评价的具体内容包括（）。-->游戏性情
境特征；音乐性动作特征；教学组织特征 
62、音乐区域活动中教师指导策略是（）。-->观察先行；分析制
定；介入指导；反思调整 
63、音乐作品的（）是指音乐作品中的句法与非句法形式主要用
来描绘或刻画人、物、地点、事件等客观现实的性质。-->再现性 
64、音色探究包括（）。-->探究生活环境中的音色；探究自然界
的音色；音色综合探究 
65、用身体动作的制作方式来感知旋律轮廓线是（）音乐经验的
获得机制。-->B.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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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幼儿感受系统发展的特征有（）。-->音量要素是幼儿最主要
的音乐兴趣；运动是幼儿对音乐感兴趣的第二重要因素；让幼儿
感兴趣的音乐作品类型是关于某些事情的音乐 
67、幼儿歌曲学习中的核心经验有（）。-->合拍做动作；具有旋
律轮廓线地歌唱；用动作描述音乐内容与形式；用语言描述音乐
内容与形式 
68、幼儿审美取决于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和结构与对象之间内在的
适应性，是因为幼儿审美具有（）。-->主动性 
69、幼儿园打击乐器包括（）。-->皮革类；木质类；金属类；散
响类 
70、幼儿园歌唱教育活动是指针对某一歌曲展开的音乐实践活动，
最终采用的音乐表现媒介为（）。-->嗓音 
71、幼儿园环境的设计要兼具（）和美观性，更要符合儿童的审
美趣味，环境美化包括室内与室外环境的布置。-->实用性 
72、幼儿园集体音乐教学活动评价的方法，从评价容的全面性角
度出发，可以把评价分为（）。-->A.全面评价和重点评价 
73、幼儿园音乐教育跨领域目标包括（）。-->学习品质；问题解
决；反思性思维 
74、幼儿园音乐教育音乐领域总目标是（）。-->感受；表现；创
造 
75、幼儿园音乐区域的特征有（）。-->幼儿自主化；音乐内容层
次化；音乐形式多样化；音乐材料操作化 
76、幼儿自发音乐活动类型包括（）。-->自发性哼唱；自发性身
体舞动；自发性节奏探索 
77、在打击乐演奏活动中，幼儿当小指挥，教师演奏乐器。教师
的这种行动方式是（）-->B.角色的进入 
78、在合作性的集体歌唱活动中，除了声音和感情的和谐默契以
外，还要注意（）-->A.音色的和谐 
79、在进餐以及午睡前后播放背景音乐，这种音乐活动属于（）
-->D.渗透性的音乐活动 
80、在手工教学的构思过程中，“（）”和“因材施艺”是两大基本原
则。-->因意选材 
81、在为歌曲创编表演动作的教学活动中，即兴创编的活动特点
主要是（）-->A.幼儿在前，以幼儿的意见为主，教师提供完善时
机或参考意见 
82、在学前儿童美术的评价是一个整体的评价，这一评价目的关
注了幼儿的可持续发展和（）两个方面。-->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83、在学前阶段，（）是儿童在歌唱活动中最难掌握的技能。-->C.
音准 
84、在音乐活动中，研究问题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是学习能力开
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教师要向幼儿提供进展（）-->A.创造性
学习的时机 
85、在音乐欣赏活动中，教师应尽力选择最好的音乐作品，使幼
儿尽早开场开展对音乐的-->A.敏感 
86、在音乐欣赏活动中，语言材料的考虑应侧重于能帮助儿童增
强（）-->D.对音乐的感知和体验 
87、在音乐欣赏活动中使用辅助材料，其目的是帮助学前儿童更
好地（）-->B.感觉和理解音乐作品 
88、在幼儿园的打击乐器演奏教学中，教师应知道如何按乐器的
音色给乐器分类，在以下各组乐器中，音色都比拟明亮、柔和的
一组是（）。-->A.碰铃、三角铁 

89、在幼儿园的韵律活动教学中，（）主要适应于情节性比拟强
的韵律动作组合的学习或创编活动。-->C.故事导入 
90、在指挥幼儿进展打击乐器演奏时，为了更有效地提示幼儿，
教师应多采用（）-->D.击打节奏型法 
91、织体经验的年龄目标是（）-->C.音层厚与薄的比较 
92、属于日常音色的是（）。-->A.自然环境中的音色 
93、属于音乐根本特征之一的是（）-->A.音乐是时间的艺术 
多选(26)--电大资源网：http://www.dda123.cn/（微信搜：905080280） 
1、《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艺术领域目标的描述有（）。-->(能
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
并能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
术表现活动；) 
2、达尔克罗兹教学法的基本内容与方法有（）。-->(体态律动；
视唱练耳；即兴表现) 
3、多声部歌唱的音乐材料类型是（）。-->(A.段落结构变化的二
声部B.唱与说的二声部C.第二声部为象声词的二声部D.轮唱式二
声部) 
4、发展学前儿童音乐的能力有（）。-->(音乐表现力；音乐感受
力；音乐创作力) 
5、柯达伊教学中主要使用的方法有（）。-->(使用首调唱名法；
节奏训练——柯达伊手势) 
6、铃木教学法的教育思想有（）。-->(音乐教育相当重要；人类
是环境之子；掌握知识最高度；培养孩子成为优秀的人) 
7、如何激发学前儿童对音乐的兴趣（）。-->(选用合适的音乐活
动内容；采取生动活泼的指导形式；培养和发展儿童对音乐的兴
趣。；加强师幼之间的情感交流；创造一种平等、宽松、和谐的
气氛；以此来激发儿童对音乐活动的兴趣。；在音乐活动中；教
师富有表情的演唱、演奏和使用漂亮的玩教具。) 
8、世界流行的儿童音乐教育流派有（）。-->(奥尔夫教学法；达
尔克罗兹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铃木教学法) 
9、旋律经验的年龄目标包括（）。-->(A.声音的高与低 C.旋律的
上行与下行 D.旋律的跳进与级进) 
10、学前儿童美术教学的组织原则包括（ABC）。-->(A 审美性原
则 B 创造性原则 C 实践性原则) 
11、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的任务（）。-->(培养学前儿童对音乐的兴
趣与爱好；教儿童掌握初步的音乐知识和技能；发展学前儿童的
音乐能力；充分发挥音乐的教育作用) 
12、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的作用（）。-->(向儿童进行品德教育；培
养健康人格的有力手段。；对儿童身体健康发育和成长有重大影
响。；是美育的主要形式和有力手段。；启迪智慧、开阔视野、
丰富知识、增强求知欲。) 
13、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分类目标（）。-->(歌唱；韵律活动；乐器
演奏；欣赏) 
14、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活动的方法（）。-->(示范；练习；运用直
观教具和游戏；运用语言) 
15、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活动的过程一般有两种组织结构（）。-->(“三
段式”结构；“单段式”结构) 
16、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活动的内容（）。-->(歌唱活动；韵律活动；
音乐欣赏活动；打击乐器演奏) 
17、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活动的评价方法有（）。-->(综合等级评定
法；观察法；谈话法；问卷法) 

18、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活动的评价内容有（）。-->(活动目标的评
价；活动内容的评价；活动方法的评价；活动环境和材料的评价) 
19、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活动的评价原则有（）。-->(全面性、客观
性原则；评价与指导相结合的原则；诊断性原则；针对性原则) 
20、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活动过程设计中的“三段式”结构包括（）。
-->(开始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 
21、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活动设计的目标有（）。-->(认知目标；情
感态度目标；操作技能目标) 
22、以下（）属于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活动
目标的确定；活动过程的设计；制定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活动方案
的基本格式) 
23、音色经验的年龄目标（）。-->(A.打击乐器音色 B.人声 C.日
常音色 D.乐器音色) 
24、用不移动与移动动作合拍的音乐材料类型有（）。-->(A.不移
动动作与歌词对应的歌曲 B.童谣 C.移动动作与歌词对应的游戏
D.动作模仿歌曲) 
25、幼儿打击乐活动使（）能力得到发展。-->(乐器操作；创造性
表现；合作协调；随乐能力) 
26、在语言节奏中让幼儿感知节拍，教师需要具备（）条件。-->(A.
教师的评价准确并一以贯之 B.教师的示范准确并一以贯之) 
简答(148)--电大资源网：http://www.dda123.cn/（微信搜：905080280） 
1、“妈妈用梳子，梳着我的头发；风是树的梳子，梳着... 
2、“水族馆”的音乐再现内容是什么？... 
3、奥尔夫音乐教学中除乐器演奏外的其它方法是... 
4、阐述幼儿年龄阶段音乐关键经验目标中第一、... 
5、打击乐器音色经验的获得机制是什么？... 
6、低幼儿童节奏型发展特征是什么？... 
7、低幼儿童在旋律轮廓线方面的辨别特征是什么... 
8、低幼儿童在音高辨别方面的发展特征是什么？... 
9、低幼儿童在音高歌唱方面的发展特征是什么？... 
10、动作意象的方式有哪些？ 
11、符号运用阶段儿童的艺术感知特征是什么？... 
12、符合幼儿趣味的歌曲特点 
13、符合幼儿趣味的歌曲特点有哪些?... 
14、副歌的音乐特征是什么？ 
15、歌词创编活动可能存在的两种偏差是什么？... 
16、歌曲再现内容的身体动作表达有哪四种类型？... 
17、集体舞教学有哪三阶段？ 
18、技能的出场方式有哪些？ 
19、简述“瑞典狂想曲”音乐内容的主题... 
20、简述打过击乐器音色，经验的获得机制。... 
21、简述打击乐多声部经验获得机制。... 
22、简述打击乐器音色经验的获得机制。... 
23、简述大脑神经系统发展领域对音乐学习关键期... 
24、简述动作意象的方式。 
25、简述动作意象的原则。 
26、简述多声部歌唱经验的获得机制。... 
27、简述符号运用阶段儿童的艺术感知特征。... 
28、简述符合幼儿趣味的歌曲特点。... 
29、简述歌词创编活动可能存在的两种偏差。... 
30、简述集体舞教学的三个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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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简述教育心理学的学习理论 
32、简述教育心理学的学习理论观。... 
33、简述接受早期音乐教育的儿童在八岁前没有获... 
34、简述节拍和节奏型音乐经验获得机制。... 
35、简述节拍音乐经验获得机制。 
36、简述节拍音乐经验获得机制。 
37、简述节奏型音乐经验获得机制。... 
38、简述进入音乐思维迁移环节的四种情况。... 
39、简述句子结构经验的获得机制。... 
40、简述乐器音色经验的获得机制。... 
41、简述能与自我、社会、自然和谐的人所能表现... 
42、简述器乐曲动作意象的三种方式。... 
43、简述器乐曲教学的一般步骤。 
44、简述曲式经验的获得机制。 
45、简述人的音色经验的获得机制。... 
46、简述日常音色经验的获得机制。... 
47、简述声音的高与低经验的获得机制。... 
48、简述声音高低经验获得机制。 
49、简述适合幼儿进行歌词创编活动的歌曲特征。... 
50、简述速度的快与慢经验的获得机制。... 
51、简述速度经验的获得机制。 
52、简述为什么能获得音乐经验的音乐学习是儿童... 
53、简述舞曲风格经验的获得机制。... 
54、简述旋律轮廓线经验获得机制。... 
55、简述旋律轮席线经验获得机制。... 
56、简述选择主副歌歌曲的标准与学习主副歌歌曲... 
57、简述学前儿童的三大音乐趣味。... 
58、简述学前儿童的音量趣味给学前音乐教育的启... 
59、简述学前儿童音乐经验获得的三个条件。... 
60、简述学前儿童音乐课程评价的对象。... 
61、简述学前儿童音乐作品再现性的挖掘步骤。... 
62、简述摇篮曲风格经验的获得机制。... 
63、简述以音乐教育内容为结构框架的目标体系中... 
64、简述音层厚薄经验的获得机制。... 
65、简述音乐作品的形式性、再现性及表现性的含... 
66、简述音量表现性的特点。 
67、简述引发幼儿自发咏唱的策略。... 
68、简述用身体动作与噪音表达轻重的区别。... 
69、简述幼儿对歌曲与器乐曲节奏型提炼的四种方... 
70、简述幼儿对声音高低进行感知与歌唱的特点。... 
71、简述幼儿歌唱能力发展的步骤。... 
72、简述幼儿歌唱音调不准的可能原因。... 
73、简述幼儿歌曲学习的四个阶段。... 
74、简述幼儿节奏感发展特征。 
75、简述幼儿提炼乐曲节奏型可能使用的四种方法... 
76、简述幼儿园音乐作品表现性的二种依附性。... 
77、简述幼儿园音乐作品再现性的形式规限。... 
78、简述再现音乐内容的三项标准。... 
79、简述在柯达伊歌唱教学中，准确音调歌唱的三个... 
80、简述在我国音乐教育中出现的制作、知觉、感... 
81、简述制作系统、知觉系统、感受系统的含义。... 

82、接受早期音乐教育的儿童在八岁前没有获得全... 
83、进入音乐思维迁移环节有 
84、进入音乐思维迁移环节有哪四种情况？... 
85、进行即兴表演的两个条件是什么？... 
86、论述柯达伊教学法中幼儿歌唱教学的三个要点... 
87、论述幼儿歌唱音调不准的可能原因。... 
88、能与自我、社会、自然和谐的人所能表现出来... 
89、培养幼儿拍感的二个规定性是什么？... 
90、器乐曲动作意象方式有 
91、器乐曲动作意象有哪三种方式？... 
92、器乐曲教学的一般步骤是什么？... 
93、前符号阶段儿童的艺术感知特征是什么？... 
94、适合幼儿进行歌词创编活动的歌曲特征是什么... 
95、舒特-戴森归纳的学前儿童音乐发展的一般年... 
96、速度经验的获得机制是什么？ 
97、谈谈在我国音乐教育中出现的制作、知觉、感... 
98、同样没有对音乐形式样式的感知为内核的感受... 
99、为什么说能获得音乐经验的音乐学习是儿童的... 
100、选择主副歌歌曲的标准与学习主副歌歌曲的方... 
101、学前儿童的音量趣味给学前音乐教育的启示是... 
102、学前儿童音乐经验获得的三个条件... 
103、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目标表述需要关注哪三个问... 
104、学前儿童音乐课程内容的形式要素是什么？... 
105、学前儿童音乐课程内容组织有哪三种形式？... 
106、学前儿童音乐课程中比较合适使用的二种档案... 
107、学前儿童再现性音乐作品的类型有... 
108、学前儿童再现性音乐作品的类型有哪些？... 
109、演奏即兴有哪几种契机 
110、一个经验的二个特征是什么？ 
111、以音乐教育内容为结构框架的目标体系中组成... 
112、艺术心理学对音乐音响能引起人的情感反映的... 
113、音乐表现性评价设计的三个步骤是什么？... 
114、音乐所能表现的两种情感状态是：... 
115、音乐所能表现的两种情感状态是什么？... 
116、音乐制作能力迁移有哪两种情况？... 
117、音量表现性的特点是什么？ 
118、音色探究活动可以展开的内容有哪些？... 
119、用身体动作与嗓音表达轻重的区别是什么？... 
120、幼儿打击乐演奏的三种主要方式是什么？... 
121、幼儿对歌曲与器乐曲节奏型提炼的四种方式是... 
122、幼儿对音色知觉与感受的年龄特征是什么？... 
123、幼儿歌唱音调不准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124、幼儿歌曲学习的四个阶段是什么？... 
125、幼儿节奏感发展特征是 
126、幼儿节奏感发展特征是什么？ 
127、幼儿进行打击乐演奏的目的是什么？... 
128、幼儿力度知觉的年龄特征是什么？... 
129、幼儿速度知觉的年龄特征是 
130、幼儿速度知觉的年龄特征是什么？... 
131、幼儿提炼乐曲节奏型可能使用的四种方法。... 
132、幼儿园音乐教学中所指的音乐风格是什么？... 

133、再现音乐内容的三项标准 
134、再现音乐内容的三项标准是什么？... 
135、在八岁前已经获得全面而基础的音乐经验的儿... 
136、在柯达伊歌唱教学中，准确音调歌唱的三个条件... 
137、在音乐教学中需要把音乐经验先还原到幼儿原... 
138、在语言节奏中让感知节拍教师需要具备的二个... 
139、造成幼儿歌唱音调不准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140、指出&ldquo;妈妈用梳子，梳着我的头发，风是树... 
141、指向分辨大跨度音高目标的歌曲所具有的特点... 
142、指向句子结构经验目标的两类歌曲与学习这两... 
143、指向力度经验目标的歌曲所具有的特点与开始... 
144、指向拍感目标的歌曲所具有的特点与开始学习... 
145、指向速度经验目标的歌曲所具有的特点与开始... 
146、指向先密后疏节奏型经验目标的歌曲所具有的... 
147、指向旋律轮廓分辨目标歌曲选择的二种情况与... 
148、作为音乐课程评价重要评价“对象”的幼儿，其... 
1、“妈妈用梳子，梳着我的头发；风是树的梳子，梳着树的头发。”
这句儿歌的原有形象与意象是什么？ 
答：原有形象：用梳子梳头发。意象：风“梳”树的“头发”。 
2、“水族馆”的音乐再现内容是什么？ 
答：A 段表示鱼在水中游，鱼儿先是尾巴打圈然后轻盈游出，这
样的动作在 A 段反复；B 段表示水中的水草由高到低的飘浮；C
段表示大波浪的翻腾、D 段表示水泡泡的出现与消失、E 段或 B’
段又是水草。 
3、奥尔夫音乐教学中除乐器演奏外的其它方法是什么？ 
答：（1）身体打击；（2）韵律朗诵；（3）集体舞。 
4、阐述幼儿年龄阶段音乐关键经验目标中第一、二个层次的音乐
形式经验目标。 
答：（1）节奏：稳定的节拍；疏密节奏型。 
（2）旋律：声音的高低；旋律的上行与下行；旋律的跳进与级进。 
（3）音色：日常音色、打击乐音色、人声、乐器音色。 
（4）速度：快与慢；渐快与渐慢。 
（5）织体：打击乐、舞蹈中声音的多层次；有伴奏无伴奏比较；
声音厚薄比较；多声部歌唱。 
（6）力度：轻与重；渐强与渐弱。 
（7）结构：模仿句；重复句；喊答句；主副歌；三段体、回旋曲；
引子。 
（8）风格：摇篮曲、舞曲、进行曲。 
5、打击乐器音色经验的获得机制是什么？ 
答案：（1）用打击乐器模拟日常生活音色；（2）探索录音中的
打击乐声音是如何发出来的，并实践尝试；（3）即兴创作打击乐
器作品的演奏。 
6、低幼儿童节奏型发展特征是什么？ 
答：从18个月开始作出试图使身体动作与听到的歌曲合拍的努力，
到 4-5 岁时幼儿能成功地模仿打出 2-4 个音符组成的简单节奏型，
6 岁幼儿大多能准确地模仿 3-4 个音符组成的节奏型。 
7、低幼儿童在旋律轮廓线方面的辨别特征是什么？ 
答：5 岁左右已经能够辨认级进的上行、下行旋律轮廓线，已经能
够辨认跳进旋律轮廓线，但只是轮廓线而不能准确辨别音程，所
以歌唱时音程跳度是不稳定的。 
8、低幼儿童在音高辨别方面的发展特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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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3-4 岁能辨别八度及八度以上距离的音是有明显的“空间”差异
的；4-5 岁能辨别五度及五度以上的音是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的，
能从前奏中辨别熟悉的歌曲；5-6 岁能辨别三度距离的音是有明显
的“空间”差异的，另外已经能够从前奏、间奏中轻松地辨别熟悉
的歌曲。7-8 岁儿童在实验情境下已经能够辨别全音、半音、四分
之一音的音高差别，辨音功能在这时期已经成熟。 
9、低幼儿童在音高歌唱方面的发展特征是什么？ 
答：12 个月-18 个月婴儿在歌唱时，其音高是模糊不清的；19 个
月开始出现分离的音高，主要是二度音程与小三度音程的清晰；
17 个月-23 个月半数以上的清晰音高还是二度音程，但音程的跨
度随年龄增大在增大；到二岁半左右，四度、五度音程已经出现，
但大二度与小三度仍是能清晰歌唱的主要音程。 
10、动作意象的方式有哪些？ 
答：（1）依据作品原意进行情节性的动作意象；（2）离开作品
原意，进入幼儿能理解的生活情节的动作意象；（3）带有舞蹈意
味的无情节的动作意象；（4）集体舞动作意象。 
11、符号运用阶段儿童的艺术感知特征是什么？ 
答案：这一阶段儿童艺术感知的特征是脱离了对事物、对人物的
“直接知识”，可以借助符号间接地来理解事物、人物了。 
12、符合幼儿趣味的歌曲特点 
答：（1）歌词本身生动、具有儿童语言的口味，幼儿容易朗诵；
（2）歌词所描述的主题突出、故事性强、幼儿容易动作表演；（3）
旋律音调与词调吻合，幼儿容易歌唱。 
13、符合幼儿趣味的歌曲特点有哪些? 
答:(1)歌词本身生动、具有儿童语言的口味，幼儿容易朗诵；(2)
歌词所描述的主题突出、故事性强、幼儿容易动作表演；(3)旋律
音调与词调吻合，幼儿容易歌唱。 
14、副歌的音乐特征是什么？ 
答：与主歌相比具有句式更为规整、旋律更容易上口、节奏更为
简单等音乐特征。 
15、歌词创编活动可能存在的两种偏差是什么？ 
答案：（1）使音乐活动变成语言活动；（2）在新学歌曲活动中
就进入歌词创编。 
16、歌曲再现内容的身体动作表达有哪四种类型？ 
答：（1）身体打击；（2）拍律身体表达；（3）重拍与弱拍的身体
表达；（4）再现性内容的动作表达。 
17、集体舞教学有哪三阶段？ 
答：（1）基本舞步与手的动作的学习阶段；（2）幼儿边做动作
边合音乐的尝试阶段；（3）完整舞蹈阶段。 
18、技能的出场方式有哪些？ 
答：游戏方式；探究方式；角色表演或剧情表演方式；圈舞、对
舞方式。 
19、简述“瑞典狂想曲”音乐内容的主题 
答：A 段表现农民扛着劳动工具上田头，接着浇水、松土，然后
回家的情境；B 段表现禾苗茁壮成长，并与同伴嬉戏、玩耍的情
境；A’段又表现农民扛着劳动工具上田头、浇水、松土，然后回
家的情境。 
20、简述打过击乐器音色，经验的获得机制。 
答案：（1）用打击乐器模拟日常生活音色；（2）探索录音中的
打击乐声音是如何发出来的，并实践尝试；（3）即兴创作打击乐
器作品的演奏。（各 2 分） 

21、简述打击乐多声部经验获得机制。 
答：（1）意识到自己演奏的声音与其他小朋友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2）意识到身体打击的层次。（各 3 分） 
22、简述打击乐器音色经验的获得机制。 
答：（1）用打击乐器模拟日常生活音色；（2）探索录音中的打
击乐声音是如何发出来的,并实践尝试；（3）即兴创作打击乐器作
品的演奏。 
23、简述大脑神经系统发展领域对音乐学习关键期的二种解释。 
答：（1）一种解释：神经元轴突的髓鞘化过程对儿童早期的发展
非常重要，也正是神经元轴突髓鞘化是产生学习关键期的基础。 
（2）另一种解释：在生命的早期，许多神经元尚未被确定今后负
责、控制什么，10 岁之前，所有关于运动的经历和经验决定皮层
上究竟有多少神经元控制身体的各个具体部位。 
24、简述动作意象的方式。 
 答：(1）依据作品原意进行情节性的动作意象；(2）离开作品原
意，进人幼儿能理解的生活 情节的动作意象；(3）带有舞蹈意味
的无情节的动作意象；（4）集体舞动作意象。 
25、简述动作意象的原则。 
 答：(1）把握音乐形式结构，事先画出句段图的原则；(2）动作
诊释遵循音乐重复、对比等音乐形式组织手法的原则；(3）动作
与音乐句法与非句法形式吻合原则；(4）动作简单原则。（各 1 . 5
分） 
26、简述多声部歌唱经验的获得机制。 
答案：（1）在模仿教师歌唱的过程中学习多声部合作歌唱；（2）
在歌唱自己声部时能够听到其它声部的声音。（各 3 分） 
27、简述符号运用阶段儿童的艺术感知特征。 
答：这一阶段儿童艺术感知的特征是脱离了对事物、对人物的“直
接知识＂，可以借助符号间接地来理解事物、人物了。  
28、简述符合幼儿趣味的歌曲特点。 
答案：（l）歌词本身生动、具有儿童语言的口味，幼儿容易朗诵。
（2）歌词所描述的主题突出、故事性强、幼儿容易动作表演；（3）
旋律音调与词调吻合，幼儿容易歌唱。 
29、简述歌词创编活动可能存在的两种偏差。 
答案：（1）使音乐活动变成语言活动；（2）在新学歌曲活动中
就进入歌词创编。（各 3 分） 
30、简述集体舞教学的三个不同阶段。 
答案：（1）基本舞步与手的动作的学习阶段；（2）幼儿边做动
作边合音乐的尝试阶段；（3）完整舞蹈阶段。（各 2 分） 
31、简述教育心理学的学习理论 
答：（1）把握音乐形式结构，事先画出句段图的原则；（2）动
作诠释遵循音乐重复、对比等音乐形式组织手法的原则；（3）动
作与音乐句法与非句法形式吻合原则；（4）动作简单原则。 
32、简述教育心理学的学习理论观。 
答：学习者原有的经验是学习的基础，知识或信息的获得过程是
学习者的新旧知识反复地、双向交互的过程。只有针对学习者已
有经验和兴趣的教学，才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学习才有
可能是主动、有效、深入的。 
33、简述接受早期音乐教育的儿童在八岁前没有获得全面而基础
的音乐经验的可能原因。 
 第一，早期音乐学习缺乏感受系统的参与；第二，早期音乐学习
缺乏音乐知觉系统的参与；第三，音乐学习缺乏制作系统的参与。 

34、简述节拍和节奏型音乐经验获得机制。 
答案：（1）幼儿通过模仿老师的身体动作制作方式来感知拍子（节
奏型）。（2）用同样的身体制作方式在不同的音乐作品中表达对
拍子（节奏）的理解。（3）对同一音乐作品通过打击乐制作方式
来表达对拍子（节奏）的理解。（各 2 分） 
35、简述节拍音乐经验获得机制。 
答：（1）幼儿通过模仿老师的身体动作制作方式来感知拍子。（2）
用同样的身体制作方式在不同的音乐作品中表达对拍子的理解。
（3）对同一音乐作品通过打击乐制作方式来表达对拍子的理解。 
36、简述节拍音乐经验获得机制。 
答：(1)幼儿通过模仿老师的身体动作制作方式来感知拍子。 
(2)用同样的身体制作方式在不同的音乐作品中表达对拍子的理解。 
(3)对同一音乐作品通过打击乐制作方式来表达对拍子的理解。 
37、简述节奏型音乐经验获得机制。 
答：（1）幼儿通过模仿老师的身体动作制作方式来感知节奏型。
（2）用同样的身体制作方式在不同的音乐作品中表达对节奏的理
解。（3）对同一音乐作品通过打击乐制作方式来表达对节奏的理
解。 
38、简述进入音乐思维迁移环节的四种情况。 
答：(1)歌曲的动作表演与歌唱活动完成后进入音乐思维的迁移环
节；(2)舞曲的动作表演完成后进入音乐思维的迁移环节；(3)器乐
曲的动作表演完成后进入音乐思维的迁移环节；(4)身体打击乐完
成后进入音乐思维的迁移环节。 
39、简述句子结构经验的获得机制。 
答案：（1）跟着教师歌唱，理解歌唱时重复句的“回声”状态；（2）
在模仿老师歌唱句子的同时，模仿老师的发声；（3）通过歌唱、
身体动作制作活动辨认重复句、喊答句。（各 2 分） 
40、简述乐器音色经验的获得机制。 
答：（1）通过模仿教师身体动作制作方式来感知器乐曲的再现特
性，并知道此器乐曲的演奏乐器；（2）即兴创编身体动作表达器
乐曲的再现特性。 
41、简述能与自我、社会、自然和谐的人所能表现出来的特征。 
答：与自我和谐的人表现为：（1）具有主体性（主动性、积极性
与创造性）；（2）与社会和谐的人表现为具有合作性、亲社会性；
（3）与自然和谐的人表现为爱自然、爱生命。（各 2 分）。 
42、简述器乐曲动作意象的三种方式。 
答案：（1）依据作品原意进行情节性的动作意象；（2）离开作
品原意，进入幼儿能理解的生活情节的动作意象；（3）带有舞蹈
意味的无情节的动作意象。（各 2 分） 
43、简述器乐曲教学的一般步骤。 
答：（1）用语言简要描述音乐作品的内容主题，提出第一次倾听
音乐、观看动作所需要完成的任务。（2）分段倾听与观看，每次
倾听与观看前提出需要幼儿关注与完成的任务。（3）幼儿完整地
合音乐地进行动作表演。（各 2 分） 
44、简述曲式经验的获得机制。 
 答：（1）在理解主副歌的前提下，分辨不同情绪或风格的两段乐
曲；(2）用不同的身体动作 去表现不同的段落；(3）用不同的节
奏型与乐器去表现不同的段落。 
45、简述人的音色经验的获得机制。 
答案：（1）用嗓音模拟日常生活音色；（2）绘声绘色地表演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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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的角色，尤其是需要头声的角色；（3）努力进行头声歌唱。
（各 2 分） 
46、简述日常音色经验的获得机制。 
答：（1）运用嗓音、打击乐器、自制乐器来探究日常音色；（2）
演唱与打击乐制作相结合 
47、简述声音的高与低经验的获得机制。 
答：(1)幼儿通过对空间高低的探究来知觉声音的高低。(2)幼儿通
过教师手势的提示来理解声音的上与下。(3)用嗓音模拟生活环境
中的高低声音。 
48、简述声音高低经验获得机制。 
答案：（1）幼儿通过对空间高低的探究来知觉声音的高低。（2）
幼儿通过教师手势的提示来理解声音的上与下。（3）用嗓音模拟
生活环境中的高低声音。 
49、简述适合幼儿进行歌词创编活动的歌曲特征。 
答：（1）每段歌词一般只含一种形象，且词句有较多重复的歌曲；
（2）喊答式、问答式歌曲。（各 3 分） 
50、简述速度的快与慢经验的获得机制。 
答：（1）通过身体肌肉感来理解速度的各种变化，累积有关音乐
速度的经验；（2）通过歌唱、身体动作制作方式体会速度的变化。 
51、简述速度经验的获得机制。 
答案：（1）通过身体肌肉感来理解速度的各种变化，累积有关音
乐速度的经验；（2）通过歌唱、身体动作制作方式体会速度的变
化。（各 3 分） 
52、简述为什么能获得音乐经验的音乐学习是儿童的感知、感受、
制作系统交互作用形成合力的一种学习。 
答案：没有感受与制作参与的音乐学习儿童是不会喜欢的，同样
没有对音乐形式样式的感知为内核的感受与制作，看上去儿童热
热闹闹地在学音乐，实际上没有后续效果。 
53、简述舞曲风格经验的获得机制。 
答案：（1）用不同的摇摆与舞步表达不同风格的舞曲；（2）能
在不同的队形中跳集体舞；（3）把身体动作的节奏感迁移到打击
乐演奏中去。 
54、简述旋律轮廓线经验获得机制。 
答：（1）用身体动作的制作方式来感知旋律的轮廓线。（2）通
过嗓音模拟生活环境中的高的声音的方式让幼儿意识到头腔共鸣。
（3）头声歌唱。 
55、简述旋律轮席线经验获得机制。 
答：（1）用身体动作的制作方式来感知旋律的轮廓线。（2）通过
嗓音模拟生活环境中的高的声音的方式让幼儿意识到头腔共鸣。
（3）头声歌唱。（各 2 分） 
56、简述选择主副歌歌曲的标准与学习主副歌歌曲的方式。 
 答：标准：两段音乐的性质要有一定的对比性，而且比较适合用
对比性的身体动作去表达。方式：有身体动作式（歌词包含动作
动词的歌曲）、故事表演式（讲故事、看图说话、角色扮演等）、
情境表演式（劳动情境、催眠情境、探究情境等）、歌词朗诵式
（具有节奏难度的歌曲往往采用）等。 
57、简述学前儿童的三大音乐趣味。 
 答：(1）音量要素是幼儿最主要的音乐兴趣；(2）运动是幼儿对
音乐感兴趣的第二重要因素；(3）让幼儿感兴趣的音乐作品类型
是“关于”某些事情的音乐。（各 2 分） 

58、简述学前儿童的音量趣味给学前音乐教育的启示。 
答案：（1）在让幼儿感知器乐作品时，我们有责任让幼儿听到最
好的音响效果；（2）在让幼儿感知器乐作品时，教师尽量少用嗓
音；（3）在歌唱学习中，教师发出悦耳的声音很重要。（各 2 分） 
59、简述学前儿童音乐经验获得的三个条件。 
答案：（1）在听音乐的同时让幼儿“见”到音乐的再现内容；（2）
用一种制作方式让幼儿去感知与其音乐经验相符的音乐形式样式；
（3）用其它类型的制作方式让幼儿去解释他们对音乐形式样式的
理解。 
60、简述学前儿童音乐课程评价的对象。 
答案：幼儿园音乐课程方案、幼，IL 园音乐课程方案的实施过程
与幼儿园音乐课程方案的最后效果。 
61、简述学前儿童音乐作品再现性的挖掘步骤。 
答：（1）曲式分析，旨在捕捉再现内容的音乐主题；（2）动作
表现，旨在诠释再现内容。 
62、简述摇篮曲风格经验的获得机制。 
 （1）以教师为榜样进行身体摇摆与演唱为感知制作方式；（2）
独立地进行身体摇摆与演唱为理解制作方式。   
63、简述以音乐教育内容为结构框架的目标体系中组成体系的四
部分内容结构与三个目标维度。 
答：四部分内容结构：歌唱、韵律活动、打击乐器演奏、欣赏；
三个目标纬度：认知、情感与态度、操作技能。 
64、简述音层厚薄经验的获得机制。 
答案：（1）在歌唱与打击乐制作活动中分辨出不同的声音；（2）
在打击乐演奏活动中意识到乐器种类的加入与退出,（3）用语言表
达音层厚薄的表现性。 
65、简述音乐作品的形式性、再现性及表现性的含义。 
答：（1）音乐作品的再现性：音乐作品中的句法与非句法形式主
要用来描绘或刻画人、物、地点、事件等客观现实的性质。 
（2）音乐作品的形式性：音乐作品中涉及由句法与非句法因素组
成的作曲或即兴的音乐设计。 
（3）音乐作品的表现性：音乐作品中的句法与非句法形式对人类
情感、情绪的表达性质。 
66、简述音量表现性的特点。 
答案：强的音量往往传达强烈的情绪情感，中等的音量可以表达
温和或深沉的情绪情感；弱的音量可以传达特别安静的心情，孤
独单一的情绪情感等。 
67、简述引发幼儿自发咏唱的策略。 
答：（1）在日常生活中教师经常与幼儿进行喧叙调式的对话；（2）
当引导幼儿创编完整曲子时，要求幼儿最起码说三件事。 
68、简述用身体动作与噪音表达轻重的区别。 
答案：幼儿用身体动作表达轻重的情绪状态最高涨与控制；然而
在用嗓音表达轻重时，无论是唱重还是唱轻，基本的情绪状态是
平静的。 
69、简述幼儿对歌曲与器乐曲节奏型提炼的四种方式。 
答案：（1）对音符单一的旋律直接提炼节奏型；（2）对重拍特
征明显的旋律提炼重拍节奏型；（3）对拍子突显的旋律提炼拍子
节奏型；（4）提炼重拍或拍子，但在长音处保留长音的时值。（各 
70、简述幼儿对声音高低进行感知与歌唱的特点。 
答:一方面幼儿对声音高低的辨别需要用音与音之间大的跨度来提
醒;另一方面幼儿的歌唱却是从二度、三度开始，幼儿最容易模仿

与喜欢唱的音程是二度、三度、四、五度。 
71、简述幼儿歌唱能力发展的步骤。 
答：（1）短小片断的模仿歌唱；（2）模仿唱出短小的句子；（3）
和教师一起歌唱；（4）在集体歌唱中找准音调；（5）教师起音后
不再跟唱，幼儿可以按照所给的音高和速度集体歌唱；（6）幼儿
乐意自己歌唱；（7）小组独立地按照所要求的音高和速度歌唱；（8）
幼儿自己选择歌曲在合适的音高和速度中歌唱。 
72、简述幼儿歌唱音调不准的可能原因。 
 答：(1）缺乏歌唱练习；(2）害羞；(3）一些幼儿的声音低沉或音
色特殊，他们因为和别人的声音不一样而不敢歌唱；(4）一些过
于自信的幼儿可能又会唱得太高太响，因此可能听不到他们自己
唱得和别人不一样；(5）只有相当少数的情况属于生理原因。 
73、简述幼儿歌曲学习的四个阶段。 
答案：（1）掌握歌词阶段；（2）掌握节奏阶段；（3）大致掌握
音高轮廓阶段；（4）初具调性感阶段。 
74、简述幼儿节奏感发展特征。 
答：3-4 岁幼儿可以通过大量的身体动作表演与打击乐演奏表演获
得稳定的节拍感；4-5 岁幼儿通过快与慢的配合理解节拍通过歌谣
朗诵理解节奏型；5-6 岁幼儿已经能够理解歌曲的节奏型能独立完
成快慢节拍的变换能理解节奏的主题、动机。 
75、简述幼儿提炼乐曲节奏型可能使用的四种方法。 
答案：（1）提炼出节拍，用打击乐演奏出来。（2）提炼出音符
简化后的节奏型，即除掉附点、切分等难的音符，只留下四分、
八分、二分等简单音符，并组成节奏型。（3）基本上也是提炼节
拍，但在延续音上又保留对节奏。（4）完全根据重拍提炼节奏型。
（各 
76、简述幼儿园音乐作品表现性的二种依附性。 
答：（1）对形式的依附；（2）对再现性的依附。 
77、简述幼儿园音乐作品再现性的形式规限。 
 答：幼儿园音乐作品再现特性的挖掘是处理张力的结果，其中再
现性是价值范畴，是我们追求的；而形式性是规限范畴，即所有
的再现性内容的挖掘以符合形式性为基本条件，离开了形式规限
的再现性往往是离了题的臆想。 
78、简述再现音乐内容的三项标准。 
答案：（1）形式规限标准；（2）意象思维标准；（3）以身体动
作呈现方式为主，以其它呈现方式为辅标准。 
79、简述在柯达伊歌唱教学中，准确音调歌唱的三个条件。 
 答：(1）选择适合幼儿智力和身体发展程度的音域合适的短小歌
曲进行教学。（2）选择在合适的音高上歌唱。（3）教师要为幼
儿提供具有准确音调、正确发音吐字和带有愉快情绪的范唱。（各
2 分） 
80、简述在我国音乐教育中出现的制作、知觉、感受三大系统分
离的状况。 
答案：在专业的音乐教育中缺失感受系统的参与；在中小学音乐
教育中缺失制作系统；在学前音乐教育中缺失知觉系统。 
81、简述制作系统、知觉系统、感受系统的含义。 
答：（1）制作系统：制作系统的产物是行动，而行动是指向目的
的，不只是单纯的身体运动。 
（2）知觉系统：知觉系统的产物是识别，从音乐学习的角度来说，
是对各种音乐形式样式的辨别、确认。 
（3）感受系统：感受系统的结果是情感，从音乐学习的角度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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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感可以包括任何有关儿童的情绪情感反应。 
82、接受早期音乐教育的儿童在八岁前没有获得全面而基础的音
乐经验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答案：（1）早期音乐学习缺乏感受系统的参与；（2）早期音乐
学习缺乏音乐知觉系统的参与；（3）早期音乐学习缺乏制作系统
的参与。 
83、进入音乐思维迁移环节有 
答：（1）歌曲的动作表演与歌唱活动完成后进入音乐思维的迁移
环节；（2）舞曲的动作表演完成后进入音乐思维的迁移环节；（3）
器乐曲的动作表演完成后进入音乐思维的迁移环节；（4）身体打
击乐完成后进入音乐思维的迁移环。 
84、进入音乐思维迁移环节有哪四种情况？ 
答案：（1）舞曲的动作表演与歌唱活动完成后进入音乐思维的迁
移环节；（2）舞曲的动作表演完成后进入音乐思维的迁移环节；
（3）器乐曲的动作表演完成后进入音乐思维的迁移环节；（4）
身体打击乐完成后进人音乐思维的迁移环节。 
85、进行即兴表演的两个条件是什么？ 
答案：（1）经验铺垫；（2）明由的任务意识。 
86、论述柯达伊教学法中幼儿歌唱教学的三个要点。 
答：（1）按照准确音调歌唱；（2）克服幼儿的不良音调；（3）歌
唱能力的发展步骤。 
87、论述幼儿歌唱音调不准的可能原因。 
 （1）缺乏歌唱练习；（2）害羞；（3）一些幼儿的声音低沉或音
色特殊，他们因为和别人的声音不一样而不敢歌唱川的一些过于
自信的幼儿可能又会唱得太高太响，因此可能听不到他们自己唱
得和别人不一样；（5）只有相当少数的情况属于生理原因。       
88、能与自我、社会、自然和谐的人所能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什么？ 
答：与自我和谐的人表现为具有主体性（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
性），与社会和谐的人表现为具有合作性、亲社会性，与自然和谐
的人表现为爱自然、爱生命。 
89、培养幼儿拍感的二个规定性是什么？ 
答：（1）在歌曲中进行；（2）在动作中进行。 
90、器乐曲动作意象方式有 
答：（1）依据作品原意进行情节性的动作意象；（2）离开作品
原意，进入幼儿能理解的生活情节的动作意象；（3）带有舞蹈意
味的无情节的动作意象。 
91、器乐曲动作意象有哪三种方式？ 
答案：（1）依据作品原意进行情节性的动作意象；（2）离开作
品原意，进入幼儿能理解的生活情节的动作意象；（3）带有舞蹈
意味的无情节的动作意象。 
92、器乐曲教学的一般步骤是什么？ 
答：（1）用语言简要描述音乐作品的内容主题，提出第一次倾听
音乐、观看动作所需要完成的任务。（2）分段倾听与观看，每次
倾听与观看前提出需要幼儿关注与完成的任务。（3）幼儿完整地
合音乐地进行动作表演。 
93、前符号阶段儿童的艺术感知特征是什么？ 
答案：这一阶段儿童艺术感知的特征是感官原动性，即感知能力
与艺术感知能力还没有分化，艺术品的呈现只是作为一般的刺激
物，只是起到促进儿童一般感知能力发展的作用，儿童还不能把
艺术品当作审美对象。 
94、适合幼儿进行歌词创编活动的歌曲特征是什么？ 

答：（1）每段歌词一般只含一种形象，且词句有较多重复的歌曲；
（2）喊答式、问答式歌曲。 
95、舒特-戴森归纳的学前儿童音乐发展的一般年龄特征是什么？ 
答：0-1 岁：对声音作出各种反应。 1-2 岁：自发地、本能地“创
作”并歌唱。   2-3 岁：开始能把听到的歌曲片断模仿地唱出。 
3-4 岁：能感知旋律轮廓。4-5 岁：能辨别音高、音区、能重复简
单的节奏。5-6 岁：能理解、分辨响亮之声与柔和之声。 
6-7 岁：在歌唱的音高方面已较为准确。 
96、速度经验的获得机制是什么？ 
答案：（1）通过身体肌肉感来理解速度的各种变化，累积有关音
乐速度的经验；（2）通过歌唱、身体动作制作方式体会速度的变
化。 
97、谈谈在我国音乐教育中出现的制作、知觉、感受三大系统分
离的状况。 
答：在专业的音乐教育中缺失感受系统的参与；在中小学音乐教
育中缺失制作系统；在学前音乐教育中缺失知觉系统。 
98、同样没有对音乐形式样式的感知为内核的感受与制作，看上
去儿童热热闹闹地在学音乐，实际上没有后续效果。 
答案： 
99、为什么说能获得音乐经验的音乐学习是儿童的感知、感受、
制作系统交互作用形成合力的一种学习。 
答：没有感受与制作参与的音乐学习儿童是不会喜欢的，同样没
有对音乐形式样式的感知为内核的感受与制作，看上去儿童热热
闹闹地在学音乐，实际上没有后续效果。 
100、选择主副歌歌曲的标准与学习主副歌歌曲的方式是什么？ 
答：标准：两段音乐的性质要有一定的对比性，而且比较适合用
对比性的身体动作去表达。 
方式：有身体动作式（歌词包含动作动词的歌曲）、故事表演式（讲
故事、看图说话、角色扮演等）、情境表演式（劳动情境、催眠情
境、探究情境等）、歌词朗诵式（具有节奏难度的歌曲往往采用）
等。 
101、学前儿童的音量趣味给学前音乐教育的启示是什么？ 
答案：（1）在让幼儿感知器乐作品时，我们有责任让幼儿听到最
好的音响效导；（2）在让幼儿感知器乐作品时，教师尽量少用噪
音；（3）在歌唱学习中，教师发出悦耳的声音很重要；（4）对
打击乐器的演奏，幼儿感兴趣的是让他自己去探究如何发出好听
的声音并演奏，而不是严格地按照教师所要求的拿乐器的方式、
教师所要求的节奏型去打击。 
102、学前儿童音乐经验获得的三个条件 
答：（1）在听音乐的同时让幼儿“见”到音乐的再现内容；（2）
用一种制作方式让幼儿去感知与其音乐经验相符的音乐形式样式；
（3）用其它类型的制作方式让幼儿去解释他们对音乐形式样式的
理解。 
103、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目标表述需要关注哪三个问题？ 
答：（1）表述的角度；（2）表述的性质；（3）表述的准确。 
104、学前儿童音乐课程内容的形式要素是什么？ 
答：节奏、旋律、音色、速度、织体、力度、结构、风格。 
105、学前儿童音乐课程内容组织有哪三种形式？ 
答案：以音乐版块内容为组织要素的幼儿园音乐课程；以音乐经
验为组织要素的幼儿园音乐课程；以幼儿社会生活经验，包括自
我、社会、自然及关系为组织要素的幼儿园音乐课程。 

106、学前儿童音乐课程中比较合适使用的二种档案夹评价是什
么？ 
答：（1）展示型档案夹评价；（2）评选型档案夹评价。 
107、学前儿童再现性音乐作品的类型有 
答：（1）句式规整、童趣盎然的再现性器乐曲；（2）句式规整
的再现性成人器乐曲；（3）句式不规整的再现性器乐曲。 
108、学前儿童再现性音乐作品的类型有哪些？ 
答案：（l）句式规整、童趣盎然的再现性器乐曲；（2）句式规整
的再现性成人器乐曲；（3）句式不规整的再现性器乐曲。 
109、演奏即兴有哪几种契机 
答：（1）音色探究活动的展开；（2）进入音乐思维的迁移环节；
（3）音乐创作。 
110、一个经验的二个特征是什么？ 
答：（1）一个经验具有整体性；（2）一个经验具有模式和结构性。 
111、以音乐教育内容为结构框架的目标体系中组成体系的四部分
内容结构与三个目标纬度各是 
答：四部分内容结构：歌唱、韵律活动、打击乐器演奏、欣赏；
三个目标维度：认知、情感与态度、操作技能。 
112、艺术心理学对音乐音响能引起人的情感反映的解释是什么？ 
答：客观的物理现象与人的心理现象之间有一种“同形”关系。 
113、音乐表现性评价设计的三个步骤是什么？ 
答：第一步，确定表现性任务；第二步，设计表现性任务的情境；
第三步，确定评价标准。 
114、音乐所能表现的两种情感状态是： 
答：（1）表现与人类的说话调、动作姿态比较接近的情感；（2）
表现生命意义上的广泛的情感。 
115、音乐所能表现的两种情感状态是什么？ 
答：（1）表现与人类的说话调、动作姿态比较接近的情感；（2）
表现生命意义上的广泛的情感。 
116、音乐制作能力迁移有哪两种情况？ 
答：（1）用同一音乐作品但用不同的制作方式来表达；（2）用同
一制作方式在不同的音乐作品中表达。 
117、音量表现性的特点是什么？ 
答：强的音量往往传达强烈的情绪情感；中等的音量可以表达温
和或深沉的情绪情感；弱的音量可以传达特别安静的心情，孤独
单一的情绪情感等。 
118、音色探究活动可以展开的内容有哪些？ 
答：（1）自然界的风、雨、雷、电；（2）各种动物的叫声；（3）
机器发出的声音；（4）生活环境中的与人有关的各种声音。 
119、用身体动作与嗓音表达轻重的区别是什么？ 
答案：幼儿用身体动作表达轻重的情绪状态是高涨与控制；然而
在用嗓音表达轻重时，无论是唱重还是唱轻基本的情绪状态是平
静的。 
120、幼儿打击乐演奏的三种主要方式是什么？ 
答：（1）音色探究中的打击乐演奏；（2）对歌曲与乐器中典型节
奏型提炼的演奏；（3）多声部演奏。 
121、幼儿对歌曲与器乐曲节奏型提炼的四种方式是什么？ 
答：（1）对音符单一的旋律直接提炼节奏型；（2）对重拍特征明
显的旋律提炼重拍节奏型；（3）对拍子突显的旋律提炼拍子节奏
型；（4）提炼重拍或拍子，但在长音处保留长音的时值。 
122、幼儿对音色知觉与感受的年龄特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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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音色的注意早在婴儿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是婴幼儿对音色
的知觉兴趣主要在于对日常生活中的音色而不是音乐音响中的音
色。对音乐音响中的音色来说，无论让幼儿分辨的是器乐音色还
是声乐音色，幼儿感兴趣的还是那些区别明显反差大、能生动刻
画事物的音色。 
123、幼儿歌唱音调不准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答：（1）缺乏歌唱练习；（2）害羞；（3）一些幼儿的声音低沉或
音色特殊，他们因为和别人的声音不一样而不敢歌唱；（4）一些
过于自信的幼儿可能又会唱得太高太响，因此可能听不到他们自
己唱得和别人不一样；（5）只有相当少数的情况属于生理原因。 
124、幼儿歌曲学习的四个阶段是什么？ 
答：掌握歌词阶段；掌握节奏阶段；大致掌握音高轮廓阶段；初
具调性感阶段。 
125、幼儿节奏感发展特征是 
答：3-4 岁幼儿可以通过大量的身体动作表演与打击乐演奏表演获
得稳定的节拍感；4-5 岁幼儿通过快与慢的配合理解节拍，通过歌
谣朗诵理解节奏型；5-6 岁幼儿已经能够理解歌曲的节奏型，能独
立完成快慢节拍的变换，能理解节奏的主题、动机。 
126、幼儿节奏感发展特征是什么？ 
答：3-4 岁幼儿可以通过大量的身体动作表演与打击乐演奏表演获
得稳定的节拍感；4-5 岁幼儿通过快与慢的配合理解节拍，通过歌
谣朗诵理解节奏型；5-6 岁幼儿已经能够理解歌曲的节奏型，能独
立完成快慢节拍的变换，能理解节奏的主题、动机。 
127、幼儿进行打击乐演奏的目的是什么？ 
答：是为了把头脑中的关于音响的表象（主要是节拍与节奏型表
象）表达出来。 
128、幼儿力度知觉的年龄特征是什么？ 
答：到了 3-4 岁幼儿已经有比较声音强弱的能力了，能自如地辨
别说、喊、悄悄话与唱的区别，并且能够用嗓音去表达这些区别；
4-5 岁幼儿能辨别歌曲、讲话、打击乐中的强弱，并且能够用歌唱、
打击乐演奏等制作方式去表达强弱；5-6 岁幼儿已经能辨别并理解
强弱的所有变换关系。 
129、幼儿速度知觉的年龄特征是 
答：3-4 岁幼儿能用简单的身体动作合中速、稍快、中速偏慢的音
乐；4-5 岁的幼儿可以辨别渐快、渐慢，并能调节身体动作去合速
度；5-6 岁幼儿能辨别与理解快慢的所有变换关系。 
130、幼儿速度知觉的年龄特征是什么？ 
答：3-4 岁幼儿能用简单的身体动作合中速、稍快、中速偏慢的音
乐；4-5 岁的幼儿可以辨别渐快、渐慢，并能调节身体动作去合速
度；5-6 岁幼儿能辨别与理解快慢的所有变换关系。 
131、幼儿提炼乐曲节奏型可能使用的四种方法。 
答：（1）提炼出节拍，用打击乐演奏出来。（2）提炼出音符简
化后的节奏型，即出掉附点、切分等难的音符，只留下四分、八
分、二分等简单音符，并组成节奏型。（3）基本上也是提炼节拍，
但在延续音上又保留了节奏。（4）完全根据重拍提炼节奏型。 
132、幼儿园音乐教学中所指的音乐风格是什么？ 
答：指音乐体裁之间所具有的典型差异。 
133、再现音乐内容的三项标准 
答：（1）形式规限标准；（2）意象思维标准；（3）以身体动作
呈现方式为主，以其它呈现方式为辅标准。 

134、再现音乐内容的三项标准是什么？ 
答案：（1）形式规限标准；（2）意象思维标准；（3）以身体动
作呈现方式为主，以其它呈现方式为辅标准。 
135、在八岁前已经获得全面而基础的音乐经验的儿童，其音乐发
展的可能前景是什么？ 
答：继续发展他们的音乐能力，他们会在音乐上变得更加自信，
在音乐经验上朝着更加老练、有深度的方向生长。 
136、在柯达伊歌唱教学中，准确音调歌唱的三个条件是什么？ 
答：（1）选择适合幼儿智力和身体发展程度的音域合适的短小歌
曲进行教学。 
（2）选择在合适的音高上歌唱。 
（3）教师要为幼儿提供具有准确音调、正确发音吐字和带有愉快
情绪的范唱。 
137、在音乐教学中需要把音乐经验先还原到幼儿原始经验有哪二
层意思？ 
答：为音乐审美经验铺垫；为生活经验本身铺垫。 
138、在语言节奏中让感知节拍教师需要具备的二个条件是什么？ 
 答：（1）教师的示范准确并一以贯之；（2）教师的评价准确并
一以贯之。 
139、造成幼儿歌唱音调不准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答案：（1）缺乏歌唱练习；（2）害羞；（3）一些幼儿的声音低
沉或音色特殊，他们因为和别人的声音不一样而不敢歌唱；（4）
一些过于自信的幼儿可能又会唱得太高太响，因此可能昕不到他
们自己唱得和别人不一样；（5）只有相当少数的情况属于生理原
因。 
140、指出“妈妈用梳子，梳着我的头发，风是树的梳子，梳着树
的头发，”这句儿歌的原有形象与意象。 
答案：原有形象：用梳子梳头发.意象：风“流”树的“头发”。 
141、指向分辨大跨度音高目标的歌曲所具有的特点与开始学习这
类歌曲时所用的方式是什么？ 
答：特点：是歌词主题一定是描绘一事或一物，这事与物在空间
的高低状态上有强烈的对比效果。 
开始方式：从幼儿探究歌词所描绘的事物的空间状态开始。 
142、指向句子结构经验目标的两类歌曲与学习这两类歌曲时所用
的方法是什么？ 
答：两类歌曲：重复句歌曲与对答句歌曲。 
方法：重复句的歌曲主要通过模仿方式进行学习；喊答句的歌曲
需要布置劳动情境或对唱情境来让幼儿学习这类歌曲。 
143、指向力度经验目标的歌曲所具有的特点与开始学习这类歌曲
时所用的方式是什么？ 
答：特点：具有强烈的故事效果，而且故事中有力度对比的需要。 
开始方式：从故事表演开始的。 
144、指向拍感目标的歌曲所具有的特点与开始学习这类歌曲时所
用的方式是什么？ 
答：特点：歌词本身要么直接指向身体动作要么充满了身体动作
提示，只要把歌曲的身体动作做到位歌曲也就会唱了。 
开始方式：学习这类歌曲是从幼儿跟着老师做动作开始的。 
145、指向速度经验目标的歌曲所具有的特点与开始学习这类歌曲
时所用的方式是什么？ 
答：特点：具有强烈的情境效果。 
开始方式：与情境表演或动作表演紧密不可分。 

146、指向先密后疏节奏型经验目标的歌曲所具有的特点与开始学
习这类歌曲时所用的方式是什么？ 
答：特点：是它们的歌词通常都比较深情。开始方式：从幼儿跟
着老师做抱拳与伸展手臂的动作开始。 
147、指向旋律轮廓分辨目标歌曲选择的二种情况与这类歌曲的学
习方法是什么？ 
答：二种情况：情境味道很浓的歌曲；故事性的歌曲。 
学习方法：围绕着情境表演、故事表演、游戏展开。 
148、作为音乐课程评价重要评价“对象”的幼儿，其作为评价主体
的体现方式是什么？ 
答：一方面体现在他们也参与对他们自己音乐学习活动目标与过
程的设计，对音乐学习目标是否实现的评估与反省；另一方面则
体现在通过他们对音乐课程方案实施过程的音乐行为反应和发展
变化来“发表”对音乐课程的看法的。 
论述(19)--电大资源网：http://www.dda123.cn/（微信搜：905080280） 
1、表现性目标准确表述的要求有哪些？举例说明。... 
2、阐述表现性目标准确表述的要求，并举例。... 
3、阐述动作意象的原则。 
4、阐述行为目标准确表述的要求，并举例。... 
5、阐述幼儿年龄阶段音乐关键经验目标中第一、... 
6、具体描述单圈舞“彩带”的教案步骤。... 
7、具体描述单圈舞“彩带”的教学步骤。... 
8、柯达伊教学法中，歌唱教学的主要方法有哪些？幼... 
9、论述柯达伊教案法中幼儿歌唱教案的三个要点... 
10、论述柯达伊教学法中幼儿歌唱教学的三个要点... 
11、论述学前儿童的三大音乐趣味。... 
12、论述学前儿童音乐教育中的教育性原理。... 
13、论述学前儿童音乐作品再现性的挖掘步骤。... 
14、论述幼儿提炼乐曲节奏型可能使用的四种方法... 
15、论述幼儿园音乐作品再现性的形式规限。... 
16、行为目标准确表述的要求有哪些？举例说明。... 
17、学前儿童音乐经验获得的三个条件是什么?... 
18、在音乐教学教学中大致应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19、针对幼儿音乐经验，谈谈一个经验二个特征的含... 
1、表现性目标准确表述的要求有哪些？举例说明。 
 答：表现性目标的制定准则是情境与任务的双维度制定，即交代
儿童需要完成的任务情境与具体任务。举例(略) 
2、阐述表现性目标准确表述的要求，并举例。 
答：表现性目标的制定准则是情境与任务的双维度制定，即交代
儿童需要完成的任务情境与具体任务。 
举例(略) 
3、阐述动作意象的原则。 
 答：(1)把握音乐形式结构，事先画出句段图的原则；(2)动作诠释
遵循音乐重复、对比等音乐形式组织手法的原则；(3)动作与音乐
句法与非句法形式吻合原则；(4)动作简单原则。(各 5 分) 
4、阐述行为目标准确表述的要求，并举例。 
 答：行为目标的制定准则是行为与内容的双维度制定，“行为”是
指要求儿童表现出来的行为，“内容”是指这种行为所适用的领域。
在制定行为目标时在行为纬度又有以下二个准则：第一，指出儿
童外显的表现行为；第二，指出这种表现行为的条件或公认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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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举例(略) 
5、阐述幼儿年龄阶段音乐关键经验目标中第一、二个层次的音乐
形式经验目标。 
答：（1）节奏：稳定的节拍；疏密节奏型。 
（2）旋律：声音的高低；旋律的上行与下行；旋律的跳进与级进。 
（3）音色：日常音色、打击乐音色、人声、乐器音色。 
（4）速度：快与慢；渐快与渐慢。 
（5）织体：打击乐、舞蹈中声音的多层次；有伴奏无伴奏比较；
声音厚薄比较；多声部歌唱. 
（6）力度：轻与重；渐强与渐弱。 
（7）结构：模仿句；重复句；喊答句；主副歌；三段体、回旋曲；
引子。 
（8）风格；摇篮曲、舞曲、进行曲。 
6、具体描述单圈舞“彩带”的教案步骤。 
答：（1）基本舞步与手的动作的学习阶段： 
①先请幼儿朝戴有手腕花环的方向走八字步,注意身体是侧身的，
身体是朝前走而不是横着走。请幼儿练习，观察所有幼儿的身体
是否是自然的、放松的。 
②请幼儿再朝不戴手腕花环的方向走八字步,注意转方向前的身体
调整，着重练习前面最后一拍所调整的身体动作与后面动作的衔
接。观察所有幼儿是否会做这种调整动作，从而使自己的身体放
松。 
③两个方向合起来练习。 
④改成走四步，继续观察幼儿在方向转换时的动作调整情况。 
⑤学习手臂上举同时向前走的动作，始终是戴有手腕花环的这个
方向的脚起步。 
⑥学习手臂放下的同时向后走的动作，继续强调是戴有手腕花环
的这个方向的脚起步。 
   （2）幼儿边做动作边合音乐的尝试阶段： 
①请幼儿围成一个大圈，在圈中听教师的口令做动作。 
②配合音乐。教师在变换动作前发出动作变换的提示。 
③观察幼儿配合音乐、保持队形、调整身体使身体舒适等方向的
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有针对性地示范与练习。 
  （3）完整舞蹈的学习阶段。完整地配合音乐，这时即使幼儿有
一些问题教师也只是语言提示，让幼儿沉浸于音乐之中不要打断
幼儿的舞蹈乐趣。 
7、具体描述单圈舞“彩带”的教学步骤。 
答：（1）基本舞步与手的动作的学习阶段；先请幼儿朝戴有手腕
花环的方向走八字步,注意身体是侧身的，身体是朝前走而不是横
着走。请幼儿练习，观察所有幼儿的身体是否是自然的、放松的。 
请幼儿再朝不戴手腕花环的方向走八字步,注意转方向前的身体调
整，着重练习前面最后一拍所调整的身体动作与后面动作的衔接。
观察所有幼儿是否会做这种调整动作，从而使自己的身体放松。 
两个方向合起来练习。 
改成走四步，继续观察幼儿在方向转换时的动作调整情况。 
学习手臂上举同时向前走的动作，始终是戴有手腕花环的这个方
向的脚起步。 
学习手臂放下的同时向后走的动作，继续强调是戴有手腕花环的
这个方向的脚起步。 
（2）幼儿边做动作边合音乐的尝试阶段；请幼儿围成一个大圈，

在圈中听教师的口令做动作。 
配合音乐。教师在变换动作前发出动作变换的提示。 
观察幼儿配合音乐、保持队形、调整身体使身体舒适等方向的情
况，发现问题及时有针对性地示范与练习。 
（3）完整舞蹈的学习阶段。完整地配合音乐，这时即使幼儿有一
些问题教师也只是语言提示，让幼儿沉浸于音乐之中不要打断幼
儿的舞蹈乐趣 
8、柯达伊教学法中，歌唱教学的主要方法有哪些？幼儿歌唱教学
的要点有哪些？ 
答：歌唱教学的主要方法有（1）字母谱与节奏谱；（2）手势；（3）
指挥。 
歌唱教学的三个要点。 
（1）按照准确音调歌唱； 
（2）克服幼儿的不良音调； 
（3）歌唱能力的发展步骤。 
9、论述柯达伊教案法中幼儿歌唱教案的三个要点： 
答：（1）按照准确音调歌唱； 
   （2）克服幼儿的不良音调； 
   （3）歌唱能力的发展步骤。 
10、论述柯达伊教学法中幼儿歌唱教学的三个要点及准确音调歌
唱的三个条件。 
答：柯达伊教学法中幼儿歌唱教学的三个要点： 
（1）按照准确音调歌唱； 
（2）克服幼儿的不良音调； 
（3）歌唱能力的发展步骤。 
在柯达伊歌唱教学中，准确音调歌唱的三个条件： 
（1）选择适合幼儿智力和身体发展程度的音域合适的短小歌曲进
行教学。 
（2）选择在合适的音高上歌唱。 
（3）教师要为幼儿提供具有准确音调、正确发音吐字和带有愉快
情绪的范唱。 
11、论述学前儿童的三大音乐趣味。 
 答：(1)音量要素是幼儿最主要的音乐兴趣； 
(2)运动是幼儿对音乐感兴趣的第二重要因素； 
(3)让幼儿感兴趣的音乐作品类型是“关于”某些事情的音乐。  
12、论述学前儿童音乐教育中的教育性原理。 
 答：音乐活动的终极目标或教育目标是堵养人，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即能与自我、社会、自然和谐的人。与自我和谐的人表现为
具有主体性(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与社会和谐的人表现为具
有合作性、亲社会性，与自然和谐的人表现为爱自然、爱生命。 
音乐活动的音乐目标与教育目标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共存关系、
张力关系。教育目标是价值目标，音乐目标是规限目标，在张力
结构中，教育目标与音乐目标同时实现。音乐教育的本质是教育
目标与音乐目标的结合，即同时实现。 
13、论述学前儿童音乐作品再现性的挖掘步骤。 
答：（1）曲式分析，旨在捕捉再现内容的音乐主题；（2）动作表
现，旨在诠释再现内容。 
14、论述幼儿提炼乐曲节奏型可能使用的四种方法。 
 答：(1)提炼出节拍.用打击乐演奏出来。 
(2)提炼出音符简化后的节奏型，即出掉附点、切分等难的音符，
只留下四分、八分、二分等简单音符，并组成节奏型。 

(3)基本上也是提炼节拍，但在延续音上又保留了节奏。 
(4)完全根据重拍提炼节奏型。  
15、论述幼儿园音乐作品再现性的形式规限。 
 答：幼儿园音乐作品再现特性的挖掘是处理张力的结果，其中再
现性是价值范畴，是我们追求的，而形式性是规限范畴即所有的
再现性内容的挖掘以符合形式性为基本条件，离开对形式规限的
再现性往往是离了题的臆想。 
16、行为目标准确表述的要求有哪些？举例说明。 
 答：行为目标的制定准则是行为与内容的双维度制定，“行为”是
指要求儿童表现出来的行为；“内容”是指这种行为所适用的领域。
在制定行为目标时在行为维度又有以下二个准则：第一，指出儿
童外显的表现行为；第二，指出这种表现行为的条件或公认的准
则。举例(略) 
17、学前儿童音乐经验获得的三个条件是什么? 
答：(1)在听音乐的同时让幼儿“见”到音乐的再现内容; 
(2)用一种制作方式让幼儿去感知与其音乐经验相符的音乐形式样
式; 
(3)用其它类型的制作方式让幼儿去解释他们对音乐形式样式的理
解。 
18、在音乐教学教学中大致应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1)发音方法与歌唱时的姿式。小学生的声带处于脆弱与柔嫩的发
育状态，因此发音时不要音量过大、时间过长，否则会使声带疲
劳。提倡采用中等的或轻声的音量歌唱，并把握适当的演唱时间。
还要注意学生的唱歌音域，要允分利用学生的自然声区，逐步地
向高、低两端扩展音域(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调整音域)，同时注意
声音的和谐、均衡与统一。注意气息的训练，培养学生顺其自然
地呼与吸，一口气发出的音不要过长。在歌唱时，教师应要求学
生做到 
(①精神饱满、集中。 
②身体保持自然，松弛，端正。 
③眼平视，面部与颈部肌肉放松，表情自然、大方。 
(2)听觉与视觉。音乐是声音的艺术，鉴赏音乐，表现音乐都需要
灵敏的听觉，因此在教学中要经常训练学生的听觉能力，培养学
生良好的听觉习惯。 
①充分利用好音响设备。录音机的音量要适当，使坐在每个位置
的学生都能听到较好的音响效果，要将均衡度调好，使学生听到
最佳的音乐效果。 
②教师在课堂上的范唱要做到最优质的，伴奏音响在力度上要稍
弱于演唱力度。 
③教师的语调要有激情。可采用高音位的讲话方法，接近学生的
声音。 
在课堂中，要重视对学生视力的保护。①音符、字迹的大小要适
中、清楚、规范。②带有色彩的字、图要用得恰到好处，主题突
出。③尽量利用合理的采光点(如左则是光源，教师则应站在光源
的对侧)，使学生看歌片、幻灯影像等都能清楚。教师的服饰色泽
不要过于刺激。(3)时间调配与心理。一节课要根据教学内容合理
地安排时间，要将学生的劳逸度考虑进去。以多样性、相对比性
的内容，生动鲜明、富于想象、充满激情的音乐形象与教学语言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节学生的情趣。同时注意音乐作品要
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即心理、生理的认知规律)，以学生的接受能
力为依据，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音乐教学上的教学卫生对音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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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并且把握好，使学生在美
的享受、美的陶冶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全面的音乐艺术教育。 
19、针对幼儿音乐经验，谈谈一个经验二个特征的含义。 
 答：对幼儿音乐经验来说，一个经验第一个特征的含义是表现与
再现性(情感)、制作性(实践)、形式性(理智)三者融合为整体，而
这种整体是以音乐制作的方式出现；第二个特征的含义是这种经
验以音乐形式模型的方式在头脑中留下表象，表象的形成与表达
都依赖三种音乐制作方式。 
名词解释(35)--电大资源网：http://www.dda123.cn/（微信搜：
905080280） 
1、表现性评价-->指在真实情境中，根据幼儿在完成实际任务时的
表现而进行的评价。 
2、表现性评价的二种评价方式-->是课堂情境与非课堂情境评价。 
3、创编歌词活动-->是利用幼儿语言发展能力先于音乐能力的优势，
通过把歌唱的心理能量主要用于编歌词的方式促进嗓音控制能力
自动化的活动。 
4、单圈舞-->是全体围成一个圈，以圈为基本队形而进行的集体舞。 
5、档案夹评价-->指根据课程目标，有意识地将各种有关幼儿表现
的作品及其其他证据、信息收集起来，并通过对档案夹制作过程
和记录结果的分析与解释，反映幼儿在学习、发展过程中的优势
和不足，反映幼儿在达到目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进步。 
6、等级量表评价-->指用数字或等级的形式来评定幼儿。 
7、感受系统-->感受系统：感受系统的结果是情感，从音乐学习的
角度来说.这种情感可以包括任何有关儿童的情绪情感反应。 
8、感受系统-->感受系统的结果是情感，从音乐学习的角度来说，
这种情感可以包括任何有关儿童的情绪情感反应。 
9、感受系统的结果-->是情感，从音乐学习的角度来说，这种情感
可以包括任何有关儿童的情绪情感反应。 
10、故事性歌曲-->指那类歌词内容有故事情节的歌曲。 
11、技能-->指做身体动作、咽喉肌肉控制、打击乐器的肌肉动作
等的能力，它们本身与音乐可以毫无关系。 
12、技能-->指做身体动作、咽喉肌肉控制、打击乐器的肌肉动作
等能力，它们本身与音乐可以毫无关系。 
13、双圈舞-->是全体围成二个圈，以双圈为基本队形而进行的集
体舞。 
14、学前儿童音乐技能类型-->有身体动作音乐技能、嗓音表达音
乐技能、打击乐器音乐技能、即兴音乐技能。 
15、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的内容组织-->指在音乐价值观的指导下，
将选出的课程内容要素妥善地组织成幼儿园教育活动结构，使教
育活动要素在动态运行的教育活动结构系统中产生合力，以便有
效地实现幼儿园音乐课程目标。 
16、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目标的四个层次-->是音乐课程目标、年龄
阶段目标、单元目标、具体活动目标。 
17、学前儿童音乐课程内容组织的标准-->是连续性、顺序性与整
合性。 
18、邀请舞-->是一种找舞伴并与舞伴对舞的集体舞。 
19、意象-->是由想象力形成的一种形象显现，经由感知、表象到
意情统一。 
20、音符单一的节奏型-->只有一到二种音符组成的节奏型。 
21、音乐即兴-->是音乐制作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一人或多
人白发地、同时地对一音乐作品进行诠释、表演、创作。 

22、音乐技能-->指对感知到的音乐再现性与表现性做出符合音乐
形式特性的表达，即音乐能力。 
23、音乐作品的表现性-->音乐作品中的句法与非句法形式对人类
情感、情绪的表达性质。 
24、音乐作品的形式性-->音乐作品中涉及由句法与非句法因素组
成的作曲或即兴的音乐设计。 
25、音乐作品的再现性-->音乐作品中的句法与非句法形式主要用
来描绘或刻画人、物、地点、事件等客观现实的性质。 
26、幼儿园音乐教学中的两种铺垫方式-->是围绕目的进行铺垫；
以综合为视角进行铺垫。 
27、幼儿园音乐课程目标-->是实现幼儿园教育目标的手段，是帮
助幼儿获得音乐经验，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各种音乐教育活
动的总和。 
28、幼儿园音乐课程目标的主要取向-->是在行动中感知；感知的
内容指向音乐形式的样式。 
29、幼儿园音乐课程评价的四个基本问题-->是评什么、谁来评、
为什么评、怎么评。 
30、知觉系统-->知觉系统的产物是识别，从音乐学习的角度来说，
是对各种音乐形式样式的辨别、确认。 
31、直列舞-->是指以两直列队形为基本队形的集体舞。 
32、制作系统-->制作系统的产物是行动，而行动指向目的，不只
是单纯的身体运动。 
33、制作系统-->制作系统的产物是行动，而行动是指向目的的，
不只是单纯的身体运动 
34、制作系统的产物-->是行动，而行动是指向目的的，不只是单
纯的身体运动 
35、自发咏唱-->幼儿基于一个很熟悉的歌曲片断或一个简单的词，
或是无词的，哼唱出在一个简单的音调上绕来绕去的旋律。 
判断(101)--电大资源网：http://www.dda123.cn/（微信搜：905080280） 
1、“元素性音乐教育〞是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的独创风格和特色。
-->错 
2、1994 年定稿并出版的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指出：“年幼
的儿童以极大的热情对视觉艺术教学所提供的艺术材料进行实验，
对各种观念进行探究。他们在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共享过程中表露
出欢乐和兴奋。创造是这种教学的核心。”-->对 
3、20 世纪初期，在我国建立幼稚园时，福禄倍尔、蒙台梭利的幼
儿教育思想及杜威的教育思想相继传入我国。就造型美术教学方
法而言，当时主要摹仿采纳的是经由日本传来的福禄倍尔以造型
性游戏和手工制作为主的教学模式。-->对 
4、3-4 岁的幼儿，感觉音乐和表现音乐的能力有了更进一步的发
展，多数孩子能准确地唱一些简单的歌曲了。-->错 
5、3-4 岁的幼儿音乐能力发展要求能借助一些词汇描述自己对音
乐情绪的体验。-->错 
6、3-4 岁的幼儿音乐能力发展要求想唱好歌曲知道记歌词有情绪
反应。-->对 
7、4-5 岁的幼儿音乐能力发展要求能借助一些词汇描述自己对音
乐情绪的体验。-->对 
8、4-5 岁的幼儿音乐能力发展要求能准确地唱一些简单的歌曲。
-->错 
9、4-5 岁儿童不仅掌握了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的歌曲节奏，还能
够比拟准确地再现二分音符的节奏。-->对 

10、5-6 岁的幼儿音乐能力发展要求能准确地唱一些简单的歌曲。
-->对 
11、阿恩海姆以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为依据，认为感知力是从整
体到局部，通过一个知觉分化的过程发展而来的。-->对 
12、爱因斯坦曾说没有早期音乐教育，干什么事我都会一事无成。
-->对 
13、柏拉图认为音乐对人的性格形成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净
化、美化人的心灵世界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对 
14、班音乐欣赏的教材，器乐曲应占主要地位。-->错 
15、辨别音色的目的就是对各类打击乐器的音色进行一一辨认。
（）-->错 
16、陈鹤琴认为童年就如同不可缺少的游戏和童话一样，也不可
缺少音乐。-->错 
17、动作技能目标具体行为是指积极参加音乐游戏活动，体验并
享受游戏过程带来的乐趣。-->错 
18、动作技能目标具体行为是指用连贯、舒缓的歌声表现歌曲。
-->对 
19、动作模型是指有一组动作在动作频率不变条件下可以用不同
舞姿来仿制，而被用于仿制的最初一组动作就是动作模型。-->对 
20、对话法是指美术欣赏教育中美术作品、教师与学生三者之间
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交流。-->对 
21、对幼儿来说理解声音的高与低是比较容易的。（）-->错 
22、儿童只有掌握了基本的音乐知识，具备了一定的演唱、演奏
技能，才能在听、唱、动、奏等音乐实践活动中深刻地感受和表
达音乐艺术的美。-->对 
23、副歌与主歌相比具有句式更为规整、旋律更容易上口、节奏
更为简单等音乐特征。（）-->对 
24、歌唱活动就是教师选取适合学前儿童年龄特点的歌曲，通过
生动有趣的活动形式，采取有效的方法，教幼儿学习唱歌的活动，
它是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的基本内容。-->对 
25、歌曲学习开始阶段的任务是学习旋律轮廓线。（）-->错 
26、根据游戏的形式分类，音乐游戏分为有主题的音乐游戏和无
主题的音乐游戏。-->错 
27、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涂
鸦线条有涂鸦线、环形线、单一线、命名线四种水平。-->错 
28、过程性评价指通过客观测验以外的行动、表演、展示、操作、
写作等更真实的表现来评价学生口头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
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实践能力的评价方法。-->错 
29、绘画的题材是指创作者在生活中形成的，根据一定的创作意
图进行选择、改造或想象而进入作品的一定创作现象。-->错 
30、技能技巧的形成需要有一定的练习，这种练习包括分步练习
与整体练习。-->对 
31、加德纳认为人类有八种智力潜能，其中发展儿童的音乐智能
是很重要的。-->对 
32、假扮游戏与传统游戏整合情境设计特别适宜角色意识还没完
全建立的小班幼儿。-->对 
33、口头预令是以口语的方式在乐句出现之前预先发出合拍做动
作的指令。或者，在乐句出现之前发出的旨在合拍做动作的口头
指令。-->对 
34、里德生平着作等身，最重要的着作是《通过艺术的教育》。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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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铃鼓属于强音乐器。-->错 
36、领悟音乐的人，能从一切世俗的烦恼中超脱出来。——伊索
-->错 
37、卢梭将感觉经验看做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前提。-->错 
38、美术的基本表现形式和手段是线条和结构。-->错 
39、美术形象的存在方式依赖结构。-->错 
40、能分辨各种材质打击乐器的音色是 3—4 岁儿童音色经验的获
得目标。（）-->错 
41、念白是与乐句同时出现的一种口头指令，旨在提醒幼儿身体
动作要领与拍点位置。-->对 
42、情感态度目标具体行为是指喜欢参与歌唱活动，体验在歌唱
活动中进行交流、合作的快乐。-->对 
43、认知目标是指能认识并辨别各种常用打击乐器及音色特点。
-->对 
44、认知目标是指能正确感知、理解歌曲所表现的形象、内容和
情感。-->对 
45、任务意识是指教师对每一环节抛给幼儿什么任务有意识，但
不要求对幼儿是否意识到任务有意识。-->错 
46、色彩的明度是指色彩的明暗程度，在七种基本色相中，最亮
的色彩是红色。-->错 
47、色彩的明度是指色彩的明暗程度。-->对 
48、色彩的三要素是色相、纯度、明度。-->对 
49、声势模式是指把抽象音乐听觉符号翻译成可视的图形，这些
图形特征与音乐形象特征严丝合缝，幼儿通过用身体动作感受与
表现图形而感受与表现音乐。-->错 
50、手工教学中，教师应注意让幼儿在学习过程中，弄清原理和
步骤，以帮助儿童形成技能，并将技能迁移到其他手工制作活动
中去。-->对 
51、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儿童生活应该音乐化。-->错 
52、探究学习策略是指教师在集体组织形式条件下，在与幼儿讨
论音乐形象与乐器配对方案时，尽可能关注幼儿的建议，使音乐
形象与乐器配对最终方案尽可能真正来自幼儿的一种教学方式。
-->对 
53、探讨美术作品所蕴涵的意义，必须在整体与部分的辩证运动
中进行，为此，加达默尔提出了“解释学循环”的方法。（）-->对 
54、陶行知曾提出幼稚园应实施和谐的现代教育，反对对束缚幼
儿个性发展的封建传统的教学方法，他的思想对当时的幼儿美术
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错 
55、图谱是指用图的方式呈现音乐作品句段结构的一种乐谱。-->
对 
56、图谱应在身体动作体验后，作为辅助性教具呈现。-->对 
57、为儿童选择的歌曲，其歌词应是有趣、易记且能为儿童所熟
悉的。-->对 
58、为音乐作品选配乐器时，需考虑乐器的音响特点要与音乐的
性质、情绪、风格相适应，相协调。-->对 
59、学前儿童的打击乐器演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练习演奏
早已编配好的乐曲，另一种是为歌唱、旋律活动伴奏。-->对 
60、学前儿童绘画创作活动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大约经历了知觉、
体验与表达这样一个流程。-->错 
61、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把儿童培养成小歌星。-->错 

62、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可以培养儿童健康的审美观点，陶冶儿童
的性情和品格，增强儿童明辨是非、识别美丑的能力。-->对 
63、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是一种审美过程，是一种通过音乐活动提
高儿童认识美、体验美、创造美的过程。-->对 
64、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在陶冶儿童情操、发展儿童智力、促进儿
童身心健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 
65、学前儿童音乐指的是学前儿童所从事的音乐艺术活动，反映
了学前儿童对音乐的感受、理解、表现和创造以及他们对周围世
界的认识和情感。-->对 
66、学前时期是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儿童若能经
常进行音乐活动，大脑左半球能得到良好发展。-->错 
67、学习一定的音乐知识和技能是学前儿童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
音乐实践活动的基本手段。-->对 
68、一般情境歌唱教学模式是指设置的游戏情境贯穿教学活动始
终，课堂互动是游戏情境中角色之间互动的一种教学模式。-->错 
69、意愿画是指由儿童自己独立确定具体内容、形式和表现方法，
教师协助完成的绘画。-->对 
70、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冼星海-->对 
71、音乐常使死亡迟延。——贝多芬-->错 
72、音乐教育可以净化儿童的心灵，陶冶儿童的情操，培养儿童
高尚的道德品质。-->对 
73、音乐是社会生活的主观反映，是一种社会审美生活的主观反
映。-->对 
74、音乐是通过有组织的音响运动，创造音乐形象，表现感情思
想，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对 
75、音乐欣赏活动是让幼儿倾听周围环境中的声音。-->对 
76、音乐艺术需要直接地叙述，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激励人的
情感，给人以启示，发挥其感染教育作用。-->错 
77、音乐游戏与其他类型的游戏一样，都没有特殊的规定。（）
-->错 
78、音乐之目的有二，一是以纯净之和声愉悦人的感官，二是令
人感动或激发人的热情。——罗杰.诺斯-->对 
79、音乐作品知识形态转换是指把音乐作品抽象听觉符号翻译成
用来让幼儿看并让幼儿看得懂的内容情境。-->对 
80、音质优美是唱歌的根本要求，就从小培养儿童习惯于用自然
的声音唱歌。-->对 
81、游戏情境歌唱教学模式是指设置的游戏情境只出现在教学活
动的某个环节，课堂互动仍然是教者与学者互动的一种教学模式。
-->错 
82、幼儿对渐快与渐慢的感知与表达是以变速为基础的。（）-->
错 
83、幼儿学习稳定的节拍的最好方法是有一个充满拍感的榜样。
（）-->对 
84、幼儿用嗓音表达音乐轻重时情绪状态是平静的。（）-->对 
85、幼儿园集体舞教育活动指以一个音乐作品为单位，基于对此
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感受，最后走向具有舞伴与队形、集体协
作完成的律动表现，旨在促进幼儿音乐与社会性发展的一种音乐
实践活动。-->对 
86、幼儿园音乐教学的性质是间接教学，以游戏或问题情境为中
介迂回地传递教学意图。-->对 

87、幼儿园音乐教育环境是幼儿最早接触发的音乐教育环境。-->
错 
88、娱乐功能是音乐的唯一功能。-->错 
89、语言节奏的朗读贯穿于幼儿节奏感发展的所有阶段。（）-->
对 
90、韵律活动是指幼儿随音乐而进行的各种有节奏的身体动作，
有律动、舞蹈和其他节奏动作，不包括音乐游戏。-->错 
91、在打击乐教育活动中，如果教师采用高控教学行为，打击乐
教学走向探究方式。-->错 
92、在打击乐演奏活动中，幼儿的身体动作不合拍并不会导致演
奏不合拍。-->错 
93、在舞蹈教学中，应先让幼儿熟悉音乐，再学习舞蹈动作。-->
对 
94、在幼儿园，美术教育内容一般可分为欣赏、绘画和素描三大
方面。-->错 
95、在早期儿童音乐发展的三阶段中，2-7 岁儿童处在符号运用阶
段，审美形式感逐渐形成。-->对 
96、整合性原那么是指在音乐教育活动的设计中既要满足全体儿
童的一般开展需要,又要考虑到儿童的个体差异,以满足个别儿童
的特殊开展需要。-->错 
97、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可以脱离审美能力的培养。-->错 
98、中班专门的音乐教育活动时间每次应安排 30 分钟左右。-->
错 
99、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分为以精神性为主旨的美术教育和以实用
性为主旨的美术教育，前者被称为重“艺”的美术教育，后者则被
称为重“技”的美术教育。-->对 
100、终结性评价是一种把每个评价对象个体的过去与现在、有关
侧面进行比较，从而得到评价结论的教学评价类型。-->错 
101、自发的音乐活动是指完全由幼儿自己发起和组织的音乐活动。
-->对 
填空(178)--电大资源网：http://www.dda123.cn/（微信搜：905080280） 
1、“妈妈用梳子，梳着我的头发；风是树的梳子，梳着树的头发。”
这句儿歌的原有形象是用梳子梳头发。意象是（）。-->风“梳”树
的“头发” 
2、3-4 岁幼儿嗓音能达到的音区是（）。-->d1-b1 
3、3-4 岁幼儿嗓音能达到的音区是（）。4-5 岁幼儿嗓音能达到的
音区是（）。5-6 岁幼儿嗓音能达到的音区是（）。-->d1-b1；d1-c2；
d1-d2 
4、4-5 岁幼儿嗓音能达到的音区是（）。-->d1-c2 
5、5-6 岁幼儿嗓音能达到的音区是（）。-->d1-d2 
6、（）的产物是识别，从音乐学习的角度来说，是对各种音乐形
式样式的辨别、确认。-->知觉系统 
7、（）的产物是行动，而行动是指向目的的，不只是单纯的身体
运动。-->制作系统 
8、（）的结果是情感，从音乐学习的角度来说，这种情感可以包
括任何有关儿童的情绪情感反应。-->感受系统 
9、（）是一种找舞伴并与舞伴对舞的集体舞。-->邀请舞 
10、（）是指音乐作品中的句法与非句法形式主要用来描绘给或
刻画人、物、地点、事件等客观现实的性质。-->音乐作品的再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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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是指音乐作品中涉及由句法与非句法形式对人类情感、
情绪的表达性质。-->音乐作品的表现性 
12、（）是指音乐作品中涉及由句法与非句法因素组成的作曲或
即兴的音乐设计。 
 音乐作品的形式性 
13、（）是指在真实情境中，根据幼儿在完成实际任务时的表现
而进行的评价。 
 表现性评价 
14、（）岁幼儿可以通过大量的身体动作表演与打击乐演奏表演
获得稳定的节拍感。 
 3-4 
15、（）信奉“人类的身体是第一个用来表达音乐的乐器”的信念，
并说“音乐中最强有力的要素是与生命关系最密切的节奏运动。”-->
达尔克罗兹 
16、（）指对感知到的音乐再现性与表现性做出符合音乐形式特
性的表达。-->音乐技能 
17、（）指在真实情境中，根据幼儿在完成实际任务时的表现而
进行的评价。-->表现性评价 
18、“妈妈用梳子，梳着我的头发；风是树的梳子，梳着树的头发。”
这句儿歌的原有形象是用梳子梳头发。意象是（）。 
 答案：风“梳”树的“头发” 
19、奥尔夫音乐教学中除乐器演奏外的其它培养节奏感的方法有
（）、韵律朗诵、集体舞。-->身体打击 
20、表现性目标的制定准则是情境与任务的双维度制定，即交代
儿童需要完成的 与具体任务。 
 任务情境 
21、表现性评价-->指在真实情境中，根据幼儿在完成实际任务时
的表现而进行的评价。 
22、表现性评价的二种评价方式是（）、（）。-->课堂情境；非
课堂情境 
23、创编歌词活动-->是利用幼儿语言发展能力先于音乐能力的优
势，通过把歌唱的心理能量主要用于编歌词的方式促进嗓音控制
能力自动化的活动。 
24、从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产生的渊源来看，我国传统的音乐教育
内容是（）。-->西方音乐作品 
25、达尔克罗兹信奉“人类的身体是第一个用来表达音乐的乐器的
信念，并说音乐中最强有力的要素是与生命关系最密切的节奏运
动。--> 
26、对于幼儿园音乐教师来说，挖掘音乐作品再现内容一般可以
采取以下两个步骤：第一步，曲式分析，旨在捕捉再现内容的音
乐主题；第二步，（）。-->动作表现，旨在诠释再现内容 
27、多声部歌唱的四种音乐材料类型是（）、（）、（）、（）。
-->唱与说的二声部；轮唱式二声部；第二声部为象声词的二声部；
段落结构变化的二声部 
28、儿童艺术发展三阶段是：（0-1 岁）前符号阶段、（2-7 岁）
符号运用阶段、和（）。-->（8 岁后）继续进步与可能的退步阶
段 
29、非移动动作可以从四个方而探究，它们是（）、层次、（）、
（）。-->意识到身体的部分与整体；空间；重量 
30、非移动动作可以从四个方面探究，它们是（）、空间、层次、
重量。-->意识到身体的部分与整体 

31、非移动动作可以从四个方面探究，它们是（）、意识到身体
的部分与整体、层次、重量。-->空间 
32、非移动动作可以从四个方面探究，它们是（）、意识到身体
的部分与整体、空间、重量。-->层次 
33、非移动动作可以从四个方面探究，它们是（）。-->意识到身
体的部分与整体、空间、层次、重量 
34、非移动动作可以从四个方面探究，它们是意识到（）、（）、
层次、重量。-->身体的部分与整体；空间 
35、风格经验的年龄目标有（）、（）、（）。-->摇篮曲；舞曲；
进行曲 
36、风格经验的年龄目标有（）。-->摇篮曲、舞曲、进行曲 
37、风格经验的年龄目标有、模仿句重复句喊答句、。--> 
38、风格经验的年龄目标有摇篮曲、舞曲、进行曲。--> 
39、副歌的音乐特征是与主歌相比具有（）、旋律更容易上口、
节奏更为简单等音乐特征。-->句式更为规整 
40、歌词创编活动可能存在的两种偏差是（）和在新学歌曲活动
中就进入歌词创编。-->使音乐活动变成语言活动 
41、歌曲即兴的两种类型是 、自发咏唱。 
 创编歌词 
42、歌曲即兴的两种类型是（）、（）。-->创编歌词；自发咏唱 
43、歌曲即兴的两种类型是（）、自发咏唱。-->创编歌词 
44、歌曲即兴的两种类型是（）。-->创编歌词与自发咏唱 
45、歌曲即兴的两种类型是创编歌词和（）。-->自发咏唱 
46、故事性歌曲-->指那些歌词内容有故事情节的歌剧。 
47、即兴表演的两个条件是：经验铺垫和明确的任务意识。--> 
48、即兴表演的条件是（）和明确的任务意识。-->经验铺垫 
49、集体舞教学与歌曲、器乐曲等教学的最大区别是集体舞教学
离不开队形和舞步的（）。-->方向 
50、加德纳认为要想理解儿童的艺术发展就需要理解生命过程中
的三大系统，其中（）系统的产物是识别，从音乐学习的角度来
说，是对各种音乐形式样式的辨别、确认。 
 知觉 
51、加德纳认为要想理解儿童的艺术发展就需要理解生命过程中
的三大系统，它们是：（）、知觉系统、感受系统。-->制作系统 
52、加德纳认为要想理解儿童的艺术发展就需要理解生命过程中
的三大系统，它们是：制作系统、（）、感受系统。-->知觉系统 
53、加登纳认为儿童艺术发展三阶段是：（）、（）、（）。-->
（0-1 岁）前符号阶段；（2-7 岁）符号运用阶段（8 岁后）；继
续进步与可能的退步阶段 
54、加登纳认为要想理解儿童的艺术发展就需要理解生命过程中
的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是（）、（）、（）。-->制作系统；知
觉系统；感受系统 
55、节奏的两个方面是（）、（）。-->拍子；节奏型 
56、节奏的两个方面是（）。-->拍子与节奏型 
57、节奏的两个方面是拍子、（）。-->节奏型 
58、节奏经验的年龄目标有（）、（）。-->稳定的节拍；节奏型 
59、节奏与节拍分离的二种音乐材料类型是（）；（）。-->童谣
与常规游戏；一字一音并具活泼风格的歌曲 
60、进行即兴表演的两个条件分别是（）、明确的任务意识。-->
经验铺垫 

61、进行即兴表演的两个条件是（）与（）。-->经验铺垫；明确
的任务意识 
62、进行曲的二种类型是（）、（）。-->比较优雅的进行曲；比
较喧闹的进行曲 
63、进行曲的二种类型是（）。-->比较优雅的进行曲、比较喧闹
的进行曲 
64、进行曲的音乐特点是（）、（）、（）、（）。-->用偶数拍
子；节奏鲜明；重拍突出；结构整齐 
65、进行曲的音乐特点是用偶数拍子、节奏鲜明、重拍突出、结
构整齐。--> 
66、句子结构学习的三种音乐材料类型是（）、（）、（）。-->
模仿句；重复句；喊答句 
67、柯达伊歌唱教学的主要方法是（）；（）；（）。-->字母谱
与节奏谱；手势；指挥 
68、柯达伊教学法中幼儿歌唱教学的三个要点分别是（）、克服
幼儿的不良音调、掌握幼儿歌唱能力的发展步骤。-->按照准确音
调歌唱 
69、课程目标表述角度的转换，一方面体现着（）；另一方面也
确实能（）。-->教育理论界对“教学”重心从“教”转向“学”的意志；
促进这一重心在实践层面的转移。 
70、课程目标表述角度的转换，一方面体现着（）；另一方面也
确实能（）。-->教育理论界对“教学”重心从“教”转向“学”的意志；
促进这一重心在实践层面的转移 
71、课程目标表述性质就是指课程目标取向的确定。--> 
72、力度经验的年龄目标有（）和（）。-->重与轻；渐强与渐弱 
73、培养幼儿拍感的两个规定性，一是（），二是（）。-->在歌
曲中进行；在动作中进行 
74、日常音色经验的获得机制是（）与打击乐制作相结合。-->运
用嗓音、打击乐器、自制乐器来探究日常音色和演唱 
75、四类日常音色是（）、（）、（）、（）。-->生活环境中的
音色；自然环境中的音色；动物叫声；机器声音 
76、体态律动学的二个主要内容是（）与实践活动。-->身体动作 
77、我国幼儿园音乐作品的文化特性其实质是（）、（）、（）、
（）的协调与把握。-->民族性；传统性；创作性；流行性 
78、需要学前儿童掌握的曲式有三段式、回旋式。--> 
79、旋律经验的年龄目标有（）、（）、（）。-->声音的高与低；
旋律的上行与下行；旋律的跳进与级进 
80、旋律轮廓线经验获得机制有：用身体动作的制作方式来感知
旋律的轮廓线、通过嗓音模拟生活环境中的高的声音的方式让幼
儿意识到头腔共鸣和（）。-->头声歌唱 
81、学前儿童音乐技能类型表达有（）、嗓音表达音乐技能、打
齿乐器音乐按能、即兴音乐技能。-->身体动作音乐技能 
82、学前儿童音乐技能类型有（）、（）、（）、（）。-->身体
动作音乐技能；嗓音表达音乐技能；打击乐器音乐技能；即兴音
乐技能 
83、学前儿童音乐技能类型有（）、（）、打击乐器音乐技能、
（）。-->身体动作音乐技能；嗓音表达音乐技能；即兴音乐技能 
84、学前儿童音乐技能类型有（）、嗓音表达音乐技能、（）、
即兴音乐技能。-->身体动作音乐技能；打击乐器音乐技能 
85、学前儿童音乐技能类型有（）。-->身体动作音乐技能、嗓音
表达音乐技能、打击乐器音乐技能、即兴音乐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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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学前儿童音乐技能类型有、身体动作音乐技能、（）、即兴
音乐技能、嗓音表达音乐技能。-->打击乐器音乐技能 
87、学前儿童音乐技能类型有身体动作音乐技能、噪音表达音乐
技能、打击乐器音乐技能、和（）-->即兴音乐技能 
88、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涉及的曲式有（）、（）。-->三段式；回
旋式 
89、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的内容组织：指在音乐价值观的指导下，
将选出的课程内容要素妥善地组织成幼儿园教育活动结构，使教
育活动要素在动态运行的教育活动结构系统中产生合力，以便有
效地实现幼儿园音乐课程目标。--> 
90、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的内容组织讨论三个问题是（）、（）、
（）。-->组织要素；组织标准；组织形态 
91、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目标表述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是表述的角
度、表述的性质和（）。-->表述的准确 
92、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目标的四个层次是（）、（）、（）单元
目标、（）。-->音乐课程目标；年龄阶段目标；具体活动目标 
93、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目标的四个层次是（）、（）、单元目标、
具体活动目标。-->音乐课程目标；年龄阶段目标 
94、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目标的四个层次是（）。-->音乐课程目标、
年龄阶段目标、单元目标、具体活动目标 
95、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目标两类体系的名称是（）、（）。-->以
音乐教育内容为结构框架的目标体系；以学前儿童音乐经验为结
构框架的目标体系 
96、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目标两类体系的名称是（）的目标体系；
（）的目标体系。-->以音乐教育内容为结构框架；以学前儿童音
乐经验为结构框架 
97、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目标两类体系的名称是（）和以学前儿童
音乐经验为结构框架的目标体系。-->以音乐教育内容为结构框架
的目标体系 
98、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目标两类体系的名称是以（）为结构框架
的目标体系、以音乐教育内容为结构框架的目标体系。-->学前儿
童音乐经验 
99、学前儿童音乐课程目标两类体系的名称是以音乐教育内容为
结构框架的目标体系；以学前儿童音乐经验为结构框架的目标体
系。63、学前儿童音乐课程内容选择涉及的二个问题是内容选择
的标准与范围。64、学前儿童音乐课程内容组织的标准是（）。
--> 
100、学前儿童音乐课程内容选择涉及的二个问题是内容选择的标
准与范围。--> 
101、学前儿童音乐课程内容组织的标准是连续性、（）、（）。
-->顺序性；整合性 
102、学前儿童音乐课程评传的对象是（）、幼儿园音乐课程方案
的实施过程与幼儿园音乐课程方案的最后效果。-->幼儿园音乐课
程方案 
103、学前儿童音乐课程评价的对象是幼儿园音乐课程方案、幼儿
园音乐课程方案的实施过程与（）。-->幼儿园音乐课程方案的最
后效果 
104、学前儿童音乐课程评价的目的是（）。-->进行课程研究 
105、学前儿童音乐课程评价的主体主要是（）和幼儿。-->教师 

106、学前儿童音乐作品再现性的挖掘步骤首先是曲式分析，旨在
捕捉再现内容的音乐主题，其次是（），旨在诠释再现内容。-->
动作表现 
107、学习打击乐器音色所用的三类音乐材料是（）。-->打击乐器
演奏的音响材料；能用打击乐乐器模拟的生活中的声音；即兴创
作打击乐作品 
108、学习人声所用的四类音乐材料是（）。-->分辨说、唱、悄悄
话与喊叫的音响材料、故事、歌曲、用于辨别的音响 
109、邀请舞-->邀请舞：是一种找舞伴并与舞伴对舞的集体舞. 
110、要求幼儿关注的节奏型包括（）、（）、（）和（）。-->
音色单一的节奏型；先密后疏的节奏型；紧凑与舒展的节奏型；
休止符 
111、要求幼儿关注的节奏型包括音符单一的节奏型先密后疏的节
奏型紧凑与舒展的节奏型休止符。--> 
112、要求幼儿理解的段落结构内容是（）、二段体结构、三段体
结构、回旋体结构、引子与尾声。-->主副歌结构 
113、要求幼儿理解的段落结构内容是（）结构、（）结构、（）
结构、（）结构、。-->主副歌结构；二段体结构；三段体结构；
回旋体结构；引子与尾声 
114、要求幼儿理解的段落结构内容是主副歌结构、二段体结构、
（）、回旋体结构、引子与尾声。-->三段体结构 
115、要求幼儿理解的句子结构内容是重复句、（）。-->喊答句 
116、要求幼儿理解的句子结构内容是重复句、喊答句。73、以综
合为视角进行铺垫的四种方式是（）、（）、（）、（）。--> 
117、以综合为视角进行铺垫的四种方式是（）、（）、（）、（）。
-->借用语言教学方式的铺垫；借用科学探究方式的铺垫；借用体
育活动方式的铺垫；借用其它艺术形式进行铺垫 
118、以综合为视角进行铺垫的四种方式是（）、借用科学探究方
式的铺垫；借用体育活动方式的铺垫；借用其它艺术形式进行铺
垫。-->借用语言教学方式的铺垫 
119、音符单一的节奏型：只有一到二种音符组成的节奏型。--> 
120、音乐的非句法因素是（）、音色、织体、曲式结构、力度。
-->速度 
121、音乐的非句法因素是（）、织体、（）力度、（）。-->音色；
曲式结构；速度 
122、音乐的非句法因素是（）、织体、速度、曲式结构、力度。
-->音色 
123、音乐的非句法因素是（）。-->音色、织体、速度、曲式结构
与力度 
124、音乐的非句法因素是音色、（）、曲式结构、速度、织体。
-->力度 
125、音乐的句法因素是（）、（）、（）。-->旋律；和声；节奏 
126、音乐的句法因素是（）、和声、节奏。-->旋律 
127、音乐的句法因素是旋律、（）、节奏。-->和声 
128、音乐的句法因素是旋律、和声、（）。-->节奏 
129、音乐的句法因素是旋律、和声与节奏。83、音乐形式的关键
经验有节奏、音色、力度、旋律、结构、速度、织体、风格。84、
音乐再现性最重要特征是（）。--> 
130、音乐所能表现的两种情感状态是（）的情感与表现生命意义
上的广泛的情感。-->表现与人类的说话调、动作姿态比较接近 

131、音乐形式的关键经验有节奏、（）、（）、旋律、（）、（）
织体、（）。-->音色；力度；结构；速度；风格 
132、音乐再现性最重要特征是（）。-->与幼儿生活经验相连 
133、音乐制作的关键经验有（）、歌唱、演奏。-->动作制作 
134、音乐制作的关键经验有（）。-->动作制作、歌唱、演奏 
135、音乐制作的关键经验有动作制作、（）、演奏。-->歌唱 
136、音乐制作的关键经验有动作制作、歌唱、和（）。-->演奏 
137、音乐制作能力迁移的两种情况分别是（）与用同一制作方式
在不同的音乐作品中表达。-->用同一音乐作品但用不同的制作方
式来表达 
138、音乐作品的（）是指音乐作品中的句法与非句法形式主要用
来描绘或刻画人、物、地点、事件等客观现实的性质。 
 再现性 
139、音乐作品的表现性：音乐作品中的句法与非句法形式对人类
情感、情绪的表达性质。--> 
140、音乐作品的形式性：音乐作品中涉及由句法与非句法因素组
成的作曲或即兴的音乐设计。--> 
141、音乐作品的再现性：音乐作品中的句法与非句法形式主要用
来描绘或刻画人、物、地点、事件等客观现实的性质。--> 
142、音乐作品中的句法与非句法形式主要用来描绘或刻画人、物、
地点、事件等客观现实的性质，说的是（）。-->音乐作品的再现
性 
143、音色经验的年龄目标有日常音色；打击乐器音色；人声；乐
器音色。--> 
144、用肌肉感引导幼儿辨认先紧后松节奏型的方法是（）。-->
双手抱拳与伸展 
145、幼儿打击乐演奏的三种主要方式是（）、（）、（）。-->
音色探究中的打击乐演奏；对歌曲与乐器中典型节奏型提炼的演
奏；多声部演奏 
146、幼儿的三种身体动作类型（）、（）、（）。-->非移动动作；
移动动作；与物体一起移动动作 
147、幼儿的三种身体动作类型（）、（）、与物体一起做身体移
动。-->非移动动作；移动动作 
148、幼儿的三种身体动作类型：非移动动作、（）、与物体一起
移动动作。-->移动动作 
149、幼儿的三种身体动作类型分别是非移动动作、移动动作、（）。
-->与物体一起移动动作 
150、幼儿的三种身体动作类型是（）、（）、（）。-->非移动动
作；移动动作；与物体一起移动动作 
151、幼儿的三种身体动作类型是（）、移动动作、与物体一起移
动动作。-->非移动动作 
152、幼儿的音乐创作形式是（）。-->即兴 
153、幼儿的音乐创作形式是即兴。歌曲即兴的两种类型是自发咏
唱和（）。-->创编歌词 
154、幼儿歌曲学习的四个阶段分别是掌握歌词阶段、（）、大致
掌握音高轮廓阶段和初具调性感阶段。-->掌握节奏阶段 
155、幼儿基于一个很熟悉的歌曲片断或一个简单的词，或是无词
的，哼唱出在一个简单的音调上绕来绕去的旋律。这就是（）。
-->自发咏唱 
156、幼儿拍感的两个方面是（）、二拍、三拍的强弱韵律感。-->
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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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幼儿音乐感知有效性的两个制约条件是（）、感知的内容指
向音乐形式的样式。-->在行动中感知 
158、幼儿园音乐的四种实用性是和教育性、说教性、知识性和（）。
-->娱乐性 
159、幼儿园音乐教学中的两种铺垫方式是（）、（）。-->围绕目
的进行铺垫；以综合为视角进行铺垫 
160、幼儿园音乐教学中的两种铺垫方式是（）、以综合为视角进
行铺垫。-->围绕目的进行铺垫 
161、幼儿园音乐课程目标-->幼儿园音乐课程目标是实现幼儿园教
育目标的手段，是帮助幼儿获得音乐经验，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
展的各种音乐教育活动的总和 
162、幼儿园音乐课程目标的主要取向是（）。-->表现性目标 
163、幼儿园音乐课程评价的四个基本问题是（）、（）、（）、
（）。-->评什么；谁来评；为什么评；怎么评 
164、幼儿园音乐作品表现性的二种依附性是（）和对再现性的依
附。-->对形式性的依附 
165、幼儿园音乐作品表现性的二种依附性是分别是（）、（）。
-->对形式性的依附；对再现性的依附 
166、幼儿园音乐作品选择标准是音乐作品的（）、（）、（）。
-->形式性；再现性；表现性 
167、幼儿园音乐作品选择标准是音乐作品的（）、再现性、表现
性。-->形式性 
168、幼儿园音乐作品选择范围有（）、（）。-->不同区域的选择；
不同音乐种类的选择 
169、幼儿园音乐作品选择范围有不同区域的选择和（）。-->不同
音乐种类的选择 

170、幼儿掌握一首歌曲的过程，首先是学会歌词，接着是节奏，
然后是（）。-->旋律轮廓和音程 
171、在让幼儿感知器乐作品时，我们有责任让幼儿听到最好的（ ）
效果。 
 音响 
172、在幼儿园音乐教学中运用铺垫手法的两种目的是（）、为生
活经验本身铺垫。-->为音乐审美经验铺垫 
173、在幼儿园音乐教学中运用铺垫手法有两种目的，第一，（），
第二，（）。-->为音乐审美经验铺垫；为生活经验本身铺垫 
174、在语言节奏中让感知节拍教师需要具备的二个条件是（）与
教师的评价准确并一以贯之。-->教师的示范准确井一以贯之 
175、在真实情境中，根据幼儿在完成实际任务时的表现而进行的
评价是（）。-->表现性评价 
176、早期儿童艺术教育研究者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是如何让 8 岁以后的儿童的艺术表达能力不退化 
177、织体经验的年龄目标有打击乐和舞蹈中的多层次音层厚与薄
得比较以及多声部歌唱。--> 
178、指向分辨大跨度音高目标的歌曲开始学习的方式是（）。 
 从幼儿探究歌词所描绘的事物的空间状态开始 
设计题(31)--电大资源网：http://www.dda123.cn/（微信搜：
905080280） 
1、“雨落在草地上，雨落在树上，雨落在房顶上，就不... 
2、分析“水族馆”的曲式结构与音乐内容主题。... 
3、分析“未出壳雏鸡的舞蹈”的曲式结构与再现... 
4、分析“未出壳雏鸡的舞蹈”的曲式结构与再现... 
5、分析“喜洋洋”的曲式结构与再现主题内容。... 
6、分析“哑剧”的曲式结构与动作说明。... 

7、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8、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9、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10、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11、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12、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13、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14、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15、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16、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17、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18、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19、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20、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 
21、请在小组讨论后，自选一首歌曲设计一个系列歌... 
22、请在小组讨论后，自选一首乐曲设计一个系列打... 
23、请在小组讨论后，自选一首乐曲设计一个系列方... 
24、请在小组讨论后，自选一首乐曲设计一个系列音... 
25、体态律动学的二个主要内容是什么?... 
26、写出单圈舞“彩带”的动作说明。... 
27、写出双圈舞“德国波尔卡”的动作说明。... 
28、在领会打击乐教育活动目标与方案撰写要义基... 
29、在领会歌唱教育活动目标与方案撰写要义基础... 
30、在领会集体舞教育活动目标与方案撰写要义基... 
31、在领会音乐欣赏教育活动目标与方案撰写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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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雨落在草地上，雨落在树上，雨落在房顶上，就不落在我身上。”写困这首童摇的节奏型与节
拍。 
 答案：节奏型： 

 
节拍： 

 
2、分析“水族馆”的曲式结构与音乐内容主题。 
 答：曲式结构： 

 
音乐内容主题： 
小朋友在水族馆先看见鱼儿尾巴打着圈、轻盈地游着；再看见水草由高到低地飘浮；又看见波浪在
翻腾或者看见一圈一圈的鱼群；然后看见水中的大泡泡与小泡泡；最后又见水草。 
3、分析“未出壳雏鸡的舞蹈”的曲式结构与再现主题内容。 
 答:曲式结构: 

 

  
再现主题内容: 
小鸡在壳里努力着想出壳，先用缘啄壳，再用屁股顶壳，然后用翅膀敲壳，再重复用咏啄壳、用屁
股顶壳，最后根据尾声的音区下行 

 
再现主题内容: 
在粮食丰收后的一个晚上，农村男女青年喜气洋洋地敲锣打鼓、跳舞欢庆。有几个男青年敲起了鼓(第
一段 ab 两句)，有几个男青年敲起了钱(第一段 c 句)，有几个男青年敲起了吊钗(第一段 d 句);然后所
有的女青年拿着绸带跳起了绸带舞，先是把绸带往头顶甩(第二段 ab 句)，然后把绸带往身旁甩(第二
段 cd 句);最后男青年又出来了(第三段重复第一段)。） 
  
4、分析“未出壳雏鸡的舞蹈”的曲式结构与再现主题内容。 
 答：曲式结构： 

 
再现主题内容： 
小鸡在壳里努力着想出壳，先用喙啄壳，再用屁股顶壳，然后用翅膀敲壳，再重复用喙啄壳、用屁
股顶壳，最后根据尾声的音区下行特征，表明小鸡没有出壳，还得继续努力。 
5、分析“喜洋洋”的曲式结构与再现主题内容。 
 答：曲式结构： 

 
再现主题内容： 
在粮食丰收后的一个晚上，农村男女青年喜气洋洋地敲锣打鼓、跳舞欢庆。有几个男青年敲起了鼓(第
一段 ab 两句)，有几个男青年敲起了钹(第一段 c 句)，有几个男青年敲起了吊钗(第一段 d 句)；然后
所有的女青年拿着绸带跳起对绸带舞，先是把绸带往头顶甩(第二段 ah 句)，然后把绸带往身旁甩(第
二段 cd 句)；最后男青年又出来对(第三段重复第一段)。 
6、分析“哑剧”的曲式结构与动作说明。 
 答：曲式分析结构图，大写字母表示段落，小写字母表示句子： 

 
身体动作说明： 
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 
A 段：费力地举起一只手然后放回膝盖，费力地举起另一只手然后放回膝盖；费力地抬起一只脚然
后放下，费力地抬起另一只脚然后放下。 
B 段：费力地举起两只手然后放回膝盖，费力地抬起两只脚然后放下；费力地举起两只手然后放回
膝盖，费力地抬起臀部然后坐下。 
C 段：费力地抬起一只脚放在外侧，费力地抬起另一只脚就在外侧；费力地把第一只脚从外侧放回，
费力地把第二只脚从外侧放回。 
D 段：费力地抬起一只手放在另一只的手背上，费力地把这只手放回膝盖；费力地抬起第二只手放
在另一只的手背上，费力地把第二只手放回膝盖。 
7、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注明适合
的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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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是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 25 分，第二个活动 20 分。活动目标 8
分，活动准备 2 分，活动过程 15 分(第二个活动的过程 10 分) 
    具体要求:(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
活动延伸等部分。(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确。(3)活动
目标表述的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4)活动过程围绕活动目标展开。(5)活动准备最好包
括物质准备和知识经验的准备。 
  
8、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 注明适
合的年龄段）。 
（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活动延伸
等部分。 
（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确。 
（3）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 
（4）活动过程围绕活动目标展开。 
（5）活动准备最好包括物质准备和知识经验的准备。 
9、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 注明适
合的年龄段）。 
  
评分标准：是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 25 分，第二个活动 20 分。活动
目标 8 分，活动准备 2 分，活动过程 15 分（第二个活动的过程 10 分） 
具体要求：(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活动延伸等部分。(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 表述准确。(3)活
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4)活动过程围绕活动目 标展开。(5)活动准备最
好包括物质准备和知识经验的准备。 
  
10、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 注明
适合的年龄段）。 

 (1) 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

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活动延伸等部分。 (2) 活动目标从幼儿角

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 确。 (3) 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技

能三方面。 (4) 活动过程围绕活动目标展开。 (5) 活动准备最好包括物质准备和知识经验的准备。 
11、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 注明
适合的年龄段）。 

  

评分标准：是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 25 分,第二个活动 20 分。活动目标 8
分,活动准备 2 分,活动过程 15 分（第二个活动的过程 10 分）。 
具体要求：（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
活动延伸等部分。 
（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确。 
（3）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 
（4）活动过程围绕活动目标展开。 
（5）活动准备最好包括物质准备和知识经验的准备。 
12、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注明
适合的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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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是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 25 分，第二个活动 20 分、活动目标
8 分，活动准备 2 分，活动过程 15 分（第二个活动的过程 10 分） 
具体要求：（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
活动延伸等部分 
（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确。 
（3）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 
（4）活动过程围绕活动目标展开。 
（5）活动准备最好包括物质准备和知识经验的准备。 
  
13、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注明适
合的年龄段）。 

  

答：评分标准：是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 25 分，第二个活动 20 分。活
动目标 8 分，活动准备 2 分，活动过程 15 分（第二个活动的过程 10 分） 
具体要求：(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 过程、
活动延伸等部分。（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 确。（3）
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4）活动过程围绕活动目标展开。 (5）活动
准备最好包括物质准备和知识经验的准备。 
  
  
14、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注明适
合的年龄段）。 
活动方案一： 

虫儿飞 
  

幼儿园中班音乐教案 
虫儿飞 
活动目标： 
1，幼儿乐于学习歌谣，感受歌曲优美、轻柔的旋律。 
2.学看图片理解歌词含义，尝试用优美轻巧的声音唱歌。 
3.能唱准八分音符，并在理解歌曲内容的基础上有感情的唱歌。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幼儿已掌握 4 4 拍的节奏型。 

材料准备：挂图《虫儿飞》、音乐 CD、节奏卡。 
课件准备：教学课件及多媒体教室准备。 
活动过程： 
一、预备起势。 
师生讨论，什么时候人会打哈欠？保持打哈欠的状态，练声曲《亲爱的回声》幼儿起立，保持身体
和头部的正直、放松，两臂自然下垂，两眼平视，两肩放松，口型保持长圆形。学习模仿虫儿飞练
习发音。讨论：刚刚你们学习虫儿飞飞去了哪些地方？ 
二、赏析感受。 
1.播放音乐 CD，幼儿欣赏。提问：歌曲中虫儿飞去了那里，你还在歌曲中听到了什么？ 
2.请幼儿表达感受，教师提炼 414 拍的节奏型优美、舒缓的节奏特点。 
三、情境感应。 
1.出示节奏型卡 XXXX X|X—X—|，引导幼儿做动作。 
2.教师出示挂图，引导幼儿说出黑黑的天空、亮亮的繁星、虫儿在飞的场景。 
四、学唱歌曲。 
1.教师出示挂图，请幼儿一边学歌一边划指，规范歌词及节奏。教师引导幼儿，小手准备，伸出食
指划指，第一遍请幼儿看教师指划唱歌：第二遍幼儿与教师一起指划。 
2.教师钢琴伴奏，幼儿分句学唱。 
五、延伸变式。 
教师请幼儿讨论歌曲共有几部分？引导幼儿分男孩和女孩唱第一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合唱。 
六、结束活动。 
1.请幼儿利用课余区角时间画一画歌曲中的情景并适当创编。 
2.全班幼儿随音乐做小虫飞状结束活动。 
  
活动方案二： 
幼儿园小班音乐活动设计：劳动最光荣 
活动目标： 
1.尝试参加一些社会公益劳动，体验过去光荣的情绪，激发幼儿对劳动的热爱。 
2.感受歌曲的节奏，激发幼儿尝试用相应的节奏打出歌曲的节奏。 
活动准备 
音乐磁带、课件、挂图 
活动过程 
一、游戏照镜子： 
拍手律动，继续锻炼幼儿的节奏练习和动作的协调能力二、听听敲敲： 
1.在开始部分请幼儿安静的倾听音乐。并在欣赏完乐曲后教师启发幼儿说出幼儿内心的感受： 
①你能听出这首曲子有什么变化吗？ 
②你听了之后心里有什么感觉？（欢快的、悲伤的、速度轻快的、缓慢的）是重复的。 
2.再次播放乐曲请幼儿欣赏，并让幼儿尝试听出这是一首三段体的乐曲。并尝试听出 A 段和 B 段 
①你能听出这首乐曲分几段吗？ 
②它们有什么不同？ 
3.请幼儿看图欣赏乐曲，并尝试看图自己编出歌词，帮助幼儿理解乐曲，感受乐曲平稳的节奏，通
过歌词让幼儿感受到乐曲热情和奔放。 
三、唱唱跳跳： 
1.请小朋友看挂图听音乐，你能听出歌曲了都有什么吗？ 
2.教师清唱，让幼儿感受倾听，学唱歌曲。 
3.请小朋友注意听，老师唱出了什么故事。 
4.通过唱歌让幼儿感受出全乐曲最低的音在哪里，让幼儿唱出。 
5.A 组演唱 B 组表演（合作），然后交叉练习。 
15、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注明适
合的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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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分标准：是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 25 分，第二个活动 20 分。活动目
标 8 分，活动准备 2 分，活动过程巧分（第二个活动的过程 10 分） 
具体要求：(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
活动延伸等部分。（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确。（3）
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4）活动过程围绕活动目标展开。(5）活动准
备最好包括物质准备和知识经验的准备。 
16、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注明适
合的年龄段）。 
 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注明适合的
年龄段）。 

 

答案：评分标准：是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 25 分，第二个活动 20 分。活
动目标分，活动准备分，活动过程 15 分（第二个活动的过程 10 分） 
具体要求：（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
活动延伸等部分。（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确。（3）

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4）活动过程围绕活动目标展开。（5）活动
准备最好包括物质准备和知识经验的准备。 
17、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注明适
合的年龄段）。 
 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注明适合的
年龄段）。 

 
答案：评分标准：是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 25 分，第二个活动 20 分。活
动目标分，活动准备分，活动过程 15 分（第二个活动的过程 10 分） 
  
具体要求：（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
活动延伸等部分。（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3）活动
目标表述的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4）活动过程围绕活动目标展开。（5）活动准备最
好包括物质准备和知识经验的准备。        
18、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注明适
合的年龄段）。 
 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注明适合的
年龄段）。 

 
答案：评分标准：是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 25 分，第二个活动 20 分。活
动日标 8 分，活动准备 2 分，活动过程 15 分（第二个活动的过程 10 分） 
  
具体要求：（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
活动延伸等部分。（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确。（3）
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4）活动过程围绕活动目标展开。（5）活动准
备最好包括物质准备和知识经验的准备。   
19、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注明适
合的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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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分标准：是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 25 分，第二个活动 20 分。活动目
标 8 分，活动准备 2 分，活动过程 15 分（第二个活动的过程 10 分） 
具体要求：（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
活动延伸等部分。（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确。（3）
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4）活动过程围绕活动目标展开。（5）活动准
备最好包括物质准备和知识，经验的准备。 
20、根据以下音乐材料，选择某一年龄段幼儿，设计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并注明适
合的年龄段）。 

  
答案：是一个系列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 25 分，第二个活动 20 分。活动目标 8
分，活动准备 2 分，活动过程 15 分（第二个活动的过程 10 分） 
具体要求：（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
活动延伸等部分。（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确。（3）
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4）活动过程围绕活动目标展开。（5）活动
准备最好包括物质准备和知识经验的准备。 
21、请在小组讨论后，自选一首歌曲设计一个系列歌唱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 
要求： 
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活动延伸等
部分。 
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确。 
3．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应该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 
4．活动过程应该围绕活动目标展开。 
参考答案： 
活动名称：音乐歌唱教学活动《大灰熊》 
适合的年龄段：中班 

活动目标：①理解“大灰熊”故事中用身体动作表现轻重的理由，并能合乐地用身体动作表现轻重。
②了解前奏、间奏部分等待，而歌唱部分进行身体动作表演的这种音乐段落结构状态。③体验戏剧
性表演的愉悦，并学习戏剧性表演的情绪克制。④通过身体动作表达出对前奏、歌唱、间奏、歌唱
这种音乐段落结构的理解。⑤表现出用嗓音去表现故事中角色情感的倾向与愿望。 
活动准备：①四张教学图片。②“大灰熊”伴奏音乐的音响资料与播放设备。 
活动过程： 
①看图说话+身体动作的还原活动 
②在教师指挥下配上音乐的身体动作表演 
③请幼儿边哼唱边合音乐边表演 
④合着“大灰熊”伴奏音乐用身体动作表演“大灰熊”的故事 
⑤清唱“大灰熊” 
⑥合伴奏带歌唱“大灰熊” 
活动延伸：这次活动以后，在日常生活环节经常播放“大灰熊”的音乐。 
我的评析（收获、建议等） 
歌曲“大灰熊”的含义是用嗓音去表现这个角色的情感。所以，在第二课时的最后，幼儿不能还沉浸
在身体动作的表演中，而是去掉大部分身体动作表演，只保留像大灰熊生气这样无法去掉的动作，
转向嗓音的表现。这种转向是经验还原幼儿园歌唱教学所关注的。 
音乐材料 
这是一首表达轻重情绪的故事歌曲，短短三句旋律把大灰熊睡懒觉、小朋友轻轻进来、大灰熊醒来
发怒的戏剧性冲突表现得很到位。如果能让幼儿体会到故事内涵的这种轻重冲突情境，那么让幼儿
用声音表现这种轻重就显得水到渠成。 
活动一 
活动目标 
1.理解“大灰熊”故事中用身体动作表现轻重的理由，并能合乐地用身体动作表现轻重。 
2.了解前奏、间奏部分等待，而歌唱部分进行身体动作表演的这种音乐段落结构状态。 
3.体验戏剧性表演的愉悦，并学习戏剧性表演的情绪克制。 
活动准备 
1.四张教学图片。 
2.“大灰熊”伴奏音乐的音响资料与播放设备。 
活动过程 
1.看图说话+身体动作的还原活动 
（1）呈现四张图片，请幼儿说说，每张图片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教师总结幼儿所描述的故事。 
（图片排列要求：第一张一行，第二张一行，第三、四张并列一行，共三行。） 
（2）请个别幼儿根据老师的语言来表演这个故事。 
请三个幼儿（一个大灰熊，两个小朋友）根据老师的语言用身体动作表现故事。 
再请另外三个幼儿表演一次。 
（3）请全体幼儿根据老师的语言用身体动作表演这个故事。 
一个小朋友表演大灰熊，其余全部扮演小朋友，最后其中一个小朋友去摇醒大灰熊。 
全体小朋友表演大灰熊，老师表演小朋友并做摇醒动作，表示摇醒所有大灰熊。 
全体幼儿既扮演大灰熊又扮演小朋友。 
（教师提醒扮演大灰熊过分兴奋的幼儿：不是所有愤怒都需要大喊大叫的，像没有声音，握紧双拳
抖动也是很好的表现愤怒的动作。） 
2.在教师指挥下配上音乐的身体动作表演 
（1）教师清唱歌曲“大灰熊”，请幼儿跟着歌声表演。 
（2）放“大灰熊”伴奏带，请幼儿跟着音乐表演。 
①教师：现在老师放着音乐来唱歌，这个音乐有前奏、有间奏，在前奏与间奏的地方，小朋友不表
演只是准备，老师歌唱的地方才是小朋友表演的地方。 
②教师用指挥手势表达前奏与间奏，请幼儿等待，歌唱部分用指挥手势请幼儿表演。 
③提出幼儿表演过程中不够规范的地方。 
④教师与幼儿配合再表演一次。 
3.请幼儿边哼唱边合音乐边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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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带领幼儿按节奏韵律念 1-2 遍歌词。 
（2）教师：现在老师不唱了，只是用指挥动作提醒你们什么时候是前奏、什么时候歌唱、什么时候
是间奏。你们一边唱着歌一边表演。 
（3）幼儿边唱边表演。 
（在这里幼儿的唱不是主要的，对幼儿是否记住歌词没有要求。要求幼儿唱，只是因为结合唱才能
更好地感受前奏、间奏、歌唱的音乐结构状态。） 
活动延伸 
这次活动以后，在日常生活环节经常播放“大灰熊”的音乐。 
活动二 
活动目标 
1.用身体动作自如合乐地表现轻重。 
2.通过身体动作表达出对前奏、歌唱、间奏、歌唱这种音乐段落结构的理解。 
3.表现出用嗓音去表现故事中角色情感的倾向与愿望。 
活动准备 
“大灰熊”伴奏音乐的音响资料与播放设备。 
活动过程 
1.合着“大灰熊”伴奏音乐用身体动作表演“大灰熊”的故事 
（1）跟着音乐、看着教师指挥，表演“大灰熊”的故事。 
（2）根据伴奏与教师的歌唱，表演“大灰熊”的故事。 
2.清唱“大灰熊” 
（1）教师：现在请小朋友跟着伴奏带唱一遍歌曲。 
（2）教师：现在请小朋友清唱一遍歌曲，在歌唱的时候能不做动作就不做动作。 
（3）教师清唱示范“大灰熊”歌曲的轻重表现，并提出观察任务。 
①教师：老师现在唱一遍歌曲，请小朋友听听老师唱的时候，哪个地方唱得特别重，哪个地方唱得
特别轻？ 
②幼儿回答最后一句特别重，第二句特别轻后，教师追问：最后一句的哪几个字特别重，第二句的
哪几个字特别轻。 
（最后一句“发怒”两个字特别重，第二句的“非常非常轻”特别轻） 
（4）教师：好，现在请小朋友也像老师这样来唱一遍。 
（5）教师提出歌唱的要求。 
教师：我们小朋友很会用身体动作讲“大灰熊”的故事，但是，唱“大灰熊”歌曲的意思就是用喉咙讲
故事。用喉咙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做很多动作，更不能做动作做到连唱歌都忘记了。 
（6）请幼儿只用喉咙讲故事。 
教师：现在我们好像要用歌声讲“大灰熊”的故事，给隔壁的小朋友听，他们看不见我们，只听我们
的声音。这样，我们做很大的动作有没有用呢？好，我们用声音来讲这个故事，试一试。 
3.合伴奏带歌唱“大灰熊” 
（1）请幼儿注意观察教师的指挥。 
（2）教师注意观察幼儿对用声音讲故事的理解状态。 
22、请在小组讨论后，自选一首乐曲设计一个系列打击乐器演奏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 
要求： 
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活动延伸等
部分。 
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确。 
3．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应该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 
4．活动过程应该围绕活动目标展开。 
参考答案： 
活动名称：打击乐器演奏教学活动《小红帽》 
适合的年龄段：中班 
活动目标：①在熟悉乐曲的基础上，学习看图谱用打击乐器为乐器伴奏。②认识木鱼，同时探索快
速演奏铃鼓的方法。③自己演奏的同时，注意倾听同伴的演奏，努力使自己演奏的节奏和音量与同
伴保持一致。 

活动准备：①幼儿熟悉乐曲《小红帽》，能较为熟悉地随乐曲有节奏地说语音总谱。②动作图谱一张；
乐器：响板、碰铃、铃鼓若干；乐器声音卡四张；③幼儿分三组，座位为马蹄形，乐器先放在幼儿
椅子底下。 
我的评析（收获、建议等） 
进入中班后孩子们首次进行打击乐器演奏，本次活动原来准备用小铃、圆舞板、铃鼓，但受学校已
有的乐器数量影响改为铃鼓、串铃、木鱼，这些乐器的使用方法就花了不少时间，然后看指挥演奏
又是一个难点，好在小红帽乐曲比较熟悉，因此孩子们还是打击乐活动有了一个较好的了解，这节
课比我预期的时间要长，因为中间有很多预想不到的突发状况，例如对之前学习的乐器使用方法掌
握不牢固，个别幼儿需要重新指导幼儿太多。另外活动内容有点多，以至于课堂节奏有点快没有留
出给孩子们消化的时间。授课效果比较满意的是找男女幼儿分别表演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竞争
意识，男女分别表演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参与积极性活跃了课堂的气氛。要是能在区域中组织幼儿
演奏那就更好了。 
活动过程： 
活动一： 
一、小红帽图片导入 
师：小朋友都听过小红帽的故事，小红帽在去外婆家上了大灰狼的当，好不容易才被猎人救回来。
今天小红帽又要去外婆家了，这次在森林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二、根据故事，出示节奏谱，学习节奏型。 
1、完整的听音乐想象故事情节。 
播放歌曲《小红帽》幼儿完整的欣赏音乐后，想象故事是什么样的。 
2、教师分段播放音乐，讲述故事，并出示节奏谱。  
播放第一节音乐后，提问幼儿故事会是什么样的？教师说出快乐的走走、跑跑。引出节奏型 X 一 X
一 X  X  X 一。幼儿学习打出节奏。 
播放第二段音乐后，提问幼儿故事会是什么样的？教师说出遇到大灰狼了，很紧张。引出节奏型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幼儿学习。 
播放第三段音乐后，教师讲述故事的结尾，大灰狼掉进陷阱里了，小红帽得救了。引出节奏型 X 一 
X 一 X 一 X 一 X X   X X  X X  X X ,幼儿学习。  
活动二： 
一、听音乐、看节奏谱，完整拍打节奏。 
师：请小朋友们听音乐，看节奏把小红帽在森林里发生的事情用小手拍出来吧！ 
除了拍手，我们还可以身体的其他什么地方呢？现在我听音乐，看节奏，用自己喜欢的动作来表现
音乐吧！ 
二、初步学习看图谱和指挥，打击乐曲。 
1、引导幼儿讨论如何为乐曲配制乐器。 
幼儿分别讨论三小节用什么乐器，可以说几种配器方案。 
2、教师选择一种配器方案，幼儿自由选择乐器，分组做好，看指挥分乐器打击来练习。  
3、师：小红帽一个人在森林里走走跑跑，我们可以用声音比较轻的乐器来伴奏，小红帽见到外婆，
高兴地笑起来，我们可以选择声音比较响亮的乐器来伴奏。 
4、教师哼唱，幼儿尝试打击。 
5、听音乐，看指挥，一起合奏。 
6、交换乐器，再次演奏。  
三、情景讲述，一起欢唱 
师：小红帽把大灰狼送进了陷阱，她很高兴。我们小朋友把她的故事打了出来，你们高兴吗？ 
23、请在小组讨论后，自选一首乐曲设计一个系列方案（至少两个活动）。 
要求： 
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活动延伸等
部分。 
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确。 
3．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应该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 
4．活动过程应该围绕活动目标展开。 
小组讨论的案例简介（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活动延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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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活动名称：韵律教学活动《摘果子》 
适合的年龄段：中班 
活动过程： 
活动一： 
活动目标： 
1、学习并掌握踵趾小跑步的动作要领，能跟着音乐节奏合拍的表现踵趾小跑步的动作。 
2、创编各种摘果子的动作，提高幼儿的创编能力，并体验创编的乐趣。 
3、积极参与活动，感受水果丰收的喜悦。 
活动准备： 
1、《摘果子》录音带，音乐设备。 
活动过程： 
一、练习手腕的转动（准备活动） 
1、教师示范（首先手心对自己，然后转过去手心对外）。 
2、幼儿练习手腕转动。 
二、幼儿初步感受音乐旋律与节奏，做摘果子的基本动作。 
1、教师：“秋天的水果丰收了，果园里有许多水果都熟透了，请小朋友跟着老师一起去果园里摘果
子吧！” 
2、教师播放音乐，带领幼儿学习摘果子动作，用右手在圈里的空间做采摘动作，原位坐着。（初步
感受音乐的节奏） 
3、教师引导幼儿变换不同的方位，随音乐做摘果子动作 1~2 遍。（幼儿听音乐做摘果子的动作，教
师在一旁指导。） 
三、幼儿观察教师动作，借助语言提示学习踵趾小跑步。 
1、教师：“果子都成熟了，果农伯伯们都很开心，他欢快地跳着舞去摘果子了，我们来看看果农伯
伯是怎样跳着舞去摘果子吧！” 
2、教师：“请小朋友们仔细看一看果农伯伯的脚是怎么跳舞的？”（用右脚示范，幼儿观察教师脚的
动作。） 
3、教师播放音乐，带领全体幼儿练习动作，并语言提示：脚跟、脚尖、跑跑跑，引导幼儿跟好节奏。 
4、教师再次示范踵趾小跑步动作，并让幼儿齐声念。（幼儿齐声念“脚跟、脚尖、跑跑跑”。） 
5、教师使用语言提示，让幼儿站起来练习“踵趾小跑步”（练习踵趾小跑步 1-2 次）6、幼儿熟悉后，
让其跟着音乐来做。 
四、表演《摘果子》 
1、教师示范：第一句和第三句教师做踵趾小跑步的动作，第二句和第四句教师做手腕转动摘果子动
作（幼儿欣赏。） 
2、教师：“老师刚刚在果园里看到了好多的水果，现在让我们一起跳着舞去果园里摘水果吧！”（播
放音乐，让幼儿跟着音乐表演摘果子。） 
3、幼儿学习表演《摘果子》。幼儿围圈用踵趾小跑步，第一段原地跑，第二段顺时针跑，第三段逆
时针跑。 
五、教师总结 
教师：“小朋友们都好棒，果农伯伯说他非常感谢你们，所以他带了许多水果给你们品尝呢！”（教
师把切好的水果分发给小朋友们品尝） 
活动二： 
活动目标： 
1、学习倾听歌曲，了解游戏规则和玩法。 
2、进一步掌握歌曲的节奏特点，熟悉动作表现。  
3、主动大胆地参加游戏，在游戏中享受活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1、《摘果子》录音带，音响设备。  
2、一箱各种各样的塑料水果，一个布袋子。  
活动过程：  
一、回顾上节内容  

1、教师：“小朋友还记我们上次跳那个摘果子的舞蹈吗？现在我们一起来跳一次吧！”  
2、请小朋友们围成一个大的圈，面向圈内坐下。  
二、引出游戏  
1、教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好玩的游戏，这个游戏需要小朋友认真的听音乐来玩不
然就 输了。”  
2、介绍游戏玩法 
（1）音乐开始播放时，请一个小朋友把装着水果的布袋传给另一位小朋友。 
（2）当听到音乐停止时，拿着布袋的那一个小朋友就把布袋放在另一个小朋友的身后。  
（3）另一个小朋友要背着手来摸布袋里的水果并说出它的名称，说对了就可以从大箱子里面挑一种
水果放在布袋里，继续播放音乐让游戏玩下去，如果猜错了就要请自己的好朋友跟着音乐一起跳摘
果子的舞蹈。 
3、提出游戏规则： 
（1）不耍赖，在挑选水果时，其他小朋友不允许偷看。 
（2）跑时不离开圈，音乐停止时必须及时放好布袋。 
（3）跑步时注意安全。 
4、幼儿开展游戏，老师在一旁指导。 
（1）看幼儿有无遵守规则进行游戏。 
（2）帮助还未理解游戏玩法的幼儿一起完成游戏。 
5、放松活动：  
在《摘果子》音乐伴奏声中幼儿一起做放松活动，以缓解紧张疲劳的身体。 
24、请在小组讨论后，自选一首乐曲设计一个系列音乐欣赏活动方案（至少两个活动）。 
要求： 
1．每个活动方案应包含：活动名称及适合的年龄段、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活动延伸等
部分。 
2．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进行表述，符合该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表述准确。 
3．活动目标表述的维度应该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三方面。 
4．活动过程应该围绕活动目标展开。 
参考答案： 
活动名称：音乐欣赏教学活动《喜洋洋》 
适合年龄阶段：大班 
活动目标：①激发幼儿与同伴一起表演的兴趣，引导幼儿体验乐曲的欢快、热烈的情绪。②结合图
谱，感知音乐的性质，培养幼儿对乐曲的感受力、表现力。③使幼儿初步感知 ABA 三段体曲式结
构，尝试用“包饺子”的动作表现对音乐的理解。 
活动准备：①教师物质准备：音乐、图谱、课件。②幼儿经验准备：接触过饱饺子，知道包饺子的
基本步骤。 
活动过程： 
活动一： 
一、谈话导入 
1、教师：“小朋友，你们吃过饺子吗？”“那饺子是怎样做的呢？” 
2、教师出示图片。教师：“首先，要擀饺子皮；接着包馅；最后煮饺子。一共有几个步骤？” 
二、结合图谱、完整欣赏、感知性质 
1、听音乐(欣赏乐曲第一遍)。“今天，齐老师带来了一段好听的音乐，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问：这段音乐听起来感觉怎么样? (玩、游戏、跳舞……)“你觉得这个音乐有几段?”           2、
欣赏音乐第二遍。       
问：谁找出来了有几段?从图片上你发现了什么?(和音乐一样的有三段。) 
3、小结：有三段音乐，第一段和第三段是一样的，这样的.结构我们叫做 ABA 结构。 
活动二： 
一、分段欣赏、感悟音乐、创编动作 
1、教师：小朋友，你知道包饺子该怎么包吗?第一步是干什么呀？ 
2、欣赏第一段音乐。让我们来听第一段音乐 
（1）欣赏第一段音乐第一遍。问：你觉得这段音乐可以做什么动作呢?你们想把身体的哪部分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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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薄的？ 
（2）听第一段音乐做擀饺子皮的动作。 
3、欣赏第二段音乐。 
（1）听第二段音乐做动作。问：你觉得这段音乐该做什么了呢？你们想把哪当作馅包起来呢？ 
（2）听第二段音乐做包馅的动作。(提出要求) 
4、欣赏第三段音乐。 
（1）欣赏第三段音乐第一遍。问：饺子包好了可以吃了吗？那煮饺子的时候，饺子在锅子里干什么
呢？请小朋友用动作来表示？ 
（2）听第三段音乐做煮饺子的动作。 
二、完整表现、快乐体验 
1、让我们听着完整的音乐来包饺子吧。(听音乐做完整的包饺子动作)，教师提问回顾包饺子的三个
步骤。 
2、第二遍幼儿完整表演。 
三、结束 
1、在包饺子音乐的帮助下，我们小朋友很快就学会了包饺子，我们包的饺子味道也特别好!你们真
棒! 
2、这段包饺子的音乐有一个很喜庆的名字叫《喜洋洋》。 
3、我们把包好了的饺子送给伙伴们去吃吧! 
25、体态律动学的二个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1)身体动作。身体动作的基本语汇包括两类:非移动动作和移动动作。非移动动作语汇包括:拍
手、摇摆、晃动、指挥、弯曲、转身、踏步、说话、歌唱;移动动作语汇包括走、跑、跳、蹦、跃、
奔腾、滑行等。非移动动作与移动动作结合可以构成大量的动作可能性。 
(2)实践活动。包括以下五种类型的活动:第一，意识身体各个部位的活动;第二，意识空间和时间的
活动；第三，意识肌肉紧张与放松的活动；第四，意识大脑与身体协调反应的活动；第五，意识节
奏长短的活动。 

 
26、写出单圈舞“彩带”的动作说明。 
 答:全体围成圈，手拉手。 
A 段: 
第 1-4 小节、第 9-12 小节，第 17-20 小节，右脚起步逆时针方向走四步，特别关照第四 
步身体转向圈心，脚步调节，准备左脚的起步。 
第 5-8 小节、第 13-16 小节，第 21-24 小节，左脚起步顺时针方向走四步，特别关照第 
四步身体转向圈心，脚步调节，准备右脚的起步。 
B 段: 
 第 1-4 小节、第 9-12 小节，右脚起步朝圆心走四步 

 
音乐内容主题: 
小朋友在水族馆先看见鱼儿尾巴打着圈、轻盈地游着;再看见水草由高到低地飘浮;又看 
  
见波浪在翻腾或者看见一圈一圈的鱼群;然后看见水中的大泡泡与小泡泡;最后又见水草。） 

 
27、写出双圈舞“德国波尔卡”的动作说明。 
 答：动作说明： 
A 前半段：全体幼儿拉手朝顺时针走。 
A 后半段：全体幼儿拉手朝逆时针走。 
B 前半段：里圈左手搭前面舞伴的左肩，右手拉右边舞伴的手；外圈左手拉左边舞伴的手，右手侧
平举。双圈共同朝顺时针方向走。 
B 后半段：反向同 B 前半段。 
C 段：里圈拍腿二下，拍手一下，拍左右侧一下。 
在里圈舞伴的右边，外圈左侧身八拍进里圈，右侧身八拍出里圈。 
28、在领会打击乐教育活动目标与方案撰写要义基础上，撰写一份幼儿园打击乐教育活动方案。 
要求包括四部分：音乐与媒介材料、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撰写完毕后，用第七单元第
三节“音乐教育活动方案撰写质量评价量规”自评，分析与反思每个失分项目。（可参考教材与《幼
儿园教师用书》中的精彩课例。） 
答案： 
大班打击乐活动：喜洋洋 
活动目标： 
1、在理解作品的基础上,初步尝试自己选择打击乐器为乐曲进行伴奏. 
2、大胆表现，体验合作的快乐。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感知乐曲《喜洋洋》??用不同声势为乐曲伴奏???感受过打击乐器的音色特点 
材料准备：图谱??录音机??磁带???打击乐器?（铃鼓、响板、双响筒、串铃） 
活动过程： 
（一）、幼儿进一步欣赏乐曲，感受乐曲欢快、热烈、优美的情绪。 
1、幼儿随老师听《喜洋洋》音乐进场。（5 分钟） 
2、提问?：这首乐曲叫什么名字？你听了曲子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想干什么？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
我们来当小演奏家，一起来表演个打击乐《喜洋洋》好吗？ 
（二）、出示图谱，进行声势复习。 
1、??以“按摩”为主题，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引导幼儿做按摩操，熟悉节奏。（师：再过几天就是新年
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为我们操劳了一年了，你们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幼儿：帮妈妈扫地，做个小
礼物，帮他们捶捶背等等。师：我们可以怎样做呢？幼儿：可以捶，可以搓，可以揉，可以拍等。
师：那我们就随音乐来做个按摩操吧。幼儿随音乐做按摩操。） 
2、?图谱上画着什么？咱们还可以用什么动作来表示呢？幼儿创编声势（如：*处拍腿，●处拍肩，
﹋处摇手画弧线，★处拍等）。 
（三）、幼儿自主操作、探索，尝试用打击乐为乐曲进行伴奏。 
1、分别出示打击乐器，幼儿说说乐器的名称、演奏方法、音色特点等（如：师出示响板，幼儿说：
这是响板。然后到前面演示其演奏方法，并说响板的声音很短，很干脆。） 
2、师出示第一乐段音乐： 
A、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打击乐器自由操作，尝试为乐曲伴奏。 
B、幼儿看图形谱集体用乐器演奏。问幼儿的感受（如很乱，很吵不好听）,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不
同的图形用不同的乐器来演奏）?。 
C、幼儿讨论不同的图形分别用什么乐器来演奏。 
D、幼儿分声部进行演奏，尝试，选择比较适合乐曲的配器方案。师同时提示演奏要求。 
E、幼儿听第一乐段音乐进行演奏。 
3、师出示第二乐段音乐： 
A、幼儿听第二乐段音乐，提问：你手里的小乐器在音乐的哪部分发出声音最好听？幼儿讨论第二
乐段的配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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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幼儿听音乐进行演奏、尝试，选择较好的配器方案，并演奏。 
C、建议^^^^^^处使用双响筒。 
(四)、集体完整的演奏打击乐《喜洋洋》，体验合作的快乐。 
现在让我们来当小演奏家，一起来演奏乐曲《喜洋洋》吧。 
（五）、师小结，提出建议，如交换乐器等。 
（六）、延伸活动：幼儿在表演区继续表演。 
29、在领会歌唱教育活动目标与方案撰写要义基础上，撰写一份幼儿园歌唱教育活动方案。 
要求包括四部分：音乐与媒介材料、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撰写完毕后，用第七单元第
三节“音乐教育活动方案撰写质量评价量规”自评，分析与反思每个失分项目。（可参考教材与《幼
儿园教师用书》中的精彩课例。） 
答案： 
活动名称：音乐歌唱教学活动《小小乌龟爬山坡》 
适合年龄段：小班 
活动目标：。《小小乌龟爬山坡》是一首深受幼儿喜爱的歌曲。歌词中小乌龟爬山的动作情节能激
起小班年龄阶段的幼儿兴趣，幼儿好像自己就是这只小乌龟一样。 
活动准备：小拖车子、小乌龟指偶幼儿人手一份，创设游戏情景背景（“山坡”），录音机：磁带《小
小乌龟爬山坡》）比较悠扬欢快的乐曲。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教师直接出示教具可爱的小乌龟图片，有效地产生“唤醒”幼儿的情绪振奋起来，精神
集中的效果。 
二、简练引导幼儿了解歌曲背景及歌词，基本部分以不断地创设歌曲情景激发幼儿的兴趣，引导他
们积极思考发挥想象，（让幼儿想一想，说一说。在我们的身体上还有那些地方可做“山坡”？大胆
唱出来。） 
三、讲解示范，肢体语言亲切可爱，声音非常柔和，充分启动幼儿的积极性与参与性。 
活动延伸：开展音乐游戏，以角色游戏的方法充分展开想象与不断的更改歌曲情节，让幼儿体验新
活动的快乐情趣。 
我的评价 
教师能从幼儿的兴趣出发，精心选材，并以角色游戏的方法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本领；
活动场景布置科学，富有童趣，活动中没有简单的说教，在自然而然中，幼儿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
歌曲。教师能站在启发和引导的地位，为幼儿提供充分表现自我的机会与条件，满足了孩子自我实
现的需要。活动中教师自身饱满、向上的情感投入活动，影响幼儿，感染幼儿，幼儿情绪活跃，主
动参与。如在师生对唱时，教师的眼神、手势让幼儿对创编充满了信心，使活动的过程真正成为促
进幼儿主动发展的过程。 
30、在领会集体舞教育活动目标与方案撰写要义基础上，撰写一份幼儿园集体舞教育活动方案。 
 要求包括四部分：音乐与媒介材料、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撰写完毕后，用第七单元第
三节“音乐教育活动方案撰写质量评价量规”自评，分析与反思每个失分项目。（可参考教材与《幼
儿园教师用书》中的精彩课例。） 
答案： 
幼儿集体舞蹈活动方案 
活动目标： 
1、能合着歌词的内容，交换与朋友跳舞的动作和方位，发展合拍动作与灵敏的反应。 
2、通过道具手腕学习并掌握舞蹈中方位变化。 
3、体验不断变换新舞伴带来的快乐。 
活动准备：会念歌曲中的儿歌，理解儿歌内容。 
活动过程： 
一、在《朋友舞》乐曲伴奏下进教室。 
集体念《朋友舞》中的儿歌，边念儿歌边拍手。 
二、学唱歌曲。 
1、倾听歌曲旋律。 
2、主动将儿歌与旋律匹配，学唱歌曲。 
3、变化速度唱歌，用较慢和较快的速度唱整首歌曲。 

三、难点练习 
1、学习在双圈队形中，用右手指出斜方位的朋友。 
(每人在右手手腕上做标记，相对而立。将戴花的手指向自己面对的朋友，接着把手移向旁边的朋友，
同时把身体转向斜方位。) 
2、连续练习，指出斜方位的朋友。 
3、教师唱歌曲第三句，幼儿做动作。 
四、学跳舞蹈 
1、在双圈队形中，边念儿歌编练习向前走，退着走，斜着走及绕圈走，熟悉方位变化。 
2、编唱歌编跳舞，每次舞蹈中，教师注意检查方位的正确交换情况，了解幼儿在活动中的掌握程度。 
3、有重点的练习。 
4、完整舞蹈。 
31、在领会音乐欣赏教育活动目标与方案撰写要义基础上，撰写一份幼儿园音乐欣赏教育活动方案。 
要求包括四部分：音乐与媒介材料、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撰写完毕后，用第七单元第
三节“音乐教育活动方案撰写质量评价量规”自评，分析与反思每个失分项目。（可参考教材与《幼
儿园教师用书》中的精彩课例。） 
答案： 
活动名称：音乐欣赏《四小天鹅舞曲》 
适合年龄段：大班 
一、教学目标： 
l、通过欣赏，让幼儿感受乐曲的旋律、节奏及变化，引导幼儿用肢体动作表现轻快、活泼的音乐形
象。 
2、发展幼儿美的感受力、表现力及初步的合作能力，培养幼儿注意倾听的习惯。 
二、教学准备： 
1、教师熟悉理解乐曲，给幼儿讲述《天鹅湖》的故事。 
2、天鹅湖情境图一幅，设计乐曲图谱一幅、磁带一盘、录音机 一台，以及《天鹅湖》光盘、电视
机、VCD。 
三、教学过程： 
1、出示情境图，引导幼儿初步感受乐曲。 
整体欣赏第一遍： 
欣赏乐曲 a 段：引导幼儿用体态感受这一乐段的轻盈、欢快。 
第一遍：幼儿随教师演示感受这一乐段。 
第二遍：幼儿用肢体动作感受这一乐段。 
欣赏乐曲 b 段：引导幼儿用体态感受这一乐段跳跃 
感的节奏及乐曲的变化。 
第一遍：幼儿随教师演示感受这一乐段。 
第二遍：幼儿用肢体动作感受这一乐段。 
教师用哼唱对比让幼儿感受乐曲的变化。 
欣赏乐曲 a 段：同 a 段 
欣赏乐曲 b 段：同 b 段 
整体感受乐曲。 
2、师幼互动，引导幼儿感受、表现乐曲。 
合作表演：幼儿讨论，自由结伴，四人一组，相互合作，协调表演，教师参与。 
上一次考试有 150 多个科目改版，电大资源网每学期均会在期末考试前整合最新历届试题+形考作
业+综合练习册题目，有需要直接访问 http://www.dda123.cn/ 
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我微信：905080280 
 
  
 
请直接打印，已按字母排版 
已整理 700 个国开科目，有需要请直接微信 905080280,说明要购买的试卷号及科目名称即可 
ps：资料考前整理，只供大家复习使用！已和最新历届试题核对，有新题并已整合，以此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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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用浏览器扫码访问电大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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