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密 ★ 考试结束前

浙江省2015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音乐分析与创作试题
课程代码:00733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1分,共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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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

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二十世纪以来的音乐实践和理论发展,为“主题”注入了大量的新观念、新内容,使它能超过

和涵盖既往任何一个意义上的主题。跟过去相比,主题

A.仍指各种复调音乐作品中的某个声部

B.存在与呈现清晰鲜明、容易辨认

C.在称呼上出现了不同于往常的个性化名词

D.作为具体的织体而出现在谱面上

2.《动物狂欢节》第8段《野驴》的主题,仅仅只用第一、二小提琴声部交替演奏在极高音区的一

个单音和在极低音区的一个级进音型。在标题的作用下,可以令人想到,高音区的强奏单音

像是野驴的“弹蹶子”,低音区的音型则像是野驴的叫声,属于

A.客观描写性主题 B.标题联想性主题

C.概括性主题 D.性格刻画性主题

3.旋律的外形是一条旋律明显可见的外部轮廓。有些旋律的最高音会出现在一条旋律的最开

始处,其他的音,则像是从这个“准备好了的”高度上倾泻出来似的,从而构成

A.“瀑布”式外形 B.“疑问”式外形

C.“大山”式外形 D.“直线”式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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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种节奏的组合叫做

A.节拍单位 B.音型模式 C.节奏单位 D.音长模式

5.用A(a+a)+B(b+b)图式表示的曲式结构是

A.有再现的二段曲式 B.贯串性的二段曲式

C.无再现的二段曲式 D.古典二部曲式

6.常见的曲式交混有三种,曲式中的旋律、节奏、调性、和声、音色等因素中的两种以上因素分

别形成了不同的结构,从而使曲式整体产生的交混,称为

A.并列交混 B.中介交混 C.平行交混 D.纵向交混

7.以“中轴”为基准,两端部分长度相等、性质相近、状态相应的“折射性”镜像结构形式,是当代

比例分析中的

A.序数法 B.黄金分割 C.基数法 D.中心对称

8.和声进行中的“动静”关系,实际上就是   的关系。

A.稳定或不稳定 B.和声音响协和与不协和

C.和声节奏疏密轻重 D.和声张力强弱

9.不依靠泛音现象,而由“旋律进行本身”所建立起来的调性,称为

A.和声调性 B.旋律调性 C.古典调性 D.现代调性

10.由两个以上的独立旋律声部构成的多声音乐织体,称为

A.单声织体 B.主调织体 C.支声织体 D.复调织体

二、判断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判断下列各题,在答题纸相应位置正确的涂“A”,错误的涂“B”。

11.把音乐结构看成是调性发展的结果,而不看成是用音乐材料对曲式框架的“填充”,是“调性

分析”和“曲式分析”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12.音乐音响是作曲家用音乐符号对所要表达音乐内容的全部记录,分析中的一切理解都应以

此为据,一切发现都将从中产生。

13.“扩展意义”的旋律,是针对二十世纪以来的某些特殊旋律类型而言的。这些类型的旋律除

了音高和音长外,还包括“音质”因素,有时并不是“单声部”的旋律线,而是由“多声部”构成

的整体。

14.与其他的音乐要素相比可以发现,节奏能把音乐的音高材料或“音响事件”有逻辑、有秩序

地组织起来,从而产生有意义、有性格、有特点的组合,进而形成音乐主题,并在主题的指令

下,有目的、有方向、有规律、有起落地运动以形成音乐作品。

15.柴科夫斯基的《f小调第四交响曲》是其创作的六部交响曲中,本人最喜爱和最看重的一

部。整部交响曲由四个乐章组成,其中的第四乐章不仅采用了回旋曲的体裁,而且还被公

认为是用回旋曲式写成的。

16.音乐作品的结构,是音乐作品艺术展现的时间“轨迹”,而这种轨迹“首先是由时间和时间的

划分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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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和声是不断发展的,和声分析就不可能是静止的。和声是个性的产物,在分析中揭示出分

析对象的个性,就是和声分析的根本目的。

18.明确调性的做法,是在和弦序进时尽量包括和声中的三种不同功能,特别是调式中的增减

音程及其解决。

19.木管乐器被认为是最接近人声的,常被用来代表人和人的感情、歌唱、思想或语言。其中高

音乐器被具体地用来表现“女性”,低音乐器则被相应地用做表现“男性”。

20.力度对比的程度、性质和出现的次数加起来,构成了关于音乐音响风格分析的一个重要范

畴。从古典音乐到当代音乐,作曲家对力度记号的运用,是他对手段的理解和对总谱处理

费心程度的有意义索引。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配对题(本大题共10分)

21.将下列作品与作曲家配对,答题形式如“①a,②b……”。

①巴托克          a.《芬兰颂》

②柴可夫斯基 b.《第二号匈牙利狂想曲》

③舒曼 c.《打起手鼓唱起歌》

④田丰 d.《两个犹太人:一富一穷》

⑤莫扎特 e.《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

⑥穆索尔斯基 f.《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⑦李斯特 g.《土耳其进行曲》

⑧格什温 h.《忆秦娥·娄山关》

⑨西贝柳斯 i.《为两架钢琴和打击乐所写的音乐》

⑩施光南 j.《为什么》

四、填空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空2分,共10分)

22.当音乐主题主要依靠音乐自身运动规律而概括地表达出某种抽象的情绪特点时,这种主题

就叫做   主题,它是各类主题中最常见常用的一种。

23.隐藏在旋律之中的结构性支干,称为   ,它不能像旋律外形那样能被直接地“听”出来

或“看”出来,因此分析时必须带有“透视”的眼光,并有一个   的过程。

24.由13世纪意大利数学家菲波纳奇发现并用其姓氏命名的数列是一个无穷数列,它有许多

奇特的特质,从数列的第三项起,每前一项比每后项,随着项数的增大,比值将无限趋近黄

金分割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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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决定音色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发声体的   ;二是发声的处理方式与环

境;三是与风格习惯等相关的“语义性”用法。

五、名词解释(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5分,共15分)

26.音乐的“形象”

27.旋律音列

28.曲式内部的结构性质

六、综合分析题(本大题25分)

29.分析下列作品片段,从音乐性格、句式结构、和声调性、织体写法、速度力度、节奏节拍、主题

材料的发展手法等角度写出分析报告。

柴可夫斯基《六月—船歌》

七、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30.什么是主题分析,主题分析的要求和步骤有哪些?

31.传统比例分析的局限有哪些,当代比例分析的中心任务和主要特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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