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6

2025 年福州市初中音乐学业水平考试
实施方案

一、命题依据

以《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为指导，

围绕核心素养（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

内涵、课程总目标和学段目标，依据课程内容要求、学

业要求和学业质量标准，同时结合我市初中音乐学科课

程实施实际情况进行命题。

二、命题原则

1.素养立意，明确指向。着重考查学生在完成艺术

实践任务中所表现出来的欣赏、表现、创意等能力和审

美情趣、价值观念，避免只考查孤立和零散的知识、技

能。

2.基于情境，设计问题。围绕命题立意，遴选相关

现实或历史素材，素材所涉及的人物、场景、事件、作

品等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结合素材创设任务或问题情

境，反映艺术学科的本质要求。

3.形式多样，综合考查。坚持试题类型多样化，注

重个人项目与团体项目相结合，单项测试与整体考核相



结合，客观性题目与主观性题目相结合，纸笔测试与行

为表达相结合，全面考查学生的学业成就表现。

三、考试形式与分值

考试由纸笔测试和实践测试组成。

四、考试范围

五、试卷结构与难度

题型结构：试题建议包含听辨选择题、读谱赏析题、

编创题等。其中，读谱赏析题建议也采用聆听音响材料

或观看视频的方式进行作答。

试题难度：0.85 左右。

六、成绩评定及运用

初中音乐学科学业水平考试可由日常学习评价和终

结性考试评价组成，总分为100分。成绩评定为合格（60

分及以上）、不合格（60分以下）两个等第。

七、考试组织管理

项 目 形 式 时长（分钟） 分 值

纸笔测试 闭卷 45 60

实践测试 自选 3-5 40

项 目 范 围

纸笔

测试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所规定

的7-9年级课程内容，鼓励加入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

音乐文化内容。

实践

测试

歌唱（含合唱）、演奏（含合奏）、舞蹈表演（含

群舞）、戏剧戏曲表演（含集体表演）等音乐学科

课程相关的技能项目内容。



1.考试组织

全市所有初中要成立考试领导小组并制定考试实施

方案，各校要参考样卷（附件6-2）自行命题，认真组

织初三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统一进行考试，确保学业水

平合格性考试公平、公正，顺利地进行。

2.考试安排

（1）纸笔测试：时长为45分钟，由各校统一安排

时间集中考试。鼓励有条件的学校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组

织考试。

（2）实践测试：时长3-5分钟。由音乐教师根据学

校实际情况及教学进度自行组织，可安排为随堂测试或

录制视频评分存档等方式。

3.考试管理：各校要在考试前一周上报考试实施方

案和考试时间，以便视导。省、市属校考试实施方案和

考试时间（电子版）上报福州教育研究院，并发送至邮

箱：1054262304@qq.com；县（市）区属学校的考试实

施方案和考试时间上报到各县（市）区教师进修校。考

试结束后，及时填报成绩表（附件6-1）并将电子版发

送至邮箱：1054262304@qq.com。

附件：1.2025年福州市初中音乐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表

2.2025年福州市初中音乐学业水平考试样卷

mailto:1054262304@qq.com


附件 6-1

2025年福州市初中音乐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表

填报单位（审核盖章）：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学籍辅号
纸笔测试

得分

实践测试

得分
总分

合格/

不合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附件 6-2

2025年福州市初中音乐学业水平考试样卷

（满分60分；考试时间45分钟）

一、听辨选择题（共10题，每题含2小题，每小题2分，每题音乐播放两遍，共40分。）

1.贺绿汀创作的歌曲《游击队歌》生动刻画了游击队员们的战斗英姿。结合谱例聆听其中

音乐片段，回答以下问题：

（1）该音乐片段的力度是（ ）。

A. B.p C.mp D. f

（2）歌声中（ ）的演唱形式更好地展现了游击队员前仆后继作战的画面。

A. 齐唱 B.独唱 C. 轮唱 D. 合唱

2.歌曲《今夜无人入睡》是作曲家普契尼（意）歌剧《图兰朵》中的经典唱段。聆听其

中音乐片段，回答以下问题：

（1）你听到的是（ ）的演唱。

A. 男低音 B. 男高音 C. 女低音 D. 女中音

（2）该歌曲的体裁是（ ）。

A. 流行歌曲 B. 颂歌 C. 艺术歌曲 D. 儿童歌曲

3.管弦乐曲《丰收锣鼓》节奏明快、旋律欢腾，充满喜庆氛围。聆听其中音乐片段，回

答以下问题：

（1）音乐中的节奏（ ）增强了韵律动感，很好地展现了人们充满活力的劳作状态。

A. B. C. D.

（2）该片段运用的创作手法是（ ）。

A.同头换尾 B.换头合尾 C.螺蛳结顶 D.鱼咬尾

4.近代音乐家黄自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聆听其中音乐片段，回答以下

问题：

（1）这段音乐的节拍是（ ）。



A.
4
4 B.

6
8 C.

2
4 D.

3
8

（2）这部作品的相关内容适用（ ）诗句表达。

A．双双化蝶翩翩舞，恩恩爱爱不绝情。 B.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

C. 断桥难断尘寰事，西子湖畔续前缘。 D.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5.功谋后继持三印，勇往前行率万兵；赤胆忠心埋傲骨，杨门女将铸鸿名。聆听京剧

《穆桂英挂帅》选段，回答以下问题：

（1）该选段为（ ）行当的唱段

A. 老旦 B. 刀马旦 C. 青衣 D. 武旦

（2）该选段的板式是（ ）。

A. 流水 B. 散板 C. 慢板 D. 二六

6.乐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动人的旋律演绎了凄美的爱情故事，彰显了东方文化特有

的细腻情感与深沉意境。聆听其中音乐片段，回答以下问题：

（1）该乐段的主奏乐器是（ ）。

A. B. C. D.

（2）它是一首（ ）。

A.协奏曲 B.交响诗 C.序曲 D.进行曲

7.农历六月二十四被称为彝族的“东方狂欢节”，人们围着篝火通宵欢舞。聆听其中音

乐片段，回答以下问题：

（1）节庆场景的举办地区最可能是（ ）。

A.云南 B.浙江 C.四川 D.山东

（2）该作品的名称为（ ）。

A.《金蛇狂舞》 B.《赛龙夺锦》 C.《丰收锣鼓》 D. 《火把节》

8.聆听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创作的音乐，感受其深沉炽热的家国情怀，回答以下问题：

（1）该片段选自交响诗（ ）。

A.《自新大陆》 B.《红旗颂》 C.《伏尔塔瓦河》 D.《芬兰颂》

（2）它是（ ）的代表作品。

A.现代乐派 B.印象主义 C.古典主义 D.民族乐派



9.聆听音乐片段，想象新春佳节热闹欢腾、温馨团圆的画面，回答以下问题：

（1）该音乐作品属于（ ）。

A. 进行曲 B. 序曲 C. 协奏曲 D. 圆舞曲

（2）这首乐曲的曲式结构是（ ）。

A．A+B 单二部曲式 B.A+B+A+C+A 回旋曲式

C. A+A1+A2+A3 变奏曲式 D.A+B+A’ 单三部曲式

10.某市博物馆的“海上丝绸之路”电子地图上，沿途路线增设了音乐按钮，点击即可

播放当地的音乐。请聆听其中的音乐片段，并回答以下问题：

（1）其主奏乐器是（ ）。

A. B. C. D.

（2）它是（ ）的民族民间音乐。

A. B. C. D.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埃及 日本

二、请结合谱例，聆听音响，并完成赏析问题。（共 12 分）

在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歌曲《玉盘》融合了传统文化、现代科技，通过童声合唱

的形式，不仅唱出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更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请描述歌曲如何运用音乐要素(如:演唱形式、节奏节拍、伴奏乐器、创作手法、调式、

歌词等)来传递丰富的情感和深意。

谱例：



三、编创题（共 8分）

歌曲《登高》拉开了2025乙巳蛇年春晚的序幕。该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的登

高习俗，寓意“步步高升”，象征着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学业进步。以下谱例记录了其

中一小段旋律，你能通过“鱼咬尾”的创作手法完成新的旋律编创，展现属于自己的“登高”

愿景吗？



2025年福州市初中音乐学业水平考试样卷参考答案
（含命题分析与评分标准）

一、听辨选择题（共10题，每题含2小题，每小题2分，共40分。）

题号
参考
答案

测试点分析
音响资料

难易
程度

艺术
实践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核心
素养

1
(1) A

欣赏
联系

音乐表现
要素

力度 渐强渐弱
审美感知

人教版《音乐》九年级上
册，第一单元《光辉的历
程》，唱歌《游击队歌》
片段。

易
(2) C

音乐体裁
形式

演唱形式 轮唱

2
(1) B

欣赏

音乐表现
要素

音色 音区
审美感知

人教版《音乐》八年级上
册，第三单元《歌剧之
夜》欣赏《今夜无人入
睡》片段。

易
(2) C

音乐体裁
形式

体裁 艺术歌曲

3
(1) C

欣赏

音乐表现
要素

节奏 切分节奏
审美感知
文化理解

人教版《音乐》七年级上
册，第三单元《金色的秋
天》，欣赏《丰收锣鼓》
片段。

易
(2) C

音乐表现
要素

音乐创作
手法

旋律、节奏、
结构

4

(1) A
欣赏
联系

音乐表现
要素

节奏 节拍
审美感知
文化理解

人教版《音乐》八年级下
册，第五单元《音乐故事
（一）》欣赏《长恨歌》
选段《山在虚无缥缈间》
片段。

易

(2) D
音乐与其
他学科

联系与
运用

音乐与文学 易

5
(1) C

欣赏
联系

音乐体裁
形式

中国民族
民间音乐

戏曲音乐

文化理解
审美感知

人教版《音乐》七年级上
册，第四单元《神州音韵
（一）》京剧《猛听得金
鼓响》片段。

易
音乐与其
他学科

联系与
运用

音乐与语文、
历史

(2) A
音乐表现

要素
节奏 节拍（板式）

6
(1) D

欣赏
音乐表现

要素
音色 乐器

审美感知

人教版《音乐》八年级下
册；第五单元《音乐故事
（一）》欣赏《梁山伯与
祝英台》片段。

易
(2) A

音乐体裁
形式

器乐体裁 协奏曲

7
(1) A

欣赏
联系

音乐与社
会生活

联系与
运用

音乐与地域的
联系 审美感知

文化理解

人教版《音乐》八年级上
册，第四单元《神州音韵
（三）》欣赏《火把节》
片段。

易

(2) D
音乐风格

流派
中国民族
音乐

民间音乐

8
(1) C

欣赏
联系

音乐风格
流派

外国音乐 浪漫主义音乐
审美感知

人教版《音乐》七年级上
册，第二单元《祖国颂
歌》欣赏《伏尔塔瓦河》
片段。

中

(2) D
音乐与社
会生活

联系与
运用

音乐与民族的
联系

9
(1) B

欣赏
联系

音乐体裁
形式

器乐体裁 序曲

文化理解
审美感知

人教版《音乐》七年级下
册，第一单元《春之声》
欣赏《春节序曲》片段。

中音乐与社
会生活

联系与
运用

社会生活

(2) B
音乐表现

要素
曲式 回旋曲式

10

(1) C

欣赏
联系

音乐表现
要素

音色 打击乐器

审美感知
文化理解

人教版《音乐》七年级上
册，第五单元《环球之旅
（一）——亚洲之声》欣
赏《甘美兰》片段。

中
音乐与社
会生活

联系与运
用

音乐与社会文
化

(2) B
音乐风格

流派
外国
音乐

亚、非、拉、
美等地民族
民间音乐

难



二、请结合谱例，聆听音响，并完成赏析问题。（共12分）

音响资料 2025 年央视春晚歌曲《玉盘》

测试点
分析

艺术
实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核心素养指向

欣赏

联系

音乐表现要素；

音乐体裁形式；

音乐风格流派；

音乐与社会生活。

节奏、音色、旋

律；歌曲；

中国民族音乐。

节拍、附点节奏、切分

节奏、乐器、调式；合

唱；当代音乐；音乐与

社会文化、科技等。

审美感知

文化理解

参考

答案

1.演唱形式：童声合唱，童声纯净、质朴，通过孩童之口传唱古韵，隐喻民族

精神的代际传递。(1 分);

2.节奏节拍：规整的
4
4拍，给人稳定、平和之感;运用附点节奏，延长音符，强

化了疑问语气；运用切分节奏打破常规重音规律，使歌曲更具灵动性和趣味性；运

用休止符，以留白营造浩瀚无垠的意境。（4分）

3.伴奏乐器：采用了电子音乐与民族乐器结合的方式。以大鼓作为重要的节奏

支撑，电子乐配器营造现代、科技、未来感的氛围;彝族特色乐器口弦增添民族特

色和灵动性，丰富歌曲的层次和质感。(3分)

4.创作手法：重复、同头换尾。通过“玉盘玉盘”的重复句式，形成层层递进

的叩问逻辑。从个体的困惑（“别时泪长淌”）到集体的求索（“百年故事千年

唱”），最终升华至民族精神的凝聚（“向星汉”）（2分）

5.调式调性：中国民族五声调式，歌曲主旋律以商调式重复的“2-3”全音音程

动机，羽调式为终止，呼应民族文化基因。（1分）

《玉盘》歌词全曲押“ang”韵，以孩子的视角，将天宫、仙鹤、大圣等元素融

入歌词，既讲述着中国传统的神话，也彰显出中国航天的浪漫。（1分）

评分说明 根据参考答案要点评分，答案接近可酌情给分。

难易程度 中难

三、编创题（共8分）

测试点分析

艺术实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核心素养指向

创造 音乐创编 编创知识技能
节奏、旋律、

歌曲编创
创意实践

评分标准

（1）运用“鱼咬尾”创作手法。

（2）小节完整、节拍、节奏、音符创编及书写规范、准确。

（3）旋律流畅且有终止感。

评分说明

A等级：准确运用“鱼咬尾”创作手法，所有小节完整、节拍、节奏、

音符创编及书写规范。（参考分值7-8分）

B等级：大部分运用“鱼咬尾”创作手法，节拍、节奏、音符编创及书

写规范、准确，在旋律流畅性或终止感方面有所欠缺。（参考分值5-6分）

C等级：部分运用“鱼咬尾”创作手法，节拍、节奏、音符编创及书写

规范、准确，在旋律流畅性或终止感方面均欠缺。（参考分值3-4分）

D等级：未运用“鱼咬尾”创作手法，节拍、节奏、音符编创及书写不

规范、不准确，在旋律流畅性差且缺乏终止感。（参考分值1-2分）

难度 中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