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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视唱练耳”是音乐学、音乐表演专业的必修课程，是音乐专业学习者

必须具备和掌握的能力，也是音乐听众提升音乐审美修养的途径。《视唱练

耳应用分析》具有技术性与理论性相结合的特点，通过听觉与视唱训练，提

升学习者在音准、节奏、节拍、速度、音程、和弦、调式、调性等音乐的基

本要素方面的听辨能力与识谱视唱能力，为掌握演奏、演唱的基本技能打下

坚实基础。视唱练耳的学习应遵循由浅入深的原则，以便能够准确地认识（判

断）、表现（视唱、听记）各种音乐要素，逐渐提升视唱和听辨水平。

本书节选了中小学音乐教材中部分中国民族音乐、中国地方民歌、外国

民歌、西方名曲旋律、影视名曲、戏曲名曲等片段。在视唱练耳学习过程中，

贴近音乐作品，在演唱或听辨作品时，不仅仅停留在音准和节奏的基本练习

上，还应该与时代、风格、形式、结构、表现要素等结合起来去理解和诠释

作品。通过作品的分析、视唱、听辨和记忆，对各种音乐风格的作品产生感

知力和音乐听觉能力。

本书共四章，由吴洋、孟燕共同编写，第一章“音乐的表现要素”，是

视唱练耳的理论基础，将音、音程、和弦、拍子、节奏、调式、调性、曲式

结构相关术语进行归纳；第二章“音乐中常用拍子及常规节奏”，旨在帮助

学生进行节奏的挥拍视唱以及听辨；第三章“调式音阶、音程、和弦练习”，

涉及视唱及听辨练习；第四章“视唱练习”，从作品片段入手，辅以适当的

分析来指引视唱。视唱前，先阅读领会，初步认知理解后再进行视唱练习。

具备一定的听辨记写能力后可进行旋律的听辨练习。在视唱练耳中，经常会

遇到乐段结构的作品片段，如由两句构成的乐段，各 4 小节，结构方整，两

乐句之间形成重复（或变化重复）或对比（引申对比或并置对比）关系，两

句的结尾形成前句半终止开放、后句全终止收拢的形态。在视唱或练耳听辨

中如仅仅停留在音高、节奏层面，欠缺对结构、和声、音乐材料的整体性把握，

显然是片面的学习，对表现旋律片段有所阻碍。视唱练耳的文字分析以调性

分析、拍号提示、旋律跨度、典型节奏及装饰音、记号的提示、音乐发展手

段及曲式结构分析作为分析顺序。需要说明的是，视唱练习中既有完整作品，

也有作品片段，文字分析仅针对该片段。

本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配有音频文件，用于节奏、音阶、旋律演

唱时的教辅，也可用于听音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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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唱练耳应用分析》的编写与以下课题研究内容及研究思路相关：

2018 年乐山师范学院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国标》背景下音乐

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与地方基础教育相融合研究”（JG2018-2-23）；

2021 年四川省教育学会教育科研课题“音乐听觉训练研究与视唱练耳教学

资源建设”（川教学会〔2021〕36 号）；2021 年乐山师范学院校级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音乐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JG2021-

YB-33）；2021 年乐山师范学院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音乐理论核

心课程‘在线课程群’建设研究”（JG2021-YB-39）；2020 年校级一流

本科课程建设与研究专项科研课题项目“‘外国音乐史与作品赏析’课程建

设培养师范技能、人文素养的教学模式研究”（KG2020-1-41）。

本书是编写者对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探索，也是其教学经验的梳理和总

结。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中小学教材曲目及相关书籍，在此向

各位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作者

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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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音乐的表现要素

“视唱练耳”课程建立在对音乐的各种表现要素了解、掌握的基础上。在前期“基本乐理”学习过程中，

对以下内容已有初步的认识。在本章中，将对与“视唱练耳”产生直接联系的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归纳，以

便在视唱和听觉训练中深入地感受、了解、表现各种音乐要素。

第一节   音

1. 音的产生和性质

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音波，音波通过空气传播作用于我们的听觉。

人耳能够听到的自然界中的声音振动频率大致在 20 ～ 20000 Hz，而音乐中使用的音的振动频率为 

27 ～ 4100 Hz。

音具有四种性质：高低（频率）、长短（持续时间）、强弱（振幅）、音色（发音体）。

音的高低由物体的振动频率决定。在一定时间内振动频率高，音则高；振动频率低，音则低。

音的长短由物体振动持续的时间决定。振动持续时间长，音则长；振动持续时间短，音则短。

音的强弱由物体的振动幅度决定。振动振幅大，音则强；振动振幅小，音则弱。

音色由发音的性质、形状及泛音的多少等多种因素决定。

音的这四种性质，对于音乐的表现具有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作用。

2. 乐音、噪音

物体振动是否规则、振动的频率是否固定，决定是产生乐音还是噪音。振动规则，有明显音高的音为乐音；

振动不规则，音高不明显的音为噪音。

音乐中所使用的音主要是乐音，但噪音的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不仅能够烘托氛围，还会增强音乐的

表现力与戏剧性。噪音乐器主要为打击乐器，管弦乐队打击乐器组中音高不明显的乐器有锣、钹等。值得注

意的是，打击乐器组中并不是所有的乐器都是噪音乐器，打击乐器组中有固定音高的乐器有定音鼓、云锣、

钟琴、钢片琴、木琴、马林巴等。

3. 乐音体系、音、音级、音列

音乐中所使用的有固定音高的音的总和称为“乐音体系”。

“音”包括乐音和噪音两类。

“音级”分自然音级与变化音级，自然音级是调式音阶中不加临时记号的音级；变化音级是指，将基本

音级升高或降低得来的音，包括升音级、降音级、重升音级、重降音级四种。

“音列”是指将乐音体系中的音按照一定的音高次序上行或下行排列。

4. 音名、唱名

在乐音体系中七个具有独立名称的音级叫作“基本音级”，基本音级的名称可用音名或唱名两种方式来

标记，如图 1-1 所示。音名是用字母体系 C、D、E、F、G、A、B 来标记。与音名相对应的唱名依次是 do，

re，mi，fa，sol，l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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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名：          C       D        E       F        G      A        B

                                              唱名：         do      re       mi     fa       sol     la        si

图 1-1  音名与唱名

5．音组、音域、音区、中央Ｃ、标准音

钢琴的音域几乎包含乐音体系中的全部乐音，是除了管风琴以外音域最广的乐器，且键盘呈现音级的高

低排列直观序列，因此以钢琴键盘为例，钢琴一共有 88 个键（52 个白键、36 个黑键），根据十二平均律进

行音级排列，为了区分不同高度的音，需要对音进行分组，相邻两键为半音距离，每 12 个音级为一组，每

组包括 7 个白键（以七个基本音级的音名命名）和 5 个黑键，中间音域的 7 个音组为完整音组，两端的 2 个

音组为不完整音组。

图 1-2  谱表与钢琴键盘对照

音列中央的一组叫“小字一组”，音级用小写字母并在右上方加阿拉伯数字来表示，分别是 c1 d1 e1 f1 g1 

a1 b1。高于小字一组的音组由低向高依次是小字二组、小字三组、小字四组、小字五组。低于小字一组由高

向低依次是小字组、大字组、大字一组、大字二组。小字组用小写字母表示，所属组别标在小写字母右上方，

大字组用大写字母表示，所属组别标在大写字母右下方（见图 1-2）。“音域”有总的音域和个别音域两种，

这里的音域是指钢琴的总音域，钢琴的总音域为 A2 ～ c5。实际使用音域还分人声（不同声部）的音域以及

不同乐器的音域。

“音区”是音域的一部分，分低音区、中音区、高音区三种。在钢琴的整个音域中，大字组、大字一组、

大字二组属于低音区，小字组、小字一组、小字二组属于中音区，小字三组、小字四组、小字五组属于高音

纯 1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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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不同人声和乐器由于其音域不同，所以其对应的音区也不尽相同。

乐音体系中的各音级的高度都有一定标准，小字一组的 c1 位于乐音体系的最中央，称为“中央Ｃ”，其

振动频率为 261.6 Hz。小字一组的 a1 称为“国际通用的标准音”（第一国际高度）, 其振动频率为 440 Hz。

标准音作为统一的音高标准，便于不同乐器定音高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等。 

6. 半音、全音、等音

在一个完整音列中，按照十二平均律分为十二个均等的半音。半音是十二平均律中最小的音高距离，两

个半音等于一个全音。钢琴上任何相邻的两键为半音关系、相隔的两键为全音关系（见图 1-3）。

                                                                     

图 1-3  半音与全音

音级有基本音级和变化音级两种。将基本音级升高或降低得来的音，叫作“变化音级”。

升高半音用“升”或“﹟”来标明，如 C 被升高半音——升 C 或﹟ C。

降低半音用“降”或“♭”来标明，如降 C 或♭ C。

升高两个半音（即一个全音）用“重升”或“ ”来标明，例如重升 C 或    C。

降低两个半音（即一个全音）用“重降”或“♭♭”来标明，例如重降 C 或♭♭ C。

在音的升降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音高相同、记法和意义不同的音，被称为 “等音”（见图 1-4）。

 ﹟ G 与♭ A 互为等音，其他所有的基本音级和变化音级均有三个等音名称。
                                                                                                                    

                                                                                                                     

                                                                                                                    

                    C      D        E        F       G       A       B
                                                                                                               #B   C        D       #E        F        G        A

                                               ♭♭D  ♭♭E     ♭♭F      ♭♭G    ♭♭A     ♭♭B    ♭C

图 1-4  等音

半音

全音

全音

 B     #D               E                #A
#C    ♭ E               #F      #G      ♭B
♭D    ♭♭F              ♭G    ♭A     ♭C

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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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然半音、变化半音；自然全音、变化全音

自然半音是指由两个相邻的音级构成的半音。

例如：e ～ f，#d ～ e，#b ～ #c 等。

自然全音是指由两个相邻的音级构成的全音。

例如：c ～ d，#d ～ #e，e ～ #f 等。

变化半音是指由同一个音级或相隔的两个音级构成的半音。

例如：c ～ #c，a ～♭♭ c，#d ～ d 等。

变化全音是指由同一个音级或相隔的两个音级构成的全音。

例如：c ～ c，♭ c ～ #c，#g ～♭ b 等。

由此可见，自然半音、自然全音、变化半音、变化全音可以在基本音级之间、变化音级之间、基本音级

与变化音级之间产生，可以由一个音级向上或向下的升高或降低构成。

第二节   音程

1. 音程的名称

两个乐音构成的音高关系叫作“音程”。音程中的两个音的音高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音程中上方音

叫作“冠音”，下方音叫作“根音”。两个音依次发声叫作“旋律音程”，两个音同时发声叫作“和声音程”。

旋律音程分上行、下行、同音进行三种。

音程的名称由两音之间的度数和音数决定，度数就是音程在五线谱上包含的线和间的数量，音数就是两

音之间的全半音数量 , 半音的音数为
1
2 。

单音程：度数小于等于 8 度的音程。

复音程：度数大于 8 度的音程。

在 C 自然大调的自然音级上可以构成如下单音程：

纯 1 度音程（音数为 0，度数为 1）：七个纯 1 度音程（见例 1-1）。

例 1-1

小 2 度音程（音数为
1
2

，度数为 2）：两个小 2 度音程。

大 2 度音程（音数为 1，度数为 2）：五个大 2 度音程（见例 1-2）。

例 1-2

 

小 2度大 2度

纯 1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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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3 度音程（音数为
11
2

，度数为 3）：四个小 3 度音程。

大 3 度音程（音数为 2，度数为 3）：三个大 3 度音程（见例 1-3）。

例 1-3

 

纯 4 度音程（音数为
12
2

，度数为 4）：六个纯 4 度音程。

增 4 度音程（音数为 3，度数为 4）：一个增 4 度音程（见例 1-4）。

例 1-4

 

减 5 度音程（音数为 3，度数为 5）：一个减 5 度音程。

纯 5 度音程（音数为
13
2

，度数为 5）：六个纯 5 度音程（见例 1-5）。

例 1-5

 

小 6 度音程（音数为 4，度数为 6）：三个小 6 度音程。

大 6 度音程（音数为
14
2

，度数为 6）：四个大 6 度音程（见例 1-6）。

例 1-6

 

小 7 度音程（音数为 5，度数为 7）：五个小 7 度音程。

大 7 度音程（音数为
15
2

，度数为 7）：两个大 7 度音程（见例 1-7）。

纯 4度

减 5度
   纯 5 度

小 6度

增 4度

大 6度

小 3度大 3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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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7

 

纯 8 度音程（音数为 6，度数为 8）：七个纯 8 度音程（见例 1-8）。

例 1-8

 

音程度数相同而音数增加或减少的基本规律如下（每个→方向表示增加
1
2

音数，反之为减少
1
2

音数）： 

倍减音程→减音程→小音程→大音程→增音程→倍增音程

倍减音程→减音程→纯音程→增音程→倍增音程

2、3、6、7 度只有大小音程，没有纯音程；1、4、5、8 度只有纯音程，没有大小音程。

2. 单音程、复音程

单音程：小于等于 8 度的音程。

复音程：大于 8 度的音程。

复音程是在单音程基础上叠加一个或几个 8 度构成，复音程的名称取决于 8 度之外的单音程的名称。例

如，C 到隔开一个 8 度的 D，那么就相当于隔开一个 8 度的大 2 度，音程度数为 9 度，所以名称是大 9 度。

3. 自然音程、变化音程

自然音程：纯音程、大音程、小音程、增 4 度和减 5 度音程都是自然音程。

变化音程：除了增 4 度和减 5 度之外的一切增、减和倍增、倍减音程。

“在自然音级上构成的是自然音程，变化音级上构成的是变化音程”的说法是错误的，自然音程可以在

自然音级也可以在变化音级上构成，例如 C-D 为大 2 度是自然音程，升 C- 升 D 还是大 2 度，也是自然音程，

反之变化音程。

4. 协和音程、不协和音程

从听觉角度看，协和音程听起来音响悦耳、融合，不协和音程听起来尖锐、不调和。协和音程的协和程

度有不同的分类。

协和音程可分为三种类型：极完全协和（纯 1 度、纯 8 度）、完全协和（纯 4 度、纯 5 度）、不完全协

和（小 3 度、大 3 度、小 6 度、大 6 度）。

不协和音程有小 2 度、大 2 度、小 7 度、大 7 度，以及一切增、减和倍增、倍减音程。

“自然音程都是协和音程，变化音程都是不协和音程”的说法不准确，因为自然音程中的大、小 2 度，大、

小 7 度，以及增 4 度和减 5 度音程都属于不协和音程。

小 7度大 7度

纯 8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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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音程的转位

音程的上方冠音与下方根音互换位置就是音程的转位，音程的转位可以在一个八度内，也可以超过八度，

单音程可以转位成单音程也可以转位成复音程，反之亦然。音程转位的方法有三种：下方音移高、上方音移

低、上方音与下方音同时移动（见例 1-9）。

例 1-9

         ① 纯 4            纯 5          纯 5          纯 12       ② 增 8        减 8         ③ 小 10       大 6           大 6          大 6                                        

           ④ 小 2                                        大 7                                     大 7                                   大 14

音程转位中音数的规律：

转位前 纯音程 大音程 小音程 增音程 减音程 倍增音程 倍减音程

转位后 纯音程 小音程 大音程 减音程 增音程 倍减音程 倍增音程

音程转位中度数的规律：

转位前 1 度 2 度 3 度 4 度 5 度 6 度 7 度 8 度

转位后 8 度 7 度 6 度 5 度 4 度 3 度 2 度 1 度

从上方谱例与表格可以看出，单音程如转位成单音程，转位前后度数相加等于 9 度，例如纯 4 度转位后

为纯 5 度、小 2 度转位后为大 7 度。单音程如转位成两个八度以内的复音程，转位前后度数相加等于 16 度，

例如小 2 度转位后为大 14 度。两个八度以内的复音程如转位成两个八度以内的复音程，度数相加等于 23，

例如小 13 度转位后为大 10 度。

在此规律中，有一种特殊类型，即增 8 度转位成单音程不是减 1 度，而是将上方音移低，并同时把下方

音移高，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转位，构成减 8 度，减 1 度是不存在的，因为音与音之间构成的最小音程关系

是纯 1 度。

6. 等音程

两个音程在钢琴上表达方式相同，具有相同的音响效果，但是记法和意义不同，叫作“等音程”。等音

程与等音都源于十二平均律半音相等的原理。

等音程有两种类型：

（1）度数相同。

根音与冠音同时移高或者移低，两个等音程之间根音与根音、冠音与冠音分别是等音关系（见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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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10

       

     大 3 度                        大 3 度                          小 6 度                       减 5 度                     小 3 度

（2）度数不同。

音程的根音与冠音，其中一个音保持不动，另一个音移高或移低的同时与原来音程中同位置的音互为等

音（见例 1-11）。

例 1-11

            

  

          大 3 度     减 4 度        大 3 度      减 4 度     小 6 度    增 5 度      减 5 度     增 4 度      小 3 度     增 2 度

第三节   和弦

1. 和弦的定义

    按照三度或非三度关系，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音的结合叫作“和弦”。按三度关系组合的三个或三个以

上的音在和声语言色彩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被普遍使用。

2. 三和弦

三个音按照三度关系叠置构成三和弦，三和弦最下方音为根音，中间的音与根音相距三度，称为“三音”，

最上方音与根音相距五度，称为“五音”，三和弦根据根音到三音、三音到五音、根音到五音的音程度数的

不同分为三种类型：大三和弦、小三和弦、增三和弦、减三和弦（见例 1-12）。

大三和弦：根音到三音大 3 度、三音到五音小 3 度、根音到五音纯 5 度。

小三和弦：根音到三音小 3 度、三音到五音大 3 度、根音到五音纯 5 度。

增三和弦：根音到三音大 3 度、三音到五音大 3 度、根音到五音增 5 度。

减三和弦：根音到三音小 3 度、三音到五音小 3 度、根音到五音减 5 度。

例 1-12

               大三和弦                                                                      小三和弦                                                                     减三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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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七和弦

四个音按照三度关系叠置构成七和弦，七和弦最下方音为根音，与根音相距三度为三音，与根音相距五

度为五音，与根音相距七度的最上方音为七音。七和弦根据下方三个音构成的三和弦以及根音到七音的度数

命名。七和弦名称前面的两个字，第一个字指根音、三音、五音三个音构成的三和弦种类；第二个字指根音

到七音的 7 度是大、小、增、减七度。

常用的七和弦有：大小七和弦、小小七和弦（小七和弦）、减小七和弦（半减七和弦）、减减七和弦（减

七和弦）。因为在大小调式中，有三个音级常用七和弦形式，分别是Ⅱ级上主音上建立的下属七和弦、Ⅴ级

属音上建立的属七和弦、Ⅶ级导音上建立的导七和弦，这些七和弦就是以上四种形式的七和弦。

（1）大小七和弦：下方三个音构成大三和弦、根音到七音为小 7 度（见例 1-13）。

例 1-13

（2）小小七和弦：下方三个音构成小三和弦、根音到七音为小 7 度（见例 1-14）。

例 1-14

（3）减小七和弦：下方三个音构成减三和弦、根音到七音为小 7 度（见例 1-15）。

例 1-15

（4）减减七和弦：下方三个音构成减三和弦、根音到七音为减 7 度（见例 1-16）。

例 1-16

七和弦由于有一个不协和的 7 度音程，因此所有的七和弦都是不协和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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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位、转位和弦

三和弦和七和弦都有原位和转位的形式，原位和弦就是以根音作为最低音，转位就是以三音、五音或七

音作为最低音。

三和弦有两个转位形式：第一转位以三音作为最低音，由于最低音到根音（最上方音）为六度，因此称

为“六和弦”；第二转位以五音作为最低音，由于最低音到根音为四度，到最高音为六度，因此称为“四六

和弦”（见例 1-17）。

例 1-17

      

                大三     大三 6     大三
6
4        小三       小三 6     小三

6
4        减三      减三 6      减三

6
4       增三      增三 6     增三

6
4

七和弦有三个转位形式：第一转位以三音作为最低音，由于最低音距离下属音五度，距离属音（最上方音）

六度，因此称为“五六和弦”；第二转位以五音作为最低音，由于最低音距离下属音三度，距离属音五度，

因此称为“三四和弦”；第三转位以七音作为最低音，由于最低音即下属音距离属音二度，因此称为“二和

弦”（见例 1-18）。

例 1-18

        

             大小七       大小七
6
5           大小七

4
3         大小七 2           小七             小七

6
5            小七

4
3             小七 2

 

      

      

              减小七       减小七
6
5         减小七

4
3         减小七 2            减七              减七

6
5            减七

4
3            减七 2

5. 等和弦

两个和弦在钢琴上表达方式相同，具有相同的音响效果，但是记法和意义不同，叫作等和弦。等音程与

等音、等和弦都源于十二平均律半音相等的原理。

等和弦有两种类型：

（1） 和弦的音程结构相同。

根音、三音、五音同时移高或者移低，两个等和弦的根音与根音、三音与三音、五音与五音分别是等音

关系（见例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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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19

           小三                                小三 6                       小三
6
4                         小三                          大小七

（2）和弦的音程结构不同。

和弦的其中两个音（三和弦）或三个音（七和弦）保持不动，另一个音移高或移低的同时与原来音程中

同位置的音互为等音（见例 1-20）。

例 1-20

         增三
6
4                增三               增三              增三 6           减七              减七 2               减七

6
5         减七

第四节   节拍与节奏

1. 节拍与节奏

节拍是有强有弱的相同的时间片段按照强弱规律循环重复。节拍中的每一个时间片段叫作“单位拍”（例

如
2
4 拍有两个单位拍）。单位拍可以用各种基本音符代表，叫作“拍子”（例如

2
4

拍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表示拍子的记号叫“拍号”（例如
2
4 读作“四二拍”）。

节奏是节拍的强弱规律中音的长短关系，典型的、普遍的、有规律的节奏叫作“节奏型”。

2. 各种拍子

根据单位拍的数量，用何种基本音符代表一拍，以及单位拍之间的强弱关系，拍子可分为单拍子、复拍子、

混合拍子、变换拍子、一拍子、交错拍子。

单拍子：每小节只有两拍或三拍，只有强拍和弱拍。例如
2
4

、
3
4

、
2
2

、
3
8

等。

复 拍 子： 由 相 同 的 单 拍 子 组 成， 除 了 强 拍、 弱 拍 还 有 次 强 拍。 例 如
4 2 2
4 4 4
= + ；

6 3 3
8 8 8
= + ；

12 3 3 3 3
8 8 8 8 8
= + + + 等。

混合拍子：由不同的单拍子组成，除了强拍、弱拍还有次强拍。混合拍子根据单拍子结合的顺序，相同

的拍子具有不同的强弱规律。例如 
5 3 2
4 4 4
= + （强 - 弱 - 弱 - 次强 - 弱）或 2 3

4 4
+ （强 - 弱 - 次强 - 弱 -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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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2 2
8 8 8 8
= + + （强 - 弱 - 弱 - 次强 - 弱 - 次强 - 弱）或 2 2 3

8 8 8
+ + （强 - 弱 - 次强 - 弱 - 次强 - 弱 - 弱）或

2 3 2
8 8 8
+ + （强 - 弱 - 次强 - 弱 - 弱 - 次强 - 弱）。

变换拍子：在作品中，不同拍子交替出现，称为“变换拍子”。

散拍子：也称“散板”“自由拍子”，没有拍号，常用在民歌中，强拍不明显，不写小节线。

一拍子：每小节一拍，只有强拍没有弱拍，常用在戏曲音乐中。

交错拍子：出现在多声部音乐中，不同声部不同拍子结合进行，形成交错，强拍位置可能重合也可能交错。

3. 音值组合法

整小节休止全部都用全休止符。

代表整小节的音值用一个音符标记，不能用一个音符的根据拍子特点分成单拍子，用连线连接。

单拍子按单位拍彼此分开，单位拍中的音用共同的符尾连起来。如果单位拍小于等于八分音符，单位拍

之间可将第一条符杠连接，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符杠按照单位拍分开。

构成复拍子、混合拍子的单拍子要彼此分开。

附点音符以及三拍子中的前两拍或后两拍的音可以不用按照单位拍彼此分开的原则。

休止符和音符采用一样的音值组合法，不用连线。

4. 切分节奏

一个音从拍子的弱部分开始，持续到后面的较强的部分，就叫“切分音”，一小节内的切分音用一个音

符记写，跨小节的切分音写成两个音符加延音线。   

5. 音符均分的特殊形式

将一个基本音符或附点音符划分为基本时值无法划分的等份。

基本音符划分：

三连音：基本音符划分为三等份，代替基本划分的两部分。

五连音：基本音符划分为五等份，代替基本划分的四部分。

六连音：基本音符划分为六等份，代替基本划分的四部分。

七连音：基本音符划分为七等份，代替基本划分的四部分。

九连音：基本音符划分为九等份，代替基本划分的八部分。

附点音符划分：

二连音：附点音符划分为两等份，代替基本划分的三部分。

四连音：附点音符划分为四等份，代替基本划分的三部分。

五连音：附点音符划分为五等份，代替基本划分的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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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调式、调性、调的关系

1. 调式、调性

调式是指若干乐音，按一定的音高关系组织在一起，其中以一个音为中心。调式有不同类别，不同的调

式其乐音的数量、音与音之间的逻辑关系存在差异，大小调式由七个音级组成。

调性是调式的特性，大调式具有大调性，小调式具有小调性，也可以具体指某一个调的特性，如以 C

为主音的大调，调性就是 C 大调。

2. 调式音阶、调式音级

调式音阶是将调式中的音从主音开始，按照次序（上行或下行）排列起来。

调式音级是调式中的每一个音，从主音开始由低到高用罗马数字标记。

大小调中第Ⅰ级——主音、第Ⅱ级——上主音、第Ⅲ级——中音、第Ⅳ级——下属音、第Ⅴ级——属音、

第Ⅵ级——下中音、第Ⅶ 级——导音。

五声调式中第Ⅰ级——宫、第Ⅱ级——商、第Ⅲ级——角、第Ⅴ级——徵、第Ⅵ级——羽。

六声调式增加一个偏音：第Ⅳ级——清角或第Ⅶ 级——变宫。

七声调式增加两个偏音：第Ⅳ级——清角或变徵、第Ⅶ 级——变宫或闰，四个偏音中的任意两音，常

见的形式是三种类型的七声调式：清乐音阶（加清角和变宫）、雅乐音阶（加变徵和变宫）、燕乐音阶（加

清角和闰）。

3. 正音级、副音级；稳定音级、不稳定音级

大小调体系中稳定音级是Ⅰ、Ⅲ、Ⅴ级音，在稳定音级中稳定程度有所不同，其中最稳定具有核心作

用的音级是第Ⅰ级——主音，第Ⅲ级音和第Ⅴ级音稳定性不及第Ⅰ级。第Ⅱ、Ⅳ、Ⅵ、Ⅶ 级为不稳定音级，

不稳定音级不同程度的倾向于稳定音级。一个音其稳定性是基于调式体系而存在，所以具有相对性。

调式的Ⅰ、Ⅳ、Ⅴ级为正音级，Ⅱ、Ⅲ、Ⅵ、Ⅶ 级为副音级。正音级为根音建立的和弦分别代表调式

中的三种功能，即主功能、下属功能、属功能，副音级上建立的和弦为副三和弦，副三和弦与正三和弦之间

以共同音的数量多少而归属于三个主要功能范围，在功能和声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

4. 大调式

大调式、小调式以及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中国民族调式均属于不同的调式体系，不同调式中调式音级的

音程距离以及构成旋律的风格有所不同。

大调式由七个音组成，主音和中音构成大三度，三个稳定音级构成大三和弦（主和弦）。大调式分三种

形式：自然大调、和声大调、旋律大调。

自然大调是大调的常用形式，由两个相同的四声音阶（大二度、大二度、小二度）构成，中间由大二度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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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1

和声大调在自然大调的基础上，升高自然大调的第Ⅵ级音，第Ⅵ级和第Ⅶ 级音构成变化音程增二度。

例 1-22

旋律大调是降低自然大调的第Ⅵ级和第Ⅶ 级音，第Ⅲ级与第Ⅵ级音构成变化音程减四度。旋律大调一

般用于音阶下行降低第Ⅵ、Ⅶ 级，上行时常与自然大调一致（部分旋律大调作品调式变音记号不分上下行）。

例 1-23

                                                                                                             

5. 小调式

小调式也由七个音组成，主音和中音构成小三度，三个稳定音级构成一个小三和弦（主和弦）。小调式

分三种形式：自然小调、和声小调、旋律小调。

自然小调由两个不同的四声音阶（大二度、小二度、大二度和小二度、大二度、大二度）构成，中间由

大二度分开。

例 1-24

和声小调是小调的常用形式，在自然小调的基础上，升高自然小调中的第Ⅶ级音，其第Ⅵ级和第Ⅶ级音

构成变化音程增二度。

例 1-25

 

   小 2 度           大 2 度    大 2 度                  大 2 度    大 2 度   大 2 度

   增 2 度

   小 2 度

减 4度

   增 2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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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小调是升高自然小调的第Ⅵ级和第Ⅶ 级音，旋律小调一般用于音阶的上行，下行时多采用自然小

调的形式将第Ⅵ级和第Ⅶ级音还原（部分旋律小调作品调式变音记号不分上下行）。

例 1-26

6. 升号调、降号调、关系大小调

大调、小调可以任何一个音级为主音。通过升高、降低音级构成大小调式音阶，固定的升高、降低的音

级记号作为调式的调号。

常用升号调：G、D、A、E、B、#F、#C

常用降号调：F、♭ B、♭ E、♭ A、♭ D、♭ G、♭ C

调的五度循环：C → G → D → A → E → B → #F → #C（每向上纯五度增加一个升号）
♭ C ←♭ G ←♭ D ←♭ A ←♭ E ←♭ B ← F ← C（每向下纯五度增加一个降号）

关系大小调：调号相同的大小调就是关系大小调。如下是各大调的关系小调，可见，关系大小调的主音

构成小三度关系，小调主音为大调主音下方小三度位置。

7. 五声调式

以弦长为基础 , 按照三分损益法生律 , 首先求得标准音黄钟为宫音 , 增加宫音弦长的三分之一（“三分

益一”）得出徵音 , 减少徵音弦长的三分之一（“三分损一”）得出商音 , 以此循环分别得出宫、徵、商、羽、

角，按照高低排列在一个八度内，为宫、商、角、徵、羽五音。

以宫音为主音叫作宫调式，以商音为主音叫作商调式，以角音为主音叫作角调式，以徵音为主音叫作徵

调式，以羽音为主音叫作羽调式。以 C 为宫音就是 C 宫调，就是以 C 为主音的宫调式。

六声、七声调式只是在五声调式基础上增加一个或两个偏音，例如增加清角的 C 宫调式称为“C 六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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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角）宫调式”；增加清角和变宫的 C 宫调式称为“C 清乐宫调式”。三种常用的七声调式为：清乐音阶（加

清角和变宫）、雅乐音阶（加变徵和变宫）、燕乐音阶（加清角和闰）。

例 1-27

8. 同宫系统调

宫音相同的各调式就是同宫系统调，例如 C 宫系统各调式包括 C 宫调式、D 商调式、E 角调式、G 徵调

式、A 羽调式。这些调式的共性是宫音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主音位置不同。

C 清乐宫调式（加变宫、清角） C雅乐宫调式（加变徵、变宫）

C六声宫调式（加变宫）

C燕乐宫调式（加清角、闰）

C五声羽调式（降 E宫系统）

C六声宫调式（加清角）

C五声宫调式 C五声商调式（降 B宫系统）

C五声角调式（降 A宫系统） C五声徵调式（F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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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8

9. 同主音调式

主音相同的各调式就是同主音调式，例如 C 大调式、ｃ小调式、C 宫调式、C 商调式，这些调式的主音

都是 C 音。同主音调式可能是近关系调，也可能是远关系调。例如，C 宫调式与 C 商调式相差两个调号，为

远关系调；C 宫调式与 C 徵调式相差一个调号，为近关系调；C 大调式与ｃ小调式相差三个调号，为远关系调。

10. 等音调、等音调式

两个调式之间所有音都是等音，叫作“等音调”，等音调与等音、等音程、等和弦有关，源于十二平均

律所有半音相等，例如＃ C 等于♭ D、＃ F 等于♭ G、B 等于♭ C。互为等音调的两个调中所有音互为等音，但

调式表现意义有所不同。

第六节   曲式结构

在视唱练耳中，经常会遇到乐段结构的作品片段，如由两句构成的乐段，各 4 小节，结构方整，两乐句

之间形成重复（或变化重复）或对比（引申对比或并置对比）关系，两句的结尾形成前句半终止开放、后句

全终止收拢的形态。在视唱或练耳听辨中如仅仅停留在音高、节奏层面，欠缺对结构、和声、音乐材料的整

体性把握，显然是片面的学习。                                                                                                                          

1. 曲式、主题、动机

曲式就是由旋律、节奏、和声、织体等音乐要素按一定的逻辑构成的音乐整体结构关系。

主题是一首音乐作品或者一个音乐结构单位中最能体现其“基本性格面貌的乐思”，主题的面貌通过旋

律、节奏、和声、织体等体现。主题的长度可以是一个乐句，也可以是一个乐段。主题的材料是单一材料或

对比材料。主题的数量可多可少，少到一个主题，多到若干不同的主题，取决于作品的结构性质。若干主题

中最主要的主题一般出现在作品开始处，通过重复、再现加深主题印象。主题具有一定的长度，主题开始部

分是主题最核心的动机材料。

动机是主题的核心材料，是音乐发展的种子音调，一般为乐汇规模。

2. 乐段、乐句、乐节、乐汇

乐段是曲式中的最小结构单位。乐段具有四个特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乐句组成，和声布局通常第一

句开放半终止、第二句全终止收拢，乐段具有乐思材料的重复性、外部形态的方整性、和声调性的统一性等

 G 徵调式                                        A 羽调式                 

 C 宫调式                        D 商调式                         E 角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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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性结构特征，乐段具有比较完整的旋律音调。

乐句是乐段的基本组成部分，长度 4 ～ 8 小节，句尾体现和声半终止或全终止。

乐节是乐句的组成部分，长度 2 ～ 4 小节，即半个乐句的长度，包含两个以上的节奏重音。

乐汇由两个以上的乐音组成。

3. 收拢性结构、开放性结构

收拢性结构：一个结构单位（乐段）结束在自身主要调性的全终止。

开放性结构：一个结构单位（乐段）结束在主要调性的不稳定功能或转调结束，均为开放性结构。

开放性与收拢性结构具有相对性，一个建立在从属调性上的结构单位，用从属调性开始与结束，针对该

结构单位局部具有收拢性，针对全曲具有开放性。

4. 方整性结构、非方整性结构

方整性结构：一个音乐结构单位，其乐句的数量、乐句的小节数均为 2 的 n 次方，且各乐句等长。例如

2+2、4+4、8+8 或 2+2+2+2、4+4+4+4、8+8+8+8 等。

反之，上述一个条件不满足即为为非方整性结构。例如 2+4（乐句不等长），6+6（小节数不是 2 的次方），

5+5（小节数不是 2 的次方） 或 2+2+2（乐句数量不是 2 的次方）等。

5. 曲式的发展的基本原则

曲式的发展原则即音乐发展的基本语法，是音乐运动的基本特征和内部的逻辑。常见的原则有：呼应原

则（重复、对比、问答等）、三部性原则（再现、隔时重现）、起承转合原则（四个部分、常见于声乐作品

一段四句）、变奏原则（根据一个主题采用变奏手法发展变化）、回旋原则（一个主题循环往复出现其间插

入新材料）、奏鸣原则（调性回归原则）。

6. 一段曲式

乐段构成的曲式，曲式中最小结构单位，表达完整或相对完整的乐思。乐段根据乐句的数量可以分为二

句体（平行


A
a a 、对比



A
a b ）、三句体（三部性



A
a b a 、先平行后对比



A
a a b 、先对比后平行



A
a b b 、并列三句



A
a b c 、三句变化重复 1 2

A
a  a  a
）、四句体（平行 A

a b a b
、并列 A

a a b b
、起承转合 A

a b c a
 / A

a b c b
  / A

a b c d
）、

多句体。 还有一种乐段的特殊形式复乐段：变化重复的两段，呈现同头变尾的关系，两乐段至少结束时的

和声终止式对比（


A
a b


A
a b
′

/


A
a b


A
a c
′

 ）。

7. 二段曲式

二段曲式是由两个内容互不相同，即对比又统一的乐段组成，第二个乐段要体现出乐思发展的新意向，

在第一乐段基础上派生展开，或者引入新主题，在体现对比的同时更要注重两个乐段的统一。二段曲式可以

独立成曲也可以作为高一级曲式的次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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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段曲式的第一个乐段叫呈示段，第二乐段为对比乐段。根据第二段第二句是否再次出现呈示段的材料

可以分为再现二段曲式 : A
a b


A
c a/b

或A
a a


B
b a

, 并列二段曲式A
a a


B
b b

或A
a b


B
c c

。

8. 三段曲式

三段曲式分为再现三段曲式 ABA 和并列三段曲式 ABC。再现三段曲式最常见，就是三个相对独立的乐

段按照三部性原则构成。并列三段曲式就是三个相对独立的乐段并置对比。再现三段曲式可以独立成曲也可

以作为更高一级曲式的次级结构。

再现三段曲式可以根据中段的材料分为三种类型：引申型（引申发展呈示段材料，b 是 a 的引申）


A
a a



B
b b  


A
a a 、并置型（引入新材料，b 是新材料）



A
a a


B
b b  


A
a a 、综合型（中段既有新材料并置又有呈示段材料引申）



A
a a

B


                     


A
a a

。三段曲式的中段也可以很短仅有一个乐句A
a a


B
b b

 A
a a

，或者很长，有两段的分量A
a a



B
b b


C
c c


A
a a

三段曲式的再现段分变化再现 ABA′ 和无变化再现 ABA。变化再现可以是结构的缩减A
a a


B
b b

 A'
 a 

或扩充



A
a a


B
b b

 A
a c c

′ 等。

9. 复杂曲式

除以上三种小型曲式外，还有复三部曲式、变奏曲式、回旋曲式、奏鸣曲式等复杂曲式以及一些特殊曲

式类型，这些曲式结构分别与三部性原则、变奏原则、回旋原则、奏鸣原则有关，介于在视唱练耳学习中，

暂不会接触到这些曲式的完整形态，在此不再一一赘述，留待曲式分析课程中具体学习。

并置＆引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