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    张    莉    刘建文

SHIYONG YUELI YU SHICHANG JIAOCHENG

实用乐理
与视唱教程

学前教育专业群活页式系列教材

课
证
融
通   

活
页
教
材



策划编辑  严文丽  
责任编辑  胡思佳
封面设计  刘文东

实用乐理与视唱教程
SHIYONG YUELI YU SHICHANG JIAOCHENG

定价: 59.80元

   

 





内容提要

本书内容包含七个模块,分别是:音与音高、记谱法、节奏与节拍、五线谱的常用记号与音乐术语、音
程、调式、和弦。本书将乐理知识与视唱内容融合,以“任务实训”的形式强化音乐理论知识的实践和应用

训练。
本书既可以作为学前教育专业、小学教育专业乐理与视唱课程的专业教材,也可以作为音乐爱好者的

学习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乐理与视唱教程/张莉,刘建文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4.1
  ISBN978-7-313-29765-5

  Ⅰ.①实… Ⅱ.①张… ②刘… Ⅲ.①基本乐理—教

材 ②视唱练耳—教材 Ⅳ.①J613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4)第001588号

实用乐理与视唱教程
SHIYONGYUELIYUSHICHANGJIAOCHENG
主  编:张 莉 刘建文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印  制: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366千字

版  次:2024年1月第1版 印  次:202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978-7-313-29765-5 电子书号:ISBN978-7-89424-586-1
定  价:5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您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316-3662258。 本书乐谱

作品稿酬已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提存,敬请相关著作权人联系领取。 电话:010-65232656转509,传
真:010-65232657,E-mail:gtj509@mcsc.com.cn。



I

Preface 前言

《实用乐理与视唱教程》是根据《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和《幼

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要求，结合学前教育课程改革成果，秉持

“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由业务能力强、

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和一线教师组成的编写团队编写的。

本教材是甘肃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卓越教师培养视角

下学前教育专业艺术课程改革研究”（课题编号 GS〔2021〕GHB1882）

项目成果之一。本教材包含七个模块，内容分别是：音与音高、记谱法、

节奏与节拍、五线谱的常用记号与音乐术语、音程、调式、和弦。

本教材主要有以下特色。

1.体例新颖， 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

本教材体例新颖，每一个模块都设置了“学习目标”和“知识导图”

栏目，每一个任务都设置了“任务说明”和“知识梳理”栏目，并根据

理论知识内容的需要设置了“想想做做”“知识拓展”和“任务实训”

栏目。针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音乐基础薄弱的实际情况，本教材的文字

叙述力求通俗易懂，并提供谱例、微课视频，突出节奏训练、视唱训练、

综合应用能力训练等内容，为学生的音乐理论知识学习及相关能力掌握

提供多样化和便利化途径，切实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2.注重实践，突出实用性

本教材注重实践应用，在讲述理论知识的同时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理

念，如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达尔克罗兹音乐教学法等。本教材重视采用

音乐活动的方式，使零基础的学生通过参与音乐活动就能较轻松地学习

和理解抽象的音乐知识，如在“任务实训”中融入奥尔夫特色的语言节

奏、声势节奏及柯达伊的节奏读谱练习，其中的“综合应用活动案例”

根据幼儿的不同年龄特点设计节奏音乐游戏教学环节，既有趣又有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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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使教材的内容更贴近学生就业岗位的工作需要，更好地提升

学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

3.四类学习目标，全面育人

本教材重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各个模块的“学习

目标”均设置了“情感目标”“认知目标”“技能目标”“素养目标”

四类学习目标。本教材内容注重对学生进行师德及幼儿园教师“教

育情怀”的引导和培养，学生通过学习和体验，能培育爱心，学会

理解幼儿、尊重幼儿。

4.活页装订，使用个性化

本教材为活页式装订，便于拆分和组合，教师和学生可根据使

用需要灵活选择内容。

5.配套资源丰富，获取方便

本教材量身定制精品慕课视频，编写团队所有教师均参与了慕

课录制，可满足线上、线下教学需要。教材中的二维码链接资源包

括音频、视频资料，扫码即可获取，使学生的学习手段更加灵活，

并有效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师生互动，为教学提供有力支持。

本教材由兰州城市学院幼儿师范学院张莉、刘建文任主编，兰州

城市学院幼儿师范学院魏荣、西北师范大学陶洋、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周贞任副主编。具体编写分工如下：张莉编写模块一至模块三，魏荣

编写模块四、模块五和模块七，刘建文编写模块六，编写各模块的教

师同时负责微课拍摄，陶洋、周贞负责微课资料的编写与整理，全书

由张莉统稿。

本教材所选用的声乐曲目已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购买了使用

权，在此对相关作者表示感谢。虽经多方努力，但仍有部分曲目的

作者暂时未能联系上，敬请这些作者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支付

稿酬并寄送样书。

由于编者学识水平和能力有限，教材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

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不断完善。

                                                                            　 编　者

                                                                              202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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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情感目标

1.了解和感受音乐艺术，萌发走进音乐殿堂的愿望。

2.在交流、分享中感受音乐艺术的魅力。

认知目标

1.了解音的产生与类别，理解音的分组及规律。

2.了解半音与全音、自然半音与变化半音、自然全音与变化全音、等音。

技能目标

1.能分辨乐音与噪音、音的不同性质。

2.能通过钢琴键盘识别音的不同分组，准确辨识中央C的位置。

3.能准确分辨半音与全音的音高距离，在钢琴键盘上正确地指出各变化音级。

4. 能听、读（唱）以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为主的节奏（视唱），并尽量正

确地把握音准；能正确完成常见的节奏组合和节拍声势练习。

素养目标

1.从学习音的产生等基本知识开始，逐步拓展对周围事物的感知能力。

2.通过对音乐艺术作品的赏析，激发关注民族音乐的兴趣，提升文化自信。

知识导图

音的分类

乐音体系

音的性质

音列

音级

音的产生

音组

音名与唱名
音名、唱名和音组

半音、全音

变音

等音

半音、全音、变音、等音

音的产生、分类和性质

乐音体系、音列和音级
音
与
音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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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音的产生、分类和性质

任务说明

通过“知识梳理”，了解音的产生和分类，以及音的四种性质；通过“任务实训”，

欣赏和感受乐音与噪音在音乐中的应用，并且会分辨音的不同性质。

知识梳理

一、音的产生
在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声音。物体振动产生音波，音波在空气中传

播，并作用于人们的听觉系统，于是人们的听觉系统形成了感觉，这个感觉就是音。人耳

所能听到的声音频率大致为 20～20 000 Hz（每秒振动 20～20 000 次），比这个频率范围

再高或再低的是超声波和次声波，人耳是听不到的。而在音乐中所用的音的频率一般只限

于 27～1 100 Hz（每秒振动 27～1 100 次）。自然界中能为人的听觉所感受到的诸多音，并

不是都可以作为音乐材料的。

二、音的分类
根据于音的振动状态规则与不规则，音可分为乐音与噪音。

（一）乐音

物体有规则振动发出来的声音称为乐音。乐音的音高听起来十分明显，演

奏小提琴、二胡、琵琶、笛子、钢琴、风琴等乐器发出的音都是乐音。

（二）噪音

物体无规则振动发出来的声音称为噪音。噪音的音高听起来不明显，击打锣、三角

铁、木鱼等乐器发出的音都是噪音。

三、音的性质
音的性质包括音高、音值、音量和音色。

（一）音高

音高是由发音体每秒钟振动的次数（频率）多少决定的。振动的次数越多，音就越

高；振动的次数越少，音就越低。

音的产生、分类和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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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值

音值是由发音体振动延续时间的长短决定的。延续的时间越长，音值就越长；延续的

时间越短，音值就越短。

（三）音量

音量是由发音体振动的振幅大小决定的，决定着音的强弱。振幅越大，音就越强；振

幅越小，音就越弱。

（四）音色

音色是声音的听觉色彩，是由发音体的性质、形状、材质及振动方式等因素决定的。

知 识 拓展

音乐中所使用的音主要是乐音，但噪音也是音乐表现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特

别是在现代音乐中，噪音的表现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在管弦乐队中使

用锣、镲等许多打击乐器，这些乐器所发出的音是其他乐器无法替代的。在我国民族

音乐里，噪音的使用更是别具一格。噪音具有相当丰富的表现力，不仅可以烘托气氛，

而且能独立塑造音乐形象。

在音乐表现中，音的四种性质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相对而言，音高和音值具有

更为重大的意义。因此，在演唱、演奏中，演唱者或演奏者应特别注意音的音高和音

值。例如，《我的祖国》这首歌，不管是演唱还是用乐器演奏，不管是用弹拨乐器演奏

还是用吹管乐器演奏， 虽然音的强弱及音色都有了变化，我们却仍然很容易辨认出这首

歌曲的旋律。但是，如果我们对这首歌的某个乐段或乐句的音高或音值加以改变，那

么这首歌的音乐形象就会发生变化。

任务实训

1. 请欣赏音乐，感受乐音、噪音在音乐中的应用，并结合乐音、噪音的性质，说说生

活中你知道的乐音和噪音有哪些。

2.音是由                产生的，音分为                和                。

3.音的性质包括                、                、                和               。

4.下列关于音高的表述正确的是（    ）。

　A.音高是由发音体振动的时间长短决定的 

　B.音高是由发音体振动的频率决定的

　C.音高是由发音体振动的振幅决定的

5.下列乐器中属于噪音乐器的是（    ）。

　A. 小提琴　　　B. 手风琴　　　C. 竹笛　　　D. 三角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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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　乐音体系、音列和音级

任务说明

通过“知识梳理”，掌握乐音体系、音列与音级的概念；通过“任务实训”，能分别

出自然音级与变化音级，并能正确书写音名。

知识梳理

一、乐音体系
乐音体系是指音乐中所使用的、有固定音高的音的总和。乐音体系用来

塑造丰富的音乐形象，表现多彩的音乐思想。现代钢琴的八十八个琴键几乎包

括了乐音体系中的所有乐音。

 

二、音列
乐音体系中的音按照一定的音高关系和次序，由低到高或由高到低依次排列起来称为

音列。

【例】

三、音级

（一）基本音级

乐音体系中的每一个独立的音都被称为音级，基本音级的名称用英文字母（音名）和

唱名两种方式标记。键盘乐器上所有白键对应的音都是基本音级。

乐音体系、音列、
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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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音名： /C    D     E     F     G     A    B

唱名： do    re   mi    fa   sol    la    si

（二）变化音级

 基本音级升高或降低后的音称为变化音级，键盘乐器上所有黑键对应的音都是变化

音级。

【例】

 /C    D     E     F     G     A    B

任务实训

1. 分别判断以下各组音的几个音是否为相邻的基本音级，是的在括号里打“√”，不

是的在括号里打“×”。

　（1）C、D   （    ）       （2）A、C  （    ）       （3）B、D、E  （    ）       （4）F、G  （    ）

　（5）B、C、E （    ）    （6）D、F  （    ）       （7）A、B、C  （    ）       （8）D、E  （    ）

2.在横线上写出正确的音名。

　（1）音名由高到低的次序依次排列：                                                                      。

　（2）音名由低到高的次序依次排列：                                                                      。

　（3）从E音开始，音名由低到高依次排列：                                                            。

　（4）从B音开始，音名由高到低依次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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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音名、唱名和音组

任务说明

通过“知识梳理”，理解关于音名与唱名的基本知识和音的分组；通过“任务实训”，

能掌握钢琴白键上各音的音名与唱名。

知识梳理

一、音名与唱名

（一）音名

乐音体系中有固定音高的各音级（以钢琴键盘中的音为例）都有着各自的名称，也就

是音名，分别用 C、 D、 E、 F、 G、 A、 B 七个英文字母来命名，每个字母都表示固定的音高，

在五线谱上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

（二）唱名

唱名是指在演唱乐音中的各音级时所使用的名称，用意大利语体系的七个音节来发

音，它们分别是 do、 re、 mi、 fa、 sol、 la、 si。唱名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唱名会随着不同

国家或地区的唱名习惯不同而变化；二是在首调唱名法中，唱名会随着调的不同而改变，

而音名在任何环境和领域内都是固定不变的。

◆ 想想做做

1.写出下列各音左右相邻的音的音名及唱名。

 /A                  D                   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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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断下列各音的唱名是否正确，错误的在下面改正。

二、音组
以钢琴键盘为例，乐音体系中的八十八个音，七个音名循环往复地

出现，便产生了许多音名相同而音高不同的音。为了区分音名相同而音

高不同的各音，我们将这些音分成许多组，这就形成了音组。

在上行音列中，从任何一个 C（包括这一个 C）到它相邻的下一个 C

（不包括这一个 C）之间所有的音和音与音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音组。

根据这个规定，一个音组内有从 C 到 B 共十二个音及十二个半音关系。当然，这十二

个半音关系只是基本关系，其他各音间的关系都可以由这些基本关系产生。按照这个规

定，我们把钢琴键盘中的八十八个音分成七个完整的音组及两个不完整的音组。

钢琴键盘从左至右，琴键上的音由低到高排列，划分的各音组的名称依次是大字二组、

大字一组、大字组、小字组、小字一组、小字二组、小字三组、小字四组、小字五组。

【例】

大字二组   大字一组      大字组       小字组       小字一组     小字二组     小字三组     小字四组    小字五组

低音区 中音区 高音区

音组用音名字母的大小写及数字上下标来标记。其标记方法是，小字组用小写音

音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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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母标记，大字组用大写音名字母标记。小字一组在小写音名字母的右上角加数字

“1”，大字一组在大写音名字母的右下角加数字“1”，其他的依此类推。由低音组到

高音组，各音组的音标记如下。

大字二组：A2、B2。

大字一组：C1、D1、E1、F1、G1、A1、B1。

大字组：C、D、E、F、G、A、B。

小字组：c、d、e、f、g、a、b。

小字一组：c1、d1、e1、f1、g1、a1、b1。

小字二组：c2、d2、e2、f2、g2、a2、b2。

小字三组：c3、d3、e3、f3、g3、a3、b3。

小字四组：c4、d4、e4、f4、g4、a4、b4。

小字五组：c5。

◆ 想想做做

1. 判断下列各音的音名是否正确，在括号内打“√”或“×”。错误的，将正确的写

在相应的括号下面。

        e1          g           c3          f           d            b          d1          G          C           e3         d1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在横线上写出正确的音名。

（1）从C音开始，大字组的音由低到高排列，音名分别为                                           。

（2）从C音开始，小字二组的音由高到低排列，音名分别为                                        。

知 识 拓展

一、音域  
音域有总的音域和个别的人声或某种乐器的音域两种。总的音域是指音列的总范

围，即发音体发音时由最低音到最高音总的区域范围。个别的人声或某种乐器的音域

是指个别的人声或某种乐器在整个乐音体系中所能达到的某一音高的区域范围。在歌

唱艺术中，根据训练有素的歌唱者的性别、嗓音的特性、音色、所能达到的某一音高

的区域范围等方面的不同，人声音域可划分为女声类和男声类。

（一）女声类

女声类包括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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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声类

男声类包括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

二、音区 
音区是音域中的一部分，大致可分成高音区、中音区、低音区三种。

在整个音域中，小字组、小字一组和小字二组属于中音区。小字三组、小字四组

和小字五组属于高音区，大字组、大字一组和大字二组属于低音区。

人声和乐器发出的音区也划分为高音区、中音区和低音区三种，但这种划分并不

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人声或乐器本身的音域而言的。例如，男低音的高音区是女低

音的低音区，小提琴的低音区的音高比弦贝斯的高音区的还高。

学前儿童的歌唱音区也有不同，如 3 — 4 岁儿童歌唱的最佳音区是 c1—a1，5 — 7 

岁的儿童歌唱的最佳音区是 c1 — c2 。

任务实训

一、自测题
（1）钢琴键盘上的最低音是               ，最高音是                。

（2）准确地画出一组钢琴键盘图示，并将每一个音对应的音级标注其上。

（3）选择正确的谱号，用全音符在下面的五线谱上从 c2 开始由低音到高音写出七个基

本音级。

（4）选择合适的谱号，在下面的五线谱上写出以下各音。

c1      d3      f 2      b2      a3                                                         B      G1      b       c      C 

音域、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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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五线谱上的各音下面写出其相应的音名。

二、节奏训练

（一）节奏模仿

（1）

（2）

提示：教师拍手或在钢琴上弹奏各条节奏，学生拍手模仿节奏。

（二）节奏认读

（1）语言节奏诵读——四分音符节奏练习。

（2）语言节奏诵读——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节奏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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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言节奏诵读——八分音符与十六分音符节奏练习。

提示：教师带领学生先读节奏，可读“da”，节奏读正确后加语言诵

读。读节奏的同时要击拍，语言诵读时要注意强弱拍的变化。

（4）节奏与声势练习。
节奏与声势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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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教师带领学生先读熟节奏，再逐一进行拍手、拍腿的声势练习，熟练后分组进

行节奏与声势组合练习。注意进行拍手、拍腿组合练习时要尽可能让身体放松，在感受节

奏的同时逐步提高身体的协调性，拍腿记谱音符中符干的上、下方向分别代表左腿、右腿。

三、视唱训练

（一）单音模唱

（1）

（2）

提示：教师用钢琴弹奏单音，学生用“la”模唱音高。

（二）音高练习

（1）C自然大调音阶视唱。

（2）模唱练习。

（三）五线谱视唱

（1）

    

练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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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练习曲

    

 （3）

练习曲

    

（4）

练习曲

     

（5）

练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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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谱视唱

（1）

a=C　$x	 练习曲

a   s   d   s  'd   f   g // ;  'h   g   f   d  's   d   s // ;  "
a   s   d   s  'd   f   g  //;  'h   g   f   d  's   d   a  //;  |

（2）

a=D　$x	 美国民歌

a  xacx cxs d  xdcx cxf'g  xhcx cxg d  ; // 'g  xfcx cxd s // ;//  'f//  xdcx cxs a  ;  "
a  xacx xcs d  xdcx cxf'g  xhcx cxg d  ;//  'g  xfcx cxd s  xdcx cxs'a   ;   k  //k  "
xgcx///cxf///xfcx///cxd//s// vgcx///vg'xfcx///cxd///xdcx///cxs///a  ;// 'xgcx//xf///xfcx//cxd///s  vgcx//vg'xfcx///cxd///xdcx///xs///a  ;// "
a  xac xcs d  xdcx cxf'g // xhcx cxg d  ;  'g  xfcx cxd s  xdcx cxs'a   ; // ; // ; // |

（五）儿歌视唱

（1）

小朋友想一想

a=C　@x	
潘振声词曲

xac cx xs  d     'xac cx xs  d    'xdc cx xs  xdc cx xf ' g     h     'g     ;     "
小  朋  友，       想  一  想，      什  么  动  物    鼻     子       长？
小  朋  友，       想  一  想，      什  么  动  物    耳     朵       长？ 

xgcx cx xh  g     'xfcx  xcxd  s    'xgcx cx xh  xgcx cx xf ' d     s     'a     ;     }
鼻  子  长，       是  大  象，      大  象  鼻  子    最     最       长。
耳  朵  长，       是  白  兔，      白  兔  耳  朵    最     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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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铃儿响叮当

（节选）
a=D		$x	
d   d   d   ;  'd   d   d   ;  'd   g   a   s //'d   ;   ;   ; //"
叮   叮   当，         叮   叮   当，         铃   儿   响   叮   //当， 

f   f   f   f  'f   d   d   d  'd   s   s   a //'s   ;   g   ;// "
我   们   滑   雪    多   快   乐，   我    们   坐   在   雪  // 橇        上。

d   d   d   ;  'd   d   d   ;  'd   g   a   s //'d   ;   ;   ;// "
叮   叮   当，         叮   叮   当，         铃   儿   响   叮   //当， 

f   f   f   f  'f   d   d   d  'g   g   f   s //'a   ;   ;   ; //|
今   晚   滑   雪    真   快   乐，   把    滑   雪   歌   儿   //唱。 

〔美〕彼尔彭特词曲
赛叶改编

邓映易译配

 

四、综合应用活动案例

诗歌节奏诵读：春晓

（一）活动目标

（1）愿意有节奏地大声诵读诗歌，感受诗歌的韵律美。

（2）尝试变换不同的节拍和节奏诵读诗歌，体验节奏诵读游戏的快乐。

（二）活动准备

（1）熟读诗歌《春晓》。

                                                春　　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基本节奏组合练习。

    $xx,cx cx, x,cx cx, ,  ;  'x,cx cx, x,cx cx, ,  ;  \
    @xx,cx cx, b,nb,cx,'x,cx cx, b,nb,cx, \
    #xx,cx cx, x,cx cx, ,  'x,cx cx, x,cx cx, ,  \

（三）活动过程

（1）教师介绍诗歌《春晓》，学生比画节拍并集体诵读，感受诗歌的独有韵律。

（2）教师讲解诗歌诵读的节拍变化，学生再次诵读诗歌，并尝试用不同的节奏诵读。

（3）教师鼓励学生即兴创作不同节奏，然后进行诵读，并分享体验。

案例：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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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四　半音、全音、变音、等音

任务说明

通过“知识梳理”，理解半音、全音、变音、等音的概念；通过“任务实训”，能准

确分辨出半音与全音的音高距离，并初步认识钢琴键盘。

知识梳理

一、半音、全音
在乐音体系中，两音之间最小的音高距离称为半音。钢琴上相邻最近的

两个键（包括黑键）的音高距离均为半音。半音包括自然半音和变化半音。

两音之间的音高距离等于两个半音之和，称为全音。钢琴上隔开的两个键（包括黑

键）的音高距离均为全音关系。全音包括自然全音和变化全音。

（一）自然半音与自然全音

1.自然半音

在乐音体系中，由相邻的两个音级构成的半音称为自然半音。自然半音可以由基本音

级构成，也可由变化音级构成，如 E—F、 q E— q  F、qD—E、 wC— WD 等。

2.自然全音

在乐音体系中，由相邻的两个音级构成的全音称为自然全音。自然全音可以由基本音

级构成，也可以由变化音级构成，还可以由基本音级和变化音级构成，如 C—D、   W B— wC、 w B—C、E— q//F、 q//D— q//E、 wG— wA 等。在七个基本音级中间，除了 E—F、B—C 是半音外，

其余相邻两音间的距离都是全音。

（二）变化半音与变化全音

1.变化半音

由同一音级的两种不同形式或隔开一个音级构成的半音称为变化半音。变化半音可

以由基本音级和变化音级构成，也可以全部由变化音级构成，如 C— q//C、 wG—G、 q//F— Q F、W B— wB、 D— wD 等。

2.变化全音

由同一音级的两种不同形式或隔开一个音级构成的全音，叫作变化全音。变化全音

可以由基本音级和变化音级构成，也可以全部由变化音级构成，如 wC— Q C、D— Q D、E、

A— wC 、F— wA、E— wG 等。 

半音、全音和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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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自然半音与自然全音、变化半音与变化全音的主要依据是两个音是否相邻。如果

两个音相邻，则为自然半音或自然全音；反之，则为变化半音或变化全音。

二、变音

（一）变音的概念

将基本音级升高或降低，而音名不变，称为变音。

（二）变音记号

1.变音记号的概念

将基本音级升高、降低或还原半音、全音的符号称为变音记号。

2.变音记号的类型

变音记号有五种，如表 1-1 所示。

表1-1　变音记号

类　　型 记　　号 含　　义

升记号 表示将基本音升高半音

降记号 表示将基本音降低半音

还原记号 表示将已经升高或降低的音还原

重升记号 表示将基本音高升高两个半音（一个全音）

重降记号 表示将基本音高降低两个半音（一个全音）

3.变音记号的用法

（1）做调号。记写在谱号后面、拍号前面的升号或降号称为调号。调号中的变音记号

对同一行谱表中的所有相同音都有效，每行谱表都要写调号。

【例】

（2）做临时变音记号表示音高的临时变化。记写在音符符头左侧的升号或降号为临时

变音记号。临时变音记号仅对本小节内记号后面同高度的音有效。变音记号的其他使用情

况如下：

① 高八度或低八度的音如须变化，必须写临时变音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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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② 变音由前一小节延续到后一小节时，后一小节的音不再记写变音记号，但同一个

音在连音线后再出现时，则须再写出相应的变音记号。

【例】

③ 在多声部乐曲中，变音记号只对本声部起作用，对其他声部不起作用。

4.记写变音记号的注意事项

记写变音记号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 升记号、还原记号记写在五线谱上时，两条横线由左向右微微倾斜。

② 变音记号记写在音符符头的左侧，其中心位置（升号的斜方孔、降号的椭圆孔及

重升记号的交叉点）必须和符头处于同一线或同一间内。

③ 带有升号的音如须升高或带有降号的音如须降低时，用还原记号。

④ 带有重升记号的音如须降低两个半音或带有重降记号的音如须升高两个半音时，

直接用一个还原记号即可。带有重升记号的音如须降低一个半音时，要用一个升号；带有

重降记号的音如须升高一个半音时，要用一个降号。

◆ 想想做做

1.给下列各音写上变音记号，使每个音降低半音（不改变音级位置）。

2.给下列各音写上变音记号，使每个音升高全音（不改变音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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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音
音高相同而音名、记谱和意义不同的音互称等音，又称为同音异名。只有在十二平均

律的前提下，等音才存在。从钢琴键盘上可以看出，同一琴键所有的不同音名都互称为等

音，如  W//E = D = Q//C， w//D = q//C = Q//B 。

  C      D      E       F       G      A       B
 q//B    Q//C     Q//D      q//E      Q//F      Q//G     Q//A       W//D    W//E      w//F      W//G     W//A      W//B     w//C  

知 识 拓展

标准音与中央C

乐音体系中各音的音高都有一定的标准。国际统一标准的音高（第一国际高度） 是

每秒振动 440 次的A音，即以小字一组的a1为标准音。有了这个标准，人们在制造乐器

及奏乐、唱歌时，定音就有了根据。统一的音高标准也有利于音乐理论研究、乐器制

作和文化交流。

中央 C是小字一组的 c1，因其位于乐音系统总音列的中央而得名。中央C是机械波

频率约为261.6 Hz的音，固定唱名为“do”。

十二平均律

音列中两个相邻的具有同样名称的音级之间的距离，称为纯八度。将一个纯八度

分为均等的十二个半音的律制称为十二平均律。半音是十二平均律组织中最小的音高

距离，两个半音就是一个全音，一个纯八度包含十二个半音，也就是六个全音。钢琴

等键盘乐器采用的就是十二平均律。

十二平均律最早是由我国明代的朱载堉于 1584 年用数学方法计算得出的，这个结

论的提出比欧洲研究者的提出早了一百余年。

任务实训

一、自测题
（1）将纯八度分为十二个均等的部分，这样的音律就叫                                 。

（2）实际音高相同而名称、意义和记法不同的音称为                                     。

十二平均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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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已经重升的音级降回原位用                                 记号，将已经重降的音级升高

半音用                     记号。

（4）                 是国际统一的标准音高，中央C指的是                    。

（5）把E向上构成自然全音，下列正确的是（    ）。

　A. w//F　      　　B. q///E　　　     C. q///F　　     　D. F

（6）下列属于变化半音的两个音级是（　）。

　A.B－C　  　　B. q//F－ q//G　　  C. E－F　　　D. A－q/A
（7）下列属于自然半音的两个音级是（　）。

　A. B－q//B　　　B. F－G　　　C. E－F　　　D. w//A－w//B
（8）用变音记号完成下列各题，写在下面空白五线谱的相应位置。

　① 将下列各音升高半音。 

  ② 将下列各音降低半音。

（9）将下列变音记号标记错误的改正过来，写在下面空白五线谱的相应位置。

二、节奏训练

（一）节奏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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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教师拍手或在钢琴上演奏各条节奏，学生拍手模仿。

（二）节奏认读

提示：边比画节拍边读节奏，所有音符读“da”。二拍子指挥图式如下：

1

2

1

2

（三）节奏与声势练习
节奏与声势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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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唱训练

（一）模唱

（1）

（2）

（3）

提示：教师用钢琴弹奏单音，学生用“la”模唱音高。

（二）音高练习

（1）C自然大调音阶视唱。

（2）模唱练习。

（三）五线谱视唱

（1）

练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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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蒙古歌曲

（3）

    

匈牙利歌曲

 

（4）

    
德国儿童歌曲《春天到》

（5）

    
东北抗日联军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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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谱视唱

（1）

a=C　$x	 练习曲

xdcx//cxd//xdcx//cxg//xhcx//cxd//g  'xdcx//cxs//xdcx//cxg//a  ;  //'xracx//xcd//xgcx//cxh//xracx//cxh//xgcx//xcd'xscx//cxa//xdcx//xs//a  ;  "
xhcx//xcg//xhcx//cxrs//xracx//cxh//g  'xhcx//cxg//xhcx//cxrs//xracx//cxh//g //'xracx//xcd//xgcx//cxh//xracx//cxh//xgcx//xcd'xscx//cxa//xdcx//xs//a  ;  |

（2）

a=C　@x	 练习曲

xgcxg//xracxg'xdcxg//xgcxd'xacxs//xdcxf'xgcxg//g// 'xgcxg//xracxg'xdcxd//xgcxd'xacxs//xdcxs'xacxa//a //"
xhcxh//ra  'xhcxh g// 'xgcxd xacxd'g  ;// 'xhcxh//ra  'xhcxh//g  'xgcxd//xacxs'a  ;  |

（五）儿歌视唱

（1）
起　得　早

a=C　@x	
林保虎词
糜佳乐曲

xdcxd//a  'xdcxd//a  'g  //h  'g  ;  'xhcxh//g  'xhcxh//g  's  //d  's  ;  "
大公//鸡    起得//早，    起  //得    早，        起得//早    喔喔//叫，    喔  //喔    叫。 

xdcxd//a  'xdcxd//a  'd  //g  'h  ;  'xracxra//h  'xracxra//h  'g  //g  'ra  ;  |
小朋//友    起得//早，    起  //得    早，        起得//早    做早//操，    做  //早    操。

（2）

一二三四五六七

	a=D　$x	
愉快地

g//  xhtcx xcug d // d  's   a   g  //; // 'g  xhcxt xug d  d  'xdcxt cxua xstcx cxud zg  ;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我  的    朋  友    在    哪    里？ 

zg   a   d // ; // 'g   xgtcx cxuh d  ;  'g  xgtcx cxuh d  a  's   xstcx cxud a  ;  |
在   这   里，         在   这    里，        我  的    朋  友    在   这    里。 

臧云飞词曲

提示：先练习视唱旋律，熟练后再加歌词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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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应用活动案例

四 种 音 符

（一）活动目标

（1）感受稳定的节拍，通过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的节奏组合来培养良好的节奏感，为

以后固定节奏型歌唱演奏的学习打下基础。

（2）尝试变换不同的节奏训练方式，开拓思路，大胆尝试，充分感受艺术源于生活。

（3）感受集体表演中合作、分享、交流的乐趣，提升综合素养。

（二）活动准备

（1）熟练四种音符的节奏读谱，并熟悉音乐《扭蛋宝宝》。

（2）声势节奏谱例。

（三）活动过程

（1）学生跟随教师熟悉四种音符节奏。

（2）学生跟随教师练习四种身体动作，连续重复四遍为一组，熟练后按照声势节奏谱

例进行集体表演。

（3）学生分组，由教师做引导进行二声部、四声部卡农。

（4）学生跟随音乐完成集体、二声部、四声部卡农变化的综合表演。

（5）学生分享活动的感受。

节奏与声势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