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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钢琴作为高职师范院校相关专业（如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小学教育等专

业）的必修专业技能课程之一，是学习相关音乐课程的基础，对培养高职师范生的音乐

素养、音乐教学能力和岗位实践能力十分重要。

教师是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第一资源，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师范生是教师队伍的后备军，尤其需要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扎实的教

学基本功。本教材的编写从高职师范专业的特点和需要出发，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让学生通过钢琴课程学习音乐、理解音乐、掌握键盘乐器的基本演

奏方法和技能，从而掌握幼教工作中键盘乐器的实际运用能力。本教材贯彻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理念，注重音乐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把思政元素巧妙地融入教材内容中。本教

材还选入了大量优秀民族民间歌曲，在钢琴教学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本教材注意让学生通过钢琴学习，潜移默化地训练学生坚毅

的品质，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精神，打下良好的职业素养基础。

本教材的内容广泛吸收了国内外钢琴教学领域的先进理念和最新的教学体系，并融

入了钢琴考级曲目，有利于学生在学习钢琴课程的同时考取钢琴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

业本领，提升专业能力。

本教材的内容包括基本知识、演奏技能、综合训练三个部分，具体内容和学时建议

如下表所示。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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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部分　基础知识  第一单元　钢琴和乐理的基础知识 4 2

第二部分　演奏技能

 第二单元　钢琴弹奏的基本要求 2 2

 第三单元　断奏的弹奏方法和练习 2 6

 第四单元　跳音的弹奏方法和练习 2 6

 第五单元　连音的弹奏方法和练习 2 8

 第六单元　音阶和琶音的基础知识和练习 4 8

 第七单元　和弦的弹奏技法和练习 4 8

 第八单元　踏板和装饰音的基础知识和练习 4 8

第三部分　综合训练

 第九单元　中国乐曲弹奏训练 4 10

 第十单元　外国乐曲弹奏训练 4 10

 第十一单元　四手联弹 4 10

总学时（114） 36 78

本教材由陕西艺术职业学院何鸿雁和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陈瑶任主

编，参与编写的教师都是一线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大量的谱例，在此向相关作者表示衷心的

感谢。

本教材可作为高职师范院校相关专业钢琴课教材，也可作为幼儿园教师培训

用书。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错误和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

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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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目标

了解钢琴的键盘即音组、踏板。

理解五线谱记谱法。

掌握拍号、常用节奏型和调号的概念。

掌握音程与和弦的基本构成。

技能目标

能够快速识别五线谱上的各个音。

能够在键盘上找到对应五线谱的各个音。

掌握基本拍子及节奏型的特点 。

能够正确识别音程和和弦的性质。

素养目标

培养学生具有坚毅的学习品质。

训练学生自主练习的能力。

第一节　钢琴的基础知识

一、钢琴的起源

钢琴是一种键盘乐器，是运用琴键拉动琴槌敲打琴弦发出声响。钢琴发源于欧洲，18 世纪

初，意大利人克里斯多佛利发明了一种类似现代钢琴的键盘乐器。现代钢琴是由以拨弦发音的大

键琴和以撞弦发音的小键琴演变而成的。钢琴最初的声音少有优雅之感，随着不断改进，钢琴的

声音由原来的尖锐、古板、缺乏生机变为如今的丰富、细腻、洪亮，以音域广、表现力丰富、完

美多声的特点而成为唯一可以与整个交响乐团演奏相比拟的独奏乐器。因此，钢琴被誉为“乐器

之王”。

钢琴主要分为直立式钢琴（见图 1-1-1）、三角平台式钢琴（见图 1-1-2）两种。三角平台式

钢琴的特点是体积大、笨重，它是钢琴最原始的形态，一般用于音乐会演奏。直立式钢琴相对来

说占地面积小，一般用于教学、弹奏练习及家庭娱乐等。

钢琴和乐理的基础知识

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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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直立式钢琴

图 1-1-2　三角平台式钢琴

二、钢琴键盘及音组

钢琴键盘由白键和黑键组成，一共有八十八个琴键。白键均匀、整齐地排列，黑键则分为两

个一组、三个一组两种。每组音由七个白键和五个黑键组成。键盘白键上有七个基本音级，这七

个音有两个名称，即音名和唱名，如图1-1-3 所示。 

音名： C    D     E     F    G     A     B
唱名： do   re    mi   fa    sol    la    si
简谱： a s  d  f  g  h j

图 1-1-3　钢琴键盘及音组

钢琴键盘上的白键和黑键是按照固定的规律排列的，每个键上固定音高的名称叫作音名，用七

个英文字母 C、D、E、F、G、A、B（或其小写）来标记的唱名。在演唱旋律时，为唱谱方便而采

用的名称为唱名。目前采用的自然大调式中的七个基本音级分别为do、re、mi、fa、sol、la、si（或

ti）。简谱是指一种简易的记谱法，用a、s、d、f、g、h、j代表音阶中的七个基本音级。

钢琴键盘上的音组从左到右依次排列为：大字二组（只有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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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C）。



4

第一部分　基 础 知 识

以中央 C 为中心向右侧（称为上行），越向右声音越高；越向左侧（称为下行），越向左声

音越低。

钢琴键盘上的各音与音组如图1-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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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C

zzhzzjzazs/zd zf zgzhzjZaZsZdZfZgZhZjzazszdzfzgzhzjasdfghjrarsrdrfrgrhrjRaRsRdRfRgRhRjEaEsEdEfEgEhEjERa

图 1-1-4　钢琴键盘上的各音与音组

三、钢琴踏板

钢琴踏板是钢琴除琴键以外最重要的配件，分为右踏板、中间踏板和左踏板三个部分，如图

1-1-5所示。

右踏板是延音踏板，又称为强音踏板，使用右踏板可以延长声音、增大音量、丰富音响。

中间踏板是弱音踏板，又称为消音踏板。在许多直立式钢琴中，中间踏板被设计为练习踏

板，踩下中间踏板后，由一条绒布隔在琴槌和琴弦之间，可以起到消音的作用。

左踏板是柔音踏板，使用左踏板可以使音质更柔、更轻，在演奏过程中，它具有减弱声音或

改变音色的作用。

图 1-1-5　钢琴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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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乐 谱 知 识

一、五线谱记谱法

（一）五线谱上的音高标记方法

记谱法有简谱记谱法和五线谱记谱法。五线谱记谱法是世界上通用的一种记谱法。它通过在

五条相等距离的平行横线上标记不同的音符及其他记号来记载音乐。它最早发源于希腊，比简谱

记谱法要早很多年。五线谱主要用于键盘乐器，掌握五线谱识谱能力是键盘演奏者必备的能力。

五线谱由五条等距离的平行线组成，包含五条线和四个间。它们的顺序由下向上，最下面

的一条线称为第一线，第二条线称为第二线，依次类推。线与线之间的地方称为间，由下向上，

最下面的一个间称为第一间，第二个间称为第二间，依次类推。在五线谱上，音的所处位置越

高，音高就越高；位置越低，音高就越低。如果出现更高或更低的音时，需要在五线谱的上方

或者下方增加短横线来标记，这些加线及其所形成的间称为加线或加间。五线谱的线和间如图

1-2-1 所示。

上加一间
上加二间
上加三间
上加四间
上加五间

上加一线
上加二线
上加三线
上加四线
上加五线

下加一间
下加二间
下加三间
下加四间
下加五间

下加一线
下加二线
下加三线下加线/{

/}/上加间

/}/下加间
下加四线
下加五线

上加线/{
第四间
第三间
第二间
第一间

第五线
第四线
第三线
第二线
第一线

 

图 1-2-1　五线谱的线和间

（二）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

在五线谱中，要确定具体的音高，需要运用谱号来标明。钢琴乐谱的谱号最常用的有两种谱

号：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高音谱号又称为 G 谱号，标记为  。记有高音谱号的谱表称为高音

谱表。低音谱号又称为F谱号，标记为  。记有低音谱号的谱表称为低音谱表。钢琴乐谱中，高

音谱表和低音谱表联合组成的谱表称为大谱表，如图1-2-2所示。

图 1-2-2　大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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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五线谱的方法

学琴者在看五线谱的同时，要能快速地把音符的信息输入大脑中，并迅速将其转化到手指

上，把音符正确地弹奏出来。快速熟悉五线谱是学习钢琴演奏的基础，有很多初学者在学习初

期，由于识谱能力不够扎实，对五线谱的音符不熟悉，因此在弹奏钢琴时感觉很吃力，从而产生

挫败感。下面简要介绍学琴者快速学习五线谱的方法，以供参考。

1. 儿童学习五线谱的方法

儿童学习五线谱，可运用儿歌来辅助记忆，可让儿童边念儿歌边在自己手指上指示对应的音。

要求：儿童伸出左手，掌心面对自己横放，把五根手指当成五线谱的五条线，手指间的缝隙

当成五线谱的四个间，用右手指向左手的“线”“间”，配合着儿歌进行练习。例如：

儿　歌　一

下加一线，敲敲门，do do do。

下加一间，打招呼，re re re。

第一线上，小猫叫，mi mi mi。

第一间里，放沙发，fa fa fa 。

第二线上，把话说，sol sol sol。

第二间里，把手拉，la la la 。

第三线上，笑嘻嘻，si si si 。

第三间里，儿歌多，do do do。

儿　歌　二

五条线，中间夹着四个间。

下加一线唱作a（do）。

一线d（mi），二线g（sol）。

一二三间f（fa）h（la）a（do）。

a（do）上s（re），a（do）下j（si）。a（do）s（re）d（mi）f（fa）g（sol）h（la）j（si）。

2. 成人学习五线谱的方法

（1）坐标法。将高音谱表一线、五线与低音谱表一线、五线作为坐标，我们可以发现，高音

谱表一线、五线的音分别为 d（mi）、 rf（fa），低音谱表一线、五线的音分别为 zg（sol）、h
（la），如图 1-2-3 所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很快地记住高音谱表、低音谱表中一线、五线上及其

周边的音。

五线（f fa）

一线（d mi）

五线（h la）

一线（zg sol）

图 1-2-3　坐标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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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称法。以中央 C——a（do）为对称轴［高音谱号下加一线的 a（do）与低音谱号

上加一线的 a（do）是同一个音，都是中央 C］，高音 ra（do）、倍高音的 Ra（do）与低音 za 

（do）、倍低音的 Za （do）两两对称。通过这样的对称方法，我们可以轻松地将中音区、高音

区、倍高音区的a（do）音快速地掌握，同时对a（do）周边的音也可以轻松掌握，如图1-2-4

所示。

对称轴

图 1-2-4　对称法示意图

（3）谱号法。高音符号即G谱号，它的起笔是从g（sol）即G音开始的；低音谱号即F谱号，

它的起笔是从f（fa）即 F 音开始的，我们可以把音名同唱名结合起来，记为 5G、4F，这样就可

记住高音谱表和低音谱表上的两个音，从而类推其他的音，如图1-2-5所示。

 g（sol）5G f（fa）4F 

图 1-2-5　谱号法示意图

二、音符、休止符及附点音符、附点休止符

（一）音符

音符是用来记录不同长短的音的符号。音符由符头、符干和符尾三个部分组成，如图 1-2-6

所示。同样的音符，在谱表上的位置不同，其音高不同。

图 1-2-6　音符

按照时值划分，基本音符通常可以划分为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

音符、三十二分音符。常用基本音符的名称、五线谱记法和时值如表1-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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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常用基本音符的名称、五线谱记法和时值

音符的名称 五线谱记法 时值（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全音符  4拍

二分音符 2拍

四分音符 1拍

八分音符 拍

十六分音符 4 拍

三十二分音符 8拍

（二）休止符

记录音乐进行中休止时间长度的符号称为休止符。常用的休止符有全休止符、二分休止符、

四分休止符、八分休止符、十六分休止符、三十二分休止符。常用休止符的名称、五线谱记法和

时值如表1-2-2所示。

表 1-2-2　常用休止符的名称、五线谱记法和时值

休止符的名称 五线谱记法 时值（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全休止符  四拍或整小节休止

二分休止符 2拍

四分休止符 1拍

八分休止符 2 拍

十六分休止符 4 拍

三十二分休止符 8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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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点音符和附点休止符

附点是记在音符符头和休止符右边的小圆点，表示延长前面音符或休止符时值的一半。带有

附点的音符称为附点音符。常见的附点音符有附点二分音符、附点四分音符、附点八分音符等。

常用附点音符及附点休止符的名称、五线谱记法和时值如表1-2-3所示。

表 1-2-3　常用附点音符及附点休止符的名称、五线谱记法和时值

名　　称 写　　法
时值（以四分音符

为一拍）
名　　称 写　　法 时　　值

附点二分音符 附点二分休止符

附点四分音符 附点四分休止符

附点八分音符  附点八分休止符

附点十六分音符 附点十六分休止符

三、节拍、节奏和常用节奏型

（一）节拍

拍子表示在相同的时间片段内单位拍出现的数量。从一个强拍到下一个强拍之间的部分称为

小节，在谱表上用标在强拍前的小节线加以区分。

节拍是指在相同的时间片段内（即小节），强拍和弱拍的组合规律，按照一定的次序反复出

现形成的有规律的强弱变化。

（二）节奏

节奏是指在旋律进行过程中所形成的音乐间有组织的长短关系。

（三）常用节奏型

（1）八分音符节奏型   ，打拍子为 。

（2）前八后十六音符节奏型    ，打拍子为 。

（3）前十六后八音符节奏型    ，打拍子为 。

（4）十六分音符节奏型    ，打拍子为 。

（5）切分音符节奏型    ，打拍子为 。

（6）八分附点音符节奏型    ，打拍子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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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拍号

（一）拍号的概念

拍号是表示单位拍数量的记号。拍号用分数形式标记，分子表示单位拍的数量，分母表示单

位拍的时值。

（二）常用节拍

（1）@x拍（四二拍）：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两拍，强弱规律为强—弱。

（2）#x拍（四三拍）：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三拍，强弱规律为强—弱—弱。

（3）$x拍（四四拍）：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四拍，强弱规律为强—弱—次强—弱。

（4）#c拍（八三拍）：以八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三拍，强弱规律为强—弱—弱。

（5）̂c拍（八六拍）：以八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六拍，强弱规律为强—弱—弱—次强—弱—弱。

（三）单拍子和复拍子

（1）单拍子。单拍子是指每小节有两拍或三拍，并只有一个强拍的拍子。常见的单拍子有 @x
拍；此外，还有 #x拍、 @z拍、 #c拍等。

（2）复拍子。复拍子是指由若干组单拍子结合成序列，并含有次强拍的拍子。在复拍子中，

有几组单拍子，就会有几个强拍。常见的复拍子有 $x拍和 ^c拍等。

五、小节线、双纵线和终止线

（一）小节线和双纵线

在五线谱中，位于强拍前、用来划分节拍、立于一线到五线内的垂直线称为小节线。小节线

将乐谱分成若干小节。

在五线谱中，两条垂直、等长且粗细相同的短竖线称为双纵线。双纵线用于标记一个段落的

结束，或在乐曲的调号、速度、风格有变化时使用。

小节线和双纵线如图1-2-7所示

图 1-2-7　小节线和双纵线

（二）终止线

在乐曲结束处的两条垂直、等长且左细右粗的短竖线称为终止线，如图 1-2-8 所示。终止线

表示乐曲的结束。

图 1-2-8　终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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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升降记号

在音符前面的变音记号称为临时升降号。临时升降号只在同一小节内起作用，超出小节不起

作用。

（1）升记号（ ）：表示将基本音级升高半音。

（2）降记号（ ）：表示将基本音级降低半音。

（3）重升记号 （  ）：表示将基本音级升高两个半音（一个全音）。

（4）重降记号（ ）：表示将基本音级降低两个半音（一个全音）。

（5）还原记号（ ）：表示将已经升高或降低的音还原。

第三节　音　　程

一、音程的概念

在乐音体系中，两个音级在高音上的相互关系称为音程。

二、旋律音程和和声音程

（一）旋律音程

两个音先后弹奏的音程为旋律音程。旋律音程是横向关系，书写时一前一后错开。

（二）和声音程

两个音同时弹奏的音程为和声音程。和声音程是纵向关系，书写时一上一下对齐。

三、音程的度数和音数

（一）音程的度数

两个音的音高距离单位称为度。音程的大小以度为单位来衡量。在七音级调式中，音程包含

的音级数目称为音程的度数。在五线谱上，包含几个线、间，就称几度，如图1-3-1 所示。

图 1-3-1　音程的度数

（二）音程的音数

音程所包含的全音、半音数目称为音程的音数。音数用分数、整数标记（2 为半音，1 为全

音）。例如，d—f为半音，f—g为全音。

为了区别度数相同而音数不同的音程，在音程的度数之前加上“纯、大、小、增、减、倍

增、倍减”等文字。如图1-3-2所示。



12

第一部分　基 础 知 识

图 1-3-2　音程的命名

四、自然音程和变化音程

（一）自然音程

自然调式音级构成的音程称为自然音程。自然音程包括纯音程、小音程、大音程、增音程和减

音程。自然音程中的纯音程包括纯一度、纯四度、纯五度、纯八度，大音程包括大二度、大三度、大

六度、大七度，小音程包括小二度、小三度、小六度、小七度，增音程有增四度，减音程有减五度。

音程增减的规律如下。

（1）小音程增加变化半音，成为大音程。

（2）大音程减少变化半音，成为小音程。

（3）纯音程、大音程增加变化半音，成为增音程。

（4）纯音程、小音程减少变化半音，成为减音程。

（5）增音程增加变化半音，成为倍增音程。

（6）减音程减少变化半音，成为倍减音程。

（二）变化音程

自然调式音级不能构成的音程称为变化音程。变化音程包括除增四度、减五度之外所有的增

音程、倍增音程、减音程、倍减音程。

五、音程的转位

音程的根音（下方音）和冠音（上方音）相互颠倒位置而构成的音程称为音程的转位。音程

的转位可以在一个八度内进行，也可以超过八度进行。音程转位时可以只移动根音或冠音，也可

以根音、冠音一起移动，如图1-3-3 所示。

图 1-3-3　音程的转位

（一）音程转位后音程性质的变化

音程转位后音程性质的变化如图1-3-4所示，变化规律如下。

（1）大音程转位后变成了小音程。

（2）小音程转位后变成了大音程。

（3）增音程和倍增音程转位后分别变成了减音程和倍减音程。

（4）纯音程转位后音程性质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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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音程转位后音程性质的变化

（二）音程转位后音程度数的变化

原位音程的度数和转位音程的度数总和相加是九度，如图1-3-5所示。

图 1-3-5　音程转位后音程度数的变化

根据以上的变化，我们可以总结出音程转位的规律，如图1-3-6所示。

图 1-3-6　音程转位的规律

六、协和音程和不协和音程

按照和声音程在听觉上所产生的印象，音程可分为协和音程和不协和音程。

（一）协和音程

听起来悦耳、音程的两个音融合的音程为协和音程。协和音程可分为完全协和音程、不完全

协和音程。

完全协和音程包括所有纯音程。

不完全协和音程包括大、小三度音程和大、小六度音程。

（二）不协和音程

听起来比较不舒服、音程的两个音彼此不很融合的音程为不协和音程。不协和音程包括大、

小二度音程，大、小七度音程，以及所有增减音程（包括增四度、减五度音程）、倍增音程、倍

减音程。

第四节　和　　弦

和弦是指一组具有一定音程关系的音。在多声部音乐中，和弦是按照三度关系排列起来的三

个或三个以上的音的结合。下面主要介绍三和弦、七和弦和转位和弦。

一、三和弦

（一）三和弦的概念

三和弦是由三个音按三度关系叠置而成的一种和弦。在原位三和弦中，最下面的音为根音，

中间的音为三音，最上面的音为五音，如图 1-4-1 所示。三和弦是一种三度和弦。三度和弦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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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和弦（三和弦）、七和弦（四和弦）、九和弦（五和弦）。

图 1-4-1　三和弦的构成

（二）三和弦的主要类型

根据三和弦根音与三音、三音与五音的关系进行分类，三和弦有以下几种类型。

1. 大三和弦

大三和弦的根音与三音之间是大三度关系，三音与五音之间是小三度关系，根音与五音之间

是纯五度关系，如图1-4-2所示。

图 1-4-2　大三和弦

2. 小三和弦

小三和弦的根音与三音之间是小三度关系，三音与五音之间是大三度关系，根音与五音之间

是纯五度关系，如图1-4-3所示。

图 1-4-3　小三和弦

3.增三和弦

增三和弦的根音与三音、三音与五音之间都是大三度关系，根音与五音之间是增五度关系，

如图1-4-4所示。

图 1-4-4　增三和弦

4. 减三和弦

减三和弦的根音与三音、三音与五音之间都是小三度关系，根音与五音之间是减五度关系，

如图1-4-5所示。

图 1-4-5　减三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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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弦各音由下而上为根音、三音、五音，分别以 1、3、5 标记，三和弦的种类和标记如表

1-4-1所示。

表 1-4-1　三和弦的种类和标记

三和弦的种类 三和弦的标记 三和弦的标记示例

大三和弦 Cmajor、Cmaj、CM、C（省略） C（adg）

小三和弦 Cminor、Cmin、Cm、C- Cm（awdg）

增三和弦 Caugment、Caug、C+ Caug（adqg）

减三和弦 Cdiminish、Cdim、C。 Cdim（awdwg）

二、七和弦

（一）七和弦的概念

七和弦是由四个音按三度关系叠置而成的一种和弦，其根音与最上面的音相距为七度，故称

为七和弦，如图1-4-6所示。所有七和弦都是不协和和弦。

图 1-4-6　七和弦

（二）七和弦的主要类型

（1）大小七和弦。大小七和弦是在大三和弦基础上再加小三度，根音与七音相距为小七度的

和弦，故也称为属七和弦，如图1-4-7所示。

图 1-4-7　大小七和弦

（2）小小七和弦。小小七和弦是在小三和弦基础上再加小三度，根音与七音相距为小七度的

和弦，如图1-4-8所示。

图 1-4-8　小小七和弦



16

第一部分　基 础 知 识

（3）半减七和弦。半减七和弦是在减三和弦的基础上再加大三度，根音与七音相距为小七度

的和弦，也称为减小七和弦、导七和弦，如图1-4-9所示。

图 1-4-9　半减七和弦

七和弦各音由下而上为根音、三音、五音、七音，分别以1、3、5、7标记。七和弦的种类和

标记如表1-4-2所示。

表 1-4-2　七和弦的种类和标记

七和弦的种类 七和弦的标记 七和弦的标记示例

大大七和弦（大七和弦） Cmajor7、Cmaj7、CM7、C△7 CM7（a d g j）

大小七和弦（属七和弦）
Cmajorminor7、Cmajmin7、

CMm7
C7（a d g wj）

小小七和弦（小七和弦） Cminor7、Cmin7、Cm7、C-7 Cm7（a wd g wj ）

小大七和弦
Cminormajor7、Cminmaj7、

CmM7、Cminj7、Cmj7
CmM7（a wd g j）

增七和弦（增小七和弦） Caug7、C+7 C+7（a d qg wj）

增大七和弦

Caug(maj7)、C+maj7、
Cmaj7 q5、CM7 q5、   

+5
CM7

CM 7 q5（a d qg j）

减小七和弦（半减七和弦）                             -5CM7、Cm7b5、C 7 Cm7 w5（a wd wg wj）

减七和弦（减减七和弦） Cdiminish7、Cdim7、C
。
7 Cdim7（a wd wg Wj）

三、转位和弦

转位和弦是以三音、五音或七音为低音的和弦，主要包括三和弦的转位和七和弦的转位。

（一）三和弦的转位

三和弦的转位如图1-4-10所示。

（1）三和弦的第一转位。把根音提高一个八度，以三音为低音的三和弦是三和弦的第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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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转位后低音（三音）到根音是六度关系，简称六和弦，以数字“6”标记。

（2）三和弦的第二转位。以五音为低音的三和弦是三和弦的第二转位。转位后低音（五音）

到根音是四度关系，到三音是六度关系，称为四六和弦，以数字“46”标记。

图 1-4-10　三和弦的转位

（二）七和弦的转位

七和弦的转位如图1-4-11所示。

（1）七和弦的第一转位。以三音为低音的七和弦是七和弦的第一转位，简称五六和弦，标记是 

“56”。

（2）七和弦的第二转位。以五音为低音的七和弦是七和弦的第二转位，简称三四和弦，标记

是“34”。

（3）七和弦的第三转位。以七音为低音的七和弦是七和弦的第三转位，简称二和弦，标记

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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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1　七和弦的转位

第五节　调　　式

五个或七个音按照一定关系组成一个体系，并以一个音为中心（主音），这个体系就叫作调

式。调式一般分为大调式、小调式和民族调式。下面主要介绍大调式和小调式。

一、大调式

大调式是由七个音组成的，七个音之间的音高关系为全音-全音-半音-全音-全音-全音-半音。

以C大调为例，如图1-5-1所示。

图 1-5-1　C 大调

二、小调式

小调式也是由七个音组成的，七个音之间的关系为全音 - 半音 - 全音 - 全音 - 半音 - 全音 - 全音。

以 a小调为例，如图1-5-2所示。

图 1-5-2　a 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