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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乐队
第一节	 乐队常识

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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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常识

乐器的产生对人类社会历史具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世界

上不同区域、不同种族、不同文明的人们都使用乐器，乐器演

奏有着广泛的普遍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不同

的乐器组合，逐步形成合奏这一艺术样式，进而形成了各具特

色的乐队。

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我国已有乐队活动的记载，记录了

先民在迎接祖先亡灵的仪式上，在乐官—夔的组织和指挥下

演奏各种乐器，酣歌狂舞，以致吸引了神鸟凤凰加入了人们欢

娱的场景。

  中国战国时期铜壶乐舞图

四川成都出土的百花潭铜壶乐舞图，是嵌

在壶身上的图案。有 2 人敲击 4 件一组的编钟，

另有 2 人敲击 5 件一组的编磬，还有 4 位跪坐

者吹笙（或排箫），右侧站立者击鼓。

  中国汉代彩绘木乐俑

马王堆 1 号汉墓出土的吹竽鼓瑟乐俑

反映了战国至秦汉之际盛行“竽瑟之乐”，

即吹奏乐器竽与弹拨乐器瑟合奏。竽瑟之乐

是当时统治者歌舞宴饮场合中常见的一种

器乐演奏形式。

乐队常识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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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汉代鼓吹乐队

河南邓县（今邓州市）南朝墓彩色鼓

吹画像砖，有奏乐者 4 人，其中 2 人吹角，

角长而弯曲，口端上扬，系有彩幡，随风

飘扬；2 人击鼓，鼓挂在腰间，右手执槌，

边走边敲击。

  中国隋代仪仗乐队

  中国唐代乐队

敦煌莫高窟第 390 窟壁画中，有 8

位演奏者分别演奏琵琶、箜篌、笛子、

方响、排箫等乐器，描绘了隋代行进中

的仪仗乐队。

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乐舞图中，

所奏乐器有羯鼓、毛员鼓、答腊鼓、鼗

鼓、拍板、横笛、尺八、筚篥、笙、贝、

竖箜篌，另有 1人耍盘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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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30 世纪，在中亚的两河流域，苏美尔祭司已使用

了里拉琴和皮鼓伴和着人们的祭祀活动。由此可见，吹、打、弹、

拉是人类很早就采用了的合奏艺术形式。如今，人类的合奏艺

术仍在向着水准更高，内容更广泛、更丰富的方向发展。

  印度乐队

  日本宫廷雅乐乐队

  非洲民间管乐乐队

  非洲鼓乐队

乐队的组合方式及演奏形式

乐队的组合方式

常见的乐队组合方式有各国的民族乐队、西洋管弦乐队、

电声乐队等，如中国的丝竹乐队、美国的爵士乐队、日本的 

雅乐乐队等。

乐队的演奏形式

重奏：每个声部均由一件乐器承担的多声部演奏形式。根

据乐曲的声部及演奏者的人数，可分为二重奏、三重奏，以至

七重奏、八重奏等。由于演奏的乐器不同，又有钢琴三重奏、

弦乐四重奏、管乐五重奏等。器乐重奏强调整体的匀称、均衡

和统一，要求在起奏、分句及色调的细微变化等方面都达到精

确、协调，演奏者之间的配合应保持高度的默契，避免个人的

炫技。

合奏：器乐演奏形式之一，与重奏的区别在于每个声部可

由多件乐器承担。按乐器类别可分为民乐合奏、弦乐合奏、管

乐合奏及管弦乐合奏等形式。每个合奏乐队分为不同的乐器组，

各组按声部分别演奏各自的曲调，共同完成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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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奏中，乐队成员应准确把握音乐风格，定位音色。一定

要特别注意使自己所演奏乐器的音色融入乐队，追求整体音色

的和谐。每件乐器或每个声部的音准，是整个乐队音准的基础，

无论是固定音高乐器还是无固定音高乐器，演奏者都要熟悉自

己乐器的性能，把握好音准。在乐队合奏中，应密切注意发音

的高低，以及各种演奏技法对音准的影响，并及时调整，使整

个乐队统一于以固定音高乐器为主导地位的演奏音准体系。此

外，节奏、力度的把握，以及与指挥的配合能力，也是乐队合

奏实践中十分重要的素养。

  美国乡村音乐乐队   爵士乐队

  西洋宫廷乐队

  西安鼓乐   中国丝竹乐队

演奏-乐队－4.indd   5 19/7/19   下午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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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熙载夜宴图

1  谈谈你对人类早期乐队的认知、了解，你认为乐队合奏的关键品质是什么？

2  你认为下图中的乐队是什么类型？

丝竹乐队（　）　　　　　　　吹打乐队（　）　　　　　　　管乐队（　）　

3  请查阅资料，填写下列演奏形式中的乐器名称。

钢琴三重奏：　　　　、　　　　、　　　　。

弦乐四重奏：　　　　、　　　　、　　　　、　　　　。

木管五重奏：　　　　、　　　　、　　　　、　　　　、　　　　。

铜管五重奏：　　　　、　　　　、　　　　、　　　　、　　　　。

演奏-乐队－4.indd   6 19/7/19   下午3:15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

第二单元

第二节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常识

第三节	 吹管乐器

第四节	 弹拨乐器

第五节	 打击乐器

第六节	 拉弦乐器

演奏-乐队－4.indd   7 19/7/19   下午3:15



8

丰收锣鼓
民乐合奏

主题 a

主题 b

主题 c

主题 d

主题 e

（鼓、唢呐） （二胡主奏）（唢呐领奏） （十面锣）（合奏） （合奏）

引子 过渡句 锣鼓段a ab b

I

（唢呐）（二胡） （笛子） （云锣）（弹拨领奏）

过渡句 c c 过渡句 d e 过渡句 a 过渡句 插部一 插部二

II III

（打击乐器）

a b a' 插部三 b' 尾声

IV

结构图示：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常识

第二节

彭修文、蔡惠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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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是在继承传统器乐合奏形式的基础上，吸收西洋低音弦乐

器而形成的乐队样式。《丰收锣鼓》是中国指挥家、作曲家彭修文和蔡惠泉于 1972

年创作的，作品运用了民族吹打乐的鼓点和曲调并加以变化发展，音乐风格热烈

欢快，节奏振奋，抒发了人们获得丰收之后的喜悦心情。

彭修文（1931—1996），指挥家、作曲家，中国现

代民族管弦乐队创始人之一。1952 年入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文艺部，后任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指挥。他创作、改编

和指挥演出了大量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为我国的民族音

乐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品介绍

  彭修文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常识

民族管弦乐队由吹、弹、拉、打四个声部组成，可分为大、中、

小三种类型。30 人以下为小型，30 至 60 人为中型，60 至 85

人为大型（特殊情况下人数更多）。

乐队的位置排列

打击乐

管乐

弦乐

古筝

扬琴

低音声部

弹拨乐

指挥

打击乐

管乐

弦乐
古筝

扬琴

低音声部

弹拨乐

弦乐

指挥

这两种位置的排列各有利弊，应依各地、各乐队的实际编

制情况而定。通常情况下，选择第一种排列的较多。

演奏-乐队－4.indd   9 19/7/19   下午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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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乐器简介

管乐声部由梆笛、曲笛、箫、管子、唢呐（高、中、低音）、

笙（高、中、低音）等组成。

本组乐器大多个性较强，穿透力极佳，但融合性稍差。

横吹管乐器。音色清脆明亮，是我

国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现代民族

乐队中常用的笛有南方的曲笛和北

方的梆笛。南方的曲笛特点是声音

醇厚、圆润，北方的梆笛特点是声

音高亢、明亮。在民族管弦乐队中

一般常用的是筒音为 a1 的 D调曲笛

和筒音为 d2 的 G调梆笛。

直吹管乐器。竹制，长约 80 厘米。

箫声柔和优美，力度变化不大，适

宜演奏悠长、典雅、恬静、抒情如

歌的旋律。在民族管弦乐队中，箫

多用于表现诗情画意的乐段。

我国古老的簧管乐器。《诗经·小雅·

鹿鸣》中就有“吹笙鼓簧”的记载。

笙有多种形制，现代常用的是在铜

制圆形笙斗上插入竹制笙管，排列

成马蹄形的圆笙。笙的音色非常雅

致。在乐队中，多用于演奏和音。

  笙  笛   箫

直吹管乐器。乐队中常用高音唢呐，

音域为 a1—b3。它的音色高亢、明

亮，有金属声。在乐队中穿透力极强，

常用于表现热闹欢庆的场面。

直吹管乐器。竹制，九孔。音色粗朴 

苍凉，是民族管弦乐队中不可缺少

的特色乐器。

  唢呐   管子

吹管乐器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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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笛子演奏图

代表性乐器演奏技巧

笛子的演奏技巧

连奏：以连线“ ”作标记，不换气吹奏连线内的音，效果 

连贯圆滑。

吐奏：分为单吐、双吐和三吐。单吐的速度不宜太快，双

吐只有在速度较快时才可取得好的效果，三吐更适合于演奏急

速的，并有规律的节奏型。

花舌：通过舌尖在口腔内快速颤动产生出一种碎音效果。

它适合表现欢乐、热烈的情绪和场面。其标记为“ ”。

滑音：通过对气息的控制及手指抹音的方式产生出滑音。

滑音的音程范围一般不超过小三度。滑音分为上滑音和下滑音。

应该注意，筒音只能奏上滑音，而第六孔的音只能奏下滑音。

滑音具有委婉华丽的效果，适合演奏抒情的音调。其标记为 

“ ”“ ”。

历音：一种快速连续级进的、类似于装饰音效果的演奏技

巧。历音分为上历音和下历音。它适合表现热烈欢腾的场面与

活泼奔放的情感。其标记为“ ”“ ”。

笛子没有半音装置，因此转调比较困难。所使用的转调一

般在属调和下属调范围内，通过控制气息和按半音孔的方法，

也可转至上方或下方大二度调。

演奏-乐队－4.indd   11 19/7/19   下午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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唢呐的演奏技巧

唢呐的演奏技法与笛子、笙有共性，例如连奏、吐奏 ( 单

吐、双吐、三吐 )、滑音、颤音、花舌等。

唢呐可奏出类似箫声的音响。用嘴唇夹紧哨面，以较弱

的力度演奏，即发出像箫一样的声音。这种演奏方法只适合在 

中音区使用。演奏标记为在谱面上标“箫音”，停止时用“箫

音止”。

弹音：用舌尖弹打哨口，发出富有弹性的音响。其效果类

似顿音。

笙的演奏技巧

双音：传统的双音奏法是在旋律音的上方或下方配置纯 

四度、纯五度或八度音。这种配置，旋律音比较突出。其标记

是在谱上注“和”。

笙也可以在音列范围内演奏非传统的双音。

和弦：笙能够演奏三和弦、七和弦，以及更为复杂的和弦。

为了使和弦各音之间的音量平衡，在记谱时，一般采用密集排列。

复调：笙可以演奏节奏不太复杂、速度不太快的二声部复调。

此外，笙还可以演奏各种吐音、历音、滑音、花舌音等，

但不及笛子灵活。

  唢呐演奏图

  笙演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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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乐器简介

弹拨乐声部由柳琴、琵琶、扬琴、月琴、阮、三弦、古筝

等组成。本组乐器对演奏技术有较高要求，演奏者需有较熟练

的基本功，方可更有效地驾驭。由于共鸣体的差异也带来了不

易融合的弊端，使得本组乐器独奏效果尚好，合奏、齐奏则较

难把握。

柳琴发音清脆、粗犷，表现力丰富。

既可演奏抒情、宽广的音调，亦可

演奏技巧难度大的乐段，是民族管

弦乐队中重要的高音弹奏乐器。

琵琶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主要弹

拨乐器之一，演奏技巧繁多，具有

丰富的表现力。既可演奏技巧复杂

的华彩性乐段，又可演奏宽广、深

情的抒情性旋律。

阮从形制上可以分大、中、小、低四

种，常用的为大阮和中阮。音色恬静、

醇厚。大阮的音域为C—e2, 中阮为 

G—e3。

扬琴有变音扬琴和大扬琴、十二平

均律扬琴之分。扬琴音色柔和、灵活，

适合演奏快速的乐段，是各类民族

管弦乐队中的重要乐器。

筝是我国古老的乐器，音箱木质，长方形。筝的表现力同于琵琶，

但音色及韵味则各有千秋。筝的音色既有特点，又有很好的融合感。

  柳琴   琵琶

  阮

  扬琴

  筝

弹拨乐器

第四节

演奏-乐队－4.indd   13 20/3/31   上午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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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乐器演奏技巧

琵琶的演奏技巧

琵琶的演奏技巧十分丰富，有各种风格与流派的演奏法，

现将目前所使用的主要奏法介绍如下。

1. 右手指法技巧

弹：食指指甲尖端将弦向左弹出。

挑：大指指甲尖端将弦向右挑进。

滚 ：指法符号为“ ”。大指和食指快速、均匀地连续弹挑。

扫：小指、无名指、中指、食指四指排齐，由右至左急扫

四根弦如一声。

轮：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大指均匀地次第弹

弦。可在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弦上连续作轮指演奏，轮指

发音比“滚”柔和。标记为“ ”，在“ ”的符号后面加一长线，

称为长轮。

2. 左手指法技巧

泛音：左手指肚对泛音音位，虚点弦身，右手弹（或挑）弦，

可发出泛音来。

吟：在右手弹（挑）弦发声时，左手按弦的手指在相或品

上，将弦左右摇动，使弦发出颤动的余音来。

打：演奏符号“ ”。右手不弹弦，以左手手指打击某一音

位的弦，发出较轻的音。

推（或扳）：在右手弹奏时，左手某指同时推（或扳）弦

向右（或左），使弦音逐渐升高，获得滑音效果。

扬琴的演奏技巧

单音：两支竹槌交替击奏同一条琴弦。

双音：两支竹槌同时击奏不同的琴弦，奏出各种音程的双音。

轮奏：两支竹槌快速交替击奏一根弦或两根弦，可获得延

长的单音或双音。

琶音：两支竹槌快速地由低至高(或相反)奏出和弦各音。

  琵琶演奏图

  扬琴演奏图

演奏-乐队－4.indd   14 19/7/19   下午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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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的演奏技巧

阮多用右手假指甲弹奏，也可使用拨子。演奏技法有几十

种之多，如右手的弹、挑、勾、抹、扣、划、轮、拂、摭、分、

摇、扫、摘、伏、滚等；左手的打、带、滑、推、拉、吟、绞、

绰、注等。右手的弹、挑、双弹、双挑和滚最常用。

阮能演奏纯四度、纯五度、大小三度和大小六度的双音。

在连续演奏双音时，速度不可太快。

阮亦能演奏装饰音和滑音，还能自如地演奏各种音阶和大

跳的音程，并能转至任何调。

筝的演奏技巧

筝的演奏技法丰富多样。右手有托、劈、挑、抹、勾、撮、

剔等；左手有揉、滑、按、推、扫、颤、刮等，不同技法可获

得不同的发音效果。

除了演奏单音旋律外，筝也能演奏五声音阶内的任何双音

及三音和弦或四音和弦。一般单手只奏三音和弦，而四音以上

的和弦则由双手以琶音或分解和弦的方式演奏。

筝可以同时演奏两个声部的复调，也能演奏滑音。弹弦后，

通过在发音弦的左侧按压，使弦的张力增加而造成音的逐渐升

高，产生滑音效果，这种滑音一般控制在上方小三度范围内。

筝也可演奏泛音，通常用八度自然泛音。由于筝的定弦是

固定音高的五声音阶，因此在演奏中一般不转调。

  阮演奏图

  筝演奏图

复调：两支竹槌各奏一个声部。

顿音：当琴槌击奏琴弦后立即用手将该弦按住，从而获得

顿音效果。

扬琴能自如地奏出各种音阶、各种距离音程，以及分解和

弦。此外，扬琴还可有拨奏、揉弦、滑音、抓（用手指抓弦）

和刮奏等技巧。

扬琴对强弱有较好的控制力，尤其是演奏渐强音很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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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乐器简介

打击乐声部主要由板鼓、板、小鼓、堂鼓、大鼓、梆子、碰钟、

马铃、云锣、五面锣、十面锣、小锣、堂锣、大锣、小镲、中镲、

大镲等组成。本组乐器的民族特色十分突出，尤其擅长表现特

定的效果。

云锣由若干个音高不同的小锣组成，

用双槌击奏。槌子分为软、硬两种。

硬槌击，声音洪大、明亮；软槌击，

音色柔和、优美。云锣的奏法有单击、

双击、滚击、轻击和重击等。在乐

队演奏中，云锣可演奏旋律，也可

作为伴奏。

板鼓在民间器乐合奏和戏曲伴奏

中常常处于指挥的地位，击鼓时经

常利用轻、重、快、慢的复杂技巧，

以及鼓心与鼓边发音高低的不同

而多有变化。

在民族乐队中，鼓的式样多种多样。

其中，大鼓的运用极其普遍，一般

用于情绪热烈的高潮部分。

  云锣   板鼓   大鼓

打击乐器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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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鼓是将几个（一般用四至五个）大小不同的鼓

组合在一起进行演奏。这些鼓的音高可在四度的

幅度内进行调整，把它们的音高定成所演奏乐曲

调式的常用音高，根据乐曲的需要由一个人演奏。

  排鼓

小锣声音清脆，并有诙谐的色彩，

一般是根据音乐的需要，在表现轻

松、诙谐的喜剧效果时加以演奏。

  小锣

钹常用双击、单击、滚击三种奏法，在乐曲高潮

中，其双击手法可增强气氛，令乐队生辉。

  钹

大锣的音色洪亮、粗犷，力度变化

明显，在器乐合奏中起渲染情绪和

增强节奏推动力的作用。

  大锣

代表性乐器演奏技巧

大鼓的演奏技巧

大鼓用双槌交替击奏，亦可用单槌击奏。

大鼓的鼓面较大，捶击不同部位会产生不同的音色。一般

鼓心的发音较低沉，越向鼓边则声音越高。大鼓有鼓中心击、

演奏-乐队－4.indd   17 19/7/19   下午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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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圈击、外圈击、鼓帮击、闷击、由外圈滚至中心击等奏法。

除中心击外，其他奏法需用记号注明。

大鼓是节奏型乐器，其低沉的音响能与乐队中其他低音 

乐器相融合，起到加强乐队低音的作用。

大鼓的力度变化很大，可以表达由 ppp 到 fff 的力度变化。

大鼓运用得当，在乐队中可获得强烈的烘托气氛的效果。

大鼓还可以独奏或作为效果乐器使用，如模仿雷声、炮声

等。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大鼓常起到掌握乐队演奏的起落和

力度、速度变化等作用。由于大鼓发音低沉、余音较长，易使

乐队音响混浊，不宜过多连续使用。

大锣的演奏技巧

大锣用布缠的软槌敲击，主要演奏方法有三种。

放音击：重击锣心，让余音自然延续。

边音击：击锣的中圈或外圈，音色稍哑而比击锣心略高。

闷音击：敲击锣心后即用手按住，发出闷音。

大锣声音洪亮、粗犷，可用来渲染乐曲气氛和增强节奏，

多用于器乐合奏或戏曲伴奏。大锣余音长，不宜演奏密集的音型。

小锣的演奏技巧

小锣用薄木片敲击，演奏方法与大锣大致相同，分为放音

击、边音击、闷音击等几种（请参照大锣）。

小锣音色柔和、清亮，在戏剧伴奏中，常用来配合演员的

动作，以烘托气氛。小锣是色彩性乐器，常围绕大锣的重音作

各种装饰性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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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乐器简介

拉弦乐声部由高胡、二胡、中胡、革胡等组成。还有一些

特色拉弦乐器，如板胡、坠胡、京胡等，一般由高胡、二胡演

奏员兼奏。本组乐器是民族管弦乐队的基础，具有鲜明的民族

特色，表现力十分丰富。

高胡也称“粤胡”，原流行于广东地

区。高胡的音质清亮、透明，声音

穿透力强。高胡既可演奏缓慢、华

丽的旋律，又能演奏活泼、轻快的

技巧性乐段。

  高胡

二胡的音色悠扬清亮，其发音特点

是连贯性好，强弱变化自然，接近

人声，有很强的表现力，尤其擅长

表现柔和细致的抒情性音调。

  二胡

在合奏和重奏中，中胡属于中高音

声部。它的音色宽广、饱满、沉厚，

有效音区为 g—g2。

  中胡

革胡是以二胡为基础，吸取其他拉奏乐器特点创制而成的低音

拉奏乐器，是民族管弦乐队中的低音乐器，用以演奏乐曲的低

音声部。在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中，革胡常被低音提琴所代替。

  革胡

板胡音响尖亮，适合表现特定区域，如 

西北、中原一带的田野风情。用于乐

队合奏时，多在弦乐中担任最高声部。

  板胡

拉弦乐器

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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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乐器演奏技巧

二胡的演奏技巧

二胡一般只能演奏单音旋律，既能演奏各种连音和断音，

又能演奏跳音、震音、颤音和滑音，还可演奏拨弦 ( 以空弦为

佳，而按指拨弦的效果较闷 )。

此外，二胡能自如地演奏各种音阶和跳进的音程，也能转

至任何调。在演奏技巧方面，高胡、中胡与二胡基本相同。

高胡的演奏技巧

高胡可以自如地演奏音阶、音程的跳动，也可以演奏装饰

音、滑音和泛音。演奏技巧和二胡相似（请参照二胡）。

高胡的音质清亮、透明，声音穿透力强，很有特点。高

胡既可演奏缓慢、抒情、华丽的旋律，又能演奏活泼、轻快的 

乐段。可独奏或参加重奏、合奏。

1  结合本书第 8 页的结构图示，视唱各谱例片段，并听辨《丰收锣鼓》各部分所使

用的民族乐器。

2  调查身边的同学所学乐器情况，看看能组成一支什么样的民族管弦乐队？

3  简要说说吹管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及打击乐器在发声方式上有何不同。

  二胡演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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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花 鼓
二胡独奏

刘北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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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三弄
笛、筝二重奏

古　　　曲
张维良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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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

〔英〕布里顿曲

《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副标题为“以珀塞尔的主题写作的变奏曲与赋格”，是 

英国作曲家布里顿应英国教育部之托，于 1945 年为影片《管弦乐队的乐器》所作的配乐。

《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是专门为青少年欣赏、了解管弦乐而作的一首启蒙性乐

队作品，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珀塞尔主题”，先由乐队合奏，接着按木管乐

器、铜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的顺序分别演奏，最后再由乐队合奏。第二部分是 

“珀塞尔主题变奏”，由 13 个小变奏加上打击乐器的段落组成。第三部分是“赋格曲”，

由短笛开始，再逐渐加入各种乐器，交相辉映，营造出宏伟壮丽的音乐氛围。

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把管弦乐的高深技术与乐曲的通俗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埃里克·克罗泽为之撰写解说词，插入到总谱的各段音乐之间。演

出时，常由指挥在演奏过程中穿插讲解。

作品介绍

  布里顿

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1913—1976）　英国作曲家、

指挥家。他的创作注重本民族的传统，又对同时代各种音乐风格

进行了吸收和运用。他的代表作有：《战争安魂曲》《春天交响曲》

等，还根据我国古代诗词创作了《中国歌集》。

西洋管弦乐队常识

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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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管弦乐队常识

西洋管弦乐队是 20 世纪初由欧洲传入我国的大

型乐队形式。由木管、铜管、打击、键盘、弦乐等乐

器组构成，具有音域宽广、音色丰富、表现力强等特点。

根据各组乐器的不同配置，以木管组的乐器数量为依

据，可分为四管编制、三管编制等大中型乐队，以及

单管编制的小型乐队。人数从 20 人到 120 人不等。

乐队的位置排列

西洋管弦乐队的排列比较灵活，一般只需保证比

例即可。如弦乐组是整个乐队的基础，因此必须保证

它们的数量，因为只有一定数量的弦乐，才能与音量

相对较大的管乐组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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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乐器简介

在管弦乐队中，木管乐器通常指长笛、双簧管、单簧管、

大管等，萨克斯管也属木管乐器类。这些乐器大多用木料制作，

就其外形而言，可分为圆柱形和圆锥形两种。就其发音特点而

言，可分为无簧、单簧、双簧三类。它们的发音色彩鲜明，音

色多样。在乐队总谱中，长笛略写为 Fl．，单簧管略写为 Cl．，

双簧管略写为 Ob．，大管略写为 Fag.，萨克斯管略写为 Saxf.。

木管乐器组共同的特点是音色多样、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

远距离音程跳跃的准确性。它们在演奏快速的音阶、半音阶、

琶音及快速的同音反复方面，是弦乐器无法比拟的。它们在乐

队中可以较好地同其他乐器的声音相融合。其弱点是力度的变

化幅度较小。

长笛的声音比较清新、透彻，色调

偏冷。高音活泼明丽，低音优美悦耳，

广泛应用于管弦乐队和军乐队。长

笛的中、高音区明朗，低音区婉约，

演奏技巧华丽多样，在交响乐队中常

担任主要旋律演奏。长笛比其他木

管乐器有更大的灵活性。长笛家族 

包括短笛、中音长笛、低音长笛等。

双簧管发音准确，它的 a1 音常作为

管弦乐队调音时的标准音。其音色

柔和清悠，音质温和而忧郁，富于

田园风味。音响穿透力强，善于表

达连绵抒情的音调，虽然发音稍有

迟钝，但性能极佳，表现力也很丰富，

是管弦乐队和军乐队中的重要乐器。

单簧管又名黑管，乐队常用的标准单簧

管为  B调，此外还有A调和C调两种。

C调单簧管的实际音高与记谱相同， 

B 调和 A调单簧管都是移调乐器，

B调单簧管的实际音高比记谱低

大二度，A调单簧管的实际音高比

记谱低小三度。单簧管是管弦乐队、

军乐队、爵士乐队及轻音乐队的重

要乐器。

  长笛   双簧管   单簧管

木管乐器

第八节

演奏-乐队－4.indd   28 19/7/19   下午3:15



29

即中音双簧管，结构与双簧管相同，

音域比双簧管低五度。英国管的音色

含蓄、梦幻、高贵，实际音域为 e—

a2，适宜演奏悠长舒缓的旋律。

  英国管

大管又称巴松，在木管乐器中，体积最大，声音低

沉。其音色幽默、诙谐，断奏、连奏都有较好的效果。

音域为 B1— e2，在乐队中，它的跳奏很美，若与

大提琴拨奏配合，可使跳奏产生很好的效果。

  大管

代表性乐器演奏技巧

长笛的演奏技巧

长笛可演奏音阶、半音阶，以及音程的跳动，亦可奏出装

饰音和分解和弦音型。

1.呼吸。长笛的低音区耗费气量较大，中音区较小，高音

区较大，上加五线以后的音区，音越高耗气越大。在强奏时，

往往八秒钟须换一口气。

2.舌奏。长笛的舌奏有四种方法。

单吐法：适宜于演奏速度不超过 q =128 连续的十六分音符。

双吐法：适宜于演奏 q =120—148 连续的十六分音符组成

的各种音型。

三吐法：单吐与双吐的结合，适宜于演奏 q =140—153 连

续的十六分音符。要求这些音型较有规律。

弹吐法：吹奏时，舌尖随气流急速颤动，其发音类似拉奏

乐器的抖弓效果。

3. 泛音。在 c1— #f 2 音域内各音的按音位置上，可奏出比

按音高八度加五度的泛音（奏时唇部稍稍闭紧）。

双簧管的演奏技巧

双簧管可演奏音阶、半音阶、音程的跳动，以及分解和弦，

也可以自如地演奏装饰音。由于双簧管是八度超吹的乐器，因

  长笛演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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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使用连线演奏时，下行大跳不如上行大跳自如。

双簧管吹奏单吐速度一般不超过 q =120—124连续的十六

分音符。有些演奏者也运用双吐法演奏，但发音不够干净。

双簧管可用来独奏，宜于演奏抒情的乐曲。使用得当，演

奏活泼的、华彩性的乐曲亦很有特色。高音区及靠近高音区的

中音区，发音个性强而有穿透力，同其他乐器合奏和弦时，容

易显得突出，使用要谨慎。

双簧管不宜于演奏长时间的后半拍音符，因吹奏这种音型 

吸气与呼气不易平衡，会造成演奏者呼吸紊乱。

单簧管的演奏技巧

单簧管的音色明亮、优美，表现力丰富，独奏时可演奏各

种抒情、宽广的旋律，或技巧性较高的华彩乐段。

单簧管是八度加纯五度超吹乐器，音域较宽，可以自如地

演奏音阶、半音阶、音程的跳动，也可以自如地演奏和弦的分

解音型和装饰音。单簧管善于演奏各种级进的或分解和弦的连

奏音型。其音量幅度变化很大，可以演奏 ppp 到 fff 力度的乐音。

单簧管的舌奏中，单吐不宜演奏速度超过 q =124连续的

十六分音符；个别演奏者也运用双吐法演奏，但发音不够清晰。

少数演奏者用控制口形松紧的方法，可奏出小二度滑音。

大管的演奏技巧

大管可演奏音阶、半音阶、音程的跳动，以及分解和弦，

也可以自如地演奏装饰音。由于大管是八度超吹的乐器，演奏

连音时，上行八度跳进很自如，下行八度跳进稍感困难。大管

的舌奏，常用单吐法。音区越高，运用单吐法可越灵活。单吐

法在低音区一般不宜演奏速度超过 q =116连续的十六分音符；

高音区一般不宜演奏速度超过 q =124连续的十六分音符。大管

的快速舌奏很有特点。

大管的音色富有特点，演奏技巧灵活，作为独奏乐器，可

以演奏宽广、抒情或华彩性的乐段。

大管与长笛相反，吹奏越低的音则越费气。在使用大管的

低音区时，要注意到上述情况。

  双簧管演奏图

  单簧管演奏图

  大管演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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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音色明亮而尖锐，极富光辉感，是铜

管中的高音乐器，既可吹奏出嘹亮的号角

声，也可吹奏出优美的歌唱性旋律。加了

弱音器的小号，音色沙哑刺耳，利用它来

表现遥远的、隐约可闻的号角声，能有比

较理想的效果。

  小号

主要乐器简介

管弦乐队中的铜管乐器通常指圆号、小号、长号和大号等。

这些乐器均由金属材料制成。每种铜管乐器上都有个杯形或漏

斗形号嘴，吹奏者的唇部振动号嘴传至管体而发声。在乐队总

谱中，圆号略写为 Cor.，小号略写为 Trba.，长号略写为 Trbn.。

小号、圆号、长号都是用闪烁着耀眼光芒的铜管盘成各种

形状。所有的铜管乐器都装有号嘴，因此，它们也叫号嘴乐器。

一般来说，铜管乐器的发音雄壮而有力，音质大体一致，其音

响的强大是其他任何乐器所不能比拟的，在音乐的高潮部分，

它们的作用极其重要。

圆号是交响乐队和军乐队中重要的中音铜管乐

器，并常成双使用吹奏和声。它不仅外形雅致，

音色也温文尔雅。在铜管和木管乐器中，有独

特的媒介作用。在传统的西方音乐文化中，它

与狩猎有关，在表现遥远、静谧、朦胧、幻想

的意境方面，效果迷人。

  圆号

铜管乐器

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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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乐器演奏技巧

小号的演奏技巧

小号可吹奏八度内各种音程的跳动，可以自如地演奏音

阶、半音阶和分解和弦。快速演奏时，上行的连音比下行的

连音自如。

舌奏有三种方法。

单吐法：速度不宜超过 q =126连续的十六分音符。

双吐法：速度可达到 q =126—140连续的十六分音符。

三吐法：宜于演奏 q =140—160连续的十六分音符。这种

奏法，多用于演奏同样反复的音型。

小号的弱音器有多种，一般分为硬音、软音两种。安装硬

音弱音器后，发音沙哑而带有金属色彩；软音弱音器可以软化

小号音质，使其发出的音响接近木管乐器。小号使用弱音器的

有效音域为：c1—a2。

长号又称拉管、伸缩号。长号从高音到倍低音有六

种，常用的有 B调次中音长号、F调低音长号、 B—

F调次中音—低音长号、 B调倍低音长号。它们

都普遍用于现代交响乐队和军乐队中。长号的音

质与它的外形很相像，轩昂、辉煌、庄严、饱满、

有威力。弱奏时，又很温柔委婉。它的U形拉管

推拉时能奏出半音阶和独特的滑音。其音色鲜明，

在乐队中很少能被同化。

  长号

大号又称倍低音号，是铜管乐器中的低音乐

器，号嘴大而发音管粗。大号的发音管粗而长，

发音比其他乐器稍迟钝。因此，在乐队演奏中，

大号应适时提前发音，以便与其他乐器发音

一致。

  大号

  小号演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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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号的演奏技巧

圆号可演奏八度以内各种音程的跳进，可以自如地奏出

音阶、半音阶和分解和弦。演奏连音跳动音型，上行比下行

自如，按键比不按键自如。

圆号可以较明显地奏出 ppp 到 fff 的力度变化。

圆号的舌奏有四种方法。

单吐法 ：在常用音域内可运用单吐法，最快速度不宜超

过 q =120连续的十六分音符。常用音域以外的音用单吐法，

速度不宜超过 q =110连续的十六分音符。

双吐法：适宜于演奏速度 q =120—126连续的十六分音符。

三吐法：适宜于演奏速度 q =126—140连续的十六分音符。

这种奏法，多用于同音反复。

还有一种奏法，用气息冲击舌尖，使舌尖部位快速颤动，

可奏出类似拉奏乐器抖弓的效果，是一种特殊音响效果。记

谱为h 或w 。

长号的演奏技巧

长号可吹奏不同的音高，一是靠改变嘴唇的压力，可以

吹出自然泛音列；二是靠发音管的伸缩（改变发音管的长度）。

因此，长号在演奏上不如其他铜管乐器灵便。在速度不快时，

可演奏音阶、半音阶、八度以内音程的跳动、和弦的分解音型等。

长号没有变音活塞装置，演奏带连线的音型，往往显得

不够连贯。

长号的舌奏有以下几种方法。

单吐法 ：不宜演奏速度超过 q =120连续的十六分音符。

双吐法 ：一般在演奏速度 q =120—138连续的十六分音符

时使用。

三吐法 ：一般在演奏速度 q =138—150连续的十六分音符

时使用。这种奏法，往往用于同音反复的音型。

长号使用的弱音器有多种，一般用硬音、软音两种。安

装硬音弱音器，发音带有金属色彩 ；安装软音弱音器，音色

  长号演奏图

  圆号演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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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闷，软化了音质。使用弱音器的有效音域为 ：c—e1。

在乐队中，长号多使用硬音弱音器。如使用软音弱音器，

则需在乐谱上标明“软音弱音器”字样。

滑音：长号分七个把位。利用伸缩管的滑动，在 1 至 7 把

位之间奏出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纯四度和减五

度（最大不能超过减五度）音程的级进滑音。在上述范围内，

音程越大，伸缩管滑动的速度越快，则滑音效果越显著。

下行滑音的有效音域为 ：bB—e1。

上行滑音的有效音域为 ：E— #c1。

长号是耗气量较大的乐器，在演奏很强的音响时，一般

演奏者吹奏一个二分音符，就要缓一口气。长号的中音区力

度变化很大，可以奏出 ppp到 fff的力度变化。低音区不易强奏，

高音区不易弱奏。

长号的音响强奏时洪亮、辉煌，弱奏时圆润柔和。在作

为独奏或重奏乐器使用时，可以演奏号角性或抒情的音调，

亦可演奏技巧较为复杂的乐段 ；长号的音色能同其他乐器的

音色融合在一起。长号的滑音很有特色，运用得当时，可为

乐队音响增添色彩。

从严格意义上讲，长号演奏带连线的级进音型较为困难。

吹奏长号耗气量较大，乐曲中若需长号演奏长时值持续音时，

可用两支长号轮换吹奏。长号安装弱音器后，发音偏高，要

注意调整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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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乐器简介

在管弦乐队中经常使用的打击乐器有定音鼓、小军鼓、大

军鼓、铃鼓、三角铁、钹、锣、响板，等等。此外，不同的民族

还有各自的民间打击乐器。东方民族的打击乐器，特别是中国的

民间打击乐器种类繁多、极具特色，常被作曲家用到交响乐队中。

打击乐器根据其发音特点可以分为 ：有固定音高和无固

定音高两类。

三角铁原为军乐乐器，后被欧洲交响乐队采用，成为现

代乐队的打击乐器。敲击三角铁的不同部位，音高、音

色都不相同，以不同质地、不同粗细的棒或槌击的音响

效果也不相同。

  三角铁

小军鼓属于双面膜鸣乐器，无固定音高，但发音

频率高于大鼓，音色清晰、明快，并伴有沙沙的

特性声音。演奏方法分为单奏、双奏和滚奏三种，

其中，滚奏法最具有特色，双槌极迅速地交替敲击，

发出颗粒清晰的音响，轻、重、缓、急各种不同

的处理效果分别可以表达不同的音乐情绪。

  小军鼓

定音鼓可发出固定频率的声音，并能够在五度音程范围内

改变音高。音色柔和、丰满，音量可控制，不同的力度可

表现不同的音乐内容，有时甚至可以直接演奏旋律。演奏

方法分为单奏和滚奏两种。单奏多用于节拍性伴奏，滚奏 

则可以模仿雷声，且效果逼真。定音鼓作为色彩性打击

乐器，其丰富的表现力远非普通的打击乐器所能比拟。

  定音鼓

大锣是金属制的圆盘形无固定音高的打击

乐器，音量洪大、浓郁而低沉，可单击，

也可滚击。

  大锣

打击乐器

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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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乐器演奏技巧

定音鼓的演奏技巧

演奏者双手各持一鼓槌，击奏鼓面发音。鼓槌有软、硬两

种。软槌击奏发音柔和而稍暗，硬槌击奏发音脆而亮。一般多

使用软槌击奏。

同时使用高音定音鼓和低音定音鼓，可以奏出八度之内的

各种音程，可演奏各种节奏。

定音鼓的滚奏可以获得明显的渐强、渐弱效果。

为要获得一种特殊效果，可在鼓面上蒙上一层布料，使鼓

音朦胧，略带沙沙声。运用此奏法需用文字在谱上标明。

有变音踏板装饰的定音鼓，可以在演奏乐曲时，随时改变

定音鼓的音高；没有变音踏板装置的定音鼓，若改变音高，则

需要给予调音时间。

在一个定音鼓上利用变音踏板装置，用滚奏的方法可奏出

五度以内的上行滑音或下行滑音。

定音鼓在乐队中，可作为独奏乐器使用，演奏各种不同的

节奏音型；在合奏时，定音鼓除了强调节奏外，还可用以加强

乐队的低音；在乐曲的高潮时，定音鼓的滚奏往往起到很好的

烘托气氛的作用。定音鼓不宜作为和声的内声部使用，因为其

和声效果不显著。

定音鼓受气候影响颇大，如天气潮湿，皮面张力将会降低，

影响音质与音高。

  定音鼓演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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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军鼓的演奏技巧

小军鼓通常使用两支硬木鼓槌击奏，可奏出三种不同的音色：

1. 拉紧弹簧，使鼓皮在振动时与弹簧相击，发音清脆，

有紧张感，是常规音色。

2. 放松弹簧，使鼓皮自然振动，音色暗而闷。

3. 在鼓面上蒙上一层棉织物，发音朦胧而略带沙沙声。

运用上述第 2、3种音色演奏时，要用文字在谱上标明。

小军鼓的基本奏法有下列几种。

单敲：用一支鼓槌敲击。

双敲：两支鼓槌交替敲击。

滚奏：两支鼓槌急速交替敲击。

演奏小军鼓还可以使用两支外形如扫帚的钢丝槌击奏，发

出一种特殊的音响效果，多用于舞曲节奏型的演奏。

熟练的小军鼓演奏者可以奏出不同力度、不同速度、变化

繁多的节奏音型。

小军鼓用滚奏演奏渐强、渐弱，可获得十分显著的效果。

小军鼓是管弦乐队和吹奏乐队的常规乐器，其音响穿透力

强，声音力度变化很大，可以独奏，亦可参加合奏，能自如地

演奏各种不同气氛的节奏音型，表现力丰富。

小军鼓可作为效果乐器使用，如：模仿枪声、炮声等。在

乐曲需要时可以敲击鼓边，发出强烈的音响。

小军鼓很有特点，但使用要得当。

为了使节奏清楚，在使用滚奏时，宜将结束时最后一击的

节拍位置在谱上标明。

  小军鼓演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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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提琴  小提琴

小提琴是最富于表现力的乐器之一。小提琴在乐队中

的常用音域为 g—a3，中声区的音域为 g1—g2，音响

温和雅致，与其他乐器的融合感很好。在管弦乐队中

经常担任演奏各种风格与各种特性的旋律，同样也担

任演奏各种形式与各种技巧的伴奏。

主要乐器简介

在管弦乐队中，弓弦乐器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中世纪时期，

曾有各种各样的弓弦乐器，提琴是最重要的一种。就提琴而言，

早期仅有三根弦，后来改为四根弦。提琴的形状大小不一，根据

其音色分为高音提琴、中音提琴、低音提琴三类，提琴类乐器就

是由此发展而来，并最先用于重奏。17世纪初，歌剧需要乐队

伴奏，提琴类乐器以其音色明亮、声音穿透力强而被采用。从此

以后，它们在演奏技术上获得空前发展，但在乐器结构和形状上

基本保持原样。由于它们在制作材料、乐器构造上基本相同，因

而它们是乐队中音色最纯净的乐器组，且在演奏法上也有许多共

性。弓弦乐器因丰富的表现力而成为管弦乐队中极为重要的乐器。

在乐队总谱中，小提琴略写为 Vl．，中提琴略写为 Vla．，大提琴

略写为 Vc．，低音提琴略写为 Cb．。

中提琴形制较小提琴大三至四厘米，发音不如小提琴

灵敏，音域为 c—f3。音色含蓄沉稳，多用于乐队的中

声部，有时也用来演奏小提琴的同度或低八度。在大

型乐队中，也可与大提琴、圆号等齐奏旋律。

弓弦乐器

第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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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提琴

大提琴发音深沉、润厚，音域为C—e2（合奏音

域）。在小乐队中，大提琴的主要作用是加强低音。

在当今交响乐队中，大提琴早已超出了它仅仅与

低音提琴演奏低音声部的作用，成为乐队中较为

活跃的成员，是演奏旋律和复调音乐的主力军。

  低音提琴

低音提琴发音持重，实际音域为E1—g1。在乐队

中，低音提琴经常与大提琴相隔八度演奏低音声

部，有时可以独立演奏低音声部。

代表性乐器演奏技巧

小提琴的演奏技巧

1. 弓法

小提琴的弓法可分为分弓、连弓和断弓三类。

（1）分弓：即一弓一音。就弓的运动方向而言，分弓可分

为上弓和下弓。就弓的运动部位而言，又可分为弓尖、中弓和

弓根。就其弓法而言，又有大分弓、中分弓和小分弓之分。大

分弓即用全弓来演奏一个音。当一个音的时值较短时，大分弓

演奏起来就显得强劲有力。大分弓演奏一个时值较长的音时，

其音质显得柔和。中分弓通常是运用弓子的中间部位来演奏的。

其发音均匀，能控制声音的强弱和快慢，对于演奏轻快活泼的

旋律尤为自如。小分弓用中弓与弓尖之间的部位来演奏，这个

  小提琴演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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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适合演奏极为快速的乐句，但由于压力较小，不可能用强

力度来演奏。上弓标记为“ ”，下弓标记为“ ”。

（2）连弓：即一弓多音。这种弓法能获得圆润流畅的演奏

效果。连弓在弱奏时，能一弓奏出许多个音，而强奏时则相对

要少一些。演奏标记为“ ”。

（3）断弓：有跳弓、抛弓、顿弓等多种形式。跳弓利用弓

子自身弹性而产生，具有轻巧快速的演奏效果。演奏标记是在

音符上写上“·”。抛弓是指用弓子向弦上轻击一次，然后由

弓子自身的弹力均匀快速地跳动演奏。演奏标记是在连线内每

个音符上加一个圆点“····”。顿弓用弓尖或上半弓奏出，每

个音之间都有极短的停顿，是一种强劲有力的弓法。演奏标记

是在音符上写上“>”或“ ”。

2. 双音、和弦

琴弓能够同时在两根琴弦上拉奏，因此可以演奏双音，如

大小六度、大小七度、大小三度、三全音和八度音程都较容易

演奏，而纯五度和大小二度则相对困难些。

小提琴也能演奏和弦，用弓在一瞬间里奏响三根或四根琴

弦，从而获得和弦的音响效果。当然，和弦的所有音是不能同

时保持的。

3. 拨弦

用手指勾动琴弦而产生特殊音响的演奏方法。拨弦可以获

得清脆、活泼的音响效果。它的个性突出，而且能与任何一件

乐器的音响相结合。就拨弦的音响而言，从最低音到 e3 之间

的任何音都是有效果的，而高于它的拨弦音则显得发音干瘪，

因而少用。拨弦时，根据表现需要，既可以拨单音，也可以拨

双音及和弦。在实际演奏中，当从拨弦改为弓奏时，应给予演

奏者一定的时间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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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泛音

小提琴演奏的泛音有自然泛音和人工泛音之分。这种演奏

方法可获得空泛悠远的音响效果。

（1）自然泛音：八度泛音、五度泛音、四度泛音、大三度

泛音和小三度泛音。自然泛音是通过在空弦上浮触琴弦而获得。

例如在 G 弦上，手指浮触八度音即得到第二泛音；手指浮触五

度音即可得到第三泛音；等等。演奏标记通常只记实际音高，

并在音符上方或下方标记“。”，也可只标出触弦的记号“ ”。

（2）人工泛音：通常使用四度泛音。即以第一指实按基音，

第四指浮触高纯四度音，其实际发音比基音高两个八度。

大提琴的演奏技巧

由于大提琴的把位较宽，因而在演奏上与小提琴和中提琴

有所不同。在各弦的八度内，相邻两指按弦为半音关系。因此，

大提琴演奏半音阶是很自然方便的。

同样，由于弦长和把位的关系，大提琴很难完成频繁的换

把，因此不可能像小提琴和中提琴那样演奏急速的乐句。

在乐队中，大提琴一般不演奏双音，这是由于其指法困难

所致。但是，大提琴也能演奏下列双音：如有空弦音的双音，

还有大六度、小六度、小七度和纯五度，以及增四度、纯四度、

大三度也是可以演奏的。只是这种演奏方法一般用于大提琴独

奏，而在乐队中作分声部处理。

另外，大提琴演奏泛音的方法与小提琴一致，所有的自然

泛音都可以奏出，而人工泛音则仅用四度人工泛音。至于弓弦

乐器的弓法、拨弦等，都适合于大提琴。

  大提琴演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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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各自的音区有何特点？

2  圆号、小号、长号各乐器音色如何？

3  分析几首乐队作品，说明其中选用打击乐器的表现意义。

4  请课后查找资料，寻找几首中国弦乐四重奏作品，如《风雅颂》（谭盾曲）、 

《二泉映月》（华彦钧原曲、丁善德改编），与同学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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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夜 曲（片段）
弦乐四重奏

〔奥〕海　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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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郑律成曲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由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原名为《八路军进行

曲》。解放战争时期，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 年更名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行曲》。1988 年 7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

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该曲为进行曲风格，结构工整，节奏鲜明，旋律铿锵有力，并富有强烈的号

召性。

作品介绍

管乐队常识

第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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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乐队常识

管乐队，也叫吹奏乐队或军乐队，常担任礼仪性演出，经

常出现在国家或行业的一些仪式性活动中，如重要典礼、群众性

集会和游行等活动。管乐队主要由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

乐器组成。

乐队的位置排列

室内演出位置

  管乐重奏的编制比较灵活，如四重奏、五重奏及七重奏等，

且采用坐姿、立姿均可。

  小型管乐队一般由长笛、 B调单簧管、萨克斯管、小号、

短号、次中音号、长号、低音号、大号、大军鼓、小军鼓和 

大钹等组成。其位置大致有以下两种：

打击乐器

小号 长号

萨克斯管

圆
号

长
笛

单簧管

次中音号

大号

小号 长号

第一
单簧

管
E调单簧管

次中音号

大号

第二
单簧

管
第三单簧管

长笛

圆号

双簧管
中
音
萨
克
斯
管

低音单簧管

上低音单簧管

次中音萨克斯管

低音提琴

打击乐器

图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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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长  长  长  长  大  大  大  大  小  大  大  小  大  大  大  大  长  长  长  长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管  管  鼓  鼓  钹  鼓  管  管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长  长  长  长  短  短                   
调  调  调  调  调  笛  笛  笛  笛  笛  笛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萨  萨  萨  萨  萨                            短  短  短  短  短  短  短  短  短
克  克  克  克  克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斯  斯  斯  斯  斯
管  管  管  管  管

●  ●  ●  ●  ●  ●  ●  ●  ●  ●  ●  ●  ●  ●  ●  ●  ●  ●  ●  ●

                                  双  双  双  双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簧  簧  簧  簧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管  管  管  管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  ●  ●  ●  ●  ●  ●  ●  ●  ●  ●  ●  ●  ●  ●  ●  ●  ●  ●  ●
次  次  次  次  上  上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F  F  F    F   F   F 
中  中  中  中  低  低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调  调  调  调  调  调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圆  圆  圆  圆  圆  圆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 指　挥

横向列队站立演奏队形

●  B调大号

●  B调次中音号

● 圆号

●  B调萨克斯管

● 小号

● 短号

●  B调单簧管

●  B调单簧管

● 小鼓

●  B调大号

● 上低音号

● 圆号

●  E调萨克斯管

● 小号

● 短号

●  E调单簧管

●  B调单簧管

● 长号

●  B调次中音号

● 圆号

●  B调萨克斯管

● 小号

● 短号

● 短笛

●  B调单簧管

● 小鼓

● 长号

●  B调次中音号

● 圆号

●  B调萨克斯管

● 小号

● 短号

● 长笛

●  B调单簧管

● 小鼓

● 指挥

纵向列队行进时常采用的队形

室外演出位置

大中型管乐队甚至是超大型管乐队，适用于室外演出，尤

其是广场演出。超大型管乐队的组成，基本原则是几支大中型

管乐队的叠加。

根据演出的需要，乐队位置可以多种多样，一般演出位置

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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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乐器简介

1. 木管乐器

根据发音的音质差异，其内部又分为两组 ：硬音组和软

音组。

硬音组乐器包括：短笛、长笛（可分作两个声部）、双簧管（可

分作两个声部）、E调单簧管、B调单簧管（可分作三个声部）、

大管（可分作两个声部）。此组乐器与西洋交响乐队的乐器无异，

它们的发音特征是刚劲有力。

软音组乐器包括：E调萨克斯管（可分作两个声部）、B调 

次中音萨克斯管（可分作两个声部）、 E 调上低音萨克斯管、

B 调低音萨克斯管等。此组乐器整体发音特征圆润柔和，它

们的使用可使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之间的音色更加协调柔和。

  萨克斯管

常用的萨克斯管有 B调（高音）、E调（中音）、B调（次中音）、E调 

（上低音）四种。萨克斯管的音量较单簧管大，吹奏具有特殊效果的滑音

比较容易。

萨克斯管亦属移调乐器。 B调高音萨克斯管发音比记谱音低大二度； 

E调中音萨克斯管发音比记谱音低大六度； B调次中音萨克斯管发音

比记谱音低九度。

B调单簧管是一种移调乐器，它的

实际发音比记谱音低大二度。常用

音域为 e—e3（记谱音），它的高音

区发音明亮、纯净，吹奏自如，适

宜表现各种表情。

  B调单簧管　

2. 铜管乐器组

同木管乐器组一样，铜管乐器组也分为两组：硬音组和软

音组。

硬音组乐器包括：F 调圆号（可分作四个声部）、 B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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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号

短号有 B调与A调两种。两种短号

的使用主要是为了方便演奏调性不

同的乐曲。 B调短号适合演奏降号

调的乐曲；A调短号适合演奏升号

调的乐曲。短号在小型吹奏乐队中

属于最常用的高音旋律乐器，最适

宜吹奏如歌的旋律。

  大号

大号有 B调与 E调两种，是乐队

的低音基础。

B调次中音号是移调乐器，用高

音谱表记谱，它的实际音高比记谱

音低九度。在小型乐队中占有重要

位置，有时与高音乐器齐奏主旋律，

有时也用以演奏副旋律。

  B调次中音号　

小号（可分作两个声部）、长号（可分作三个声部）。

软音组乐器包括： B 调短号（可分作两个声部）、 B 调

次中音号（可分作两个声部）、 B 调上低音号、大号（可分作

两个声部）等。

3. 打击乐器组

打击乐器组有大军鼓、定音鼓、响板、小军鼓、三角铁、锣、

大钹、铃鼓等。

大军鼓的音响丰满，力度转换能力强，强奏时 

（ f或 ff 、sf ）如滚滚雷声迎面而来，弱奏时（pp

或 p）如在远方闷响，令人震撼。

  大军鼓

小军鼓适宜演奏快速的节奏音型，在力度的变化

上也有很强的表现力，能够很好地烘托气氛。

  小军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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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大阅兵”等仪式录像，辨识管乐队各乐器组位置。

2  请课后查阅资料，搜索几首著名的管乐队作品，如苏萨的《越过海洋的握手》等，

与同学们共同分享并聆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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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展览会
“漫步”主题 

木管五重奏

长笛

双簧管

圆号

大管

单簧管

〔俄〕穆　索　尔　斯　基曲

〔德〕约阿希姆·林克尔曼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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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爱

〔法〕保罗·莫里哀曲

《蓝色的爱》是一首由混合乐队演奏的经典轻音乐作品，它的旋

律舒展、平和、真挚、隽永，是莫里哀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作品介绍

保罗·莫里哀 1925 年出生于法国马赛，自幼学

习钢琴，并显示出良好的音乐天赋。后进入马赛音乐

学院，接受了正统音乐教育，14 岁时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出于对爵士音乐的兴趣，他投身流行音乐。17

岁时，他组织了一个乐团，最初在各国巡回演出，以

后转移到欧洲的音乐活动中心巴黎演出。在长期的演

出活动中，莫里哀对轻音乐的编曲、作曲和演出进行

了新的探索，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保罗·莫里哀

混合乐队常识

第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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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乐队常识

混合乐队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产生于 20 世纪末，是指部

分西洋管乐器与部分民族乐器相结合的一种乐队组合形式。

在世界各地，因排练作品的特殊风格的需求，将外来乐

器与本国、本民族乐器相结合的做法普遍存在。例如，在中国 

民族管弦乐队中加入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在西洋管弦乐队中加

入了中国的民族乐器锣。可以说，由不同民族、不同种类乐器

在一起演奏的乐队，都叫混合乐队。而一般意义上的混合乐

队，是指 20 世纪西方国家开始流行的电声乐队，如由电子琴、

电吉他、电贝斯、电鼓和交响乐队的一部分乐器组成的乐队；

有些乐队也会再加入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乐器，如排箫、筝和 

苏格兰风笛等，这些乐队通常用于演奏一些轻音乐。

乐队的位置排列

典型的管乐电声乐队的编制如下：

1. 小型管乐电声乐队编制

小型管乐电声乐队的编制很灵活，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种：吹奏乐器有长笛 1 支、单簧管 2 支（可用 1 支）、

中音萨克斯管（ E）1 支、次中音萨克斯管（ B）1 支、小号 2

支（可用1支）、长号1支、圆号2支。电声乐器有电子合成器（或

电子琴）1 台、合成器 1 台、电吉他 1 把、电贝斯 1 把。打击

乐器有架子鼓 1组。

第二种：吹奏乐器有长笛（或单簧管）1 支、中音萨克斯 

管（ E）1 支、小号 1支、长号 1支。电声乐器有电子合成器（或

电子琴）1台、电吉他1把、电贝斯1把。打击乐器有架子鼓1组。

2. 小型管乐电声乐队位置

  架子鼓

  小号

  电贝斯

  中音萨克斯管

  电子合成器（或电子琴）

  电吉他

  美国莱斯特·杨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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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乐器简介

混合乐队主要由吹奏乐器、电声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其

中包括电吉他、电贝斯、电子琴、电子合成器及架子鼓等。

电吉他是一种用左手按弦、右手弹拨的高音乐器，

实际音域为E—c3。在混合乐队中，电吉他常用于

演奏主旋律。在乐曲的前奏中，电吉他往往起点题

作用，而最能发挥电吉他旋律特色的是在间奏和乐

曲高潮时的即兴性华彩乐段。电吉他也是一件出色

的和声性乐器，常被用于与电子琴配合。如电子琴

演奏旋律时，它作和声衬托，或反之。

  电吉他

电贝斯又称低音吉他。外形和结构同电吉他

类似，有四根弦，它主要担任乐队合奏的低

音部分。

  电贝斯

混合乐队主要乐器

第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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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子鼓又称套鼓，是一组由一个人演奏的打击乐器。在电声乐队中的主要功能是演奏

节奏音型、控制节奏、衬托和渲染气氛，并具有乐队指挥的功能。要求演奏者具有较

好的音乐素质和较强的音乐感，且要动作反应敏捷，手脚配合协调。

架子鼓通常由下列乐器组成 :

低音鼓　又称大鼓、踩鼓，是架子鼓中的低音乐器。其发音易与其他低音乐器相融合。

用来演奏基本的音乐节奏，一般用在强拍上，根据乐曲的需要，往往同电贝斯的节奏

保持一致，用右脚演奏。

小鼓　又称小军鼓，通常用两支硬木鼓槌击奏，声音结实干净并有弹性，穿透力强、

力度变化大、表现力丰富，能演奏较为复杂的节奏音型，在乐队力度变化上起到关键

性的作用。拉紧弹簧，使鼓皮在振动时与弹簧相撞，发音清脆，有紧张感。在鼓皮上

蒙上一层棉织物，发音朦胧而带“沙沙”声。将一支鼓槌架在鼓心和鼓边上，另一支

鼓槌敲击这支鼓槌，发音带有金属与木质声，称作鼓边击。还有一种奏法是使用两支

钢丝槌敲击鼓面，产生一种特殊音响。除第一种音色外，运用其他音色均需用文字在

谱上标明。

桶鼓　由 4至 5个不同口径的桶鼓组成一套，发出不同音高。由高音至低音分别称为

小桶、2桶、3桶、4桶和底桶，击奏方法同小鼓。

踩镲　用左脚演奏。踩动踏板，上下两片镲合击发声。在右手用鼓槌敲击踩镲上叶时，

踩镲称立镲，可发出两种不同音色，脚踩踏板同时击奏，称为闷击，发音沙哑，余音较短；

放开踏板时击奏，称为亮击，发音清亮，余音较长。

吊镲　通常有 2至 3叶，分高音、中音、低音三种，用小鼓槌敲击发音。演奏时可用

槌头敲击吊镲面发出各种节奏型的强烈音响；也可用槌杠敲击吊镲边，产生较轻的音响；

还可以用双槌轮奏，发出密集的音响。

  架子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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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合成器

又名电子音乐合成器，严格地说，它是一件功能较齐全的音响模拟装置。它具有我们平时所熟悉的电子琴全部

模拟音色的功能和预先调制的自动和弦演奏功能，以及节奏音型演奏功能。同时，电子合成器还可以按照一定

的程序随意合成、储存所需要的音色，并具有作曲的功能。电子合成器主要有如下几种功能：

1. 模拟各种乐器和人声。如木管、铜管、弦乐、弹拨乐、人声、打击乐和口哨声等。

2. 模拟自然界的非乐音声响，如各种风声、雨声、潺潺流水声、汹涌的波涛声、海浪声、鸟鸣、兽吼、嘘声、机器声、

火车轮声、马蹄声及枪炮声等。

3. 输入各种乐器的乐音信号，调制成新音色。

可以将几台电子合成器联机使用。并可与计算机设备相结合，制作“迷笛”（MIDI）电子音乐作品。

  电子琴

其最大的特点是音色变化丰富，不仅能奏出电子乐器的特殊音色，而且可以模仿管弦乐队中的几乎所有乐器的

音色，甚至可以模仿人声、口哨声、动物的叫声和宇宙声等自然界的音响和人工音响。它音域宽广，音量变化

幅度大，能按要求奏出预先设置好的和弦，以及用电子技术模仿打击乐器的各种舞蹈节奏等音响。用电子琴作

乐队的和声声部，是电声乐器的重要功能之一，其作用是使乐队的整体音响浑然一体。

  　搜集相关资料，谈谈你对世界流行轻音乐乐队的认识，并举例介绍该乐队的风格

及代表作。

演奏-乐队－4.indd   58 19/7/19   下午3:16



合奏曲目（供选择）

第六单元

踏雪寻梅

茉莉花

东方之珠

八月桂花遍地开

念故乡

雪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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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寻梅

黄　　自曲
甘　琴编配

Allegretto q = 116(      )Allegretto q = 116(      )

Allegretto q = 116(      )

主 旋 律

副 旋 律

低 音

打 击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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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2.

1. 2.

演奏提示 ：

适合四重奏或类似四重奏的四组乐器演奏。各声部可依据性能自行选择乐器，除小军鼓、

大军鼓和大镲外，打击乐声部也可使用三角铁或碰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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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 莉 花

江 苏 民 歌
佚　名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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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提示 ：

各声部可依据性能自行选择乐器，打击乐器可为碰钟或三角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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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珠

罗 大 佑曲
佚　名改编

主旋律

副旋律

低  音

打击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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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提示 ：

适合四重奏或类似四重奏的四组乐器演奏。各声部可依据性能自行选择乐器，打击乐器可为碰

钟或三角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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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桂花遍地开

革命历史歌曲
郑    路编曲

主旋律

副旋律

和  声

低  音

打击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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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提示 ：

各声部可依据性能自行选择乐器，打击乐声部可依“ ”大小写，安排两种或两组不同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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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故 乡
〔捷〕德沃夏克曲

佚  名改编

旋  律

和 声

低 音

打 击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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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提示 ：

此曲适合四重奏或类似四重奏的四组乐器演奏。各声部可依据性能自行选择乐器，打击乐

器可选择碰钟、三角铁之类的小件乐器。乐曲音调略带伤感，情感真挚，演奏时注意勿过响，

应发自内心地演奏。

演奏-乐队－4.indd   72 19/7/19   下午3:17



73

雪 绒 花
〔美〕理查德·罗杰斯曲

佚      　名改编

主旋律

副旋律

和 声

低 音

打击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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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提示 ：

旋律应演奏得优美流畅，和声要平稳柔和，注意三拍子的节奏感和韵律。各声部可依据性

能自行选择乐器，打击乐器可选择铃鼓、三角铁等，音色要柔和，音量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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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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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吉他
第一节	 吉他概况

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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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光
古典吉他曲

〔英〕费尔南多·索尔曲

《月光》是费尔南多·索尔的《练习曲集》（作

品 35 号）中的第 22 首，又名《b 小调练习曲》。

这是一首分解和弦练习曲。

乐曲的主题平和，在分解和弦的衬托下，

表现了安宁的气氛。此曲风格柔美、平稳、宁静，

充满无限的遐思和幸福的憧憬。

作品介绍

吉他概况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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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 榄 树
民谣吉他曲

三  毛词
李泰祥曲

作品介绍

《橄榄树》由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创作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是台湾地区流行

歌曲的代表作之一。该曲由民谣吉他伴奏，结构为引子加带再现的三部曲式。“梦中

的橄榄树”代表不懈的进取和不断的追求，抒发了追逐梦想的游子心中复杂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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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品介绍

1942 年 11 月 27 日，吉米·亨德里克斯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他是

摇滚乐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吉他演奏家。《小翅膀》是吉米·亨德里克斯的重要

作品，在这首乐曲中他将电吉他的演奏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

小 翅 膀
电吉他曲

〔美〕吉米·亨德里克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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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是吉他的繁荣时期。16世纪，复弦吉他

和用手指弹奏的维乌埃拉琴（Vihuela），在演奏与创作

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还

成为宫廷乐器。当时，吉他、维乌埃拉琴等乐器在记谱

时用横线代表各弦，用数字或字母表示音位和指法，与

现在民谣吉他中使用的六线谱类似。

  维乌埃拉琴（Vihuela）

吉他的历史

古典吉他的历史与演奏家

吉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三千年古埃及的耐法

尔、古巴比伦和古波斯的各种古弹拨乐器。考古学家找到的最

古老的类似现代吉他的乐器，是公元前1400年生活在小亚细亚

和叙利亚北部的古赫梯人城门遗址上的“赫梯吉他”。

18世纪未到 19世纪初，吉他采用六根单弦，其音色清晰、
方便调弦，很快得到了欧洲人的青睐，古典吉他的黄金时代到
来了。

在13世纪的西班牙，由波斯语逐渐演化为西班牙语的“吉
他”一词就已经形成。在当时种类繁多的乐器中，已经出现了

“摩尔吉他”和“拉丁吉他”。摩尔吉他琴体为椭圆形，背部鼓起，
使用金属弦，演奏风格比较粗犷；拉丁吉他琴体与现代吉他相
似，是“8”字形平底结构，使用羊肠弦，演奏风格典雅。

19-7演奏-吉他.indd   5 20/3/31   上午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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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初，巴黎、维也纳为吉他音乐中心，活跃
的著名吉他演奏家有费尔南多·索尔、阿瓜多、朱利
亚尼、卡罗利和卡尔卡西。其中，费尔南多·索尔和
朱利亚尼还是出色的作曲家，他们为六弦古典吉他创
作了包括协奏曲在内的第一批大型曲目，为六弦古典
吉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费尔南多·索尔在创作
上承袭海顿、莫扎特的古典音乐传统，除写作歌剧、
舞剧音乐外，还为吉他创作了系统的练习曲、编写了
教程。

塞戈维亚（Segovia，1893—1987），西班牙古典
吉他演奏家。他毕生致力于吉他艺术的发展，如在世
界各地演出、推广吉他，并积极鼓励知名作曲家为吉他
作曲等。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使古典吉他作为音乐会
独奏乐器而被音乐界与世人公认，成为与钢琴、小提琴
一样被人们广为接受的高雅乐器。

19世纪后期，著名的吉他音乐家有考斯特、默茨、

卡诺、雷冈第等，他们为吉他创作的很多作品都成为

19世纪吉他音乐的经典。吉他能在 20世纪蓬勃发展并

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泰雷加

对吉他从制作、乐器性能、演奏技术乃至曲目等方面

的深入研究和革新。泰雷加和他的老师阿尔卡斯一直

致力于与吉他制作家托雷斯合作，并最终研制出了琴

体扩大、音量增大、乐器性能明显改善的现代古典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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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的类别

按照吉他的外形、构造及演奏方法的不同，现代吉他大致

可分以下几类：

古典吉他使用尼龙弦，音质醇厚，

主要用于演奏古典乐曲。古典吉他

的演奏从姿势到手指拨弦都有严格

要求，技巧繁多，被认为是吉他艺

术的最高形式。

民谣吉他是吉他家族中最“平民化”

的成员，使用钢丝弦，声音清脆、

明亮，既可以用手指弹奏，也可以

用拨片弹奏。主要用于给歌唱者伴

奏，适用于乡村、民谣等流行音乐

风格，演奏姿态较为轻松、随意。

传统的夏威夷吉他使用钢丝弦，采

用平放在腿上的演奏姿势，一只手

持金属滑棒按弦，另一只手带金属

指套拨弦，音色华丽独特，擅长表

现旋律。

古典吉他
Classical Guitar

民谣吉他
Folk Guitar

夏威夷吉他
Hawaiian Guitar

电吉他的琴颈类似于民谣吉他，使用钢丝弦，没有共鸣

箱，使用电磁拾音器进行声能转换，依靠外接扬声器发声。

电吉他加上效果器可产生丰富多彩的音色，极富表现力，

是现代流行音乐中的重要乐器。

西班牙民族乐器。外形与古典吉他基本相同，但面板上

可有护板，使用尼龙弦，其音色较古典吉他硬、脆。弗

拉门戈吉他与古典吉他的演奏姿势区别很大：古典吉他

演奏时放在左腿上，而弗拉门戈吉他则放在右腿上。弗

拉门戈吉他起初用于演奏西班牙民间音乐，节奏复杂，

技巧丰富。后流传于世界各地，成为一种风格鲜明的具

有西班牙民族特色的乐器。

弗拉门戈吉他
Flamenco Guitar

电吉他
Electric Guitar

19-7演奏-吉他.indd   7 19/7/19   下午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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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的选择与保养

选　择

1. 查看吉他的面板、侧板、背板、琴码，以及琴颈各部

位有无缝隙，琴颈与共鸣箱的整体结构是否端正、对称。

2. 检查弦轴的齿轮是否完好无损，前后旋转是否顺畅。

3. 检查弦枕及琴桥的高度，拨弦以判断琴弦是否“打品”。

4. 检查琴颈是否平直。

5. 验听吉他的音质，检查各弦音量是否基本平衡。品质

较好的吉他，高音清脆纯正，低音柔和深沉，高把位音量不会

明显衰减。

保　养

1. 避免阳光直射，远离暖气；避免雨淋、受潮，空气过

分潮湿时在琴盒内备放一些干燥剂。

2. 每次用完吉他以后要用柔软的干布擦拭琴弦和琴身，

携带外出时应将吉他放入琴套或琴盒。

3. 调弦不要过紧，一般应调为标准音；长时间不用吉他

应将琴弦调松。

4. 暂时不用吉他时应正面朝上平放在安全的地方，或摆

放在专用的吉他架上。

5. 经常弹奏，是保养吉他的最好方法。

    试着弹奏不同类型的吉他，听辨音色，分辨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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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演奏准备

第二单元

第二节	 吉他的构造与演奏准备

第三节	 吉他的调弦及左右手演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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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罗曼斯
古典吉他曲

西班牙民谣
〔西〕叶佩斯改编

作品介绍

《爱的罗曼斯》是一首西班牙民谣，于 1943 年由西班牙 

吉他演奏家、音乐家叶佩斯改编，后作为电影《被禁止的

游戏》中的主题曲。主旋律在分解和弦中缓缓奏出，充满

温柔和浪漫的气息，是吉他曲中一首经典之作。

吉他的构造与演奏准备

第二节

19-7演奏-吉他.indd   10 19/7/19   下午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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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电吉他和民谣吉他结构图示

吉他的结构

吉他一般由琴头、琴颈、琴身三部分组成。

琴头上有琴钮、琴枕；琴颈上有指板、品丝、品位点；琴

身有音孔、琴箱、护板；等等。

琴头

琴钮

琴颈

指板 

琴枕

品丝

品位点 

音孔

护板

琴码 

琴箱

拾音器

弦桥

琴身

输出插口 

音在指板上的位置

在吉他上，同一根弦上相邻的两个音都是半音关系。以第

二弦为例，一品一品地向上弹奏，音的顺序就是 C、 C、D、 

D、E、F、 F、G、 G、A、 A、B。下面的吉他指板的示意图，

标出了吉他六根弦上从空弦到十二品之间的所有音。

19-7演奏-吉他.indd   11 19/7/19   下午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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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图利亚斯的传说 

〔西〕阿尔贝尼斯曲

吉他的记谱法

吉他的记谱法分为两种：五线谱记谱法（常用于古典吉他

记谱）和六线谱记谱法（常用于民谣吉他和电吉他记谱）。

五线谱记谱法

吉他的五线谱记谱法与钢琴及管弦乐器等通用的乐谱体系

类似，但在乐谱上标了左右手的指法。其中，右手指法用“ p、i、

m、a、ch”表示，乐谱上的数字表示左手按弦的手指，带圈的

数字表示音高所在的琴弦（见下例）。

六线谱记谱法

六线谱也称符号谱，每一条线代表吉他上的每一根弦。最

上面的一条线代表吉他的第１弦，最下面的一条线代表吉他的

第６弦（见下例）。

六线谱

细

粗

19-7演奏-吉他.indd   12 19/7/19   下午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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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露琪亚

在六条线上标上数字，表示不同琴弦的第几品位。“0”表

示空弦，即不按品。如：

六线谱中，和弦的标记方式为用图示来表示和弦在琴弦上

的按点位置。中间数字表示左手指法，或者用黑点表示左手手

指的按点；“Am”表示和弦名称。

Am  Am

意大利民歌

19-7演奏-吉他.indd   13 19/7/19   下午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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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左手按 Am和弦按图。四个箭头依次表示右手由上向下扫 6、5、4弦；

右手由上向下扫 3、2、1弦；右手由下向上扫 1、2、3弦；右手由上向下快速依

次从 6弦拨到 1弦，即琶音。

　　注：左手按C和弦按图。由下往上六根线表示吉他由粗到细的六根弦。“×”

表示右手手指拨弹琴弦；两个“×”叠在一起表示同时拨奏两根弦。

（2）扫弦记谱

（1）分解和弦记谱

拨片及使用方法

拨片是用塑料或一种名叫“赛璐珞”的材料做成的，拨片

的形状各异，尺寸和厚度不一，不同形状和材料的拨片会产生

不同的音色。

用大拇指与食指轻捏拨片。在演奏分解和弦时，右手小指

应该落在音孔附近的面板上作为支撑力，从而保持右手拨弦的

稳定性；在扫弦时，拨片必须捏得松紧适中，以手腕运动为主。

  拨片

  轻捏拨片   分解   扫弦

六线谱中伴奏记谱的方式：

19-7演奏-吉他.indd   14 19/7/19   下午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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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的演奏姿势
吉他演奏姿势主要有两种：站式和坐式。古典吉他采用较

严格的坐姿 ,民谣吉他及电吉他比较随意，两种姿势都可以。

古典吉他演奏姿势

古典吉他的演奏姿势相对来说较为严格和科学。应浅坐在

椅子上，左脚放置在脚架上，脚架一般高约 15 厘米，因各人

身高不同，最好使用可调节高度的脚架。左脚在前，右脚在后。

吉他音箱凹陷处放置在左侧大腿上，用右腿的大腿内侧接触吉

他音箱底部，右臂自然地靠在音箱上端面板与侧板的交接处，

从而维持平衡。

民谣吉他与电吉他的演奏姿势

民谣吉他坐着弹时一般将右腿跷放在左腿上，使吉他的共

鸣箱凹陷处置于右腿上；也可双腿平放，将吉他的共鸣箱凹陷

处置于右腿上；站着弹时则要拴上背带，挎在肩背之上。无论

采用哪种姿势，身体都应放松，琴头略向上倾斜。

电吉他的演奏姿势与民谣吉他相似，也较为自由和随意。

1  参照民谣吉他的演奏姿势，用拨片依次从粗到细拨响每根弦。

2  了解吉他的结构及指板上各音的位置。

  民谣吉他的演奏姿势

  古典吉他的演奏姿势

  电吉他的演奏姿势

19-7演奏-吉他.indd   15 19/7/19   下午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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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英雄
民谣吉他曲

作品介绍

《真心英雄》是李宗盛 1993 年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旋律激昂，歌词积

极向上，表达了追逐梦想、不怕失败、越挫越勇的奋斗精神。吉他伴奏主要

采用三拍子的扫弦技巧，很好地烘托了歌曲旋律，增强了音乐流动感。

吉他的调弦及左右手演奏基础

第三节

李宗盛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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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的定弦与调弦

对于初学者来说，在演奏吉他前，确认琴弦的音是否调准

非常关键。因此，学会调弦是吉他初学者十分重要的一课。

吉他的定弦

吉他有六根弦，俗称“六弦琴”。最细的弦称为 1 弦，最

粗的弦称为 6 弦。一把调准的琴的音高从粗弦到细弦，其标

准定音依次为 E、A、D、G、B、E, 唱名是 Mi、La、Re、Sol、

Si、Mi。吉他六根弦的音高与常用的键盘乐器（钢琴、电子琴等）

上的 E、A、D、G、B、E 的音高相对应。

调弦的方法

1. 琴钮的作用

顺向拧动琴钮则琴弦绷紧，音调变高；逆向拧动琴钮则琴

弦放松，音调变低。

2. 调弦方法简介

（1）定音笛调弦

定音笛是一种类似口琴的装置，由六片金属簧片组成，每

19-7演奏-吉他.indd   17 19/7/19   下午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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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金属簧片与吉他上一空弦音相对应。要为某根弦

定音，就吹响所对应的簧片，把空弦音与簧片音高相

比较。

（2）借助固定音高乐器调弦

空弦音与键盘乐器（钢琴、电子琴等）上相对应

的音相校。

（3）对比调弦

用各弦之间的音高关系调弦，即每一弦根据上一

调准的弦定音。步骤如下：

6 弦：拧动琴钮，使 6 弦的音高与定音笛的低音 E

一样高。

5弦：弹奏 6弦 5品的音，接着再弹奏 5弦空弦音，

让两弦同时发声，拧动 5 弦的琴钮使 5 弦空弦的音高

与 6弦 5品的音高相一致。

4弦：同样的方法，根据5弦5品的音调4弦空弦音。

19-7演奏-吉他.indd   18 19/7/19   下午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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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用软件调弦

吉他调弦应用软件，是目前流行的一种既方便又快捷

的数字化调弦工具。

3弦：根据 4弦 5品的音，调 3弦空弦音。

（4）电子调音器调弦

一般用于电吉他，将电吉他连线一头插入吉他，另

一头插入调音器输入插孔。打开吉他音量旋钮，分别弹奏

每一根弦。调音器的仪表或发光的二极管上可看到此时琴

弦的音高状态。

1弦：最后，根据 2弦 5品的音，调 1弦空弦音。

2弦：根据 3弦 4品的音，调 2弦空弦音。

19-7演奏-吉他.indd   19 19/7/19   下午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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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手演奏基础

左手的指法

通常在吉他乐谱上会标出左手指法（常用的有 4 个手指），

食指用 1表示，中指为 2，无名指为 3，小指为 4。如下图：

食　指—1

中　指—2

无名指—3

小　指—4

123
4

左手持琴的方法

左手大拇指放在琴颈背侧，其他手指的指尖按住琴的品格

处（见右图）。

1. 手腕应略向外送出（见右图）。

2. 拇指原则上应按在琴颈的中间（见右图）。

3. 一般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用来按弦，但必

须坚持如下法则：

（1）各指要用指尖按弦，要尽量用垂直于指板的角度按弦。

  手指垂直于指板—正确   手指不垂直于指板—不正确

19-7演奏-吉他.indd   20 19/7/19   下午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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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弦的位置要尽量靠近品柱。

  按在品柱上—不正确   紧靠品柱—正确  远离品柱—不正确

右手拨奏的方法

吉他演奏中，用右手来拨奏琴弦，可以用手指拨奏（古典

吉他一般用手指），也可以用拨片拨奏。

1. 用手指拨奏：用右手五个手指拨奏六根琴弦时，各指

在乐谱上分别用字母来标示（见下图）。大拇指一般拨6、5、4弦，

即最粗的三根弦；食指拨 3弦；中指拨 2弦；无名指拨 1弦。

各手指用如下字母表示：

拇  指—p（一般负责拨 6、5、4弦）

食  指—i（一般负责拨 3弦）

中  指—m（一般负责拨 2弦）

无名指—a（一般负责拨 1弦）

小  指—ch（极少使用）

p

i m a
ch

手指拨弦的方法主要有两种：靠弦奏法和钩弦法。靠弦奏

法，即拨弦后停靠在下根弦，通常适用于旋律和低声部；钩弦

法，即拨弦后不停靠在下根弦，通常用于分解和弦和快速乐句。

此外，还有轮指等高级演奏技巧。

  拇指的触弦位置（如图，拇指阴影处）   右手手指的拨弦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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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空弦拨奏练习

1. 大拇指用靠弦奏法依次从粗到细拨响 6弦、5弦、4弦。

2. 食指、中指、无名指用靠弦奏法拨奏 3弦、2弦、1弦。

3. 食指、中指、无名指用钩弦法拨奏 3弦、2弦、1弦。

1  用所学的方法为吉他调弦。

2  左右手演奏准备练习。

左手的按品练习

1. 从 6 弦开始，依次按一品、二品、三品、四品。

2. 按上述方法，依次在每根弦上进行按品练习。

19-7演奏-吉他.indd   22 19/7/19   下午3:17



初级演奏训练

第三单元

第四节	 左手指位与右手节奏练习

第五节	 基础和弦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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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指位与右手节奏练习

第四节

彝族舞曲
古典吉他曲

《彝族舞曲》为作曲家、演奏家王惠然于 1965 年创作的琵琶独奏曲，取材于彝族

民间音乐，描绘了彝家山寨迷人的夜色和人们欢乐舞蹈的场面，音乐富有浓郁的西南

少数民族风格。

改编后的吉他版本《彝族舞曲》，以轮指开始，慢起渐快，犹如悠扬的笛音呼唤

着人们前来参加舞蹈。接着从彝族山歌《海菜腔》发展而来的缓慢自由、色彩朦胧的

主题旋律优美抒情，描绘了恬静的山寨美景。中段音乐热烈奔放、富有激情，生动地

展现了欢快的舞蹈场面。最后是主题的再现，音乐重新回到宁静舒缓的意境中。

作品介绍

王  惠  然曲
杨雪霏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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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指位

一般用左手指尖按弦，按弦的位置尽量靠近音品；通常各

弦的第一品位的音用食指按弦，第二品位的音用中指按弦，第

三品位的音用无名指按弦。

右手节奏

右手弹奏方式有两种：手指拨奏和拨片拨奏。既可以通过

右手的手指拨动琴弦，也可以用拨片拨动琴弦形成丰富的节奏。

节奏由不同时值的音符构成，音符时值和对应休止符的主

要形式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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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手指位练习。

2  右手节奏练习。

　　注：可在其他弦上，依此类推做同样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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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TAB”是“tablature”的缩写，是根据音在指板上的位置来记录吉他音

乐的一种方法。

3  弹奏《闪烁的小星星》。

4  弹奏《祝你生日快乐》。

法国儿歌

曲
〔美〕帕蒂·史密斯·希尔
〔美〕米尔德里德·J. 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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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调、a小调和弦指法图

吉他是和声乐器，和弦的运用在吉他音乐中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因此，学习各种和弦的按图是吉他的基本功。如果掌握

了大调或小调的和弦，就能用吉他为大部分歌曲 ( 或乐曲 ) 伴

奏了。

C 大调的三个主要和弦

　  注：F和弦的按法，需要着重练

习。一般手指横倒按住六根或五根琴

弦叫大横按。所以，F和弦是一个大

横按指法。

基础和弦练习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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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和弦与扫弦

1. 分解和弦：在左手按住和弦按图的同时，右手用手指或

拨片分别拨奏和弦各音的演奏方法。

2. 扫弦：民谣吉他扫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使用手指，

另一种使用拨片。扫弦即右手同时快速击奏数根弦的演奏方法，

扫弦时，右手的运动要以手腕为主。

a 小调的三个主要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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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按时

  切音时

  右手手掌鱼际

切音的两种演奏方法

左手切音：对于大横按和小横按的和弦，扫弦之后的瞬间

将左手手指放松，注意不是离开琴弦，而是轻放在琴弦上，将

琴声止住。

右手切音：对于非横按的和弦就需要用右手手掌鱼际部位

轻按琴弦，使弦停止发音。

切音是吉他扫弦演奏中的一个技巧。所谓切音就是使正

在振动的弦停止发声。切音记号用箭头加一个小黑点表示（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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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解和弦练习。

单个和弦练习

左手按 C 和弦：

右手各指标记：

左手按 Am 和弦：

右手各指标记：

左手按 F 和弦：

右手各指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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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左手分别按住C、Am和弦，进行下列分解和弦练习。

　　注：数字“0”“1”竖排、“a”“m”竖排即表示 1、2弦同时拨奏。

（1）

（2）

（2）

（1）

多个和弦练习

多个和弦的连接练习请用慢速弹奏，换和弦时要提前准备，和弦与和弦之间不要

有明显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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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的扫弦伴奏音型

（1）

（2）

（3）

（3）

（4）

（4）

　　注：箭头表示扫弦的方向及位置。

基本练习        　   切音练习

3  左手分别按住C、Am和弦，进行下列扫弦练习。

19-7演奏-吉他.indd   33 19/7/19   下午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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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弹唱《小草》。

小  草
向  彤、何兆华词
王祖皆、张卓娅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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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巩固训练

第四单元

第六节	 音阶巩固练习

第七节	 和弦巩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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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古典吉他曲

〔西〕泰雷加曲

音阶巩固练习

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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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是泰雷加于 1896 年以西班牙著名的阿尔罕布拉宫 

为题材创作的作品，乐曲的副标题为“祈祷”，a 小调。在古典吉他独奏曲中，

这首乐曲独树一帜，是经典吉他名曲之一。乐曲从头至尾运用了轮指技巧，

充分体现了吉他音色的特征。由于全曲采用轮指技巧长达三四分钟，给人以“珠

落玉盘”的感觉，充分展示了恬静、柔美的主题，以及绵绵不绝的遐思。

作品介绍

C大调、a小调音阶指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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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弹奏《兰花草》。

1  弹奏《欢乐颂》。

〔德〕贝多芬曲

台湾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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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弹奏《铃儿响叮当》。

〔美〕彼尔彭特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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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小调三个基本和弦

G大调、e小调和弦指法图

G 大调三个基本和弦

和弦巩固练习

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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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别用分解和弦及扫弦练习G大调、e小调的主要和弦。

（参照本书第五节中的分解和弦及扫弦方法）

2  弹唱《童年》。

童  年
民谣吉他曲

罗大佑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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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进阶训练

第五单元

第八节	 音阶进阶练习

第九节	 和弦进阶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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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乡村音乐史上，约翰·丹佛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也是第一位访问中国 

的美国乡村歌手。约翰·丹佛 1943 年出生于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自幼开始学

习音乐，并显露出良好的音乐素质。1971 年以后，约翰·丹佛致力于乡村歌曲的创

作和演唱。这首歌颂弗吉尼亚山区美丽风光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让约翰·丹佛一举 

成名。

作品介绍

乡村路带我回家
民谣吉他曲

〔美〕约翰·丹佛词曲

音阶进阶练习

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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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大 调、e小调音阶指板图

1  G 大调音阶练习。

2  e 小调音阶练习。

19-7演奏-吉他.indd   45 19/7/19   下午3:17



46

3  弹奏《送别》。

〔美〕奥德威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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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弹唱《喀秋莎》。

喀  秋  莎
〔苏〕伊萨科夫斯基词
〔苏〕 

寒       柏译配
 勃  兰  切  尔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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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调夹的原理及其运用

变调夹是一个便捷的变调工具。它的种类很多，有齿扣式、

滚动式、弹簧式和旋钮式等。

变调夹的原理

吉他的每一个品格代表一个半音，变调夹夹在第一品格时，

吉他的空弦音都升高了半音；变调夹夹在第二品格时，吉他的

空弦音都升高了一个全音。这样一来，通过变调夹的移动，在

不改变指法的情况下，便可以获得不同的调高。

如没有变调夹时演奏的和弦是：C、F、G，将变调夹夹在

第二品格后，仍然演奏以上和弦，此时，和弦实际上已变成：D、

G、A（如下图）。

变调夹夹在第四品格后，仍然演奏以下和弦，实际上和弦

变成：E、A、B（如下图），但是指法并没有变化。依此类推，

用相同的指法，可弹出不同的和弦。

实际：D G A

实际：E A B

和弦进阶练习

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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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调夹的运用

如果一些歌曲的调比较低，可以用变调夹使调变高；如果

有一些和弦指法比较复杂，可以用变调夹使演奏变得更轻松，

从而更好地表现音乐的内涵。例如，原调是 E 调，可以将变

调夹夹在第三品格处，这样就可以选用 C 调的指法来演奏了。

一般用 C 调和 G 调的和弦指法加上变调夹就可以弹出所

有调的歌曲（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常用的调不可以使用变调夹）。

以下是常用调与变调夹的运用对照表。

C G D A E

不夹品 C G D A E

第一品 C/ D G/ A D/ E A/ B F

第二品 D A E B F/ G

第三品 D/ E A/ B F C G

第四品 E B F/ G C/ D G/ A

第五品 F C G D A

第六品 F/ G C/ D G/ A D/ E A/ B

第七品 G D A E B

常
用

和
弦

实
际

调
高变调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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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未来不是梦

陈家丽词
翁孝良曲

1  弹唱《我的未来不是梦》。

1. 主要和弦图

这首歌的原调是 D 调。现在只要用变调夹夹在吉他琴颈的

第二品格上，我们就可以轻松地用 C 调的和弦演奏这首歌了！

2. 基本节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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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9-7演奏-吉他.indd   51 19/7/19   下午3:17



52

19-7演奏-吉他.indd   52 19/7/19   下午3:17



53

2  弹唱《中国人》。

中 国 人

李安修词
陈耀川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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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技巧训练

第六单元

第十节	 吉他的横按及和弦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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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洒天堂》（Tears  in Heaven）是英国吉他演奏家艾瑞克·克莱普顿的一首

经典作品，是他为自己意外身亡的孩子而写的歌。曲调悲伤、哀婉，表达了对亲

人的无限思念之情。

作品介绍

〔英〕艾瑞克·克莱普顿词曲

泪洒天堂
民谣吉他曲

吉他的横按及和弦推算

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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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按是演奏吉他和弦的一种重要方法。手指横倒按住六根

或五根琴弦叫作大横按；按住一部分琴弦（通常是两三根）叫

作小横按。

在和弦按图的左边用数字表示第几品，箭头表示手指横按

几根弦。

  大横按   小横按

吉他的横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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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的和弦推算

和弦的按图是不需要死记硬背的，可以利用横按的手法，通过已

学过的和弦推算出另一个和弦。当左手食指横倒按在六根弦上时，就

相当于一个机动灵活的变调夹，而且比变调夹更方便的是，这样可以

对弦的振动进行制止，食指稍微松一松，便能使声音戛然而止。

1. 以 F 和弦为例：保持 F 和弦的手形，往下移动两个品格，就

变成 G和弦，再往下移动两个品格就变成 A和弦。

2. 以 A 和弦为例：A 和弦往下移动两个品格，就变或 B 和弦，再

往下移动一个品格就变成 C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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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唱《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

王雅君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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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H”（即英文Hammer-on 的缩写）表示用左手手指击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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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奏

第七单元

第十一节	 吉他的重奏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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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之声

〔美〕保罗·西蒙词曲

吉他的重奏练习

第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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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是美国电影《毕业生》的主

题曲，由保罗·西蒙和加芬克尔合作演唱，是一首优美的二重唱作品。

该歌曲的伴奏由两把吉他合作，旋律舒缓细腻，是一首经久不

衰的民谣吉他弹唱曲。

作品介绍

重奏：每个声部均由一件乐器承担的多声部器乐演奏形式。

重奏的种类：根据乐曲的声部和演奏者的人数，一般可分

为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以至七重奏、八重奏，等等。

吉他重奏：一般是指由两把或两把以上的吉他，分别演奏

各自声部的一种多声部器乐演奏形式。常见的有吉他二重奏、

三重奏等。

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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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二重奏练习。

1. 行板

2. 苏格兰舞曲

3. 华尔兹

三首二重奏
〔德〕约瑟夫·屈夫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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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与乐队

第八单元

第十二节	 吉他与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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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

〔英〕
约　翰·列　侬词
保罗·麦卡特尼曲

《昨天》（Yesterday）是英国甲壳虫乐队（Beatles）的代表性歌曲。

甲壳虫乐队是 1956 年由英国利物浦的四个少年组建的。

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隽永，充分展示了甲壳虫乐队的创新

精神，以温和细腻的曲风成为摇滚乐的典型代表作。《昨天》还创造

了一项世界纪录，即各国艺术家翻唱版本超过两千五百种。

作品介绍

吉他与乐队

第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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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自己的电声乐队

电声乐队乐器介绍

1. 键盘乐器：电声乐队中的键盘乐器更多的是在演奏中

作为和声铺垫。既可以演奏旋律，也可以演奏节奏声部，需视

风格而定。

  键盘乐器

电吉他的外围设备

电吉他的外围设备

1. 扩音器：电吉他是通过扩音器等扩音设备来发声的。

2. 效果器：电吉他丰富的音色变化是借助吉他效果器来

实现的。

电声乐队

电声乐队是以电子乐器为主组成的乐队。主要乐器有电吉

他、电贝斯、键盘乐器、电子合成器、架子鼓等。依据演奏需

要，还会在电声乐队中加入小提琴、萨克斯管、小号等西洋乐

器，以及唢呐、三弦等民族乐器。

在电声乐队中，电吉他是十分重要的乐器，按用途可划分

为两种—旋律吉他与节奏吉他。旋律吉他主要负责演奏主旋

律，节奏吉他则主要负责伴奏。

连接方法

用电吉他连线来连接电吉他和扩音器。把电吉他连线的一

端插入电吉他的输出插孔，把另一端插入扩音器中的一个输入

插孔，打开扩音器，调节音量和音调旋钮，选择所需要的音调

和音量。

  扩音器

  效果器

  电吉他与扩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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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谣吉他  电贝斯   电吉他

2. 拨弦乐器：吉他既可以演奏旋律声部，也可以演奏节

奏声部。电声乐队中的拨弦乐器一般用民谣吉他和电吉他。

3. 低音乐器：低音吉他又叫电贝斯，在电声乐队中主要

演奏低音部分。

4. 打击乐器：电声乐队常用到的打击乐器是架子鼓，一

套架子鼓中至少包含了大鼓、军鼓、通通鼓和镲，有低音也有

高音，既能够表现比较严肃的场面（大鼓和军鼓），也能够为

流行乐队起到非常好的烘托作用（通通鼓和镲）。

  打击乐器

19-7演奏-吉他.indd   70 19/7/19   下午3:18



71

  乐队排练《真的爱你》。

真的爱你
（总谱）

小　美词
黄家驹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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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不断向前推进，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建设取得了长足

发展。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

套教材就是在此背景下，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 年版）》具体

要求修订的。     

本套教材总的指导思想是，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

展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在教材中的重要性，在审美感知、艺术表现与文化理解

三个方面体现高中音乐课程核心素养。容量上兼顾基础性与选择性，在原人音版高中音

乐教材基础上作了较大调整与扩充，由之前的 6册拓展为 12 册。全套教材力求选材精当、

编排合理，突出学科特点，让学生在体验与实践的基础上促进知识、技能的提升，树立

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培养创新精神和能力。     

本套教材由赵季平、莫蕴慧担任总主编。于薇、牛琴、王秀会、王霞、付裕坤、甘元平、

申晓红、刘俊丽、刘涛、刘晨曦、孙岩、孙霁、毕嵘、闫婧华、齐龙腾、余含、张华钟、

张晓华、李东、李爽、杜宏斌、杨文立、杨健、汪芳、欧阳涛、胡苹、赵靖、席恒、徐伟、

梁洪来、郭云馥、斯庆嘎、程郁华、黄玲、董巍、潘丽琴、戴海云、薛晖（按姓氏笔画排序）

等专家学者对此次教材修订工作给予了热忱的指导和帮助，为教材顺利修订完成做了大

量工作，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套教材除教科书外，还有教学 CD、多媒体光盘以及教师用书等配套资源。 

由于时间仓促，以及编者水平有限，本教材一定有不少疏漏之处，敬请各地广大教师

在使用过程中予以批评指正。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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