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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音乐构成的骨架——节奏

节奏、节拍概述

特征鲜明的节奏——
节奏型



  7.1  节奏、节拍概述

u 通俗点讲，音乐的节奏是指音乐旋律进行中音阶、音符或者音节的长短
和强弱等。音乐的节奏常被比喻为音乐的骨骼，是乐曲结构的基本因素。音
乐的节奏是从生活节奏和语言节奏中概括、创造出来的。
u 从音乐的表现力来看，节奏能表现人与物体运动的运作和形态；能渲染
气氛和刻画形象；能形象地描绘和表现运动的形态与气氛的转变过程。

7.1.1  节奏的概述



  7.1  节奏、节拍概述

7.1.2  节拍的概述→7.1.2.1  节拍的概念

u 节拍是音乐中的重拍和弱拍周期性地有规律地重复进行，
是指强拍和弱拍的组合规律，具体是指在乐谱中每一小节的音
符总长度，常见的1/4、2/4、3/4、4/4、3/8、6/8、7/8、
9/8、12/8拍等，每小节的长度是固定的。
u 一首乐曲的节拍是作曲时就固定的，不会改变。 一首乐曲
由若干种节拍相结合组成的叫做复合拍子。
u 我国传统音乐称节拍为“板眼”，“板”相当于强拍，“
眼”相当于次强拍（中眼）或弱拍。



  7.1  节奏、节拍概述

7.1.2  节拍的概述→7.1.2.1  节拍的概念

常用的节拍有以下几种：
u 2/4拍：2/4拍是4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2拍，可以有2个4
分音符。强、弱。我们在后面的节奏训练时再讲解。
u 3/4拍：3/4拍是4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3拍，可以有3个4
分音符。强、弱、弱。大家可以用手拍打桌子来感受一下，或者
用跺脚来体会一下。
u 4/4拍：4/4拍是4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4拍，可以有4个4
分音符。强、弱、次强、弱。
u 6/8拍：6/8拍是8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6拍，可以有6个8
分音符。强、弱、弱；次强、弱、弱。



  7.1  节奏、节拍概述

7.1.2  节拍的概述→7.1.2.2  节拍的分类

u 在音乐中，时间被分成均等的基
本单位，每个单位叫做一个“拍子”
或称一拍。
u 拍子的时值是以音符的时值来表
示的，一拍的时值可以是四分音符
（即以四分音符为一拍），也可以是
二分音符（以二分音符为一拍）或八
分音符（以八分音符为一拍）。

u 拍子的时值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
u 拍子的基本时值确定之后，各种时值的
音符就与拍子联系在一起。

例如，当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时，一个全
音符相当于四拍，一个二分音符相当于两拍，
八分音符相当于半拍，十六分音符相当于四
分之一拍；如果以八分音符作为一拍，则全
音符相当于八拍，二分音符是四拍，四分音
符是两拍，十六分音符是半拍。



  7.1  节奏、节拍概述

7.1.2  节拍的概述→7.1.2.2  节拍的分类

（1
）

单拍子

每小节有两拍或
三拍的拍子。

复拍子

两个或两个以上
同类型单拍子的组合。

混合拍子

两个或两个以上
不同类型单拍子的组
合。

变拍子

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拍子交替出现。

（2
）

（3
）

（4
）



  7.2  特征鲜明的节奏——节奏型

7.2.1  概念界定

u 在歌曲中反复出现的有一定特征的节奏叫做“
节奏型”。节奏型在音乐表现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u 在歌曲中运用某些节奏型，使人易于感受便于
记忆，也有助于歌曲结构上的统一和音乐形象的确
立。
u 有些歌曲仅从节奏型就可以清楚的说明歌曲的
类型，风格等。如重金属、朋克、布鲁斯等。



  7.2  特征鲜明的节奏——节奏型

7.2.2  常见节奏型

u 音乐中比较常见的节奏型有下面几种，下面的节奏型书写用符号是简谱的符号， 
“X”通常可以唱为“哒”，“O”通常唱为“空”，是简谱的休止符号。



  7.2  特征鲜明的节奏——节奏型

7.2.2  常见节奏型

二拍子、三拍子常见节奏型



  7.2  特征鲜明的节奏——节奏型

7.2.2  常见节奏型

四拍子常见节奏型



  7.2  特征鲜明的节奏——节奏型

7.2.2  节拍与节奏的区别

节拍 节奏

u 节奏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含了音乐中与
时间有关的所有因素，例如，小节、拍子、重
音的位置和循环周期等。
u 当我们说一个人“节奏感好”的时候，意
思是这个人能够恰如其分地调动这些因素，使
音乐富于艺术性，而不只是钟表般地精确。
u 节拍则简单得多，它由拍号和小节线标记
出来，一目了然。

u 节拍的概念是很具体的，它指强拍和弱拍的组
合规律。
u 每隔一个弱拍出现一个强拍时是一种节拍，每
隔两个弱拍出现一个强拍时是另一种节拍。
u 从乐谱上来看，节奏是无所不在的，它体现在
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小节线、每一个重音记号和速
度标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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