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音程分类音程分类音程分类音程分类 

 

一一一一、、、、单音程与复音程单音程与复音程单音程与复音程单音程与复音程（音响见素材 033） 

单音程单音程单音程单音程：：：：是指在一个八度的范围内构成的音程。 

  如   

复音程复音程复音程复音程：：：：是指超过一个八度的音程，即九度以上的音程，都是复音程。 

  如   

复音程的命名复音程的命名复音程的命名复音程的命名：：：：两种 

（1）、在单音程名称的前面，直接加“复”。如大三度，变成复音程以后，可以称为复大三度。

复音程的大跳进行，将音乐推向高潮。 

（2）、复音程的计算方式为：在不超过两个八度范围内的复音程，可以直接在音程度数上加

七，音程性质保持不变，形成新的复音程名称；反之，用某音作为根音，构成十二度音程，

用 12 减 7 等于 5，也就是用根音构成五度，再提高一个八度即可。 

（3）、复音程的性质，包括大、小、增、减、纯等，与单音程的名称相同。 

如   

 

二二二二、、、、自然音程与变化音程自然音程与变化音程自然音程与变化音程自然音程与变化音程 

1.1.1.1.自然音程自然音程自然音程自然音程： 

自然调式中所具有的一切音程，包括纯音程、大、小音程，增四度及减五度音程，称为自然音

程。 

2.2.2.2.变化音程变化音程变化音程变化音程：：：：    

除增四度，减五度以外的所有增减音程及倍增、倍减音程，称为变化音程。 

构成变化音程时，不要随意用等音。只能在音符前加临时记号来增减半音的数目。 

例：E到#E 是增一度，#E 与 F 是等音，不能用 F代替#E。 

将纯音程、大音程的冠音升高或根音降低，成为增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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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纯音程、小音程的冠音降低或根音升高，成为减音程。 

 

三三三三、、、、等音程等音程等音程等音程：：：：是指音高相同，但记谱和意义均不相同的两个音程。 

等音程的两种情况（音响见素材 034）： 

1、音高相同，记谱不同，性质相同,如 ； 

2、音高相同，记谱不同，性质不同，如 。 

 

四四四四、、、、协和音程和不协和音程协和音程和不协和音程协和音程和不协和音程协和音程和不协和音程（音响见素材 035）：：：： 

从听觉效果上来判断，可以分为协和音程协和音程协和音程协和音程和不协和音程不协和音程不协和音程不协和音程两类。 

1、极完全协和音程：包括纯一度、纯八度：  

2、完全协和音程：包括纯四度、纯五度：  

3、不完全协和音程：包括大三度、小三度和大六度、小六度： 

    

4、不协和音程：大、小二度，大、小七度及所有增减音程： 

    

转位前后的一组音程，其协和程度完全一致。 

 

协协协协                    和和和和                    音音音音                    程程程程                                                        不不不不    协协协协    和和和和    音音音音    程程程程        

 

纯 1 度、纯 8度   极完全协和音程          大、小 2、7度 

      纯 4 度、纯 5度   完全协和音程            增 4、减 5度 

大、小 3、6度    不完全协和音程          

 

 

五五五五、、、、 稳定音程与不稳定音程稳定音程与不稳定音程稳定音程与不稳定音程稳定音程与不稳定音程 

在调式音阶中，Ⅰ、Ⅲ、Ⅴ级为稳定音级。由稳定音级相互构成的音程，称为稳定音程。 

C 大调（音响见素材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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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Ⅰ、Ⅲ、Ⅴ级以外，Ⅱ、Ⅳ、Ⅵ、Ⅷ级都为不稳定音级。由不稳定音级构成的音程，或一个

稳定音级、一个不稳定音级构成的音程，都称为不稳定音程，因此需要解决。 

首先看不稳定音级对稳定音级的倾向性。 

 

   

将不稳定音级进行到最近的稳定音级上，也就是不稳定音程的解决方式。 

在 C大调中，Ⅰ级稳定，Ⅱ级要解决。它可解决到Ⅰ级或Ⅲ级，相比较之下，Ⅰ级更为稳定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