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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演奏樂曲

《 簡介 》
世上有許多不同的音樂類型和節奏風格。針對DTX402 系列，我們從主流曲風與技巧中選

出10 首樂曲，幫助磨鍊您的擊鼓技巧。即使是初學的鼓手，只要依循下述的順序圖，也

能輕鬆的建立起自己的風格。至於那些懂音樂的人，也歡迎你們使用此鼓譜來嘗試演奏每

首樂曲。在各類型樂曲的樂譜上若標有“課程( 編號)”，表示與訓練模式中的“Song part 
gate” 練習部分是相容的。有關詳情，請參閱DTX402 系列的使用說明書。此外，您也可使

用DTX402 系列專用的iOS/Android 應用程式 “DTX402 Touch”，觀看作者所演奏的示範影

片。

本說明書中所使用的順序圖範例：

編號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 ● ● ● ● ●
● ●

● ●

●

《 如何閱讀順序圖 》

形成節奏型或過門基礎的音符， 被指定給一系列隨音感或律動 (groove) 而變化的數

字。

一個44拍小節裡面的節拍數。此行中的紅色數字依照四分音符時間 (從第一拍開始 )。
一定要大聲數出時間。

標準的練習方法是要唱拍， 喊出 "1e&a 2e&a" 像是 "one eee and aah two eee and 
aah~" 等等。

編號

節拍

4分音符音感

8分音符音感節拍

16分音符音感節拍

8分音符音感：1-8 / 16分音符音感：1-16 / 三連音音感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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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用順序圖練習 》
1. 從頭依序看著編號， 確認要擊打哪個樂器並建立節奏。

以黑點 (●) 表示擊打。 在建立節奏時， 不需要配合樂曲的速度。 慢慢開始。

例：如何建立 POP 1 ( 流行樂 1) 節奏 ( 排練記號 A， 第 10 頁 )
1 ：同時用右手 ( 腳踏鈸 ) 與右腳 ( 大鼓 ) 擊打 
2 ：只用右手擊打 ( 腳踏鈸 )
3 ：同時用右手 ( 腳踏鈸 ) 與左手 ( 小鼓 ) 擊打

4 ：只用右手擊打 ( 腳踏鈸 )
5-8 打法同 1-4， 所以只要您會連續從 1 打到 4， 就已經完成。

2. 只要您已經會上述的節奏打法， 繼續演奏並大聲唱拍去抓住那種音感。

• 例如在練習 8 分音符音感時， 唱拍以感受 8 分音符的節拍。

• 您也可以從右手開始， 逐漸建立起節奏， 然後加入左手， 最後再加入右腳。

索引

POP1
(流行樂 1)
POP2
(流行樂 2)
ROCK1
(搖滾樂 1)
ROCK2
(搖滾樂 2)
METAL
(金屬樂 )

02

03

04

05

01 10

16

20

24

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36

40

44

48

FUNK
(放克 )
HIP HOP
(嘻哈 )
EDM
(電子舞曲 )
JAZZ
(爵士樂 )
LATIN
(拉丁樂 )

06

07

08

09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打鼓基礎知識

握鼓棒

《 鼓棒的抓握位置 》

《 握住鼓棒 》

･ 握在約從鼓棒末端算來1/3跟1/4處的中間(第
9頁)。
握在1/3處會使擊打端太短，鼓棒感太輕，而

握在1/4處則剛好相反。

･ 更具體的說，鼓棒有一個平衡點，抓住平衡

點就更容易使鼓棒從鼓面回彈。最好是由您

自行找到那個平衡點，但是請先從上述的握

棒點開始嘗試。

在知道要握住哪裡後，將該點緊握於拇指虎口處

最多肉的地方與食指的第一指節之間。

先試著只用這兩根手指來擊鼓。

正確

錯誤

使用剩下的三根手指輕輕支撐住鼓棒。 若這三

根手指緊握住鼓棒，會造成以下問題：

･ 擊打時會很累

･ 鼓棒無法從鼓面回彈，破壞音質

･ 使用手臂擊打而不是使用手腕

理想的情況是在鼓棒與手掌之間要保留一些空

隙，不要太用力抓握鼓棒。切勿過度用力抓握

鼓棒。

1/3 1/4

第1步

第3步

第2步

握住鼓棒時，鼓棒應與前臂成一直線。如果小

指因為這樣而無法碰觸到鼓棒，可稍微調整一

下角度讓小指可接觸鼓棒。在打鼓時有很多的

動作，最好是將自己的手臂視為鼓棒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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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就緒姿勢 》

･ 當鼓棒的頭位在鼓皮中心的上方時，讓鼓棒

懸空在鼓皮上方2-3公分處。這個基本姿勢叫

作 “準備就緒姿勢”。

･ 採取這個姿勢時，不要養成將鼓棒放在鼓皮

上的習慣，因為這樣會在開始擊打前產生噪

音。

正確

錯誤

《 姿勢 》
以倒 V 形握住鼓棒。

在做這個動作時， 要讓鼓棒與前臂成一直線。

然後放下手臂， 讓鼓棒的頭位在鼓皮中心的上

方。

做好打鼓準備

小技巧
上 述 的 擊 打 方 式 稱 為 “ 對 稱 式 握 棒

(matched grip)”。還有一種傳統握法(也就

是orthodox grip)。由於傳統式握棒的難度

稍高，所以在本說明書中我們使用對稱式

握棒來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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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踩法 》

《 墊踩法 》

《 準備就緒位置 》

調整鼓椅的位置，讓右腳在坐著時正對大鼓。保

持放鬆姿勢不要坐太後面；身體重心應擺放在

座位中間。
使用墊踩技巧時，讓腳趾尖稍微低於踏板的頂

端。

使用平踩技巧時，腳趾的位置不需低於踏板的頂

端。

將腳趾置於踏板上並抬起腳跟，讓腳的重量將踏

板往下壓，使大鼓鼓槌碰觸鼓皮。這就是大鼓踏

板的準備就緒位置。

踏板有兩種基本踩踏技巧。

坐在鼓椅上

踩踏板

･ 放下腳跟，使用腳踝踩下踏板。

･ 用這個技巧可輕鬆擊打出柔和的聲音，但是

無法保持很強力的聲音。

･ 抬起腳跟，使用整個腳掌踩下踏板。

･ 用這個技巧很難擊打出柔和的聲音，但是可

輕鬆保持強力的聲音。

不論是平踩法還是墊踩法都各有優缺點，所以就

看您要表現出什麼樣的聲音來選擇使用哪種技巧

。

腳的位置

《 將腳踩在大鼓的踏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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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音鈸通常是使用鼓棒頭來擊打(第9頁)，但是

碎音鈸則是用鼓棒的肩部來擊打。讓碎音鈸的位

置稍微高於定音鈸，這樣會更易於擊打。

《 定音鈸Ride cymbal 》

《 碎音鈸Crash cymbal 》

打鈸

《 腳踏鈸Hi-hat 》

小技巧
使用同樣的墊踩法技巧時，還有一種演奏

方式稱為 "open sound”，也就是讓大鼓

鼓槌不接觸到鼓皮。但這是一種有難度的

技巧，在演奏時很難保持平衡，所以就不

在此多做介紹了。

･ 如上圖所示交叉鼓棒。使用右手擊打腳踏鈸

，並用左手擊打在其下方的小鼓。

･ 左撇子鼓手可以不用交叉鼓棒，直接用左手

擊打腳踏鈸，並用右手擊打小鼓。

･ 用右手擊打定音鈸，並用左手擊打小鼓。

･ 以此方式擊打時，定音鈸的擊打面要與鼓棒

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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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的各部位名稱與記譜法

高音中鼓 (中鼓 1)

碎音鈸

碎音鈸 高音中鼓
低音中鼓

腳踏鈸

小鼓

腳踏鈸

小鼓

低音中鼓 (中鼓 2)

落地鼓 (中鼓 3)

大鼓

定音鈸

定音鈸

落地鼓

大鼓

《 鼓的各部位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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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的各部位名稱與記譜法

鼓棒各部位名稱

《 記譜法 》

頭 握把肩部 尾部

腳踏鈸

腳踏鈸閉

定音鈸 腳踏鈸 (H.H)
開 閉 碎音鈸

小鼓
高音中鼓 低音中鼓

落地鼓

大鼓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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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1 (流行樂 1)  //

01
樂譜

114
8分音符

速度： 
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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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樂譜

《 練習樂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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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樂譜

這是八分音符音感的最基本節奏型。要練習鼓的樂句時，先從該樂曲的基本型練起。

本樂曲是以八分音符的節奏型為主， 所以編號範圍是從 1 到 8。

過門主要就是一種即興創作， 從重覆演奏的主節奏型中跳出來， 並加入長度通常為

一或兩個小節的轉調演奏。 其表現方式主要取決於演奏者的音樂感。 在日本也將其

比喻成 “配菜”， 因為它為曲調增添變化。 過門的主要作用是凸顯伴奏， 讓樂曲

更有活力， 而且通常是要轉到曲調的下一部份時所進行的過渡演奏方式。

排練記號 B 的節奏型在編號 4 的位置加入大鼓。

排練記號A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排練記號B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節奏型 》

《 過門 #1 (交互打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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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樂譜

①鼓棒控制(基本16分音符)

R ( 右手 ) 和 L ( 左手 ) 相互交替。

1 e & a

● ●
● ●

節拍

右手 (小鼓)

左手 (小鼓)

• 確認兩手的鼓棒高度 ( 擊打時舉起鼓棒的高度 ) 是相同的。

• 使用節拍器重覆練習。

• 先練習右手 / 左手， 一旦您掌握到訣竅， 加入右腳並保持四分音符的節奏。

②鼓棒控制 (16分音符變化)

從以下開始， 我們就將上述 ① 的 RLRL( 左右左右 ) 交替視為標準打法。

1 e & a

● ●
● ×

節拍

右手 (小鼓)

左手 (小鼓)

• 這裡沒有 ① 裡面的第 4 拍。

• 使用節拍器重覆練習直到您可以保持該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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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鼓棒控制(16分音符變化)

1 e & a

● ●
× ●

節拍

右手 (小鼓)

左手 (小鼓)

• 這裡沒有 ① 裡面的第 2 拍。

• 使用節拍器重覆練習直到您可以保持該節奏。

• 重覆此樂句可讓您獲得 POP2 ( 流行樂 1) 的排練記號 A 中的腳踏鈸節奏 ( 第 16
頁 )。

• 連續演奏 ② 和 ③，可讓您獲得排練記號 A 中的第 4 小節的 3 拍和 4 拍的過門。

• 連續演奏 ③ 和 ②，可讓您獲得排練記號 B 中的第 4 小節的 3 拍和 4 拍的過門。

01
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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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只用手部動作 ( 雙手 ) 來演奏過門或是加入腳步動作 ( 雙腳 )。 一個同時用到雙

手和腳的樂句， 稱作手 / 腳組合。

排練記號A第8小節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 ● ●

●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排練記號B第8小節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 ● ● ● ● ●
● ● ●

●
●
● ●●

●

《 過門 #2 (手 /腳組合 ) 》

01
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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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2 (流行樂 2)  //

02
樂譜

112
8分音符

速度：

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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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樂譜

《 練習樂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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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樂譜

排練記號A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 ● ●
(小鼓)

●
(小鼓)●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 ●
● ●●

● ●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腳踏鈸)

右腳 (大鼓)

排練記號B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 ● ●
(小鼓)

●
(小鼓)●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 ●
●● ●●●

● ●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腳踏鈸)

右腳 (大鼓)

• 右手在編號 5 和 13 時換到小鼓。 務必與大鼓保持同步。

• 當右手從腳踏鈸換到小鼓時， 必須是從上往下打而不是斜著打。

此節奏型使用 POP1 ( 流行樂 1) 的過門 ( 鼓棒控制③， 第 14 頁 )。

接下來的節奏型是使用 POP1 ( 流行樂 1) 中說明的過門 ( 鼓棒控制 ①， 第 13 頁 )。

注意右手的動作要與排練記號 A 的動作一樣。

《 節奏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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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樂譜

1 e & a

● ×
● ●

節拍

右手 (小鼓)

左手 (小鼓)

1 e & a

×
●
●
×

節拍

右手 (小鼓)

左手 (小鼓)

④鼓棒控制(16分音符變化)

⑤鼓棒控制(16分音符變化)

• 此樂句沒有鼓棒控制 ① ( 第 13 頁 ) 裡面的第 3 拍。

• 使用節拍器重覆練習直到您可以保持該節奏。

• 此樂句沒有鼓棒控制 ① ( 第 13 頁 ) 裡面的第 1 和第 4 拍。

• 也可將此樂句視為缺少鼓棒控制 ② ( 第 13 頁 ) 裡面的第 1 拍。

• 在 ② ( 第 13 頁 ) 和 ⑤ ( 第 19 頁 ) 之間替換更易於理解。

排練記號 B 第 8 小節

《 過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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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 1 (搖滾 1)  //

03
樂譜

90
8分音符

速度：

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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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樂譜

《 練習樂句 》



22

03
樂譜

排練記號A

編號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 ● ●
●

● ●

排練記號A第2小節/排練記號B

編號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節拍

右手 (定音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 ● ● ● ● ●
● ●

● (●) ●●

●

腳踏鈸使用 8 分音符節奏型， 但是大鼓具有 16 分音符音感。

在編號 2 加入大鼓， 可獲得排練記號 B 的節奏型。

《 節奏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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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樂譜

排練記號A第4小節

編號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 ●
(開)

●
(開)

●
(開)

●
(開)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 ● ●
● ● ●

● ● ● ●左腳 (用腳擊打腳踏鈸)

不同於基本裝飾音， 在裝飾加重音中的裝飾音和主要音的音量是相同的。 舉起鼓棒

並用右手斜打鼓皮。 先練習從右到左， 可讓您加入像是右腳與小鼓 ( 左手 ) 結合的

裝飾加重音。

《 過門 》
裝飾加重音(Flam Accent) 排練記號B第8小節

節奏的抑揚頓挫是指在節奏開始變得單調時，有效的在樂句中加入變化使其更為生

動。相關範例請參考排練記號A 的第4 小節和排練記號B 的第8 小節。我們在此使用將

兩個音高相同的音符連在一的延伸記號來介紹節奏的抑揚頓挫。

《 節奏的抑揚頓挫 》

• 腳踏鈸開， 表示左腳不踩腳踏鈸踏板， 將會呈現開放的音色。

• 確認左腳 ( 腳踏鈸踏板 ) 必須與左手 ( 小鼓 )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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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 2 (搖滾 2)  //

04
樂譜

146
8分音符

速度：

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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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樂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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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譜

本樂曲使用稱為 Shuffle 的節奏型。 Shuffle 的基本型是不演奏三連音的中間拍 ( 第
2 拍 )。

在本樂曲中，右手使用 4 分音符 Shuffle。 此處的要點是要用三連音音感擊打大鼓。

此節奏型是以三連音為基礎， 所以編號到 12。

此處的要點是以三連音音感演奏編號 3 和 9。

《 節奏型 》
排練記號A

1 2 3 4 5 6 7 8

1 & a 2 & a 3 &

● ●
●
●

●

●

●
●
●

(●)
●

9 10 11 12

a 4 & a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排練記號B/排練記號A第7小節

1 2 3 4 5 6 7 8

1 & a 2 & a 3 &

編號

節拍

右手 (定音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
●

(●)

●

●

●
●

●●

9 10 11 12

a 4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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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鼓棒控制(三連音)

• 三連音使用交替打擊法。

• 奇數拍 (1 和 3) 使用右手打擊， 偶數拍 (2 和 4) 使用左手打擊。

• 用右腳保持四分音符節奏練習。

《 過門 》

1 2 3 4 5 6

1 & a 2 & a

編號

節拍

右手 (小鼓)

左手 (小鼓)

●
●
●
●
●
●

⑦鼓棒控制(三連音)

• 兩個節拍的四分音符三連拍時間為順序圖中的 1、 3 和 5。 也就是要使用鼓棒

控制 ⑥ 裡面的左手節奏型 ( 第 27 頁 )。
• 練習順序圖中的2、4和5時，左手要在空中擺動，直到您可很精準的掌握時間。

《 節奏的抑揚頓挫 》

1 2 3 4 5 6

1 & a 2 & a

●
●
●
●
●
●

編號

節拍

右手 (小鼓)

左手 (小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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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L (金屬樂 )  //
05
樂譜

110
8分音符

速度：

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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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樂譜

《 練習樂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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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樂譜

演奏此樂曲時腳要雙擊 (double stroke)。 雙擊是指單一個動作要擊鼓兩次。 此樂曲

在大鼓部分使用連續雙擊， 也稱為雙踏 (double kick)。

使用兩腳交替打擊法時， 用雙手重覆練習 16 分音符的鼓棒控制。

步驟：

1. 只用雙腳， 並用節拍器練習。

2. 使用左手加上雙腳練習。

3. 使用右手加上雙腳練習。

4. 雙手雙腳一起練習。

此順序圖從右腳開始， 但是您也可從左腳開始。

請注意保持編號 3、 7、 11 和 15 的節拍， 這些編號是三個 ( 右手、 左手、 右腳 )
同時擊打的節拍。

排練記號A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 ● ● ● ● ●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
● ●● ●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開)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排練記號B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開)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左腳 (大鼓)

《 節奏型 》



31

05
樂譜

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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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K (放克 )  //

06
樂譜

120
8分音符

速度：

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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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樂譜

《 練習樂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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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奏型 》
排練記號A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 ● ● ● ● ● ● ●
●

●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排練記號B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 ● ● ● ● ● ● ●
●

●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編號

節拍

右手 (定音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演奏 3 → 4 → 5

3 4 5

& a 2

● ●
●

●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演奏 13 → 14 → 15

13 14 15

4 e &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
●
●

這與 ROCK 1 ( 搖滾樂 1) 的排練記號 A 中的 5→6→7、 13→14→15 的組

合相同。

• 如果右手與腳完成的時間相同， 接下來兩點的時間很容易延遲， 所以要注意這

兩點。

• 慢慢的開始， 然後逐漸加速直到您能夠準確的演奏。

• 編號 1 到 8 與排練記號 A 相同， 在編號 10 加入了小鼓。

• 選擇編號 9 到 11 並試著以慢速度正確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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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樂曲所用的節奏的抑揚頓挫， 稱為 " 一組三個 (group of three)”。 因為節奏的抑

揚頓挫是指在一個音調裡面的設定節奏， 所以表演者通常會配合那個節奏。 在本樂

曲中， 8 分音符用以下樂譜所述的節奏的抑揚頓挫， 分割成一組三個的組合。

《 節奏的抑揚頓挫 》

排練記號B第8小節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編號

節拍

右手 (小鼓)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
● ●

●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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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 HOP (嘻哈 )  //

07
樂譜

130
8分音符

速度： 
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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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譜

《 練習樂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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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奏型 》

排練記號A第1小節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編號

節拍

右手 (定音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
●

● ●

排練記號A第2小節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編號

節拍

右手 (定音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
●

● ● ● (●)

排練記號B第1小節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

●

●

● ●

●

●
●
●

● ● ●

編號 8 的右腳是排練記號 A 的第 4 小節。

右手、 左腳和右腳在編號 5 時同時擊打， 所以務必要將它們保持同步。

使用節拍器練習才可保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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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練記號B第2小節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

●

●

● ●

● ●

●
●
● ● ●
●

(中鼓1)
●

(中鼓2)

左手在編號 6 和 7 時， 從中鼓 1 換到中鼓 2。

以下樂譜將 16 分音符分成三組。 這種三個一組的 16 分音符 ( 第 35 頁 )， 是在一

首歌曲節奏的抑揚頓挫中常用的一種節奏。

《 過門 》

07
樂譜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編號

節拍

右手

左手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小鼓)

●
(腳踏鈸)

●
(腳踏鈸)

●
(腳踏鈸)

●
(小鼓)

●
(中鼓1)

●
(中鼓1)

●
(中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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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M (電子舞曲 )  //

08
樂譜

124
8分音符

速度：

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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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譜

《 練習樂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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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奏型 》

排練記號A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小鼓)

右腳 (大鼓)

● ● ● ●

● ● ● ●
● ●

腳踏鈸將 8 分音符當成反拍節奏演奏。

本樂句排除了 ① ( 第 13 頁 ) 裡面的第 2 和第 3 拍

EDM 是電子舞曲的縮寫。

1 e & a節拍

右手 (小鼓)

左手 (小鼓)

×
●

●
×

⑧鼓棒控制(16分音符變化)

《 節奏的抑揚頓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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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樂句排除了 ① ( 第 13 頁 ) 裡面的第 1 和第 3 拍

本樂句只用了 ① ( 第 13 頁 ) 裡面的第 2 拍

1 e & a節拍

右手 (小鼓)

左手 (小鼓)

×
●

×
●

1 e & a節拍

右手 (小鼓)

左手 (小鼓)

×
×

×
●

⑨鼓棒控制(16分音符變化)

⑩鼓棒控制(16分音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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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ZZ (爵士樂 )  //
09
樂譜

132
8分音符

速度： 
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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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譜

《 練習樂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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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奏型 》

演奏此節奏型的要點是編號 4 和 10 的左腳。 使用墊踩法技巧 ( 第 6 頁 ) 會延遲腳抬

起的時間， 導致腳踏鈸無法正確開啟。 務必使用平踩法技巧。  

在編號 4 和 10 使用定音鈸加入一個重拍。

本樂曲使用兩個基本搖擺 (Swing) 型。 搖擺類似於 Shuffle， 但是從以下的樂譜可

看出它們的差異。

排練記號A

1 2 3 4 5 6 7 8

1 & a 2 & a 3 &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腳 (腳踏鈸閉)

● ● ●● ●
● ●

●

9 10 11 12

a 4 & a

排練記號B

1 2 3 4 5 6 7 8

1 & a 2 & a 3 &

編號

節拍

右手 (定音鈸)

左腳 (腳踏鈸閉)

● ● ●● ●
● ●

●

9 10 11 12

a 4 & a

09
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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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鼓棒控制 ( 三連音 ) ⑥ ( 第 27 頁 )。
這有一點難度， 但是在練習時請抓緊三連音的時間。  

《 過門 》

09
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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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IN (拉丁樂 )  //

10
樂譜

90
8分音符

速度： 
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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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樂譜

《 練習樂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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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奏型 》

《 節奏抑揚頓挫 》

本樂曲是 LATIN ( 拉丁樂 ) 類別的範例樂曲， 稱為騷莎 (Salsa)。 每個鼓打板被設

定成打擊樂聲而不是鼓聲。

排練記號 B 的 8 分音符的時間跟鼓棒控制 ( ⑧ 和 ⑨ ) 的組成一樣。

如以下的樂譜所示， 4 拍的 32 分音符包含在一個 8 分音符的長度內。  

排練記號A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編號

節拍

右手 (腳踏鈸)

左手 (腳踏鈸)

右腳 (大鼓)

● ● ● ● ● ● ● ●
● ● ● ● ● ●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編號

節拍

左手 (碎音鈸)

右手 (小鼓) ●
● ●●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中鼓3)

排練記號B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編號

節拍

右手 定音鈸(牛鈴)

左手 小鼓 (高音廷巴鼓)
中鼓3 (低音廷巴鼓)

右腳 (大鼓)

● ●

●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小鼓)

●
(中鼓3)

●
(小鼓)
●

(小鼓)
●

(中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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