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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跟随乐曲打鼓如何跟随乐曲打鼓

《前言前言》

世界上存在众多音乐类型与节奏风格。我们从主流音乐类型中精选十首乐曲以助您练习打

鼓技巧，提升技艺。即使是初学者，跟随下面的时序图也能轻松打造自己的风格。有识谱

能力的爱好者可以使用鼓谱尝试演奏每一首乐曲。每种类型乐曲的乐谱都标有“课程（编

号）”，可结合乐器训练模式中的“乐曲声部门”练习声部。

本册中使用的时序图示例：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如何阅读时序图如何阅读时序图》

构成节奏模式或加花基础的音符被分配有一系列数字，这些数字根据乐感或律动

变化。

4/4拍中单个小节内的节拍数。该行中以红色显示的数字遵循四分音符的时值（从

强拍开始）。大声读出节拍是很重要的。

标准的练习方法是以“1 eee aah 2eee aah”读出“ 1e＆ a 2e＆ a”，依此类推。

编号

拍数

8分音符感觉：1-8  /  16分音符感觉：1-16  /  三连音感觉：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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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跟随时序图练习》

1. 从开头按顺序看编号，确认要击打的乐器，构建节奏模式。

击打处以黑点（●）表示。构建节奏模式时，无需与乐曲的速度相匹配。请慢慢开始。

示例 : 如何构建 POP1 的节奏模式（排练记号 A，第 10 页）

1 ：同时用右手（踩镲）和右脚（底鼓）击打 

2 ：仅用右手（踩镲）击打

3 ：同时用右手（踩镲）和左手（军鼓）击打

4 ：仅用右手（踩镲）击打

5-8 与 1-4 分句相同，因此只要能连续击打出 1-4 即可完成整个乐句。

2. 一旦您完成以上节奏模式，请继续在击打时数出节拍以找到感觉。

• 例如，对于 8 分音符感觉，数出节拍，感受 8 分音符的节拍。

• 也可以从右手开始，再加上左手，再加上右脚，逐渐完成节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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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鼓基础

握棒

《握鼓棒的哪里》

《握棒》

 ･  握住距离鼓棒尾部 1/3和 1/4之间的部位

（第9页）。

握在1/3处会使敲击段太短，这样会感觉鼓棒太

轻，而在1/4处则会使敲击段太长，感觉很重。

 ･ 更具体的来说，鼓棒都有一个平衡点，理想

情况下，平衡点可使鼓棒轻松从鼓上反弹，

您可以从上述位置开始寻找。

了解握棒位置后，请使用拇指指肚与食指第一

关节握牢鼓棒。

首先尝试上述方式击鼓。

正确

错误

用另外三根手指轻轻支撑鼓棒。如果牢固握紧

鼓棒会导致以下问题：

 ･ 击鼓时容易疲劳

 ･ 鼓棒无法从鼓面上反弹，破坏声音

 ･ 从手臂开始用力敲击，不使用腕关节

理想情况下，鼓棒和手掌之间应有一点空间，

不要太过用力。切勿对握柄过分用力。

1/3 1/4

步骤 1

步骤 3

步骤 2

握住鼓棒，使其与前臂成一直线。如果这样握棒

阻碍小指触摸鼓棒，可以在握棒时将鼓棒略微倾

斜，使小指能够触摸到鼓棒。击鼓时会产生很多

移动，最好将整个手臂当做鼓棒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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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姿势》

 ･ 当鼓棒尖端置于鼓面中心上方时，让鼓棒在

鼓面上方2-3厘米处悬停。这种基本姿势被

称为“准备姿势”。

 ･ 采用上述姿势时，不要让鼓棒接触鼓面，否

则会在击鼓之前产生不必要的噪音。

正确

错误

《姿势》

握住鼓棒，呈倒V形。

此时请确保鼓棒和前臂成一直线。然后放下手

臂，使鼓棒尖端在鼓面中心上方。

准备击鼓

小贴士

上述击鼓风格被称为“对称式”。另有传

统握棒（也称为标准握棒）。由于传统握

棒难度较高，因此本文档中将使用对称式

握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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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踏》

《垫踏》

《准备姿势》

调整鼓凳位置，坐下时使右脚笔直指向底鼓。

坐姿保持放松，不要坐的过远，身体重心应在

座位中间。
对于垫踏技巧，将脚放到使脚尖略低于踏板顶

部的位置。

对于平踏技巧，无需将脚尖从踏板顶部向下移动。

将脚尖放在踏板上并抬起脚跟，使脚的重量向

下踩住踏板，使鼓槌接触鼓面。这是踩下底鼓

踏板的准备姿势。

共有两种踩踏板的基本技巧。

坐上鼓凳

踩踏板

 ･ 放低脚跟，脚踝发力踩踏板。

 ･ 可以轻松温和地演奏，很难保持强劲有力

的声音。

 ･ 抬高脚跟，整只脚发力踩踏板。

 ･ 可以轻松保持强劲有力的声音，很难温和

地演奏。

平踏和垫踏都有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请结合

声音，采用匹配的技巧。

脚的位置

《将脚放在底鼓踏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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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镲通常用鼓棒尖端击打（第9页），但吊

镲是用鼓棒的肩部进行击打。摆放时，使吊镲

略高于叮叮镲，使演奏更加轻松。

《叮叮镲》

《吊镲》

击打镲片

《踩镲》

小贴士

当使用垫踏技巧时，有另一种称为“打开

声”（Open Sound）的演奏方式，确保

踩锤不接触鼓面。但是在这种难度较高的

方式下很难控制平衡，在此不做赘述。

 ･ 参考上图姿势，鼓棒互相交叉。右手击打

踩镲，左手击打踩镲下方的军鼓。

 ･ 如果鼓手为左撇子，可自行调整，不交叉

鼓棒，左手击打踩镲，右手击打军鼓。

 ･ 右手放在击打叮叮镲的位置，左手放在击

打军鼓的位置。

 ･ 使用上述姿势时，镲片打击面和鼓棒的角

度应与军鼓打击面和鼓棒的角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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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的各部分名称和记谱法

高嗵（嗵鼓 1）

吊镲

吊镲 高嗵

中嗵

踩镲

军鼓

踩镲

军鼓

中嗵（嗵鼓 2）

低嗵（嗵鼓 3）

底鼓

叮叮镲

叮叮镲

低嗵

底鼓

《鼓的各部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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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的各部分名称和记谱法

鼓棒的各部分名称鼓棒的各部分名称

《记谱法记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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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1  //

01
乐谱

114
8分音符

速度：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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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乐谱

《课程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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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乐谱

这是 8 分音符感觉中最基本的节奏模式。当练习鼓乐句时，从该首乐曲的基本模

式开始。这首乐曲采用了基于 8 分音符的节奏模式，因此编号范围为 1 至 8。

加花主要是即兴创作，长度通常为一小节至两小节，在一首曲调的过渡处进行，而

不是重复最初定义的节奏模式。加花基本上依靠表演者的乐感。在日本，它也被称

为“okazu”（配菜），因为它给曲调增加了刺激感。加花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强调伴

奏来提升活力，通常用于过渡到乐曲的下一部分。

排练记号 B 的节奏模式在 4 处加入了底鼓。请从基本模式开始练习乐句。

排练记号A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排练记号B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节奏模式》

《加花 #1 （交替敲鼓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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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乐谱

①鼓棒控制（基本16分音符）

在 R（右手）和 L（左手）之间交替。

1 e & a

● ●
● ●

拍数

右手（军鼓）

左手（军鼓）

• 请确保双手的鼓棒高度（敲击过程中举起鼓棒的高度）一致。

• 跟随节拍器重复练习。

• 首先练习右手 / 左手，掌握要领后再加上右脚，保持 4 分音符的节奏。

②鼓棒控制（16分音符变型）

从这里开始，我们考虑将上述① 中的右左右左交替作为标准。

1 e & a

● ●
● ×

拍数

右手（军鼓）

左手（军鼓）

• 从 ①开始没有第 4 拍。

• 跟随节拍器重复练习，直到能够保持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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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鼓棒控制（16分音符变型）

1 e & a

● ●
× ●

拍数

右手（军鼓）

左手（军鼓）

• 从 ①开始没有第 2 拍。

• 跟随节拍器重复练习，直到能够保持节奏。

• 从 POP2（第 16 页）的排练记号 A 开始重复此乐句，将产生踩镲节奏。

• 连续击打 ② 和 ③ 将为排练记号 A 第 4 小节中的第 3 和第 4 拍带来加花。

• 连续击打 ③ 和 ② 将为排练记号 B 第 4 小节中的第 3 和第 4 拍带来加花。

• 练习时注意保持双手之间鼓棒高度均一，不要让右手太高。

01
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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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花可以通过手工（双手）或加入脚踏（双脚）来完成。同时使用手和脚的乐句称

为手脚结合。

排练记号A第8小节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排练记号B第8小节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加花 #2 （手脚结合）》

01
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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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2  //

02
乐谱

112
8分音符

速度：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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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乐谱

《课程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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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乐谱

排练记号A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 ● ●
(SD)

●
(SD)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踩镲）

右脚（底鼓）

排练记号B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 ● ●
(SD)

●
(SD)●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踩镲）

右脚（底鼓）

• 右手在 5 和 13 处切换至军鼓。请确保与底鼓保持同步。

• 从踩镲切换至军鼓时，右手应从上方向下击鼓，不能斜切进入。

此节奏模式采用来自 POP1 的加花（鼓棒控制③，第 14 页）。

下一节奏模式采用 POP1 中介绍的加花（鼓棒控制③，第 13 页）。

与排练记号 A 一样，注意右手的动作。

《节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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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乐谱

1 e & a

● ×
● ●

拍数

右手（军鼓）

左手（军鼓）

1 e & a

×
●
●
×

拍数

右手（军鼓）

左手（军鼓）

④鼓棒控制（16分音符变型）

⑤鼓棒控制（16分音符变型）

• 此乐句没有鼓棒控制 ① （第 13 页）中的第 3 拍。

• 跟随节拍器重复练习，直到能够保持节奏。

• 此乐句没有鼓棒控制 ① （第 13 页）中的第 1 拍和第 4 拍。

• 也可以将此乐句想象成缺少第 1 拍的鼓棒控制 ② （第 13 页）。

• 在 ② （第 13 页）和 ⑤ （第 19 页）之间交替将有助于理解。

排练记号 B 第 8 小节

《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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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 1  //

03
乐谱

90
8分音符

速度：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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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乐谱

《课程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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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乐谱

排练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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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排练记号A第2小节/排练记号B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编号

拍数

● ● ● ● ● ● ●
● ●

● (●) ●●

●右手（叮叮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踩镲采用 8 分音符节奏模式，但底鼓有 16 分音符的感觉。

在 2 处加入底鼓，带来排练记号 B 的节奏模式。

《节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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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乐谱

排练记号A第4小节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 ● ●
(Open)

●
(Open)

●
(Open)

●
(Open)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 ● ●
●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左脚（脚步踩镲）

与基本装饰音不同，在装饰音重音中，装饰音符与基本音符具有相同的音量。抬起

鼓棒，从右手敲击鼓面，使敲击偏移。首先从右到左练习，能够添加诸如结合了右

脚和军鼓（左手）的装饰音重音等技巧。

《加花》

装饰音重音 排练记号B第8小节

节奏性发音是指当节奏开始变得单调时，有效地增加音乐乐句的变化以增添色彩。

可在排练标记 A 的第 4 小节和排练记号 B 的第 8 小节找到示例。在此我们使用并

列节奏介绍节奏性发音，并列节奏是指连接两个相同音高的音符。

《节奏性发音》

• 开音踩镲（Open hi-hat ）表示左脚不踩住踩镲踏板，因此环不会受到阻尼影响。

• 请确保左脚（踩镲踏板）与左手（军鼓）的时间点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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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 2  //

04
乐谱

146
8分音符

速度：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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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乐谱

《课程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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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乐谱

此乐曲采用被称为“Shuffle”的节奏模式。Shuffle 的基本模式是通过去掉三连音

的中间（第 2 拍）而形成。

在此乐曲中，右手采用 4 分音符 Shuffle。重点是演奏带有三连音感觉的底鼓。

此节奏模式基于三连音，因此编号至 12。

重点是带着三连音的感觉演奏 3 和 9。

《节奏模式》

排练记号A

1 2 3 4 5 6 7 8

1 & a 2 & a 3 &

● ●
●
●

●

●

●
●
●

(●)
●

9 10 11 12

a 4 & a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排练记号B/排练记号A第7小节

1 2 3 4 5 6 7 8

1 & a 2 & a 3 &

● ●
●

(●)

●

●

●
●

●●

9 10 11 12

a 4 & a

编号

拍数

右手（叮叮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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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乐谱

⑥鼓棒控制（三连音）

• 三连音采用交替击鼓。

• 右手击打奇数节拍（1 和 3），左手击打偶数节拍（2 和 4）。

• 练习时，右脚保持 4 分音符节奏。

《加花》

1 2 3 4 5 6

1 & a 2 & a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军鼓）

左手（军鼓）

⑦鼓棒控制（三连音）

• 在时序图中，两个节拍中 4 分音符三连音的时间点是 1、3 和 5。换言之，采

用 ⑥（第 27 页）中的左手模式。

• 在时序图的 2、4、6 处用左手挥动鼓棒进行练习，直至找准精确的时间点。

《节奏性发音》

1 2 3 4 5 6

1 & a 2 & a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军鼓）

左手（军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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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L  //
05
乐谱

110
8分音符

速度：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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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乐谱

《课程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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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乐谱

演奏此乐曲时，需用脚进行两次击打。两次击打是指单次动作敲击鼓两次。此乐曲

在底鼓上使用连续的两次击打，也称为双击或双动作。

双手重复练习 16 分音符鼓棒控制，同时双脚交替敲击。

步骤 ：

1. 仅用双脚跟随节拍器练习。

2. 用左手和双脚进行练习。

3. 用右手和双脚进行练习。

4. 合起来练习。

此时序图从右脚开始，也可以从左脚开始。

注意在 3、7、11 和 15 处保持节拍，这几处将同时进行三个击打（右手、左手和右脚）。

排练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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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hi-hat open）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排练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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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拍数

右手（hi-hat open）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左脚（底鼓）

《节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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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乐谱

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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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K  //

06
乐谱

120
8分音符

速度： 

感觉： 



33

06
乐谱

《课程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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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乐谱

《节奏模式》

排练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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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排练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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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拍数

右手（叮叮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击打 3 → 4 → 5

3 4 5

& a 2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击打 13 → 14 → 15

13 14 15

4 e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这与 ROCK1 排练记号 A 中的 5 → 6 → 7、13 → 14 → 15 组合相同。

• 由于以下两点，右手容易受到脚的影响，造成时机不佳，因此请着重练习这两点。

• 以慢速开始，然后逐渐加快速度，直至可以正确击打为止。

• 1 至 8 与排练记号 A 相同，10 处加入了军鼓。

• 挑出 9 至 11，以慢速击打，直至可以正确击打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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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乐谱

此乐曲采用被称为“group of three”（三个一组）的节奏性发音。节奏性发音是

指乐曲中的设定节奏，因此表演者通常会匹配该节奏。在此乐曲中，8 分音符被分

为三个组，采用的是下列乐谱中介绍的节奏性发音。

《节奏性发音》

排练记号B第8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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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拍数

右手（军鼓）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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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 HOP  //

07
乐谱

130
8分音符

速度：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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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乐谱

《课程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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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乐谱

《节奏模式》

排练记号A第1小节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叮叮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排练记号A第2小节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叮叮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排练记号B第1小节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8 处的右脚在排练记号 A 的第 4 小节。

右手、左脚和右脚在 5 处同时演奏，请保持同步。

跟随节拍器练习，避免没有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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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记号B第2小节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
●

(嗵鼓1)
●

(嗵鼓2)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在 6 和 7 处，左手从嗵鼓 1 切换至嗵鼓 2。

以下乐谱是分为三份的 16 分音符。三个一组（第 35 页）的 16 分音符是一种常用

于曲调节奏性发音的节奏。

《加花》

07
乐谱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编号

拍数

右手

左手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军鼓)

●
(踩镲)

●
(踩镲)

●
(踩镲)

●
(军鼓)

●
(嗵鼓1)

●
(嗵鼓1)

●
(嗵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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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M  //

08
乐谱

124
8分音符

速度：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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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乐谱

《课程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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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乐谱

《节奏模式》

排练记号A

1 2 3 4 5 6 7 8

1 & 2 & 3 & 4 &

● ● ● ●

● ● ● ●
● ●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军鼓）

右脚（底鼓）

踩镲以 8 分音符作为背景节拍。

此乐句省略了 ① （第 13 页）中的第 2 和第 3 拍。

EDM 是电子舞曲（Electronic Dance Music）的缩写。

1 e & a

×
●

●
×

拍数

右手（军鼓）

左手（军鼓）

⑧鼓棒控制（16分音符变型）

《节奏性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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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乐谱

此乐句省略了 ① （第 13 页）中的第 1 和第 3 拍。

此乐句仅采用 ① （第 13 页）中的第 2 拍。

1 e & a

×
●

×
●

拍数

右手（军鼓）

左手（军鼓）

1 e & a

×
×

×
●

拍数

右手（军鼓）

左手（军鼓）

⑨鼓棒控制（16分音符变型）

⑩鼓棒控制（16分音符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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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ZZ  //
09
乐谱

132
8分音符

速度：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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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乐谱

《课程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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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模式》

此节奏模式的演奏要点是左脚的 4 和 10。使用垫踏技巧（第 6 页）可能会延迟脚

的抬起，使得踩镲无法正常打开。务必使用平踏技巧。 

在 4 和 10 处增加叮叮镲的重音。

此乐曲采用了两种基本 Swing 模式。Swing 类似于 Shuffle，但可以从下面的乐谱

中看到不同之处。

排练记号A

1 2 3 4 5 6 7 8

1 & a 2 & a 3 &

● ● ●● ●
● ●

●

9 10 11 12

a 4 & a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脚（hi-hat close）

排练记号B

1 2 3 4 5 6 7 8

1 & a 2 & a 3 &

● ● ●● ●
● ●

●

9 10 11 12

a 4 & a

编号

拍数

右手（叮叮镲）

左脚（hi-hat close）

09
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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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鼓棒控制（三连音） ⑥ （第 27 页）。

有一定难度，练习时请保持三连音的时间点紧凑。

《加花》

09
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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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IN  //

10
乐谱

90
8分音符

速度：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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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乐谱

《课程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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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乐谱

《节奏模式》

《节奏性发音》

此乐曲是拉丁音乐的一个示例，称为萨尔萨舞。每个鼓垫都设置为打击乐声而不是

鼓声。

排练记号 B 的 8 分音符时间点类似于鼓棒控制（⑧ 和 ⑨）的组合。

如下所示，四拍 32 分音符等于一个 8 分音符的长度。 

排练记号A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编号

拍数

右手（踩镲）

左手（踩镲）

右脚（底鼓）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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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嗵鼓3)

编号

拍数

左手（吊镲）

右手（军鼓）

排练记号B

1 2 3 4 5 6 7 8

1 e & a 2 e & a

编号

拍数

右手 叮叮镲（牛铃）

左手 军鼓（高蒂姆巴尔鼓）
   嗵鼓3（低蒂姆巴尔鼓）

右脚（底鼓）

● ●

●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e & a 4 e & a

●
(军鼓)

●
(嗵鼓3)

●
(军鼓)

●
(军鼓)

●
(嗵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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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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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 Buddy Rich 的憧憬，10 岁开始学鼓，师从金子安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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