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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回首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程，各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一批有代表
性的红色歌曲，或反映战斗生活，或表达人民意愿，或歌颂新中国、
歌颂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些红色歌曲经久不衰，唱响神
州大地，很多经典歌曲也进入了中小学课堂。

红色歌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文化教育的载体，是
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教育资源。充分认识红色歌曲的教育
价值，发掘红色歌曲中的育人元素，并将其有机地融入课程
教学、融入学校育人的全过程，这是一个超越音乐教学范
畴、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和探究的课题。

我在课堂上教国歌
黄美华

对历史的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
红色经典歌曲对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的青少年有何特殊意义？我从
一个音乐教师的角度，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例，谈谈如何立足课堂、
德美一体，发掘红色歌曲的育人价值。

以国歌为核心，开发文化主题课程

《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也是小学音乐教材中的内容。
学生对国歌十分熟悉，但由于缺乏对歌曲的深入了解，他们不能准确
唱出国歌的情绪以及蕴含的意义。为此，我以苏少版四年级音乐教
材“难忘的歌”单元中国歌为核心，整合不同年段、不同版本音乐教
材中聂耳的作品，开发了文化主题课程“聂耳叔叔和他的歌”。

聂耳音乐创作的高峰期，正是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的危难关
头。他和许多爱国音乐家一起，以音乐为武器，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保
卫家乡，保卫祖国。聂耳的歌彰显了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时代
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战歌。为了构建整体的育人框架，我们
设计了这样的教学目标：1.跟录音唱好《卖报歌》，用歌声表现报童生活，
并与自己的生活对比，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2.欣赏《码头工人歌》，感
受旧社会码头工人的艰辛生活。3.简单了解国歌的历史，能用肃立的姿
态、庄重的神情、准确唱好国歌，升华爱国情感。

为了进一步明确“为什么教”和“教什么”，教师们编写了文化读本，
内容包括聂耳的故事、聂耳创作的歌曲、国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法》以及相关艺术作品的拓展延伸。文化读本让学生眼中的聂耳形象

“活”了起来，让教学目标的实现有了依托，让育人价值有了落脚之处。

以音乐作品为主线，回归文化语境

教学活动围绕聂耳创作的三首重要作品展开，作品群组拓宽了学生
的音乐视野，也让他们从相互关联的作品中触摸作曲家的创作轨迹，了
解作品的社会背景，学会从文化语境的视角理解歌曲的意义。

《卖报歌》是聂耳创作的流传最广的儿童歌曲，我引导学生把原来
规整的二拍子“强弱”的韵律，处理成“弱强”，唱出儿童的天真。接着，
我又补充学唱聂耳创作的另一首《卖报之声》：黎明叫，黄昏叫，黎明叫
的《申报》《时报》《新闻报》。黎明叫，黄昏叫，黄昏叫的《号外时报》
《大晚夜报》。两首歌曲的“串烧”让学生对报童的悲惨生活有了更

深的了解。通过对比演唱，学生的体验不断加深，他们从心
底发出感慨：和报童相比，我们真幸福，应该好好珍惜现

在的生活！
《码头工人歌》是聂耳最有特色的歌曲之一。聂耳借鉴西洋器

乐“回旋曲”的创作手法，用级进的三连音、切分等音节串在一起
创作了码头工人劳动时的号子音调，号子主题反复出现，给人痛
苦的压迫感。教师引导学生用低沉的声音学唱“号子主题”，用动
作体验码头工人扛着货物缓慢前行的艰辛。

《卖报歌》《码头工人歌》是教师为学生唱好国歌做的铺垫，
歌曲用旋律、节奏、曲式、节拍点燃了儿童情感火焰和表达激
情。在此基础上，再教唱国歌就水到渠成了。

以国歌的历史为线索，探究音乐密码

在国歌的演唱环节，教师以歌曲的关键年份为线索展开
教学，引导学生结合具体事件了解国歌的历史，探究作品的
音乐密码，边学边思，边唱边悟。

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了主题歌《义勇军
进行曲》。我让学生欣赏原版电影片段，引导学生与当今听
到的国歌对比体验。电影中的歌曲速度更加急促，加上军
号式的号角，有了更加催人奋进的号召力。1949年，《义勇
军进行曲》成为国歌。1978 年，更改了歌词。我让学生对
比演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和“万众一心奔向共
产主义明天”，让学生思考：“歌词改得好不好？”“今天再
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什么现实意义？”这个
乐句是歌曲的“点睛之笔”，警醒人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学生明白了，全曲的最高音和最强音是用来强调

“中华民族”，后面紧接着出现的休止符要干脆利落，强
调“最危险的时候”。学生在理解之后再唱，显得更加
有力，饱含激情。

2004 年国歌写入宪法， 2014 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
见》，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颁布实施。我
在课堂上带领学生朗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的
相关内容：“中小学应当将国歌作为爱国主题教育的
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学唱国歌，教育学生了解国歌
的历史和精神内涵，遵守国歌奏唱礼仪。”“奏唱国
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
重国歌的行为。”在教学最后环节，我抓住《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法》中“肃立”和“庄重”两个关键
词，引导学生用肃立的姿态、庄重的情感，再次唱
响国歌。充满仪式感的演唱，和着军乐队庄严的
伴奏，学生的歌声中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崇高
感和神圣感从心底升腾、再升腾。

国歌是新中国黎明的韶乐，是民族复兴的
畅想曲，是点燃青少年理想的金火炬。在庆祝
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作为音乐教师，要在传唱
国歌等红色经典作品的活动中，做到美育与
德育融合、育人和育才统一。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
小学音乐特级教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
师）

红色歌曲的教育价值体现在哪
里？

红色歌曲具有渗透思想、塑造良好
品德的德育价值。音乐具有德育的功
能，但音乐德育功能的发挥，不是通过
说教与灌输，而是通过优美动听的旋律
和简明深刻的歌词来发挥作用。诞生
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文化背景之下
的经典红色歌曲，有着极强的艺术感
染力和深刻的思想教育性，能唤起和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如歌曲《红
梅赞》中唱道：“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
丹心向阳开，”暗喻在黑暗、恶劣的环
境中，中华优秀儿女依旧坚贞不屈；《过
雪山草地》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战胜重

重困难，这种千锤百炼、不屈不挠的精
神需要当今的中小学生去传承。

红色歌曲具有激发热忱、增强民
族认同感的情感价值。音乐是一种情
感表达的艺术，情感表达是音乐的核
心。创作者能在作品中寄托他的情
感、哀思和悲鸣，寄托对社会发展的期
望。与其他的通俗歌曲相比，红色革
命歌曲有着更加深刻、更加多样的思
想情感。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歌颂革
命、歌颂党的歌曲，这些歌曲记录着人
民的生活，记录着各个历史时期人民
的思想及情感，是当时革命实践的真
实写照。

英勇豪迈的《义勇军进行曲》能够
唤起人们保家卫国、振兴中华的强烈爱

国主义热情；甜美愉悦的《在希望的田
野上》能够激起人们发愤图强、建设新
中国的热忱；深情豪迈的《走进新时代》
让人们看到从建立新中国到建设新中
国、再到实现中国梦的过程，激发中国
人民的自豪感。通过欣赏、传唱革命歌
曲，不仅能让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
展史，唤起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
求，还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

红色歌曲具有陶冶情操、提高审
美情趣的美育价值。一首首优雅、质
朴、豪迈的红色革命歌曲不仅让听众
获得了艺术的享受与满足，更能够得
到情感的升华。红色歌曲用独有的特
性和感染力，震撼人们的灵魂，陶冶
人们的情操。虽然很多歌曲年代久

远，但是经过岁月的洗
涤，沉淀成为文化精粹，
成为群众离不开的精神食
粮。学生沉浸在美的享受
中，眼前呈现的是波澜壮阔
的历史图景，自然对中华民
族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革
命精神和民族精神有了更深
的感悟。

《黄河大合唱》是史诗级的
合唱曲，激情与抒情相结合，呐
喊与倾诉相结合，震撼着每一位
有血有肉的中华儿女；《不忘初
心》让我们重温红军战士用生命
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重温革
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
征程。这些歌曲能够陶冶学生的
情操，净化学生的心灵，让学生通
过感悟，精神境界得以提升，审美情
趣得以提高。

多维度发掘红色歌曲的教育价值

弦歌不辍育新人
——红色歌曲融入课堂教学的理念与途径

张嘉珮 张丰艳

南京市逸仙小学是一所以伟大
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号命名
的百年老校，毗邻红色教育基地“梅
园新村纪念馆”、中共代表团办事处
旧址、“小红梅”党建中心等红色文
化基地，具有深厚的革命传统文化
底蕴。学校践行“努力向学，蔚为国
用”的校训，传承中山先生的博
爱精神，充分利用周边红色文
化资源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近年来，逸仙小学面向
一、二年级学生开设“唱给红领巾的
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充分发掘红
色歌曲的育人价值，变抽象说理为
具身体验，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故事明意义：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

系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是
每一名刚入校小学生的渴望。怎样
帮助他们理解“红领巾是红旗的一
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一
厚重的象征意义呢？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学校先组
织学生观看电影《闪闪的红星》《小
兵张嘎》《红孩子》，伴随着“红星闪
闪放光彩，红星闪闪暖胸怀⋯⋯”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
是共产儿童团⋯⋯”的歌声，屏幕上
一个个小英雄形象，在孩子们的心
中鲜活起来。接着，学校组织学生
参观与学校一巷之隔的梅园新村纪
念馆，听讲解员讲述革命先辈们艰

苦卓绝、流血牺牲的故事。教师们
再阐释“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
命烈士鲜血染成的”，学生们就有了
更深切的体会。

任务建联结：
寻找唱给红领巾的歌

学校每年举办一场“唱给红领
巾的歌”主题歌会。在此之前，学生
们要完成一个家庭访谈任务：向爷
爷奶奶、爸爸妈妈征询他们想推荐
给红领巾的歌，听他们讲推荐歌曲
背后的故事，并跟着长辈学唱红色
歌曲。

有了全家人的参与，学生们要
为红领巾唱的歌曲也变得丰富起
来。有的学生说，我要推荐 《我爱
北京天安门》，因为北京是我们的
首都，我想去北京；有的学生说，
我要推荐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我想让祖国变得更强大。稚
嫩的话语，饱含着学生们对祖国深
厚的情感。

分享促体悟：
跟我来唱这首歌

家校互动之后，二年级的学生
会在班级里进行组内分享，讲述推
荐的理由，最后大家共同选出最喜欢
的歌曲。二年级学生选出自己推荐
的歌曲，再与一年级的学生分享。为
此他们更加投入地准备起来，不少
学生还会邀请爸爸妈妈帮助制作
PPT，梳理歌曲背后的故事。讲述
故事的过程本身就是红色文化与红
色精神最好的传承。一、二年级的
小学生语言还不够丰富，但是当言
语难以充分表达时，他们就会情不
自禁地用歌声去传递内心丰富的
情感。

为了让每一名学生有深度地思
考与卷入，学校特地设计了共同投
票选出最喜欢的歌曲这一环节，《我
爱 北 京 天 安 们》《国 旗 国 旗 真 美
丽》⋯⋯这些情感充沛又易于歌唱
的红色歌曲脱颖而出。

展演中升华：
向着太阳歌唱

最后是排练演唱的环
节。音乐教师先结合音乐课
标的要求，组织孩子们进行演
唱形式的学习。有了一定的
基础知识后，音乐教师把自主
创造的空间留给学生，让他们
结合自己的学习，分小组讨论，
大胆地创编。有的小组提出要
手握红旗，通过挥舞手中的红旗
来抒发内心的情感；有的小组提
出先要独唱，再合唱；有的小组提
出可以加入乐器，用动作、道具来
丰富表演的形式。表演形式讨论
与创编丰富了学生对歌曲的情感
体验。

有了前面这些环节的铺垫，最
后的主题歌会自然水到渠成。在
一次次牵手中，红领巾拉近了学生
与红色文化、红色精神的距离。

（作者系南京市逸仙小学校长）

唱给红领巾的歌唱给红领巾的歌
吴卓

红色歌曲进音乐课堂是发挥红色
歌曲教育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
红色歌曲如何融入其他学科、特别是
人文学科属性明显的语文、历史、政治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课堂教学中？这
需要教师深入研究，理解引入红色歌
曲的作用和价值，找到红色歌曲与学
科具体内容有机结合的途径。

创设历史情境，引导想象力。选
择建党百年来各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
的红色歌曲，通过创设历史情境，以达
到寓教于乐的目的。比如教师在讲小
学六年级上册《七律·长征》这一课时，
就可以引入歌曲《红军不怕远征难》，
进行语文与音乐学科整合式教学。教
师在教学中，可以创设巧渡金沙江、强
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
等历史情境，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展开
想象，感受这段饱经沧桑的历史，通过

听、读、唱多种方式升华情感。歌曲
《春天的故事》描述的是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的故
事，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根据歌词中

“南海”“金山”“春风”“春雷”等词，让学
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勾勒改革开放的
蓝图。将红色歌曲与历史事件结合起
来，不仅能再现历史，还能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和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贯穿课堂始终，激发主动性。教
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可根据教学内
容选定相关的红色歌曲，将其贯穿课
堂始终，课前导入、课后延伸。比如在
学习抗日战争历史时，教师不妨以歌
曲《松花江上》导入，让学生回到战火
纷飞的战争时代，提出一系列问题：你
了解抗日战争的背景吗？“九一八”是
什么日子？为何东北三省首先沦陷成
为战争策源地？听完歌曲以后，教师

再讲解抗日战争的有关知识，学生带
着思考学习，更容易理解教学内容的
重点和难点。

教师可以根据学科内容，挑选有
代表性的红色歌曲，将历史串联起来，
让学生课下学唱、课堂上分享，让学生
积极主动地了解歌曲背后的故事，在
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教师在选择教
学歌曲时，应以叙事性、描写标志性大
事件、与历史关联性强的歌曲为主，与
历史背景紧密结合，能取得更好的学
习效果。

品味文学修辞，增加趣味性。歌
曲是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体，红色歌曲
里沉淀着历史的精粹，其艺术价值不
仅仅在于优美的旋律，歌词更是值得
细细品味。歌词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如
比喻、排比、夸张等，还有语气词、叠词
等，能够加深歌词的意蕴，强化歌曲的

感染力。语文教师将红色歌曲的歌
词引用到语文教学中，能最大程度
地挖掘歌词的文学价值，让学生
轻松愉悦地学习。教师在课堂
上带领学生仔细品鉴，化抽
象为具体，能在
加深学生对语
文知识理解的
同时，更好地发
挥红色歌曲的德育
功能。比如歌曲《流亡三部曲之二亡三部曲之二··离离
家家》》中的歌词中的歌词““流浪逃亡流浪逃亡，，逃亡流浪逃亡流浪，，流流
浪到浪到哪年哪年，，逃亡到何方逃亡到何方””运用了顶真的运用了顶真的
修辞手法修辞手法，，““流浪流浪”“”“逃亡逃亡””三次出现三次出现，，渲渲
染了离别痛苦的意境染了离别痛苦的意境；《；《红军百姓一家红军百姓一家
人人》》里的里的““红军如鱼民如水红军如鱼民如水，，鱼水哪能片鱼水哪能片
刻分刻分””，，将红军和人民的关系比喻成鱼将红军和人民的关系比喻成鱼
和水和水，，让让人倍感亲切人倍感亲切。。还有许多革命还有许多革命
歌曲歌曲，，歌词本身就是诗词歌词本身就是诗词，，如毛泽东如毛泽东
的的《《沁园春沁园春··雪雪》《》《七律七律··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
占领南京占领南京》》等等，，大大气磅礴的歌词配气磅礴的歌词配
上上朗朗上口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旋律，，增强了感染力增强了感染力，，
有助于学生更快地理解与记有助于学生更快地理解与记忆忆。。

将红色歌曲融入学科教学中

随着时代的发展，红色歌曲的表
现形式、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将红色歌曲融入课堂教学、植入
育人过程，需要采用更富有时代感和
表现力的方式，让学生喜闻乐见，才
能提高红色歌曲的传播效率，充分发
挥其育人价值。

比如基于微信的自媒体账号，设
置有朋友点赞和社交推荐功能，可以
扩大传播范围。利用微信平台，可以

让红色歌曲以更加便捷的方式推广，
还能做到文字、图片、音频与视频相
结合。教师在课堂教学设计、课后作
业布置时，班主任在党史主题教育活
动中，可利用微信平台工具，适时引
入相关内容，精选推介经典红色歌
曲，介绍歌曲背后的故事，让学生在
音乐中学习党史、在党史学习中体会
音乐的力量，将红色音乐文化的正能
量传递出去。

如今，短视频成为人们欣赏音
乐的重要平台。音乐与视频结合可
带来强烈的视听冲击效果。音乐教
师 乃 至 其 他 学 科 教 师 在 课 堂 教 学
中，可以筛选并适当引入一些做得
比较好的红色歌曲短视频，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我和我的祖国，一
刻也不能分割”。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时, 《我和我的祖国》 这首歌曲
传唱度极高，不用教不用学，人人

都会哼唱几句，其中，新兴自媒
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中小学生而言对中小学生而言，，红色歌曲红色歌曲
的学习与传播的学习与传播，，不能仅限于课不能仅限于课
堂堂，，而应与时俱进而应与时俱进，，通过各种媒通过各种媒
介融合方式介融合方式，，创新红色歌曲的表创新红色歌曲的表
现形式与传播途径现形式与传播途径，，让红色歌曲让红色歌曲
走进学生的生活走进学生的生活，，走进学生的心走进学生的心
灵灵。。

（（作者张嘉珮系中国传媒大作者张嘉珮系中国传媒大
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硕士研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硕士研
究生究生，，张丰艳系中国传媒大学张丰艳系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研究院艺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研究院
院长院长、、教授教授））

创新红色歌曲育人的表现形式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