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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在我省城乡居民美育中的重要性研究 
田铭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河南周口 466000） 

 

（备注：2017 年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 

在音乐和音乐美育中，“红歌”始终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

挥着其他歌曲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红歌”不仅是我国革命实践

的真实写照，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情感的真实反映，具有鲜明的革命

情感和地域特色，它深植于中华大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体现

出了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因此，通过教育，帮助城乡居民认识“红

歌”，了解“红歌”，演唱“红歌”，可以进一步加深他们对祖国悠

久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他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强化他们的民

族意识、集体观念和革命信念;激发他们热爱生活、乐观向上、奋发

进取;从而树立一种健康、正确的生活态度。 

牢记了革命的历史，传承了革命的传统。不同的红歌是不同时

期的真实写照，通俗易懂，承载着丰富的真、善、美内涵，具有历

久弥新、百听不厌的魅力，寓教与乐之中，其感染力胜过千言万语。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红歌”的一些基本情况。 

1.“红歌’的特点、“红歌”的时代性 
“红歌”曲调优美，语言质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每一个时

代都有体现这一时代的特色文化，“红歌”的出现也并非偶然，他

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抵抗侵略、捍

卫祖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浴血奋战，不怕牺牲。战争中，

在政治教育的同时，他们创造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歌曲。这些歌曲曲

调简单，歌词通俗易懂，以此来鼓舞士兵的士气，增强他们的斗志。

例如歌曲《大刀进行曲》歌词中写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

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要把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整首歌曲铿锵有力，昂扬豪迈，

唱出了对敌人的愤恨，唱出了胜利的信心。又如歌曲((团结就是力

量》中唱到:“团 

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刚，比铁还硬比刚还强。想

着法西斯蒂开火，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全中国，发出万丈光芒。”这首歌曲唱出了团结的重要性，团

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和保证，只有加强了团结，才能提高战斗力，

最终夺取战争的胜利。在和平年代，我们歌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

听从党的指挥，献身党的事业，珍惜美好的新生活，同样通过歌声

来表达。例如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中唱到:“毛主席呀共

产党，哺育我们成长，歌唱美好的新生活，歌唱共产党’，。通过这

首歌曲，展现出了新的时代，新的时期，草原上的儿女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全国 56 个民族，相互扶持，共同

发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红歌，战争年代

唱起红歌，令人斗志倍增， 

迎难而上。面对凶残的敌人，毫无惧色，为了新中国的解放，

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唱响红歌，激发了中国人

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豪情，用一双双勤劳的双手改变了旧

面貌迎来了新社会。所以说，红歌总是能够紧跟时代的脚步，唱响

时代的最强音，从而给每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们以激情和力

量，体现出了它鲜明的时代性。 

2．“红歌”的群众性 
“红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够很容易的被大家接受，能

够引起群众的共鸣。很多的“红歌”不仅仅是艺术家创作，也是群

众在战争中、生活中创造的。“红歌”已经深入了民间，是群众真

实生活的写照，是平民百姓真实情感的表达。例如歌曲《山月一丹

开花红艳艳》中唱到:“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日自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山丹丹花开红艳

艳，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 

这是一首陕北民歌，歌曲反映了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达陕北，陕北人民热烈欢迎子弟兵的心情与场面。歌词质朴，旋

律婉转悠扬，表达了人民群众当时的切身感受。又如歌曲《唱支山

歌给党听》中第一段唱到:“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

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第一段展现了人民群众对党

的热爱之情，党的旗帜，党的道路指引着我们的方向，就像是儿女

对母亲的爱。第二段中唱到: 

"I 日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们闹

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这一段表达出了旧社会在三座大山的压

迫下，人民群众生活窘迫，共产党的出现给予了百姓新的希望。最

后一段是歌曲的升华，人民群众相信共产党最终能够取得胜利。通

过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红歌”产生于人民群众的生活、

劳动、斗争、娱乐之中，真实反映出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反映出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军民一心、 

雨水情深;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和拥护。 

3．“红歌”的艺术性 
我认为“红歌”的艺术性体现在四个方面:声音美、语言美、情

感美和意蕴美。首先是声音美。歌唱是一门声音的艺术。在“红歌”

推广和流传的过程中，离不开老一辈的歌唱家。例如我们非常熟悉

的郭兰英老师，她用自己悦耳的带有磁性的嗓音，演唱“红歌’夕、

推广“红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带来了美的享受，从而

达到身心的愉悦。其次是语言美。“红歌”的语言美体现在歌词简

单，质朴，没有过多的 

修饰，直接了当的叙事、抒情，从而表达出人们的真实情感。

再次是情感美。音乐是情感的艺术。每一首“红歌”的产生都与一

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表达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情感。这种情

感真实、彻底、深入。最后是意蕴美。“红歌”本身是革命精神的

产物，它的传唱仿佛把人们带到了革命岁月，让人在追忆那些为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强大和社会发展而奉献了青春热血乃至生

命的英雄的同时，生发出一种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概，激励人们奋发

向上。所以说，正是“红歌”这种积极的“意蕴美”，使我们既得

到了感官上的美好享受，又帮助我们从中汲取了精神力量，得到了

潜移默化的熏陶、感化和教育。 

4.有效地推进美育需要学唱“红歌” 
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的成长时期，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他们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所以说我们要学会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

针对他们的资质、能力、爱好、兴趣等具体状态，制定教学计划，

实施教学方案，做到“因材施教”。 

红色革命歌曲，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包含着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包含着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包含着积极进取的

人生态度，还包含着为理想和事业勇于斗争、不怕艰辛、不怕牺牲、

大公无私、团结奋进的精神。可见，“红歌”对于城乡居民的素质

教育来说有着多么大的帮助。面对着现在的城乡居民中青少年自私

自利，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淡化，集体主义观念淡漠，个人主义、

享乐主义滋长等问题，教育工作者除了正面的引导外，也可以通过

教唱红歌的形式进行教育，例如歌曲《我们要做雷锋式的好少年》

中唱到:“我们要做雷锋式的好少年，在这阳光灿烂的春天。高举鲜

红的旗帜，立下伟大的革命志愿。热爱集体毫不利己，专做好事不 

（下转第 51 页） 



理论探讨 

 51

 

（上接第 61 页） 
怕困难。毛主席的教导永不忘，雷锋叔叔活在我们心间。他是我们

的好榜样，鼓舞我们永远向前。” 

“红歌”用它特有的方式使当代的青少年受到教育、引导和启

发，从而产生巨大的行为力量。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己经了解了“红歌”的特点，历史地位

和作用，并且也了解了它在城乡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是必不可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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