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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战士的歌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做一名勇敢、光荣的解放军,一直是许多孩子的梦想。八年级的中学生进入

了一个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心理转变期,俗称“断乳期”或“叛逆期”。这一时

期的青少年情绪极不稳定,独立意识增强,但生活能力与认识事物的能力较低,
在心理上产生了独立与依赖并存的矛盾,加上独生子女教育与社会发展物欲化

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今天的青少年普遍缺乏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缺乏在

困难面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意志品质。为此,我们编写组在本册编选《战士

的歌》这个单元,旨在用军人钢铁般的意志、战火中的英勇、舍小家为国家的情

怀,为青少年的成长道路增添一份健康向上的动力,帮助他们顺利地度过人生这

一重要的心理转变期。
本单元由“战歌嘹亮”和“战士风采”两个板块组成。
第一个板块“战歌嘹亮”主要选编了欣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歌曲

《共青团员之歌》两首作品,这两首作品虽然一首是大调色彩乐曲,一首是小调色

彩歌曲,但都是充满战斗性、具有浓郁进行曲风格的中外经典佳作。《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行曲》反映了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由弱到

强,发展壮大的奋斗历程;《共青团员之歌》是一首反映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

曲,正好与我国的抗日战争处于同一时期,两首作品组合在一起,既拓宽了学生

的文化视野,丰富了学生的音乐知识,又在视听感受和歌唱实践中提高了学生的

审美能力和表现能力。
第二个板块“战士风采”主要选编了欣赏男声合唱《打靶归来》和外国器乐曲

《军队进行曲》,歌曲《好男儿就是要当兵》。《打靶归来》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这两首我国和平年代的战士歌曲,主要展示了军人们勃发向上的英姿,熠熠生辉

的风采。让学生唱、听,感受这些具有精神号召力的作品,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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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另外,舒伯特的管弦乐《军队进行

曲》,让学生从生气勃勃、诙谐幽默的音乐形象中体验另外一种进行曲风格的

特点。
本单元知识点和技能方面,首先,让学生了解进行曲的体裁特点,并能按

要求编创具有进行曲风格的旋律短句;然后,了解小调音阶的基本结构;最后,
能结合音乐作品,在力度、节奏、节拍、旋律等音乐表现要素方面进一步增强审

美实践能力。

(二)内容结构

战
士
的
歌

—

—
战
歌
嘹
亮

—
— 欣赏 —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铜管乐)

— 歌曲 — 《共青团员之歌》

—
战
士
风
采

—
— 欣赏 —

— 《打靶归来》(男声合唱)

— 《军队进行曲》(管弦乐)

— 歌曲 — 《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学唱本单元的歌曲,引导学生感受、体验战士们在战场上那种舍

生忘死、不怕流血牺牲的奋斗精神;在和平年代,军人们那种舍小家顾大家、无怨无

悔的博大胸怀;军人艰苦奋斗、英勇战斗、勇于为国为民奉献的精神和品质。

2.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引导学生了解进行曲的表现特点,并能编创八小节具有进

行曲风格的旋律;认识自然小调的基本结构,对比大、小调的音阶结构和表现特点。

3.通过学习本单元的中外声乐、器乐作品,让学生对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
作者和相关文化有所了解;能根据歌曲的情绪要求,引导学生自信地演唱和做简

单的挥拍等形体动作。

4.引导学生能够运用力度、节奏、节拍、旋律等音乐表现要素描述自己对音

乐的感受,提高审美能力。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铜管乐)

  铜管乐《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由作曲家罗浪根据同名歌曲改编而成。原

歌曲由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当时取名为《八路军进行曲》,后因传唱广泛,在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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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于1988年7月定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首歌曲节奏铿锵有力、音调气势磅礴,很适合用铜管乐

表现,因而又被改编为铜管乐曲。乐曲为C大调,开始两小节似冲锋号角的引子,
象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人民军队,紧接着主题连续出

现切分节奏和附点节奏,使乐曲的基调显得十分坚定有力、具有英雄气概,集中表

现了人民军队豪迈雄壮的军威及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揭示了人民军队由弱到强、
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附谱: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铜管乐)



32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八
年
级
上
册

(二)歌曲《共青团员之歌》

这是苏联话剧《路途的起点》的一首插曲,作于1947年。1941年,德国法

西斯发动了侵苏战争,苏联人民为保卫祖国,纷纷走向战场。剧中,当出现亲

人们送别即将踏上征途的儿女时,共青团员们唱起了这首感人的歌。歌曲的

音乐风格使人联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那些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进行曲,给

人以极大鼓舞。此歌结构为 A+B+B',用小调式写成,歌曲开始是具有号召

性音调的引子,接着以激昂的音调、规整的节拍、行进的速度呈现了青年告别

母亲、慷慨悲壮的出征场面。

瓦·索洛维约夫-谢多伊(1907-1979) 苏联作曲家。生于彼得堡,从小学

习吉他和钢琴,十月革命胜利后,先后在苏联中央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系和列宁格

勒音乐学院学习,自1936年从事创作活动。作品有器乐曲和芭蕾音乐。卫国战

争期间,创作了许多爱国歌曲,战后写了许多抒情歌曲,并为许多电影配乐。代

表作有《拉起我的手风琴》《海港之夜》《春天来到了我们的战场》《共青团员之歌》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被誉为“歌曲大师”。

(三)欣赏《打靶归来》(男声合唱)

《打靶归来》是一首耳熟能详的军旅歌曲,是连队的战士们打靶训练归来的

路上、去食堂吃饭的路上经常唱的歌。歌曲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简练朴实、

贴近生活、旋律优美、易于传唱,所以这首歌备受战士们欢迎。

歌曲的单旋律为C徵调式, 拍,主题结构是一个六句式单乐段,前四句

中“ ”和“ ”两个音在旋律中反复出现,增强了歌曲的民歌风格。第二乐句和

第四乐句结尾相同,前后呼应,后两句为补充发展。歌曲的节奏与战士们的口

令节奏相符,虽采用了步伐节奏写成,但是缺少了进行曲的附点节奏和切分音

的力度推动,反而增强了旋律的活泼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战士们打靶归来的喜

悦心情。

两段歌词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第一段的写实与第二段的写意珠联璧合、

相得益彰,臻于完美化境。歌曲旋律的清新优美不言而喻,创作手法也新颖别

致,独具匠心。歌中根据“旋律的音名”所加的衬词和末尾的“口令”,都充分地

展现了革命战士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风貌和乐观精神。“misollami

sol,lasolmidore”一句,已成为中国人在心情愉快时脱口而出的经典乐句!

合唱改编从声音的模仿、力度的变化、声部叠加处理等方面丰富了歌曲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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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力,更加生动地表现了战士们的乐观主义情怀。歌声未起,首先听到的是由人

声和小军鼓合成的军队整齐的行进步伐,由远至近,歌声响起,你会在脑海中浮

现出打靶归来的战士满怀喜悦、意气风发地向你走来,虽然歌声很遥远,但是很

清晰,当合唱接近尾声,整齐的步伐渐行渐远,给人意犹未尽之感。

王永泉(1928-2007) 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著作权法协会常务理事、原

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作曲家。主要作品有《打靶归来》《我当上解放军》

《志愿军的铁匠炉》等两百多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

附谱:

打 靶 归 来
(男声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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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欣赏《军队进行曲》(管弦乐)

《军队进行曲》由舒伯特创作于1818年前后,该乐曲为奥地利皇家卫队而

作,原为钢琴四手联弹,后改编为钢琴独奏、管弦乐、管乐合奏曲等,是一首广为

流传的器乐曲。乐曲开始先奏出六小节号角性的引子,雄壮有力:

接着乐曲显示出进行曲的基本主题:

这一主题在富于跳跃性的伴奏音型衬托下,曲调轻松活泼,充满了欢乐的情

绪,经过不同的调性变化重复之后,转为G大调,进入中间部歌唱性的第一主题:

中间部的第二主题转入同名小调g小调。这一调式色彩的变换使这一主题

更加丰富多彩:

中间部过后,乐曲在重复再现开始时号角性的引子和乐曲的基本主题后,结

束全曲。

(五)歌曲《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好男儿就是要当兵》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口吻,通过当兵前后的感受变化来

抒发战士军纪严明、吃苦耐劳、刚正不阿、保家卫国、互助友爱精神的赞美之情,

运用设问、隐喻等正反对比性描述不断深化当兵对于好男儿健全人格塑造的主

旨。歌词凝练、一气呵成,语言荡气回肠,歌词内容高度概括,让人有畅快淋漓

之感。

歌曲的结构为带结束句的二段体,节拍为 拍、 拍,C宫调式。

歌曲采用了简单的五声音阶素材作为曲调基础,在较窄的音域范围内配合

规整对称的队列式节奏音型来延展乐思,音调随着语调的起伏变化娓娓道来,唱

中带说、说中含唱,朴实无华的音乐语言中蕴含着“好男儿就是要当兵”的豪迈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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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乐段采用步伐节奏写成,“ ”具有推

动力的节奏型贯穿在四个乐句中,旋律的音域只有一个八度,但欢快激动,朗朗

上口、易学易记易传唱。短短四句,战士的军旅生涯便形象地跃然纸上。第二乐

段加入了切分节奏,前三个乐句开头均用“ ”的节奏,使战士勇敢坚

定的形象更加突出,第四乐句加进附点节奏,结尾用“嗨”,并重复“就是要当兵”,

情绪的表达更加铿锵有力,最后一句“咱当了兵才知道好男儿”的节奏拉宽,旋律

高扬,使战士的刚毅形象得到了升华。

戚建波(1959- ) 山东威海环翠区人。原山东省文联副主席、政协威海

市委员会副主席、威海市第一中学副校长。他是一位多产的业余作曲家,音乐风

格亲切质朴、细腻深情,充满着浓郁的民族特点。代表作品有《常回家看看》《亲

情电话》《好男儿》《中国志气》《祖国万岁》《亲朋好友》《开门红》《母亲》《爷爷奶奶

和我们》《平安颂》等。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由三首欣赏曲、两首歌曲、一个旋律编创和一个器乐演奏与音乐活动

等教学内容组成,建议用4课时完成,每个二级标题中的内容各2课时;也可以

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军队进行曲》的对比欣赏和旋律创作作为1课

时,《打靶归来》和其后的器乐演奏与音乐活动作为1课时,两首歌曲各为1课

时。在欣赏歌曲、乐曲的活动中体验进行曲的表现特点,表演创作等实践活动和

学唱歌曲《共青团员之歌》是本单元的重点教学内容。

编写组旨在通过这一单元内容的学习,让学生了解解放军艰苦卓绝的奋斗

历程,感受军人的气质、军人的风采,体验战士们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情怀。有

条件的学校,可以准备反映军人在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和在和平时期抢险救灾的

音像资料,在教学时让学生观看,以增强他们对军人生活的真实感受,从而在心

灵上受到感染,在精神上得到升华。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调动学生们的积极

性,在动感中进行教学。例如,本单元的歌曲和乐曲都有进行曲风格,学习时可

以模仿战士们在操练时的动作,以提高学生们参与的兴趣,从而加深对本单元所

学歌曲和乐曲作品的体验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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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教师在教学时倾情投入,用自身的激情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用自身的

感受去调动学生的感受,这是最好的教学捷径。

(一)战歌嘹亮

1.欣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建议从复习学生以前学习过的进行曲相关知识入手,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行曲》的产生背景,在演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歌曲主题片段和欣赏其

铜管乐演奏的过程中,从节奏、节拍、速度、力度、旋律进行等音乐表现要素多方

面理解和掌握“进行曲”的概念和表现特点。

在“创与做”设计的三个实践活动中,老师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调整和编

创。例如,第一个活动“随音乐挥拍,感受乐曲的音乐风格”,旨在让学生通过动

作来感受进行曲的节拍、速度等特点,老师也可让学生模仿军人的正步走(原地

踏步),让学生体验进行曲的表现风格。

2.歌曲《共青团员之歌》

歌曲的演唱力度和音色的变化是教学的重点,识谱时要注意附点、切分节奏

以及八度跳进音程和“ ”的音准。歌曲的合唱部分虽然不难,只有两个小节不

同,但要注意声部横向的旋律对比,在随着音乐演唱的同时,又要体现出歌曲进

行曲的风格。

学习小调式时,可以结合大调式和小调式来对比,学习两种调式不同的表现

特点,在掌握音阶特点的同时,可以从音乐旋律进行(骨干音)的特点和结束音等

方面来判断大小调式,进行曲也有不同的表现色彩。

(二)战士风采

1.欣赏《打靶归来》

这是一首轻松愉快、诙谐幽默又带有进行曲特点的合唱歌曲,可以通过主题

旋律节奏对比来体现歌曲的表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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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拍上的附点音符体现了力量的推进感和强烈的负重感,表现了坚定、自豪

的人物形象,去掉附点则体现了轻松跳跃、欢快愉悦的情绪。也可以对比前面学

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主题试一试,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在“创与做”的活动中,建议先用乐器演奏主旋律第一声部,再练习带有“口

令式”步伐节奏的第二声部,合唱时第二声部稍弱一些,突出主旋律声部。

2.欣赏《军队进行曲》

通过前面对进行曲风格特点的学习感受,学生已经明确进行曲不只是具有

威武豪迈、雄壮有力的特点,也同样具有诙谐幽默的特点,这在《军队进行曲》的

两个主题中都得以充分体现。教学时,建议在让学生充分感受两个主题音乐的

同时,能够熟记两个主题旋律,并能够从重音记号、顿音记号及节奏、旋律进行等

方面对比两个主题的特点,尤其是B段的节奏与《打靶归来》有异曲同工之妙,从

而加深对进行曲表现特点的学习。

在“创与做”的活动中,进行编创4~8小节具有进行曲风格特点的旋律短

句时,列举了符合进行曲一般特点的三个要求,绝非一成不变的,老师可以灵

活处理。如果能够填词或为词谱曲则效果更佳,甚至专门用1课时作为创作

课,鼓励学生创作简短的“班歌”“校歌”,定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

3.歌曲《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长大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是很多人小时候的梦想,军旅歌曲在学生的生活

中处处能闻、时时能见,建议由此提问:你知道有哪些表现军人生活的歌曲? 你

能唱一唱吗? 引入歌曲《好男儿就是要当兵》,从附点音符、切分音等节奏入手,

先让学生理解、把握歌曲的进行曲特点后再进行歌曲学唱,为后面学生能自己处

理歌曲的演唱做好准备。

老师还可以从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如何与伴奏配合、怎样上下舞台等方面

指导学生更好地表演,从而积累舞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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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例

行进中的歌

———选自第二单元“战士的歌”

(一)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使学生了解进行曲的节拍、速度、情

绪、节奏、结构上的特点。掌握进行曲的有关知识,了解、认识进行曲的类型,用

正确的审美观感受进行曲的情绪特征。

2.在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能够用合适的力度来演唱《共青团员之歌》。

(二)教学设计

通过学生对进行曲特点的了解,激发他们感受音乐的乐趣,让学生在音乐的

学习实践中通过对音乐要素的分析理解,充分感受、体验音乐形象,培养学生热

爱祖国、保卫祖国的品质。

(三)教学过程

1.组织教学

师生问好,检查学生课堂准备情况,简短谈话引入课堂。

2.导入

老师:欢迎同学们来到音乐课堂,今天老师给大家播放一个阅兵式录像片

段,请大家仔细看录像然后回答问题。

老师:阅兵式的音乐为什么要用进行曲? 你听到音乐后的感受是什么?

学生:因为可以踩着音乐的节拍行进,一般用二拍子的节奏,强拍在第一拍

上,强弱轻重交替出现。听到音乐后的感受是节奏感强、雄壮有力、激昂、振奋

人心。

老师:进行曲是一种具有步伐节奏特点、适合于在队伍行进时演奏或演唱的

体裁形式。其结构严整、节奏鲜明,旋律刚劲有力,以偶数拍子做周期性反复,常

用 拍、 拍。

设计意图:让学生对进行曲概念及特点有一个初步理解,为欣赏《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行曲》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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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欣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老师:它是几段式的曲子?

学生:全曲采用并列单三部曲式(A+B+C)写成。

老师:我们先来听听 A段,旋律上有什么特别之处? 节奏上有什么特点?

各起到什么作用?

学生1:同音“”音的重复和铿锵的节奏,使人振奋。

学生2:连续的切分节奏,象征着人民军队刚毅沉着地行进在祖国大地上。

老师:欣赏B段,它与A段有什么联系?

学生:B段的第一、二乐句,是第一部分第一乐句的变化反复,接着出现了连

续上行的自由模进,把歌曲推向第一个高潮。

老师:欣赏C段,从中出现的休止符具有怎样的作用?

学生:让听众能有更好的空间去想象各种场面,把时间和空间留给听众,屏

住呼吸,此时无声胜有声! 感觉乐曲更具革命乐观主义的色彩,最后在奔腾向前

的气势中结束全曲。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艺术欣赏能力,培养边听边思考和联想的能力。

4.扩展欣赏

老师:众多进行曲中,我们来听听《婚礼进行曲》和《葬礼进行曲》与《中国人

民解放军进行曲》为什么不一样?

老师播放《婚礼进行曲》。

学生:情绪是欢乐、幸福……速度是稍快。节拍是 拍。

老师播放《葬礼进行曲》。

学生:情绪是悲哀、悲伤……速度是稍慢。节拍是 拍。

老师:(引导学生回答)这是因为每首进行曲各自运用了不同速度、节奏,所

以在情绪上给人的感受不一样,塑造的音乐形象也就不一样。

设计意图:通过对比欣赏这种方法,让学生具有更深刻的印象。

5.学唱《共青团员之歌》

(1)发声练习

设计意图:这是一首较熟悉的歌曲,在一般情况下很多学生对第一声部都比

较熟悉,用第二声部做发声练习,加深对第二声部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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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唱歌曲。

①用听唱法进行模唱,注意变音的准确性。

②学生演唱歌曲,再分组讨论后用适当的力度、速度来表现歌曲的感情。

设计意图:通过听、唱以及对音乐的体验、思考,对战士们热爱祖国、保卫祖

国的品质的赞扬,对亲人离别的依依不舍,用歌声表现出对乐曲的理解。再以小

组形式用适当力度、速度来表现歌曲的感情,给每个学生提供参与表演的机会,

锻炼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

(3)下课仪式。

(四)教学反思

(1)要重视导入环节的设计。因为导入是引发学生对音乐产生兴趣及热情

的导火线,也是学生体验音乐和参与音乐活动的第一个重要步骤。良好的导入

会使学生从上课之初就被音乐深深吸引。

(2)要创设情境,引发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唱歌课是中学音乐教学的一个

重点内容,现在的学生喜欢唱歌,可是却不喜欢唱音乐课本上的歌曲,喜欢唱

一些现代的流行音乐,难道是音乐课本上的歌曲不好听,与学生现在的心灵差

距太大了吗? 其实不是这样,以前所谓的“唱歌”,就是老师教会学生唱会旋律

就行了,也不管歌唱的方法和歌唱的状态,以及对歌曲的情感处理,老师甚至

对歌曲的创作背景都不做介绍。这样学生对歌曲的感情就很难掌握了,自然

就没有学习歌曲的兴趣。这就要求老师在教这种题材的歌曲时,应该对歌曲

的时代背景做详细的介绍,最好是结合视频等有关影像资料让学生真正了解

歌曲的时代背景,并以正确的歌唱方法来引导学生演唱。这样本来单调的课

程就会丰富起来。

(3)要精选比较材料,多用对比欣赏。通过对比欣赏这种方法,能让学生具

有更深刻的印象,而且也避免了学习时的单一性。比方说本次上课中对几种进

行曲的比较,不但能让同学们知道什么是进行曲,还感受体验了各种进行曲的风

格魅力并了解了其特点,学会了鉴赏进行曲。

正是做到了上面三点,本次的教学目标才基本完成。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

能有感情并正确地演唱歌曲。老师把音乐知识融入歌曲当中,激发了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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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热情,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优化了课堂教学,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学习

内容。

(4)不足之处及对策。

①这首歌曲中带附点的节奏型,学生容易唱成不带附点的节奏型,这样对歌

曲的艺术形象很有影响。

对策:引导学生比较两种节奏型在这首歌曲中艺术表现力的优劣,指导学生

将附点音符后面的十六分音符向下一拍靠拢。

②歌中一字多音的地方,学生常唱得软弱无力、缺乏感染力,如:“共青团员

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祖国。”

对策:训练学生唱歌时运用好气息,并保持住气息。

③学生在歌曲中对个别的节奏掌握不好。如:“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

吧”,“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这两句旋律。

对策:学唱好附点节奏与切分节奏后,再学唱歌词,注意这两种节奏的特点。

④歌曲的速度不容易掌握。

对策:复习演唱,并练习歌曲中存在的容易出错的附点节奏和休止符节奏,

为学习歌曲做铺垫。这是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但同学们根据原来的欣赏,

学习后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问题,让同学们跟随老师认真学习。认真纠正和练

习容易唱错的地方,加深对附点节奏与休止符节奏、速度的掌握。

⑤歌曲的感情处理不好。

对策:让学生听明白每一乐段的特色。第一乐段:平稳流畅,乐观自豪;第二

乐段:节奏舒展平稳,旋律优美流畅,因而形成一种浩浩荡荡、昂首挺胸、阔步前

进的气势。

总之,在唱歌教学中,只要我们摒弃长期形成的以技能、技巧为中心的教

学方式,坚持以音乐内容的情感动人为核心,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观念,唱歌教

学的审美功就一定会得到发挥,老师与学生的音乐文化素养与艺术情操也一

定能得到发展。

(范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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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开始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

转移。其他各革命根据地除陕北外,也先后退出原来的根据地,进行长征。中央

红军经赣、粤、湘等省,于1935年1月达到贵州遵义,并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

央的正确领导。会后,中央红军胜利北上,打破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

截,爬雪山、过草地,克服各种困难,战胜了张国焘分裂党和军队的阴谋,长驱二

万五千里,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1936年

10月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后到达的红二、四方面军会师,胜利地结束了

长征。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1946年6月至1949年10月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

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

1945年8月,为了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国共双

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初,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

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然而,国民党在谈判期间派军队向解放区发起进攻,

解放区军民击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

援助下再次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从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

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6月底,人民解

放军开始了全面性的反攻。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发

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军队,加速了人民解

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3日解放南京,

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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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靶归来》的创作故事

这首著名的歌曲是音乐家王永泉于1960年在部队创作的。据音乐史料记

载及王永泉本人的口述,当时王永泉在解放军步兵某团任俱乐部主任,正准备为

全军文艺汇演创作一首歌曲,偶然在一年前(1959年)的刊物上瞥见一首四句小

诗,即:“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清脆的枪声满天

飞”,小诗的作者是牛宝源。

当时,这首不显眼的小诗,被王永泉发现,他觉得诗虽平常,但内容还能与自

己的创作思路吻合,由于当时汇演在即,时间紧迫,无暇新作,王永泉遂将就着对

小诗进行了研究、修改,使其更适合歌曲的演唱以及音乐韵调。接下来,王永泉

又乘兴增补创作了第二段歌词:“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

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属第一。”真乃奇思妙想! 这段歌词超凡的想象力和所

彰显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绝对是登峰造极,同时也弥补

了第一段歌词的先天不足,第一段的写实与第二段的写意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臻于完美化境。

曲调犹如歌词的翅膀,佳词配上妙曲自然展翅飞翔,凭借王永泉对民族音乐

的深厚素养,在汲取了陕北民歌的元素后,经过反复咏唱,水到渠成,《打靶归来》

成曲,参加了全军文艺汇演,在如林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一等奖”。这就

是歌曲《打靶归来》诞生的经过。

光阴荏苒,大浪淘沙。多少音乐作品在历史长河中淹没了,而《打靶归来》这

首歌曲,恰似一叶轻舟,飘过了动荡的岁月,静静地泊靠在人们心中,无论何时何

地,常常想起那熟悉的旋律,萦绕于心,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