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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革命歌曲是历史的见证，是时代的旋律，百年党史中涌现出多样化的歌颂革命行为和赞扬无畏的先

锋战士的歌曲，间接作用于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明确陕甘宁地区红色革命歌曲的内涵及特点，了

解其深刻的价值，丰富党史学习的内容，从而优化红色革命歌曲在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作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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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revolutionary songs are the witness of history and the melody of the times. In the century-old 
party history, there have emerged a variety of songs praising revolutionary behaviors and fearless 
vanguard warriors, which indirectly affect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ies of the educa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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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ly define Shaanxi-Gansu-Ningxia Region. For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d revo-
lutionary songs in Ningxia area,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ir profound value, enrich the content of 
party history learning, so as to optimize the role and performance of red revolutionary songs in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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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甘宁地区红色革命歌曲及其发展历程 

陕甘宁地区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以及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区[1]。中国共产党领导陕北红军在陕

甘宁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以后，当地在当时创作的民歌自然也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历史也将永远铭记披

荆斩棘，为了理想岁月浴血奋战在前线的革命先烈。 

1.1. 红色革命歌曲的内涵 

红色经典歌曲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史、新中国的建设史、改革开放

的奋进史、社会主义的发展史，是一种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艺术形式[2]。回眸陕甘宁地区在那个时代

所产生的红色革命歌曲，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表达陕甘宁地区工农群众坚定的革命信念，

如《走南梁》、《不做亡国奴》等，第二类是歌颂共产党、歌颂伟大的领袖的抒情、赞颂类歌曲。这一

类歌曲将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体现得淋漓尽致，将领袖的实践伟力、思想伟

力、人格伟力刻画的入木三分，比如甘肃庆阳民歌改编得来的《南泥湾》、陕北民歌《绣金匾》、《共

产党毛主席像太阳》等。第三类纪实歌曲，这一类歌曲生动形象的描写了当时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例

如在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后产生的《军民大生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以上皆可定义为红色革命歌曲[3]，综上所述，红色革命歌曲即是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的，是特定时代的

历史记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激起人民斗志以及能够引起中华民族儿女共鸣的歌曲；是指歌颂党和国

家的、英雄人物、引领时代进步发展的歌曲；是歌颂以人民群众利益为中心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所服务的歌曲。 

1.2. 陕甘宁红色革命歌曲的特点 

陕甘宁红色革命歌曲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产生于不同时代的歌曲在各个时间段都有其不同的社会

功能，在抗战时期，红色歌曲题材广泛，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歌颂党和领袖的歌曲，如大家耳熟

能详的《东方红》，《毛主席向太阳》等歌曲，抒发了当时人民群众内心最真挚的情感，也表达了人民

群众对共产党及领袖人的拥护；第二，以抗战为主题的歌曲，这类歌曲有表明抗战的决心的，如《抗战

歌》、《不做亡国奴》等，这类歌曲通常铿锵有力、气势磅礴，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华儿女抗战的决心以

及浓烈的爱国精神，誓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也有表达对反封建

压迫的，比如《劳动人民大翻身》等歌曲，旨在号召人民群众反抗地主压迫，农民当家作主；第三类有

宣扬人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歌曲，如《军民大生产》、《幸福生活乐无边》等歌曲，也有反对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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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期的陋习、提高妇女地位及思想的歌曲，如《妇女解放歌》、《自由歌》等歌曲。总体而言，上

述的这三类题材的红色革命歌曲都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4]，从中国共产党来

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之后当地的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领袖的歌颂，再到带领部队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战。在积极抗战的同时，积极解决百姓的民生问题，

做到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除此之外，提出了许多进步思想，例如倡导妇女学文化，推翻封建时

期的思想及陋习等等一系列先进思想，不仅为当地人最大限度的解决了温饱问题，同时也丰富了当地人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陕甘宁红色革命歌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红色经典歌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独特的思

想价值和教育功能，其精神内核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培育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5]。红色革命歌

曲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是在意识形态内的新型表达形式，是符合无产阶级斗争立场，符合时代发

展潮流的音乐作品。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是红色革命歌曲的主要作用，红色革命歌曲可以坚定个人

理想信念，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红色革命歌曲是是历史的见证，

伴随着党和伟大祖国的诞生。 

2. 陕甘宁红色革命歌曲在高校学习教育中的价值 

高校为贯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这一思想方针，积极宣扬传唱红色

革命歌曲。传唱红色革命歌曲在对传承信仰力量，激发奋斗热情，感悟爱党爱国情怀具有积极意义。 

2.1. 时代价值 

陕甘宁红色革命歌曲具有时代意义，不同的作品反映出来各个时代不同的特点[6]，歌声响起仿佛时

代的号角重新吹响，勾起无限往事回忆，激起人们热泪盈眶。艺术传达情感，不同背景创作出的红色革

命歌曲传达了中国儿女当年的血泪希冀。澎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创作了《农会歌》，农民传唱，传

达给贫苦农民要革命的信号；《东方红》、《绣金匾》、《延安颂》等歌曲群众基础广泛，革命热情深

厚，阶级立场鲜明，中国共产党每一阶段的政治思想、革命理论通通蕴含其中。红色革命歌曲是一种在

火热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艺术形式，该形式孕育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伟大斗争的不同时期。在

现阶段，传唱红歌，回忆红歌创建的时代背景，歌唱者犹如身临其境，感悟峥嵘岁月，激发民族信仰。 

2.2. 实践价值 

红色革命歌曲是劳苦人民英勇抗战的产物，是艰苦斗争的载体，是人民在抗战斗争实践中创造的艺

术品[7]。《八路军进行曲》(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是抗战爆发之际由郑律成在艰苦的环境下创

作的，该歌曲纪实八路军朝气蓬勃、勇往直前、无畏艰难险阻、坚毅豪迈的部队性质，因此曲调气势磅

礴，呈进行曲风格，同时，该歌曲蕴含了八路军战士在抗日中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敢于勇往直前的伟大精

神，是全国上下拼死保卫祖国、保卫民族的信仰的心灵寄托。 

如果说《八路军进行曲》是抗战时期的真实写照，那么《西北青年进行曲》就是无数中华儿女愿为

获得民族独立洒头颅抛热血的决心，泱泱五千年大国在刹那间成了全世界的笑话，炎黄子孙被迫跪下，

中华儿女沦为了阶下囚，歌词大声呼喊人民觉醒，大声呼喊人民起来。在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

家有力量的今天，红歌再次响起，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重现眼前，我们充满自信。 

2.3. 审美价值 

一首歌曲可以是炎炎夏日里一阵清凉的风，烦躁的心得到安抚，伤心的人在其中疗伤，一首歌曲也

可以是一把利剑，刺进敌人的胸膛，散发正义的光。歌曲的奏响是生命乐章的奏响，红色革命歌曲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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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都蕴含着巨大的生命力，给人美的享受和心灵震颤。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

旋律高低起伏，犹如黄河波涛汹涌，浪花滚滚，飞流而下。《黄河大合唱》已诞生八十多年，却并没有

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被人们遗忘，是旋律，是词意，是时代背景的多重融合造就了它的美，它的不可遗忘。

传唱红歌，在红歌中学习党的历史，党的历史在激昂曲调中生动鲜明，在深刻词意中熠熠生辉。 

3. 红色革命歌曲在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作用表现 

在高校党史学习中传唱红色革命歌曲，传颂经典红色好声音，不失为党史教育的一种创新尝试[8]。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红色革命歌曲以其独特的民族性和意识形态性激发了革命年代的斗争精神。在新时

代，“她”则是一种独特的传播形式，承载着为高校党史学习教育指引方向，照耀前进道路的任务。打

造思想政治教育及高校党史学习教育新形式，深刻诠释中国共产党百年苦难与辉煌的历史内容，在音乐

维度增强高校师生的理想信念。 

3.1. 以歌叙史，为党史学习教育增添形式美 

一百年来，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许多革命的歌唱家，他们用歌声带来了新中国的黎明。一百年间，

不同歌曲用不同的旋律诉说着党的历史，吟唱这一段艰辛的、悠久的、沉甸甸的历史，吟唱的声音可以

是年轻的、紧跟时代潮流的、响亮的。第一，用影视剧中的流行音乐激发高校学生学习党史的兴趣，一

句句振聋发聩的台词，一句句热血澎湃的歌词，让这些以历史为基准，用独特的手法和精细的水准还原

的献礼剧、红色歌曲，鼓励更多年轻人以他们喜爱的方式去回溯百年党史的波澜壮阔，使党史学习教育

更加“接地气”。时代在变化，每个时代的红色歌曲歌唱技巧不同，一代人的音乐爱好不尽相同，主题其

实还是“同一首歌”：那就是不忘初心。第二，鼓励音乐工作者带着新媒体技术走进党史学习教育中。科

技的进步使收集﹑选择﹑储存歌曲资源的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促进红色革命歌曲的传播与继承。现

代化新媒体手段兼备视听说触功能，动静互补，有针对性的运用合适的技术手段，为理解党史教育内容

提供生动而直观的材料。通过歌曲的旋律、富有激情的声音让优秀音乐工作者也成为党史学习教育队伍

建设的一员，以歌曲诉说党史，将党史学习教育变得更加有形式、更鲜活、更生动精彩。第三，音乐的

主体——演唱者用独唱、二部轮唱、四部合唱、男女混唱等表现形式为党史学习教育增添形式的美感。

例如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中，有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号子《黄河船夫曲》，有激昂恢宏的《保卫黄

河》，也有悲痛苦闷的《黄水谣》等八个乐章。严良堃先生曾这样评价《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

唱》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是永恒的跨世纪的鸣响，‘黄河入海流’，流入每个炎黄子孙的心中[9]。叙述

中华民族跨越历史长河积攒的五千年文明，沉重诉说日本侵略者所做的那骇人听闻的暴行，表达了中华

英雄儿女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百折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誓死保卫家园的豪情壮志。 

3.2. 以史鉴曲，为党史学习教育完善内容美 

通过演唱者富有激情的表现力，使得受教育者看见这样栩栩的画面：“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

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绞刑架上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如是说。又或是面对死亡，方志敏烈

士大义凛然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应当将红色歌曲的壮烈

节奏感与深刻的历史内容融合起来，不断完善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美。第一，全方位了解陕甘地区红色

革命歌曲的“前世今生”。挖掘红色革命歌曲的来源，产生的历史背景，深度了解党的历史，找准政治

站位，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承者，求发展的奋斗历程显现出来

并将继续得到发扬和传承。红歌传承红色基因，展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的丰富

内涵。第二，了解党的光辉岁月，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想信念做音乐工作者真实的教材。

红色百年，沧桑里有浴血奋战的残酷和伤痛；红色百年，沧桑里有奋勇直前的忠贞和英勇；红色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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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里抬头挺胸的自豪，还有昂首阔步的自信。“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

神财富，是不断激励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第三，用深厚的历史土壤来鉴赏歌曲。党

史学习教育需植根于百年党史的辛酸与从容，并以此作为赏析红色革命歌曲的路径之一。党史学习教育

需要的不是华丽的、空洞辞藻而是始于音乐本体，忠于理想信念的情怀，陷于歌曲的审美认知价值、审

美实践价值。 

3.3. 以乐增信，为党史学习教育增强信念美 

第一，以乐促思，以乐促情，以乐增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红色革命歌曲不仅是曲与词的简单

组合，更是一种信念的传承，精神的传承。高校青年学生在充分体会红色革命歌曲中所包含的爱国主义

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情感，了解背后令人难忘的历史记忆，感受革命先辈为理想勇于抗争、不屈不挠的精

神，引导学生了解党走过的辉煌而曲折的百年历程，从而更加深刻铭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高校青年学生发现自身缺点、改正自身错误，将自身理想与社会理想相结合，携

手共进。在音乐教育的路上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加强对音乐学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以更加饱满的精神

和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引导教师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才能带给学生以深厚的情感源泉。第二，利用红色经典音乐作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

国传统民族音乐用中国传统乐器以独奏、合奏等形式演奏出来，拥有庞大的体系和深刻的文化内涵，独

树一帜、别具一格、各具特色。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文化认同是最

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为中国革命斗争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传承和保存了各民族共有的红色文化基因，正因有了这样的文化根基。通过音乐艺术的独特魅力

和特殊功能，在各族青年学生中增强文化认同、促进红色革命歌曲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教学设计中，

选择大家耳熟能详的，如《黄河大合唱》《延安颂》《东方红》等经典歌曲，这些经典歌曲表达了各族

人民对党的热爱，对新中国的讴歌，对维护民族团结、完善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望和坚定

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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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红色革命歌曲在促使高校学生知历史、感党恩、汇众力、崇德行、绽光彩的同时，充分发挥

其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增强了大学生学习党史的兴趣，了解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革命精神，

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同时利用结合情景教学法，以及相关话题热度的线下学生活

动，如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建立话题，积极参与红色歌曲相关的短视频、发起红色歌曲党史快问快答网

络活动等，为学生提供全新的方式与渠道来了解红色歌曲文化，增强红色歌曲的传播力与校园影响力，

更好的将红色革命歌曲所带来的引导作用进行转化。在引导作用方面，红色革命歌曲鼓励党史教育者力

避千人一腔，“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陕甘宁地区运用本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风格，增强高校党史学

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力。创造性的运用现代性歌曲技术，全面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规律和教育对象复杂

的思想和行为因素，将红色革命歌曲中的精神和文化传承好、发扬好。从而实现高校的青年学生把个人

理想汇入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并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传承万古长青的红色精

神。坚持歌曲中的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用革命热情和智慧谱写新的历史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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