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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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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送(§x)红军，(̈ ©

5*下了山，
秋雨(§x)绵绵，(̈ ©

5)秋风寒。
树树(§x)梧桐，叶落

尽，
愁绪(§x)万千，压在

心间。
问一声亲人，红军啊，
几时(§x)人马，(̈ ©

5)再回山。

三送(§x)红军，(̈ ©

5)到哪山，

山上(§x)包谷，(̈ ©

5)金灿灿，
包谷种子 (̈ ©5)红

军种，
包谷棒棒，咱们穷人

搬，
紧紧拉住红军手，红

军啊，

洒下的种子，(̈ ©5)
红了天。

五送(§x)红军，(̈ ©

5)过了坡，
鸿雁(§x)阵阵，(̈ ©

5)空中过。
鸿雁(§x)能够，捎书

信，

鸿雁(§x)飞到，天涯
海角，

千言万语嘱咐，红军啊，
捎书(§x)多把，(̈ ©

5)革命说。

七送(§x)红军，(̈ ©

5)五斗江，
江上(§x)船儿，(̈ ©

5)穿梭忙。
千军万马 (̈ ©5)江

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
恩情似海不能忘，红

军啊，

革命成功，(̈ ©5)早
回乡。

九送 (§x) 红军，
(¨©5)上大道，

锣儿无声鼓不敲，鼓
不敲。

双双(§x)拉着，长茧
的手，

心像(§x)黄连，脸在
笑。

血肉之情怎能忘，红

军啊，
盼望(§x)早日，(̈ ©

5)传捷报。

十送(§x)红军，(̈ ©

5)望月亭，
望月(§x)亭上，(̈ ©

5*搭高台。
台高(§x)十丈，白玉

柱，
雕龙(§x)画凤，放呀

放光彩。
朝也盼来晚也想，红

军啊，

这台(§x)名叫，(̈ ©

5)望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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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飘，
军号响。
子弟兵，
别故乡。
王明路线滔天罪，

五次“围剿”敌猖狂。
红军急切上征途，
战略转移去远方。
男女老少来相送，
热泪沾衣叙情长。
乌云遮天难持久，
红日永远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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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迢迢，
秋风凉。
敌重重，
军情忙。
红军夜渡于都河，

跨过五岭抢湘江。
三十昼夜飞行军，
突破四道封锁墙。
不怕流血不怕苦，
前仆后继杀虎狼。
全军想念毛主席，
迷雾途中盼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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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岭秀，
旭日升。
百鸟啼，
报新春。
遵义会议放光辉，

全党全军齐欢庆。
万众欢呼毛主席，
马列路线指航程。
雄师刀坝告大捷，
工农踊跃当红军。
英明领袖来掌舵，
革命磅礴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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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站在讲

台上，讲述长征的时候，我
仿佛忘记了自己教师的角
色，觉得自己正是一名长征
中的红军！”郭东辉，南京
一中历史教师。上下五千
年，他几乎都是信手拈来，
然而长征这一段历史非常

特殊，“在我心中重千钧”。
“因为我有难解的长

征情结。”郭东辉说。
郭老师清楚地记得30

多年前，第一次给学生讲
授长征。“那是文革时期，
课本中长征的内容有五六

页，将长征的前因后果，甚
至经过细节都介绍得清清
楚楚。”

尽管课本介绍详细，郭
东辉在课前仍然做了细致
的准备工作。当时有一套丛
书叫《星火燎原》，其中一

部叫做《长征》，这部书郭
老师爱不释手，他将书中的
感人故事带到课堂上，带着
自己的感情讲给学生听。

让他和学生感到震撼
的是在飞夺泸定桥后，红
军冒着大雨，急行军240多

里，时间长达一天一夜。
“这是挑战人类的极限啊！
他们靠什么支撑了下来？
靠的是坚定的信念和坚强
的意志！” 郭东辉语气铿
锵，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
年轻的他在三尺讲台上挥

斥方遒。
郭东辉还记得，《长征》

这一章，他整整讲了两堂课。
同学们静静地听着他深情的
讲述，被红军激战后的急行
军打动了，被那一双双破草
鞋打动了。郭东辉看到，孩

子们的眼眶饱含泪水。
这一课对于第一年当

历史老师的郭东辉来说，无
疑是成功的，给年轻的他增
添了无穷的信心。“这30多
年的教师生涯，激励我的正
是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

30多年世事变迁，历史

教科书中的“长征”也是
“一变再变”。郭东辉手中
更替的历史教科书也有好
几个版本了。

最早的“长征”篇是浓
墨重彩，最新版本教科书的
“长征”只有一千字；最初

的“长征”需耗费两个课
时，现在只需要三分之一课
时便可以讲完。记者问具有

长征情结的郭东辉，是否感
到遗憾，他笑着摇摇头：课

堂不是传达长征精神的唯
一途径。

郭老师认为，对于长征
这段历史，同学们了解了事
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
就可以了，领会长征精神可
以通过课外阅读，以及学校

组织的各种活动。
“其实长征精神就是

百折不挠、坚强不息的进取
精神。改革开放后，长征精
神贯穿于经济建设当中，如
今对于这些独生子女们，长
征精神将贯穿于他们今后

的成长，要经得起挫折和磨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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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已从一名小学

生成长为一名中学语文老
师，但是“老班长的形象始
终在我脑海里晃荡，终生难
忘。”南京市第十三中学老
师方凌说。

方凌是一名24岁的小
伙子，从小爱文学，给他感

触最深的是小学那几篇有
关长征的课文。有《金色的
鱼钩》《草地夜行》……
“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
学五年级时所学的 《金色
的鱼钩》，因为这篇文章第
一次让我的心灵震颤了。”

“老班长快四十岁了，
个儿挺高，背有点儿驼，四
方脸，高颧骨，脸上布满皱
纹，两鬓都斑白了。为了照
顾几位小战士，他把缝衣
针弯成鱼钩，钓来鱼给小
战士吃，自己却偷偷地嚼

着战士们吃剩的鱼骨头。
在即将走出草地的前一
天，他牺牲了……”方凌背
起这篇课文，仿佛他就是
那个小战士。
“读到老班长拿着陶

瓷碗，咀嚼着几根干草和

小战士吃剩的鱼骨头时，
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多想
用我碗里的大米饭换老班
长手中的鱼骨头，我多希
望结局能够改变，老班长
不要牺牲！”

如今，方凌已身为人

师。“初中的语文课本上已
经没有了长征的内容。”方
凌说，他仍然会把长征中的
小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因
为这是老师的职责，也是老
班长的精神乃至长征的精
神在激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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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小学生对长

征历史了解多少呢？记者
在3所中小学随机调查了
40多名学生，结果发现，有
2名学生表示没听说过长
征，其他学生对长征基本
都有所了解。

在南京市某小学门

口，记者问一名五年级学
生：“知道红军长征的故事
吗？” 小男孩点了点头：
“我读过《倔强的小红军》
和《金色的鱼钩》。”记者
问，能说出文章的内容吗？
他摇了摇头，“记不清了，

好象是说老班长救战友牺
牲了。”

记者问一名小学六年
级的女生，“知道长征什么
时候开始的吗？”小女孩想
了许久，“好像是三几年
吧。”“是在哪儿长征

的？”记者继续追问。小女
孩愣了半天，摇摇头，坦率
地回答：“不知道。”

记者发现，小学生大
多知道长征事件，但不知
道具体时间和地点。

初中生对历史的了解

状况要比小学生略好一
些。记者采访到的南京十
二中的一名男生连红军的

行军路线都了如指掌。
南京市中华中学语文

老师黄烨说，5年前，初中
语文教材中有 《七根火
柴》 等与长征有关的文
章，课改后的新教材则没
有长征的内容。“编者也
许过多地从语文的功能考
虑，认为有无长征内容，不

影响语文教学。”据了解，
高中语文教材中也没有长
征内容。
“现在使用的高中历

史教科书中，‘长征’内容
比以前减少了约三分之
一。”郭东辉老师说，“这

对学生了解长征这段历史
或多或少有影响。”

郭东辉老师从事历
史教育已30多年，“以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
一历史教材为例，以前关
于‘长征’的介绍有五六

页，内容翔实、生动，而现
在的教材只有一页1000
多字，内容简洁，概况地
叙述了长征的原因、过
程、意义。”

金陵中学历史高级教
师张铭告诉记者，目前使

用的初中历史教科书有3
个版本，虽然版本不一，但
“长征”内容都比以前有
不同程度的减少，一般只
是一篇文章中的一部分，

很少有独立成篇的。“以
前，我们讲‘长征’，都是

单独一课，现在只是顺带
讲讲。”

张铭说，新课程不需
要学生了解长征详细经
过，强调的是了解史实，掌
握精神。

郭东辉说，长征内涵

丰富，精神深邃，学生仅掌
握课堂知识是不够的。“为
让学生更加形象具体地了
解长征，我们采取了许多
办法，比如：组织观看长征
幻灯片、长征史料展等，让
学生真切感受到长征的艰

难，红军的伟大。”
张铭说，只有亲身触

摸历史，才能真切地体验
红军的伟大，才能把书本
上的长征变成更为现实感
受。“教学中，我们采用多
媒体，图文并茂，形象直

观；课后，我们组织学生出
‘长征’板报，通过搜集材
料，编写稿件，加深对长征
的了解。”金陵中学还模仿
长征，开展了一次小型的
长征活动，组织学生从江
宁汤山步行25公里到学

校。“虽然全程一路平坦，
时间只有一天，但学生们
从中体验到了红军万里长
征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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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山，
路难行。
敌重兵，
压黔境。
战士双脚走天下，
四渡赤水出奇兵。
乌江天险重飞渡，

兵临贵阳逼昆明。
敌人弃甲丢烟枪，
我军乘胜赶路程。
调虎离山袭金沙，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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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湍急，
山峭耸。
雄关险，
豺狼凶。
健儿巧渡金沙江，
兄弟民族夹道迎。
安顺场边孤舟勇，

踩波踏浪歼敌兵。
昼夜兼程二百四，
猛打穷追夺泸定。
铁索桥上威风显，
勇士万代留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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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皑皑，
野茫茫。
高原寒，
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
千锤百炼不怕难。
雪山低头迎远客，

草毯泥毡扎营盘。
风雨侵衣骨更硬，
野菜充饥志越坚。
官兵一致同甘苦，
革命理想高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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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鼓响，
秧歌起。
黄河唱，
长城喜。
腊子口上神兵降，
百丈悬崖当云梯。
六盘山上红旗展，
势如破竹扫敌骑。

陕甘军民传喜讯，
征师胜利到吴起。
南北兄弟手携手，
扩大前进根据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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