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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美丽的国旗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这是学生走进音乐课堂的第一个单元,是学生接触音乐、感知音乐的开始。

本单元以国旗为主要音乐线索,设计了“红红的国旗”“我爱你国旗”两个板块,采
用了欣赏、唱歌、唱一唱、读一读、律动五种教学形式进行内容呈现。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第一个板块“红红的国旗”中,首
先引导学生聆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感受国歌威武雄壮的音乐情绪;然后围

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聆听、学生和老师的对唱、歌曲的演唱,进一步引发

学生对国旗的热爱、敬仰之情。
第二个板块“我爱你国旗”,在对国旗感知的基础上,进一步表达对国旗的热

爱之情。国旗是祖国的象征,对国旗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热爱是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的。在这个板块中,首先设计了聆听《祖国,祖国我们爱你》,随后进一步采用

了律动、读一读、唱歌等活动形式,紧紧围绕这一话题,将学生对祖国和国旗的热

爱之情推向高潮。

(二)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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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齐唱)

唱歌
 

《国旗国旗真美丽》

我爱你国旗 律动
 

《我向国旗敬个礼》

欣赏
 

《祖国,祖国我们爱你》(齐唱)

唱歌
 

《太阳,红旗》

(三)教学目标

1.在聆听、唱歌、律动活动中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威武雄壮的音乐

情绪,激发对祖国、国旗的热爱之情;了解与国歌相关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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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节奏儿歌的学习中感受节奏时值的长短,并能够通过节奏儿歌的朗读

感受轻声、高位置说话的方法,为歌唱的学习做好铺垫。

3.了解歌唱的正确姿势和方法,能够初步感受用自然的声音轻声歌唱的歌

唱状态,并能够在歌唱活动中尝试。

4.在律动的活动中感受二拍子的行进感及强弱规律。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齐唱)

该歌曲为 拍,大调式,原名为《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故事片《风云儿女》

的主题歌。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作于1935年春)。
国歌的歌词是一首激昂奋进的自由体新诗,聂耳创造性地把它谱写成由六

个长短不等的乐句组成的自由体乐段,且处理得十分生动、有力和通俗化。采用

了主导动机贯穿的发展手法,以引子中的主三和弦分解进行的号角式音调作为

发展的基础,贯穿全曲,使整首歌曲充满了慷慨激昂的气势。歌曲从前奏开始,
引出了后半拍起的急切呐喊:“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唱到“中华民族到

了最危险的时候”时,突然用了一个四分休止符,造成一种特有的紧迫感,在休止

后更突出了“最危险的时候”,紧接着引出人们被迫发出的吼声:“起来! 起来!
起来!”在三次渐强的激昂呼喊之后,号角式的音调出现了,它像一声嘹亮的冲锋

号,激励着无数战士和爱国人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结尾时,对“前进”两
字的重复强调,象征着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战斗步伐,表现了中华民

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前赴后继的大无畏精神。
《义勇军进行曲》首刊于《电通画报》1935年第一期。1949年9月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
聂耳(1912-1935) 中国作曲家,云南玉溪人。自幼喜爱家乡的花灯戏等

民间音乐。小 学 时 学 习 演 奏 笛 子、二 胡、三 弦、月 琴 等 民 族 乐 器。1927年 至

1930年就读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自学小提琴、钢琴等乐器,与友人一起

组织了“九九音社”。1930年7月,因 参 加 革 命 活 动 被 叛 徒 告 密,逃 亡 上 海。

1932年8月赴北平(今北京),与李健(李元庆)、王旦东等组织了北平左翼音乐

家联盟。在1932年至1935年间,从事左翼音乐、戏剧和电影等活动。在3年

间,创作了35首歌曲。主要作品有《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毕业歌》《大路歌》
《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等。1935年4月决定经日本去苏联学习。同年7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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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在日本去逝。聂耳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是辉煌的。他的歌就是他的灵魂,
永远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聂耳的作品中,反映工人生活的歌曲占大多

数,首次在歌曲中塑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有的作品也反映了处于社会

底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他的绝大部分歌曲与进步电影或歌剧联系紧密。
田汉(1898—1968),中 国 现 代 戏 剧 的 先 驱、诗 人、作 家,湖 南 长 沙 人。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等领导职位。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的戏剧作品

有一百余部,歌词数千首。

附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齐唱)

 
 

进行曲速度

田汉
 

词

聂耳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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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唱歌《国旗国旗真美丽》

这是一首传唱了多年、歌颂国旗的儿童歌曲,歌曲表达了少年儿童对国旗的

崇敬、热爱之情。

歌曲为一段体,C宫调式, 拍。整首歌曲节奏规整,旋律流畅,情绪欢快、

活泼。歌曲旋律简单,易于学生演唱。
整首歌曲由四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四小节。前三乐句节奏完全相同,均采

用了四分音符进行创作。第四乐句节奏稍有变化,全曲结束在主音上。

(三)欣赏《祖国,祖国我们爱你》(齐唱)

这是一首近年来创作的优秀儿童歌曲,表现了少年儿童拿起画笔画祖国的

美好风光,表达了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歌曲为二段体,C大调, 拍。

第一乐段由两个乐句组成,每个乐句八小节。第一乐句的旋律由级进开始,
起伏不大,较为连贯。作者在两小节旋律的重复后,再次采用变化重复的方式创

作了后四小节的旋律,使整个乐句的旋律具有起伏感。第二乐句为第一乐句的

相似乐句,前四小节与第一乐句完全相同,后四小节是在前四小节的乐思上发展

变化而成。乐句结束在主音“ ”上,给人以终止的感觉。
第二乐段由四个乐句加上一个反复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四小节,结构规整。

乐段的旋律从高音“ ”开始,仍然采用了级进的手法,只是在第三乐句中出现了

跳跃。第二乐段的旋律在较高音区发展,将歌曲的情绪逐渐推向高潮。

附谱:

祖国,祖国我们爱你
(齐唱)

  
潘蓉

 

词

潘振声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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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唱歌《太阳,红旗》

歌曲为一段体,C大调式、 拍的儿童歌曲,歌曲情绪欢快活泼,表现了孩子

们对国旗的喜爱之情。
全曲由三个乐句构成。第一乐句由三个小节的旋律加上两个小节的节奏穿

插构成。乐曲旋律一开始就采用了四度的跳进,随后采用了一些三度的跳进,使
歌曲旋律跳跃、欢快。

第二乐句从歌曲的第6小节开始到第11小节,共由六个小节构成。第1~2
小节为一个旋律的补充,乐句的主体由后面四个小节构成。

第三乐句为第二乐句的变化重复,只是在结束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变化。
整首歌曲节奏明快、规整,大多采用小幅度的跳进,歌曲情绪始终保持着一

种较为活泼的色彩。特别是歌词中多次反复采用了“您早”的问候词语,更加表

现了孩子们对太阳、红旗的喜爱之情。

三、教学建议

(一)红红的国旗

本单元是小学音乐学习的起始单元,单元教学形式丰富,特别是节奏儿歌的

使用,可以帮助学生尝试着寻找歌唱的姿势和轻声歌唱的习惯,再通过“唱一唱”
的活动引导学生了解正确的歌唱姿势。在“聆听”活动中,通过直观的图画引入

与听觉感受的结合,引导学生从听觉上分辨齐唱和合唱。
一年级的孩子活泼好动,律动是学生比较喜爱的音乐活动形式。在单元中

设计了伴随歌曲的行进律动,在活动中引导学生感受二拍子的韵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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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欣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引导学生欣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感受国歌威武雄壮的音乐情绪,熟悉

歌曲的旋律,并能够随音乐轻声地跟唱。通过提问的设置,引导学生了解与国歌

有关的常识。
操作建议:
(1)初听,引导学生了解国歌的名称。
老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同学们听过吗?
学生:略。
老师:这首歌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义

勇军进行曲》。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仔细地听一听,你能说一说听到的歌词吗?
(2)聆听第二遍,了解国歌的诞生背景。
老师:这首歌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主席和周

总理征求大家的意见,将它定为我们中国的国歌。
老师:同学们在听的时候,听到歌曲里都唱到了什么吗?
学生:略。
老师:听老师读读歌词:“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

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

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进!”

歌曲里面唱到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最危险的时候”“被迫着发出最后的

吼声……”听完后你们有什么感受呢?
学生:略。
老师:歌曲表现了很多被欺负、被压迫的旧社会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和

敌人顽强战斗。他们期待着新中国的成立、幸福生活的到来。
(3)聆听第三遍,唱国歌。
老师: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由许多小朋友一起演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这样的演唱形式我们称为齐唱。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唱唱这两句:“每个人被迫

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和“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 前进进!”(前一句坚定有力,后一句充满希望,通过演唱,让学生感

受不同的情绪)
老师:国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同学们,听到国歌时,你该怎么做?
学生:略。
老师:你知道什么时候升国旗、唱国歌吗?
学生: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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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全体起立! 用齐唱的方式一起来唱一唱国歌。

2.唱一唱。
“唱一唱”是修订教材中新增加的一种教学形式,旨在通过师生的对唱,引导

学生感受正确的歌唱状态。本课时结合国旗的音乐形象,引导学生能够用自然

的声音轻声地歌唱,在歌唱中进一步体验对国旗的热爱、敬仰之情。
操作建议:
老师:当我们听见国歌响起,看见五星红旗升上天空,不管我们正在做什么

事情,都应该马上停下来,面对国旗立正、脱帽、敬礼,少先队员敬队礼。如果没

有佩戴红领巾,那该怎么办呢? 请大家观察书上的小朋友在干什么。
学生:略。
老师:如果没有佩戴红领巾,小朋友就要立正,行注目礼。听! 面对国旗,老

师是怎么做的? (老师范唱第一段歌词,弹奏第二段旋律)
老师:同学们记住老师弹的旋律了吗? 用“lu”跟着琴声唱一唱!

   

学生:略。
老师:再听一听! 老师给旋律加上这几个字“我们向你敬个礼”。(老师先读

歌词,教学生认识这几个字)
老师:听老师把它们唱出来! 同学们也来试着唱一唱。(注意音准和最后一

个字两拍的延长)
   

老师:大家来做个游戏! 老师唱前面一句,同学们来接后面一句,看看谁的

注意力最集中。(训练学生学会听音高。特别是前两句,先接触两个“ ”“ ”的

音高)
学生:略。
老师:能像图片中的小朋友一样,给这一句歌词加上动作吗? 再来唱一唱,

好吗?

3.唱歌《国旗国旗真美丽》。
这是一首情绪较为欢快的歌曲,演唱过程中学生容易出现喊唱的问题。同

时,结合歌唱姿势和节奏儿歌的学习,在进行歌曲教学时,应引导学生认识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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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姿势。
操作建议:
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首新歌《国旗国旗真美丽》。听老师唱一唱。(引

导学生学会安静地聆听)
学生:略。
老师:读一读歌词,找一找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
学生:略。
老师:当国旗升上天空,歌曲里面的小朋友是怎么做的呀? 你能用动作告诉

大家吗? (通过找歌词,熟悉最后一句歌词的节奏,并鼓励学生编创简单的动作)
学生:略。
老师:请看歌曲最后一句,听老师唱一唱这一句的旋律。

   

老师:用老师的方法,你们也来唱一唱这条旋律。(引导学生用正确的发音

“lu”轻声地模唱旋律)
   

老师:加上歌词,听老师唱一唱。
   

老师:同学们,加上动作和老师一起来唱一唱这一句。
老师:想完整地再听一听《国旗国旗真美丽》这首歌吗? 请用坐姿表达你们

的心意。(提醒学生坐姿要端正)
老师:随着老师的琴声,唱一唱前面三段歌词。
老师:谁能来表演一下第三句歌词“我愿变朵小红云”? (通过动作的编创,

解决歌曲中出现的附点音符节奏)
老师:唱一唱第三句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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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听老师的琴声,完整地演唱歌曲。
老师:听伴奏,带着对国旗的爱,加上动作,轻轻地唱一唱《国旗国旗真美丽》。

4.读一读。
节奏感知是一、二年级教学的一首重点。本单元设置的这一首节奏儿歌,采

用了“红辣椒”这一图形,运用生动、有趣的图形谱来呈现八分、四分、二分节奏,
呈现形式接近学生的年龄特点,生动形象地呈现了节奏时值的长短。节奏儿歌

的内容表现了歌唱的正确姿势,让学生通过节奏儿歌的朗读感受节奏,学习歌唱

的正确姿势。

(二)我爱你,国旗

1.欣赏《祖国,祖国我们爱你》。
这是一首近年来获奖的优秀儿童歌曲,歌曲通过对一个孩子画国旗的描述,

表现了孩子们对祖国和国旗的热爱之情。在欣赏中,教材以图画的形式呈现了

“一个孩子歌唱”和“一群孩子歌唱”的画面,并设计了一个问题“小朋友,你知道

是谁在唱歌吗?”来提示老师的教学方法。

2.律动《我向国旗敬个礼》。

这是一首 拍、行进式的儿童歌曲,教材中采用了图形谱的形式呈现了学生

踏步活动的方式。在进行音乐律动之前,老师应多从听觉入手,引导学生聆听、

演唱歌曲,体验、感受 拍的行进感。

操作建议:
老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个音乐游戏,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聆听

录音范唱)
老师随录音伴奏范唱,并随音乐踏步,学生随音乐哼唱歌曲旋律。
老师:谁能说一说,歌曲每一句的长音部分要踏几次?
学生一边哼唱歌曲一边踏步。(让学生进一步熟悉歌曲旋律;引导学生观

察、熟悉踏步的节奏)
演唱歌词,进行踏步的律动;学生进行小组活动。
老师:分组进行表演。按照歌曲的节奏图,同学们自己变化小组行进的队

形。比一比,哪一组走得最有创意和最整齐? (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引导学

生积极地参与到音乐活动中去)

3.读一读。
教学目标与前面所呈现的节奏儿歌相同,同时采用图形谱的方式呈现了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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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拍腿的活动要求。
操作建议:
老师:上节课,同学们完成得非常不错! 今天老师还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

拍节奏朗读儿歌的方法。请看书,听老师按节奏图读一读儿歌。
老师:谁来说一说,每一句的哪一个部分需要拍拍腿呢? (熟悉节奏,解决难

点节奏)
学生:略。
老师:按节奏图,大家边读歌词边拍一拍,比一比,谁拍得最准确?

4.歌曲《太阳,红旗》。
这是一首欢快、活泼的儿童歌曲,教学时老师应注意单元内容的衔接,继续

引导学生保持好歌唱的正确姿势,轻声歌唱。详细操作建议见课例。

四、课例

歌唱教学课《太阳,红旗》

(一)教学内容

1.学习歌曲《太阳,红旗》。

2.学习节奏儿歌。

(二)教材分析

这是一首一段体、大调式、 拍的儿童歌曲,歌曲情绪欢快活泼,表现了孩子

们对国旗的喜爱之情。
歌曲由三个乐句构成。第一乐句由三个小节的旋律加上两个小节的节奏穿

插构成。乐曲旋律一开始就采用了四度的跳进,随后采用了一些三度的跳进,使
歌曲旋律跳跃、欢快。

第二乐句从歌曲的第六小节开始到第十一小节,共由六个小节构成。第一、
二小节为一个旋律的补充,乐句的主体由后面四个小节构成。

第三乐句为第二乐句的变化重复,只是在结束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变化。
整首歌曲节奏明快、规整,大多采用小幅度的跳进,歌曲情绪始终保持着一

种较为活泼的色彩。特别是歌词中多次反复采用了“您早”的问候词语,更加表

现了孩子们对太阳、红旗的喜爱之情。

(三)学情分析

一年级的学生刚刚踏进音乐课堂,本课时是一单元中的一个课时,因此学生

还没有养成较好的音乐学习习惯和歌唱习惯。在本课时中,对于音乐常规的要

求是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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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学生在演唱歌曲时,常常会出现喊唱的现象。在本课时中,在开始

时呈现的节奏儿歌是规范学生的歌唱状态的一个有效练习。
节奏谱是在前一课时中已经呈现过的教学内容,在本课时学生只需要小的

提示就能够顺利完成。

(四)教学目标

1.在演唱活动中感受歌曲欢快、活泼的情绪,用歌声表达对国旗的喜爱。

2.在节奏儿歌的朗读中,学习轻声歌唱的方法。

3.在歌曲演唱中,保持轻声歌唱,保持唱歌的正确姿势。

(五)教学重、难点

保持正确的唱歌姿势;运用自然的声音,有感情地轻声演唱歌曲。

(六)教学课时

一课时。

(七)教学过程

1.学习节奏儿歌

老师:同学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首新的儿歌,你们听!
教学行为:
老师根据图形谱一边按照节奏朗读,一边根据儿歌对应的图形谱拍手和拍腿。
老师:谁知道在这首儿歌中,采用了哪两种方法击拍?
学生:略。
老师:现在老师再来读一读,你们在心里默读,跟老师一起拍手、拍腿为老师

伴奏好吗?
教学行为:
老师再次按照节奏朗读儿歌,学生随老师一起按照图形谱的要求拍手、拍腿。
老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儿歌。比一比,看谁读得最好听、最准确?
教学行为:

①学生和老师一起按照节奏,轻声、有感情地朗读儿歌。

②采用对比的方式,引导学生按节奏、轻声、有感情地朗读儿歌。

③学生边读儿歌边做动作,感受音符时值的长短。

环节目标:感受音符时值的长短,能用正确的方法,轻声、有感情地朗读儿歌。

2.歌曲学习

(1)聆听。
老师:五星红旗是我国的国旗,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同学们,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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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们带来了一首歌曲《太阳,红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出示歌谱,播放录音

范唱)
老师:细心的同学一定发现了,在歌曲中有两个地方出现了拍手的符号。我

们再来听一听,听的时候我们随着音乐一起拍手。
教学行为:

①老师自弹自唱歌曲。

②学生聆听音乐,按照歌曲中图形谱的标记拍手。

③这一教学活动可以进行一或二次,要求学生能够准确地拍出节奏。
板书设计:

太阳,红旗

 
 

活泼、愉快地

圣野
 

词

周勤耀
 

曲

(2)学习歌曲第一乐句。
教学行为:

①老师范唱第一乐句“ ”。

②学生学唱歌曲,老师右手弹钢琴伴奏,左手指挥。

③提醒学生坐姿端正,唱歌时应用轻巧、活泼、有弹性的声音进行演唱。

④学生演唱好第一乐句后,老师接唱歌曲的后面部分。

环节目标:通过师生接唱,培养学生学会听老师给出的标准拍,养成仔细聆

听歌曲的习惯,同时能运用正确的姿势演唱。

(3)学习歌曲第二乐句。
老师:当太阳升上天空,小朋友向着太阳公公说声“您早!”,我们也用歌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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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太阳公公打声招呼吧!
教学行为:

①老师右手弹旋律,左手指挥,放慢演唱速度,生用“lu”哼唱旋律。

②学生唱歌词。

③关注学生在演唱中出现的音准、节奏问题,及时给予纠正。

④关注学生歌唱的姿势,引导学生轻声歌唱。
老师:演唱的时候要注意听老师的琴声,看老师的指挥。

环节目标:规范学生的发音和坐姿,通过练习引导学生轻声歌唱。

(4)结束句对比学习。
老师:我们一起再来听一听,当小朋友们向太阳公公问好的时候,歌声有什

么不同?
教学行为:

①老师再次范唱歌曲。

②学生答。

③分乐句演唱歌曲,感受乐句的区别。

④完整演唱歌曲。
老师: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新的一天开始了,踏着阳光走进校园,你的心情

是怎样的? (学生答:开心、高兴、兴奋……)
老师:用我们的歌声来表达心中那高兴的心情,用快乐的歌声和太阳公公说

声“您早!”。
(5)学习歌曲第二段歌词。
老师:当太阳升上天空,我们给太阳公公打招呼。当红旗升上天空,我们再

和祖国妈妈问声好吧!
教学行为:

①学生试着演唱第二段歌词。

②纠正学生演唱中的错误,提示歌唱姿势,引导学生轻声歌唱。
(6)完整演唱歌曲。
教学行为:

①老师双手钢琴伴奏,学生完整演唱。

②引导学生用歌声表达欢快、活泼的情绪。

环节目标:规范学生的发音和坐姿,通过练习引导学生轻声歌唱,用歌声表

现歌曲情绪。

3.表现

老师:今天我们学习了歌曲《太阳,红旗》,你能加上自己的动作进行表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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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环节目标:在歌唱的同时加上学生的律动动作,引导学生用身体动作表达

歌曲情感。

4.小结

老师: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她象征着我们的祖国妈妈,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最后,让我们用快乐的歌声来表达对五星红旗的热爱吧! (学生演唱歌曲,结束教学)

(李曼)

五、补充资料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故事

提起《义勇军进行曲》,有一段非常动人的“轶事”。当电影《风云儿女》开拍

时,戏剧家田汉请聂耳谱写这部电影的主题歌,聂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而这个

歌的“词”还没有写出来,田汉却被上海的租界当局逮捕了,并被引渡给国民党的

警察局。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后,对于《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才好。
这时出现了意外的喜事,田汉的家属把主题歌词送来了。原来是田汉在龙

华监狱中,找机会写了这首歌词,是写在两个香烟纸盒的背面,趁家属来狱中看

望之便,设法交给家属带出来的。
聂耳接到歌词时,快要出国到日本去了。他立刻谱出歌曲的初稿,给了几个

朋友试听但因时间急迫,只好带到日本再进行修改。
《风云儿女》拍好了,就等主题歌来,才能全部录音。大家焦急地等待着聂耳

从日本来信。
聂耳果然不负众望,他到日本后不几天,就写好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

正式歌谱,并寄给了电通公司。这是一个喜讯,公司立即合成录音。随着《风云

儿女》这部新影片的问世,《义勇军进行曲》就在广大群众中传唱开来。
一首伟大的歌曲,就这样诞生了。从此以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

响亮歌声,流行全国,一直鼓舞着我们奋勇向前。

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起

首都天安门广场,国旗每天和太阳同时升起。
在天安门广场上,每天都要举行国旗升旗仪式。凌晨,太阳在满天朝霞中刚

刚露出了地平线,升旗的仪式就开始了。一行警卫战士昂首阔步地从天安门里

走出来,他们并肩前进,前排正中的战士举着国旗。战士们一跨过金水桥,就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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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地迈着正步,横穿长安街,走向广场正中的旗杆。这时,所有的车辆、行人都自

觉地停下来让路。战士们来到旗杆下,两位护旗战士把一面长5米、宽3.3米的

国旗挂到旗杆下端,然后按动那颗绿色的电钮,国旗便冉冉升起。警卫战士和周

围的群众昂首分别向国旗行军礼和注目礼。2分7秒后,国旗升到了杆顶。恰

在升起时,一轮红日冲破云层冉冉升起,灿烂的阳光映照着迎风招展的国旗,红
光闪闪,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生机勃勃的感觉。

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一年四季都是和太阳同时升起。由于季节的变换,北京

四季的日出时间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冬季和夏季,北京日出时间要相差好长时

间。怎样才能做到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起呢? 负责升旗仪式的国旗班战士们,从
天文台要来北京一年中每天太阳升落的准确时间表,按每月的上、中、下旬分别

定一个升旗的时间。
为了保持日出升旗,战士们的生活作息时间常常被打乱。盛夏酷暑,前半夜

很难入睡,后半夜刚刚有些朦胧睡意,就得起身整装,准备上岗,因为4点33分,
太阳就在地平线上露头啦! 狂风暴雨,雪飘雹打,太阳悄悄地躲了起来,但是,五
星红旗依然按日出时间高高地升起。国旗班战士,为了保持这个严肃的升旗时

刻,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啊! 当我们警卫战士的冬装还是棉服的时候,国
旗班的战士们觉得冬天穿着棉衣去执行升旗任务,行动有些笨拙,不够威武雄

壮,会影响观瞻。于是,他们自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执行升旗任务的战士,一
律不着棉军服。冬天,天安门广场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战士们不畏严寒风雪,在
日出前气温最低的时刻,单军装里边,也只穿一身绒毛衣裤,戴单军帽、白线手

套,如同平时一样,昂首挺胸,去执行这一神圣的任务。

五星红旗是美丽的

国旗和国歌、国徽一样,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

表现,是无数革命先烈的忠魂,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的结晶,是
中华儿女建设祖国力量的源泉。因此在设计上,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小五角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走向胜利。
五颗星的呈椭圆形状排列,被置于旗面左上方,使人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广

袤大地,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使人仿佛看到了星光照耀大地,灿烂辉煌。
国旗旗面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

五角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底上显出光明,明亮美丽,灿烂辉煌。
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调,构图十分

紧凑,在整体中统一又富于变化。
美丽的国旗,庄严的国旗,一星居中,众星闪闪,普照大地,使人一望,便有人

民团结、国家昌盛、革命胜利的自豪感和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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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是团结的、革命的、胜利的旗帜,是人民的旗帜,它代表着我们伟大

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每个同学从小都要热爱国旗。尊重和爱护我们的国

旗,也是热爱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一种表现。

与国旗相关常识

国旗是国家的一种标志性旗帜,是国家的象征。它通过一定的式样、色彩和

图案反映一个国家政治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上一般不得

随意悬挂他国国旗。世界上各国国旗的颜色主要有红、白、绿、蓝、黄、黑等,这些

颜色各有一定的含义,形状绝大多数是长方形。
在国际交往中,形成了悬挂国旗的一些惯例,为各国所公认。在建筑物上或

在室外悬挂国旗,一般应日出升旗,日落降旗。遇需悬旗致哀,通常的做法是降

半旗,即先升至杆顶,再下降至离杆顶相当于杆长三分之一的地方。也有的国家

不降半旗,而是在国旗上方挂黑纱致哀。
升降国旗时,要立正脱帽行注目礼,升国旗一定要升至杆顶。同时悬挂两国

国旗时,按国际惯例,以右为上,左为下。两国国旗并挂,以旗本身面向为准,右
挂客方国旗,左挂本国国旗。

国旗为代表主权国家的旗帜,是西方主权国家出现后的产物。16世纪前,
尚不存在“民族国家”或“主权”的概念,所以没有象征民族主权国家的国旗。中

国封建时代一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历代皇朝没有国旗。
中国与西方列强密切接触是在19世纪晚清时期,因发现在外交场合无旗帜

代表中国,在窘迫的情况下,清朝政府才开始颁布正式的、现代意义的国旗。
中国历史上,清朝和“中华民国”一共使用过三种国旗,分别为黄龙旗、五色

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此外,从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局势动乱,
一些割据或傀儡政权,也称本身是“中央政府”,亦设有各自的“国旗”。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规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五星红旗中,红色象征革命;五星呈黄色,有象征中国人为黄种人之意。大

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四颗小

星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民对党的拥护。
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五星红旗获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会

议代表一致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的国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