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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身的日子》
思政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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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做好 2023 年度山西省职业教育铸魂育人计划项目认定

工作的通知》《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实施职业教育铸魂育人

计划的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我院组织开展了 2023 年度

“思政微课”比赛，作为一名在校艺术系钢琴教师，我制

作了《翻身的日子》钢琴教学思政课，现将该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实施情况报告如下：

一、教学整体设计

（一）背景分析

《翻身的日子》原曲是朱践耳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为

电影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所写的插曲，乐曲表现了

农民真正翻身做主人后欢天喜地的情绪。1964 年由我国著

名的作曲家、钢琴家储望华改编为一首钢琴独奏，这首钢

琴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以及丰富的音乐表现力，

所以很受广大听众欢迎，是音乐会上可以经常听到的为数

不多的中国钢琴曲之一。

（二）教学目标：

1.通过对创作背景的分析，实现课堂思政，引导学生明

白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更加努力学习，创造更

加美好的未来。

2.通过乐曲弹奏，学习调式、音阶、五声调式音乐知识；

3.通过乐曲弹奏，感受钢琴的音色和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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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乐曲弹奏，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感受“中国

风格”带给我们的自豪感。

（三）教学重点：划分段落，通过触键、踏板及音色

演奏每一段的音乐变化，学习怎么演奏民族风格乐曲。

二、教学实施过程

（一）导入：

通过视频了解土地改革法的由来，使学生感受被压迫

的农民劳苦大众终于不再受地主的压迫在翻身得解放后的

喜悦心情，并从“中国风格”入手导入此曲的创作背景。

（2）教学授课：

1.音乐分析：

储望华改编的钢琴作品《翻身的日子》依旧是按照原

来的调性、拍子和曲式结构，由引子、A 段、B 段、c 段和

尾声组成。整个作品描述了全国各地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

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喜气洋洋的面貌，乐曲欢腾，红火，

喜庆，轻松，因此在弹奏上首先要保证节奏的准确性；作

为钢琴曲来演奏，从触键上就要注意特别注意，避免出现

粗燥、生硬的弹奏。

2.曲式分析：

引子(1-15)小节：用右手的双音和左手的八度来表现激

动人心的热烈的音乐气氛，用钢琴的声音模仿民族管弦乐

合奏，既有陕北秧歌的民族风味，又带有西方乐器钢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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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音效，音乐流畅而鲜明，充分体现出人们喜庆翻身解

放的热烈场面和欢快的心情.

A 段(15-70)小节：右手用小二度和倚音来模仿板胡的

滑音，给人一种得意而悠闲的感受，左手的跳音表现出发

自内心的快活感受，左右手配合起来音响形象鲜明，具有

浓郁的陕北风味，描绘了翻身大家幸福甜美的心情.

B 段(71-88)小节：演奏采用右手在低音区和高音区相

互交换的形式,加上山东吕剧的音调增加了喜庆的意味，具

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C 段（89-100）小节：使用了八度旋律加上下行琶音作

为烘托，分别由双手交替弹奏，将音乐推向了全曲的高潮，

形成了更强烈的欢乐气氛，尽情地抒发了翻身农民喜气洋

洋、欢天喜地的感情。

尾声（101-126）是引子部分的扩展再现，描写出人民

越来越激动的心情。最后一串连贯的双手交换演奏的八度

上行加上自上而下的刮奏，使乐曲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3.演奏分析：

引子（1-15）：这部分表现的是男女老少敲锣打鼓，

欢庆翻身日子的场景，其实开阔。右手的第一个和弦很重

要，要弹出先声夺人的气势。9、10 小节模仿笛子，右手的

颤音要放松，手指快速交替，作数的和弦要短促，有力。

A 段（15-70）：右手旋律模仿板胡，在钢琴演奏上用

小二度及各类装饰音演奏，触键要快，轻盈的滑至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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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的去通过技术技巧在钢琴上模仿板胡。左手全部是

跳音，演奏时要注意不能直接砸下去，尽量将手指贴近键

盘，触键敏锐，离键要迅速，弹出有弹性的声音。

B 段（71-88）：这部分作曲家在钢琴上使用双手交叉，

演奏音程时两个音一定要弹齐，不能出现起伏。右手的七

和弦弹奏时要有良好的手型支架和松弛的手腕，四个手指

贴键弹下，同步触键着力，力量倾向于高音部分手指，突

出主旋律。

C 段（89-100）：左右手八度旋律交叉，1 指和 5 指做

好支撑，放松，用手臂所产生的的惯性来演奏。提高八度

这个演奏技术，可以通过滚落、音阶、琶音这些基本功来

实现。

尾声（101-126）：演奏时恢复原速，但力度要加强。

并由右手自上而下的一声“刮奏”，使全曲戛然而止，把

全曲推向最高潮。

（3）思政授课：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制度改革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

发起的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与变革乡村社会秩序的革

命。这场革命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重组了乡村基层政治结

构，引起了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促进了乡村社会现

代民主政治因素的生长，使得乡村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

上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乡村社会每天都在改造进

步之中，每个人的生活也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新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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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有效促进了当时中国乡村经济

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仍然有着深

刻的影响，迅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还带来了乡村社

会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

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

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

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

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

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

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3、学习效果

本课程旨在通过对乐曲的赏析，进一步熟悉掌握该乐

曲的演奏技巧及情绪表达，结合乐曲的创作背景，能够亲

身体会到在这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翻了身的农民分

到土地后欢快激动的心情。使人感受到在沸腾的土地运动

中男女老少载歌载舞、敲锣打鼓的喜庆场面，同时也会让

人联想到勤劳的人们在耕种良田、打麦运粮等欣欣向荣的

农村生活。让我们更加热爱中国的民族音乐，同时更加珍

惜我们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希望我们的同学从而更加努力

学习，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4、反思改进

（1）存在问题：

1.该乐曲难度较高，不易上手，需要通过多课时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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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学生的线下练习来达到本课程的学习效果。

2.该乐曲是一首距离学生生活很久远的作品，学生不易

理解创作背景及其中表达的情绪。

（2）改进方案：

突出思政教育内容，让学生能够切实体会到乐曲创作

背景下农民生活之艰辛，切实体会土地制度改革对于当时

的农民存在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重新欣赏该

曲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对每个乐段详细讲解，要求学生

多加练习，熟练掌握该乐曲的技巧演奏与情感表达。

钢琴在本曲中是作为一种或多种民族乐器而出现的，

既模仿了民间锣鼓铜钗响亮冲天，欢乐喧闹的效果，又用

了大量小二度重叠模仿板胡下滑音奏法表现诙谐的情趣。

钢琴是单一的，但通过不同的演奏法，不同的触键，不同

的踏板用法以及音区、音量等方面的对比，完全可以产生

不同的音色塑造不同的乐器形象，从而引起听众的共鸣，

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这样的模仿创造发展了中国钢琴

音乐作品所需要的特殊技巧，丰富了钢琴音乐的“中国风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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