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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夺泸定桥

课 再现

《飞夺泸定桥》（北师大版四年级上册）一文主要记叙了中国工农红军

在长征途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英勇夺下泸定桥的惊

心动魄的战斗经过，表现了红军战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

英雄气概。

小夫子多多有话说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夫子多多。在长征途中，国民党反动派派

重兵对红军围追堵截，但这没有动摇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在红军指

挥员的出色指挥下，英勇善战的红军不断取得突破性胜利，最终摆脱

了敌人的围剿。让我们在生动的故事中，回顾那些惊心动魄的时刻。

阅读导航

长征的故事

长征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革命诗

篇。它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红军不怕远征

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万里长征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渡湘江、强渡乌江、四

渡赤水、强渡大渡河、过草地、翻雪山等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更为我们

留下了不朽的长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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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课 链接

梯子岩上尖刀排

梯 子 岩 海 拔

1400米，两侧是高

耸 入 云 的 悬 崖 陡

壁，只有一条羊肠

小道可通岩顶，离

岩顶20米处还有个

山口，人侧身才能

通过，石岩上有一

条人工凿成的“天

梯”通向江边。在

乌江一带，就数这

梯子岩渡口地形最

为险要，因此敌人以为据险而守，万无一失，所以仅派了一个民防团驻守。红

三团充分研究了这一带的地形后，决定出其不意，从梯子岩强渡乌江！

38位水性好的优秀战士被挑选出来，组成了尖刀排。夜晚9时许，战士们

将扎好的竹排拖到北岸边，准备下水渡江。此时天空漆黑一片，几步外就看

不见人影，又赶上雷电交加，风雨大作，江水翻腾着一泻千里，吼声震天，

江面上形成了许多漩涡，江底又暗藏着险恶的暗礁。此时渡江，确是惊险万

分，但这样的险恶天气，也大大降低了敌人的警惕性。

借滂沱大雨掩护，竹排下水了。南岸敌人的手电光偶尔掠过江面，但烟

雨迷蒙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竹排躲过一个个暗礁险涡，顺利到达了梯子

岩下面。但是要想消灭敌人，必须攀上陡峭的“天梯”。战士们将所有的绑

梯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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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米袋、藤条接成一条长长的绳索，凭借着它一步步向“天梯”上爬去。

漆黑的天，溜滑的石壁，攀爬艰难，又不敢点火照明，只有凭感觉向

上爬。许多战士的手脚都被刮伤划破了，还有两个战士一不留神，从高陡的

“天梯”上坠入江中光荣牺牲了。

战士们强忍悲痛，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顽强拼搏，终于爬上了梯子岩的顶

端。民防团就守在陡岩顶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从绝壁爬上来。整个

防区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这些家伙早找地方躲雨睡大觉去了。

勇士们悄悄接近敌人的碉堡，见里面亮着一盏昏黄的油灯，再仔细一观

察，一个懒散的敌哨兵正搂着枪在灯下打盹儿呢。几个战士破门而入，一刀

就结果了他的性命。紧接着，战士们又摸到了敌人睡觉的地方，窗口、门口

都把守住，乱枪齐发，手榴弹落地开花，许多敌人在睡梦中就归天了！几个

来不及穿衣服的家伙刚要摸枪，就被勇士们一枪一个打倒在地。

战斗胜利结束了，民防团守敌无一漏网。梯子岩渡口的夺取，为红军大

部队顺利通过乌江天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小 多 多 考考你夫子

1. 战士们在夺取梯子岩渡口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2. 结合你对短文的理解，概括战士们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

                                                                                                                         

                                                                                                                         

小 多 多 的读后感夫子

敌人之所以如此轻敌，是因为梯子岩渡口的地势极其险要，然而出

乎敌人意料的是，红军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敌人眼中的天险，如天降神

兵，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从中感受到了红军战士顽强的毅力和勇

敢无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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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勇士

石鼓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这里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险要。

江对岸渡口有敌人把守着，岸边山脚下有敌人修筑的碉堡。

傍晚，红军前卫六师来到了江边，组成突击队，准备泅过水去消灭对岸

敌人，夺取渡口。

夜里11点多钟，第一突击队出发了。组成突击队的战士都是水性娴熟的

优秀党员和干部，每人装备一支短枪、七八颗手榴弹和一把马刀。

战 士 李 松 身 材 瘦 小 ， 本 来 突 击 队

员名单上没有他，可是他以自己熟悉水

性为由，死活缠着连长，终于被吸收为

突击队员。他和其他突击队员一样，光

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静悄悄地下水

了。虽然时已春天，但深夜的江水仍是

凉飕飕的，越往河心，水流越急，浪头一个连着一个打来。小李紧跟在那些

浮游自如的战士后面拼命地游着，可是连续的急行军已将他瘦小的身子耗得

没有了力气。几个大浪冲来，他连着喝了几口水。这时游在他旁边的周连长

见状，就泅近托住他的肩膀，与他一同向对岸游去。

老天作美，大雾在江面上扯起了幕帐，掩护着江中的勇士们顺利地接

近敌人。渐渐地，江岸已经在望，越接近江对岸，越是不能出一点声音，

战士们心中都很紧张。就在这时，只听“啊”的一声惊叫，小李掉进了一

个漩涡里，急速旋转的江水带着他不停地打转，他拼命挣扎，可是漩涡的

吸力很大。

这一声“啊”惊动了对岸的敌人，目标暴露了。敌人的轻重机枪子弹立刻

从对岸射了过来，江心的水面上激起了密集的水涡，一道道火红色的弹道划过

采 用 补 叙 的 手 法 交

代了李松加入突击队的原

因，很好地表现出了他的

勇敢、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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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层，从战士们身边、头

上划过。周连长顾不得许

多，和另一名战士一人抓

住小李的一只手，猛力一

拉，带着他向对岸游去。

敌 人 的 子 弹 仍 在 疯

狂地呼啸着，可是雾气很

大，他们也是盲目地乱射

给自己壮胆。江中的勇士

们憋住气，一枪不还地向

对岸游着……

一上岸，战士们立刻分成小组向敌人碉堡摸去。周连长带着小李上了

岸，一松手，小李无力地倒了下去。周连长忙推了他几把，一点声息都没

有，伸手一摸，头盖骨上一股湿流还冒着热气，一股腥气直冲鼻子，李松

已壮烈牺牲了。周连长的心像针扎一样痛，他忍痛将小李身子放平，默默

地敬了个礼，然后一把拔出腰间的手榴弹，向着喷射火舌的敌人碉堡猛扑

过去……

小 多 多 考考你夫子

1. 因连续行军已经疲惫不堪的小李，为什么要死活缠着连长参加突击

队？这种做法表现了他怎样的特点？

                                                                                                                         

                                                                                                                         

2. 从周连长“一把拔出腰间的手榴弹，向着喷射火舌的敌人碉堡猛扑过

去……”这一动作描写，你体会到了他怎样的心情？

                                                                                                                         

                                                                                                                         

渡江前的告别（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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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多 多 的读后感夫子

这篇文章读来真实可感，我想原因就在于它在描写叙述时前后统

一。比如：深夜的“黑”与战士前行时的动作“摸”。这一点在我们以

后的写作中要注意学习。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工农红军强渡川滇边界的金沙江，行军数百里后来到了四川

南部的大渡河边。大渡河是长江的支流，两岸

都是蜿蜒连绵的高山，河宽300多米，水深约

10米。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了粉碎敌

人的阴谋，实现北上抗日的计划，红军必须渡

过大渡河。强渡大渡河，消灭河对岸的敌人，

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红一团全体同志身上。

渡河前，战士们做了周密的准备。经过侦察，战士们知道，敌人用了一

个营的兵力把守渡口，战士们分析后决定选取安顺场为渡口。

已经是深夜10点多钟了，战士们冒雨行军一天一夜后，赶到了离安顺场

十多里的大山坡。战士们困极了，一停下来，就倒下呼呼睡着了。这时指挥

部接到命令：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渡船过河！疲困的战士从滑溜的泥

地上爬起来，继续行军。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

“哪一部分的？”红军的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敌人误认为战士们是他

们自己人。“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红军战士的吼声像春雷划破夜空。

环境描写点明了

大渡河的战略重要性，

也突出了渡河的困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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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分钟的激烈战斗，红军占领了安顺场。

部队决定渡河过去，可现在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还是没有法子过

去，渡河决定推迟到第二天。好容易盼到天明。天气很好，瓦蓝的天空缀

着朵朵白云，大渡河边的悬崖峭壁似乎也显得格外庄严，河水一个劲地冲

击、咆哮，好像要把这大地吞下似的。敌人在对岸渡口周围筑了许多碉

堡，企图在红军渡河登陆后，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来个反冲锋，逼迫

红军下水。

“先下手为强！”红军首长命令炮兵连。数挺重机枪放在有利的阵地

上，轻机枪和特等射手也隐蔽地进入河岸阵地。

火力布置好了，可严重的问题还是渡河。战士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十几个

船工，船工答应把战士们送过河去。

战士们决定按时强渡。一营长孙继先带领十七位勇士。每人佩一把

大刀，背一支冲锋枪，腰间插着一支短枪，带五六颗手榴弹，做好强渡

的准备。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十八位勇士分乘两批渡船，在我红一团强大火力掩

护下，随着汹涌的水浪颠簸前进。

敌人急了，向红军的渡船猛烈开火。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

首长的喊声：“同志们！十万红军的生命，就在你们几个人身上。坚决地渡

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勇士们听到党的召唤，更加奋不顾身，快速冲上

去，手榴弹、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大刀在敌群中飞舞。守敌川军被打得溃不

成军，狼狈逃窜。战士们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岸。

第二天上午，红军大部分顺利地渡过大渡河。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事

迹永远被人们载入革命史册。

小 多 多 考考你夫子

1. 联系上下文想一想，红军战士为什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

敌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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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合上下文理解“千钧一发”的含义，并用这个成语造句。

                                                                                                                         

                                                                                                                         

小 多 多 的读后感夫子

面对滔滔的江水，面对敌人猛烈的阻击，十八位勇士义无反顾地冲

向敌阵，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支撑他们战斗的不仅仅是十万红军

的命运，更是对革命胜利的强烈渴望。

“长征”一词的来历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提出了“长征”一词。此

前，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提法是“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遵

义会议后则是提出“西征”。这张布告首次用了“红军万里长征”一

语，“万里”是从瑞金算起的行程，“长征”则表现了红军渡过金沙

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后的振奋和自豪。

“长征”一词很快就用开了。到陕北后，毛泽东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

资小 小 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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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帽计

课 再现

《草帽计》（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一文讲述的是贺龙在长征时期，用

智谋指挥部队，迷惑敌军，不发一枪一弹，让敌人自相残杀，从而取得战斗

胜利的故事。故事赞扬了贺龙临危不乱、随机应变的聪明才智。

小夫子多多有话说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夫子多多。 贺龙巧用“草帽计”使敌人

自相残杀，使红军不发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胜利，不仅在长征途中保存

了红军实力，同时还争取了北上抗日的宝贵时间。让我们在惊险的战

斗场面中，感受革命前辈的智慧和勇气。

外课 链接

刘震的“口袋阵”

1935 年夏，敌军调动了30 多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活动在陕南的红

二十五军围攻而来。只有3000 余人的红二十五军避实就虚，采取“先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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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的方针，牵着敌人的鼻子，沿

着湖北、陕西交界的崇山峻岭，从

其中的漫川关一带返回陕南。他们

把敌人拖得有气无力，为红军争取

时机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红军路过漫川关附近时，与敌

陕军警备第一旅相遇。红军虚晃一

枪，又来了几天急行军，到达陕西

省山阳县袁家沟一带。在这里，红军经过周密部署，布下“口袋阵”，单等

敌人入网。并安排任某营政委的刘震和营长率领部队，执行在“口袋”中间

拦腰切断敌人的任务。7 月1 日凌晨，部队进入袁家沟口埋伏起来。

这是一条长几十里的山沟。两旁山高入云，杂草丛生，栗树成林。沟心

一条小路伴着一条小溪，蜿蜒而去。整个山沟真像一条长长的口袋，横在万

山丛中。刘震等所率的全营的三个连，像三把锋利的钢刀，齐头展开，隐蔽

在山林之中。

10 点钟左右，敌人果然来了，有的倒扛着枪，有的敞着怀，有的边走边

扇扇子，累得东倒西歪。敌军渐渐都进入了“口袋阵”。

11 点，红军的冲锋号吹响了。红军战士个个如猛虎下山，扑向敌群。敌人被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一阵大乱，有的从

马上滚下来，有的四处乱窜，企图逃命。

刘震率三连冲到半山腰时，迎头遇上敌

人的手枪队。战士们劈头盖脸就是一阵手榴

弹，把敌人压了下去，乘胜抓俘虏夺手枪。

忽然，刘震看到散兵中有一个军官模样

的敌人，拼命往山下跑。刘震急忙追上去，那家伙发现有人追击，就躲到一

块大石头后面，射击抵抗。这样枪来弹去，相持不下。刘震的手枪里只剩下

一发子弹了，他机警地观察动静，趁敌人向枪里压子弹的一刹那，“嗖嗖”

几个箭步冲上去，一下子把敌人抓住。两个人扭打起来，刘震用尽全力把敌

人摔倒，不料敌人扣动手枪扳机，一发子弹穿透了刘震左臂。正当刘震全身

无力、难以支持的紧急关头，营里的掌旗兵赶到，用旗杆将敌人打倒。

战斗胜利结束了，敌人一个旅被全部歼灭，敌旅长被活捉。刘震只身奋

通过生动的场面描

写，再现了敌人狼狈的

情景，也表现了红军战

士的英勇善战。

山区行军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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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追歼逃敌的英雄事迹也在部队传开了。

小 多 多 考考你夫子

1. 结合你对短文的理解，说说“口袋阵”是一种怎样的战术。

                                                                                                                         

                                                                                                                         

2. 刘震在生擒敌军旅长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哪些特点？

                                                                                                                         

                                                                                                                         

小 多 多 的读后感夫子

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红军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善于运用战略战

术，从而以较少的兵力牵制敌人，并寻机重创敌人。看到钻进“口袋

阵”狼狈不堪的敌人，我们忍不住拍手称快，也为红军指战员卓越的指

挥才能感到自豪。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9月底，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中央革命

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不顾敌强我

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使部队遭受重大伤亡，

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

已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资小 小 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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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忘的一仗

郭佳仁1931年参加红军，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提起昔日的辉煌，最

令老人津津乐道的，还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役。

红军刚过了腊子口，郭佳仁就被组织上调到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员。当

时红军从甘南的哈达铺进至六盘山，接着向陕北进发，国民党的数万军队穷

追不舍，特别是敌人先头部队牛元峰的那个师，一直尾随红军。牛元峰还扬

言，即使消灭不了红军，也要把红军困死在陕北的沟岔里。为了把敌人挡在

陕北之外，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在陕北西端的吴起镇打一仗。

10月的陕北，疾风劲吹。毛主席在寒冷的窑洞里，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

夜，他身披一件旧军大衣，要么在地图前久久凝思，要么和周恩来、彭德怀

等首长连续几个小时进行讨论，终于定下了锦囊妙计。一天东方发白时，毛

主席挥笔写下了几道手令，让警卫员飞马送给各部队首长。按照计划，我军

派出一小股部队一路假装“丢盔弃甲”诱惑敌军，牵着敌人的“牛鼻子”在

沟岔间转悠，达到使敌人疲劳的目的后，我军主力在直罗镇伏击敌人。

牛元峰果然中计，他率

领一个师的兵力，如期进入

我军的伏击圈。

一 天 下 午 ， 不 远 处 传

来震耳的爆炸声。“前面

打起来啦！”郭佳仁和其

他警卫人员纷纷跑到窑洞

外面。毛主席也出来了，

看着对面山沟里升起的烟

幕，他高兴地说：“这下

牛元峰可跑不了啰！”
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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