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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前，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而引发

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军大比武运动规模

之大、成效之好、影响之深远，在人民军

队历史上前所未有，谱写了军事训练史

的光辉篇章。

崭露头角：发现培养郭兴福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军军事训

练面临重大战略转变，从“以战教战”转

变为“以训备战”，旨在更好地适应和平

时期军队建设发展。起初，由于缺乏正

规化军事训练经验，主要是学习借鉴苏

军做法。后来，军委因势利导提出“以我

为主”为核心的军事训练方针，强调以我

军优良传统为基础，立足现有装备，在借

鉴外军基础上，结合实际走自己的路。

为抓好军事训练，部队各级领导深入基

层、言传身教，注意发现和培养典型。

1961 年初，原南京军区第 12 军军长

李德生带领工作组，前往第 34师 100 团 2

连蹲点。针对部队战术训练存在的模式

化、走过场等问题，李德生决定在 2 连进

行从单兵、小组到战术的训练改革试验，

并确定由第 12 军作训参谋宋文皋教班

战术、第 34 师作训参谋吴亚东教单兵战

术、2 连副连长郭兴福教战斗小组课目。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演练，初见成效。

四五月间，第 12 军党委召开了营以

上主官参加的训练现场会，要求大家用

“实战需要”这把尺子，来衡量 3 个训练

改革试验小组的作业。最后大家认定郭

兴福的小组进攻战术最好。他吸收了单

兵和班战术教学的优点，教得细、教得

活，作业内容丰富，较切合实战。

之后，李德生又安排 9 个步兵团的

团长各带一个班，与郭兴福带的小分队

现场进行战术演练。几番较量下来，郭

兴福的教学方法和效果更胜一筹。于

是，李德生确定了改革训练的思路，集中

精力进行单兵战术训练改革，并将 2 连 3

班拉出来作为改革试点班，由郭兴福任

教练员，继续对训练方法和内容进行充

实完善。

郭兴福十分珍惜这次机会，集中大家

的智慧对教学法精雕细刻，起早贪黑反复

练习。他要求战士冲击时前进要快、射击

要准、投弹要远、刺杀要狠。“狠”字要体现

在弹头上、体现在刺刀尖上、体现在狭路

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士气上，必须要有压倒

和战胜敌人的精气神儿。在军领导和有

关部门帮助下，经过半年多艰苦努力，郭

兴福和他带领的这个班进步很大，他总结

形成一套新的教学训练方法。

慧眼识珍：命名介绍教学法

1961 年 8 月，原总参军训部《军训通

讯》杂志副总编郝云虹，带领几位编辑前

往福建，途经第 12 军驻地。李德生向他

们介绍了近期抓教学训练改革的做法，

并请他们提提意见。

次日，郝云虹顶着烈日观看了郭兴

福班的战术训练。那天气温高达 37 摄

氏度，郭兴福和班里的战士在作业场上

浑身是汗，但始终情绪饱满，认真操演；

训练中还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研究

问题时，所有人畅所欲言，延续了我军战

争年代开展军事民主互教互学的优良传

统。郝云虹看后，连声称好，认为这项改

革意义重大。当了解到这项改革还没有

命名时，他说“你们生了孩子，我给起个

名，看看是否合适，就叫‘郭兴福教学法’

吧。”李德生当场拍板同意。郝云虹等人

意识到，如此宝贵的经验不应仅限于一

军一地，而应广泛传播至全军，遂决定留

下整理 3 班全部教学过程。

10 月 ，《军 训 通 讯》出 版 了 一 期 增

刊，专门介绍郭兴福的教学经验，扩大发

行到连队。这期增刊打破传统的写作和

编辑模式，以野外作业实施笔记的形式，

记录作业进程和郭兴福同战士们的问答

内容，配发《既严又活》的专论代表机关

的权威性表态，首次公开向全军介绍了

郭兴福教学法。同时，原南京军区《人民

前线》报加大了对郭兴福教学法的宣传

力度。1963 年 5 月 25 日，《解放军报》介

绍了郭兴福教学法的 8 条经验，即摸清

底细，因人施教；分清层次，由简到繁；归

纳要领，做出样子；情况诱导，正误对比；

重点提问，反复练习；民主教学，运用骨

干；评比竞赛，广树标兵；宣传鼓动，抓活

思想。这是中央军委机关报第一次系统

介绍郭兴福教学法。

领导肯定：教学法推向全军

1961 年 10 月，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王必成观看郭兴福班的汇报表演后，连

声称赞郭兴福：“教得好！教得活！你把

思想教活了，动作也教活了，向你们学

习！”并当即对军区有关部门作了指示，

要求在全区部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并

加强宣传。

1962 年 3 月，原南京军区司令部、政

治部联合向全区发出学习宣传郭兴福和

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并要求各部队在

训练中培养自己的“郭兴福”。从 3 月到

10 月，军区召开了数百名团以上干部参

加的战术现场会和有各兵种参加的战

术、技术课目汇报会，汇报表演学习郭兴

福教学法的成果。

郭兴福教学法的名声逐渐传开，其

灵活实用、注重实战的特点受到广泛赞

誉。广州、武汉、沈阳等军区纷纷邀请郭

兴福上门教学，其精湛的教学技艺，更是

赢得兄弟部队的高度赞扬。就这样，郭

兴福带着他的小分队走一路、红一线，驻

一地、红一片，一边学习友邻部队好传

统、好经验，一边给他们汇报表演先进的

教学方法，播下了教学火种。

1964 年 12 月 24 日 ，在原总参组织

召开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会上，叶剑

英观看了郭兴福及其他优秀教练员和先

进分队 8 个课目的表演，并发表了讲话，

高度赞扬郭兴福教学法是一个创造，是

一个好方法。27 日，叶剑英正式向中央

军委呈报了《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

法》的报告。

报告中说，郭兴福的教学方法是对

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

导 培 养 、群 众 支 持 和 他 个 人 努 力 的 结

果。叶剑英还在报告中归纳总结了郭兴

福教学法的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善于在

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战士练兵的积

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

智慧，实行官兵相互教，评教评学；二是

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

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

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

都像小老虎一样；三是采取由简到繁、由

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

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四是把言教与身

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

厌，百练不倦；五是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循循善诱，耐心说服。报告最后建议军

委发一个指示、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

毛泽东同志仔细阅读了这份报告，

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

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

小老虎一样”时，他用红铅笔在下面画了

一 条 杠 ，高 兴 地 说 ：“ 这 一 条 我 最 感 兴

趣。”同时还指出，“郭兴福教学方法，不

仅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主要是

在新条件下的发扬。”还对总参谋长罗瑞

卿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

毛泽东同志的批示极大推动了郭兴

福教学法的推广和普及。1964 年 1 月 3

日，中央军委下达《全军应立即掀起学习

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的指示，号召全

军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

2 月，原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推广宣传郭

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提出领导干部要

深入基层具体指导，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要结合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来进行，培

养 更 多 的 神 枪 手 、神 炮 手 和 技 术 能 手

等。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我军创造

出一套抓好军事训练的方法，培养出大

批军事训练骨干，将训练水平提高到一

个新的阶段，开创了军事训练新局面。

之后，郭兴福教学法成为撬动全军群众

大比武大练兵的杠杆，一场声势浩大、规

模空前的全军性大比武紧锣密鼓地开展

起来。

郭兴福教学法诞生记
■黄 河 郝顺水 姬晨辰

军歌是军魂所系、军威所在，是冲锋

的号角，是胜利的凯歌。军歌也见证着

军队的历史。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 75

周年，让我们重温《人民海军向前进》这

首著名的海军军歌。

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

限制，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

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

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解放军，基本上

一直是单一陆军体制。到了解放战争后

期，我军才开始着手组建海军和空军。

1949 年 4 月 23 日，华东军区海军在

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张爱萍任华东军

区海军司令员。这一天，也在 1989 年被

中央军委正式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的成立日期。然而，此时的华东军区海

军只是配属在华东军区下的部队。

1949年 9月 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

告：“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

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

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

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

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

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开国大典阅兵

式上，刚刚经受了战争洗礼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受阅部队中，出现了海、空军的身

影。实际上，当时的海、空军部队还没有

建立真正完整的军种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

正规化建设，相继建立起新的军种、兵

种。1950 年 4 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正

式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构，萧

劲光出任海军司令员。海军作为一个独

立军种，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

在海军成立后不久，《人民海军向前

进》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早的一首军

兵种歌曲脱颖而出。1950 年初，军委海

军政治部文工团成立。创作组的同志于

7 月下到基层部队。当时，他们刚从陆军

转入海军，头一次看到我军劈波斩浪、勇

往直前的军舰，内心无比激动，于是很快

创作出《人民海军向前进》的歌词。这首

歌的歌词虽然只有短短的 8 句，但含义

非常深刻。它既讲述了当时人民海军的

使命，也表现了海军指战员保卫和平保

卫国防的坚强决心和战无不胜的英雄气

概。歌词写好后，很快谱成歌曲。

《人民海军向前进》这首歌曲诞生后

很快受到欢迎，并发表在《部队歌曲选集》

第二集（1951年 11月 1日原军委总政治部

文化部编印）上，词作者署名为“国准”。

不久，这首歌在《部队歌曲选集》第四集再

刊时，词作者署名为“海政文工团创作

组”，歌曲的旋律也作了局部改动。这首

歌获第一届全军文艺汇演二等奖。

《人民海军向前进》以昂扬激奋的旋

律，唱出了海军战士建设新中国海军的

高涨热情和保卫祖国海疆的大无畏精

神。歌词简明扼要；曲调坚定豪迈、充满

信心。这首歌问世后，深受海军官兵的

喜爱，成为海军代表性的歌曲、海军战士

音乐形象的写照，广泛流传数十年仍葆

有艺术生命力。这首歌一诞生，就被赋

予海军军歌的地位，成为海军形象标识，

经常在重大集会、庆典、仪式结束时演

奏，是海军舰队出访时必奏曲目，也是我

军军乐团的保留曲目。

“红旗飘舞随风扬，我们的歌声多

嘹亮，人民海军向前进，保卫祖国海洋信

心强……”伴随着《人民海军向前进》的

激昂旋律，75 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路步履铿锵，走

向深蓝，向海图强，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海

军的目标阔步前进！

《人民海军向前进》背后的故事
■徐 平

19631963年年 1212月月，，郭兴福在驻江苏镇江某部进行示范教学郭兴福在驻江苏镇江某部进行示范教学。。

“挤”走敌人的前提条件，是断其

羽翼、使其孤立，正如修剪一棵大树的

枝枝蔓蔓一样，必须凭借充足的耐心

和有力的手段，一步一步把敌人“剪”

成光杆一条。在这个过程中，袭扰的

力度和时间是需要仔细研究和慎重考

虑的两个重要方面，打轻了、打少了，

起不到疲惫敌人、震慑敌人的效果；打

重 了 、打 多 了 ，难 免 会 给 自 己 增 加 负

担，削弱了己方在后期发动决定性攻

势的实力。因此，必须从发力点和节

奏感两个方面用力，把握好力度与时

间的关系，并充分发动群众，以人民战

争的特有优势制胜对手。

找准行动的发力点。在大部分的

战斗中，胜利一方往往是以强击弱，然

而很多时候，全局上的优势并不代表

在每一个局部都能领先对手。找准发

力点，关键在于找到我方优于敌、强于

敌的地方，并利用这种局部优势科学

组织力量。客观来说，当时的侵华日

军在武器装备、单兵训练和战术配合

等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优势，而且与其

对抗的是我方武工队、民兵和游击队

等地方武装，总体实力相差悬殊。如

果正面进攻，和敌人打堂堂之阵，无异

于以卵击石。然而，敌明我暗、敌固守

我机动、敌无人支持我军民一心，这些

都是我方占据优势的地方，也是容易

达到战斗效果的点位。因此，我方反

复利用冷枪、袭扰、撤民、断粮断水等

手段，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打击敌

人，不仅实现了作战目的，还在两相交

互中取得了效果增益。

把握进攻的节奏感。攻坚之战，

最忌操之过急。尤其是到了“将不胜

其 忿 而 蚁 附 之 ”的 阶 段 ，是 历 代 兵 家

都 极 不 推 崇 的“ 用 兵 之 灾 ”。 强 调 把

握进攻的节奏感，就是要牢牢地掌控

战斗的进程，使其发展顺应己方用兵

之势，能够充分发挥己方武器特点和

兵力优势，也是在掌握战争指导规律

的 基 础 上 顺 势 而 发 的 自 然 之 举 。 在

晋绥军民不断的袭扰下，敌我强弱对

比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但是究竟何时

我 强 于 敌 、可 以 发 动 进 攻 以 一 锤 定

音，需要指挥员对战场全局和局部都

有 十 分 清 楚 的 判 断 。 从 全 局 上 看 ，

1944 年 的 国 际 国 内 局 势 均 有 利 于 反

法西斯同盟，而侵华日军在经历数次

大战后力衰势孤。从局部上看，晋绥

一 带 群 众 基 础 好 ，敌 人 据 点 分 散 ，有

利 于 我 方 集 中 力 量 实 施 逐 点 围 困 。

此时，我方完全具备了拔其一点的实

力，取胜也就顺理成章。

增强军民的配合度。兵民是胜利

之本，敌后战场取胜的关键是要陷敌

于 人 民 战 争 的 汪 洋 大 海 。 从 个 体 上

讲，兵是兵、民是民，部队就是要做好

战 斗 工 作 ，直 接 作 用 于 战 斗 任 务 ；人

民群众就是要做好配合工作，间接服

务于战斗任务。但从总体上看，兵民

一 体 、高 度 融 合 ，在 不 同 行 动 中 的 默

契，是实现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正

如在蒲阁寨的围困行动中，部队用枪

杀伤敌人的同时，群众撤走以疲惫敌

人，让敌人遭到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打

击 ，使 其 斗 志 渐 失 。 军 民 团 结 如 一

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不管时代如何

发 展 、战 争 形 态 如 何 演 变 ，我 们 都 要

牢牢掌握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打造军

民 团 结 、聚 力 融 合 的 铜 墙 铁 壁 、精 兵

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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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坚者，孤其势。

《投 笔 肤 谈》达 权 篇 ，主 要 在

战 役 战 术 层 面 ，论 述 与 敌 对 垒 时

各 种 情 况 的 处 置 方 法 。 达 权 ，即

通 达 权 变 ，指 的 是 指 挥 员 要 根 据

战 场 形 势 的 变 化 ，机 动 灵 活 地 施

以对策，以实现对敌优势。比如，

在 突 破 坚 守 防 御 之 敌 时 ，要 想 方

设 法 使 其 孤 立 ，通 过 不 断 削 弱 敌

人的“势”，最终让敌人进退维谷、

再无还手之力。

1944 年初，抗日战争的总体形势

出现了有利于我方的明显变化。侵华

日军受制于战线太长、兵力分散、补给

不便等困难，不但进攻受阻，就连能否

立足也成为问题。在晋绥抗日根据地，

党领导当地军民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

“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发起进攻敌据

点的数百次战斗，收复村庄 3000 多个，

大幅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解放区，振

奋了民心士气。在这期间，围困忻县蒲

阁寨据点的斗争成效尤为显著。

蒲阁寨位于忻县西北 30 公里，是

敌 人 经 营 已 久 的 一 个 重 要 据 点 。 从

1943 年初开始，当地人民武装就开始

了反“蚕食”的斗争，经过一年的努力，

成功把敌人的活动范围从方圆 15 公里

压缩到 5 公里，并迁出了大部分农民群

众。到 1944 年初，偌大的蒲阁寨只剩

几座孤零零的炮楼，荒凉凄惨。晋绥

军区第 6 军分区党委决定，要在一年内

把敌人“挤”走，彻底肃清这一地区的

日伪军。

最先开始行动的是忻县武工队。

他们先是组建了冷枪组，埋伏在离敌

人炮楼不远的地方，专门在早起、就餐

的间隙进行狙击，连续两天击毙数名

伪军，造成了敌人的恐慌。几天以后，

驻守此处的日伪军摸清了冷枪组的活

动规律，趁我军活动的间隙进行物资

补给。于是，县武工队马上组织了民

兵、游击队等力量，划分为若干小组，

全方位、不间断地对敌人进行袭扰式

打击。这样一来，敌人的死伤越来越

多，内心的恐惧也与日俱增，就连去食

堂、上厕所都要交替掩护、跑步前进，

甚至专门挖了一条从炮楼到厕所的交

通壕。

另外，军分区党委还组织专人展开

政治攻势。我军的袭扰行动一开始，附

近的村民就召回了在敌人据点里做苦

力的民夫，举家迁往外围地区。他们还

利用春耕夏收的重要时间节点，昼伏夜

出、抢种抢收，确保不让敌人搜刮到一

粒粮食。几个月下来，据点里的敌人吃

饭打水都变得十分困难，连生活垃圾也

没办法处理、臭气熏天。根据地群众还

编了一首民谣讽刺敌人：“远看像座坟，

近看有窗又有门，日夜常听鬼说话，里

面围的是日本人。”

1944 年 4 月 12 日，蒲阁寨敌人在

我军围攻之下狼狈逃窜，“挤”走敌人

的行动最终取得了胜利，其成功经验

还被中共中央列为三种较好的典型之

一，转发各大解放区学习借鉴。在军

民的密切配合下，晋绥抗日根据地有

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为日后发起全

面进攻奠定了基础。

晋绥部队攻击敌人碉堡晋绥部队攻击敌人碉堡。。

《人民海军向前进》歌词：

红旗飘舞随风扬，

我们的歌声多嘹亮，

人民海军向前进，

保卫祖国海洋信心强。

爱护军舰像爱护自己的

眼睛一样，

保卫和平保国防，

我们有共产党英明领导，

谁敢来侵犯就叫它灭亡！

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的海军方队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的海军方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