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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 

聚焦课堂主渠道 铸魂育人谱新篇 

音乐学院——用艺术的魅力涵养青年学子家国情怀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音乐学院党委切实增强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紧密结合教育教学实际，紧紧

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建好课程建设“主战场”，推动思

政教育和专业教育全方位融合，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

心、见行见效。 

 

中 共 曲 阜 师 范 大 学 委 员 会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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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堂：践行初心 传承使命 

学院领导班子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

任担当，落实好领导干部为师生讲授思政课的有关要求，将“思

政育人，塑心铸魂”的理念落实到课堂教育的实践之中。4月

12 日至 5月 20日，学院领导班子陆续走上讲台，用质朴的语

言、详实的事例和真挚的情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同学

们带来一堂堂生动鲜活的思政课、党史课。 

学院党委书记胡长春在深入《江姐》的师生团队，为排演

人员进行授课，从江姐人物的原型、英雄事迹到小说、电影、

歌剧等作品中对于江姐的塑造，深刻探讨了这部红色题材民族

歌剧的主题和人物形象塑造的风格特色，并鼓励师生以江姐为

榜样，以实际行动献礼建党 100周年；院长肖桂彬教授为学生

们讲授题为《爱党爱国 知行合一》的党课，他在授课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为己任，将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通过一代

代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接续努力方才成就了今日的辉煌希

望同学们能奋发有为、刻苦读书，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和决

心，努力做新时代的英雄传人。学院党委副书记佀黎明围绕“强

学风 砥初心 新征程 再出发”主题，为学生党支部成员和

2021 年新发展的学生党员带来题为《加强学风建设，助力学

生成才》的思政课，从学风建设与成长成才的关系，加强学风

建设提升班风、学生党员应该如何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等方面入

手，详尽阐释了曲师人优良的教风、学风，为加强学院学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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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促进学生成长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副院长刘雪莎在为研究

生讲授的《传奏红色经典，牢记时代使命——红色主题钢琴作

品欣赏》中指出，在百年党史中，一首首红色钢琴音乐伴随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唱响着时代的主旋律，鼓舞着一

批批优秀儿女不断奋勇前进，她重点选取了《黄河钢琴协奏曲》

《红旗颂》《春天的故事》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品进

行解读和鉴赏，在欣赏经典旋律的同时感悟百年党史奋斗历程；

副院长陈瑞泉以《黄河大合唱》与《黄河》协奏曲为例，为民

乐团同学详细介绍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成长经历和各个

时期的主要作品，并就两部经典曲目创作的时代背景、思想内

涵、作品风格、巨大影响和流传脉络做了深入解读。 

文化课堂：赓续文脉 鉴往开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

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度发挥学院雅乐研究中心和雅乐团作用，

用活用好学校独特地域文化资源优势和儒学研究学术优势，不

断提升学校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的影响力、话语权、贡献度，

推动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5

月 21 日下午，音乐学院举办新雅乐创作启动座谈会。学院特

聘教授、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音乐剧创作专业委员会主任于宝玉

教授、学院党委书记胡长春、院长肖桂彬、学院雅乐团负责人、

副院长陈瑞泉等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 

会议指出，儒家礼乐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珍贵的文化资源，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提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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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实力、加强文化强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助

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等方面，具有巨大的现代价值，

必须继续认真整理发掘和研究普及，为实现文化强国服务。会

议认为，作为地处孔子家乡的大学，学校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论述、开展传统文化研

究普及和儒家礼乐文化的发掘研究、整理推广方面义不容辞、

责无旁贷，专家学者、学院全体教师应该提高政治站位，牢记

使命担当，思考在前、谋划在前、行动在前，更好地发挥出示

范引领作用。 

会议强调，要广泛宣传发动，扩大国内外影响，集中优势

资源，凝聚创作力量，形成新雅乐创作的浓厚氛围和广泛共识，

为新雅乐创作研究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舆论环境和社会影响。

会议商定，积极筹备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家礼乐文化和

新雅乐创作研讨会，促成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音乐剧创作专业委

员会在曲阜师范大学的挂牌成立，集结校内外研究创作资源，

打造优质化创作团队，制定精细的创作计划，不断推出新雅乐

创作的精品力作，形成新雅乐创作的品牌特色，扩大文化艺术

影响。 

实践课堂：培根铸魂 启智润心 

为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领广大青年学子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革命传统熏陶与爱国主义教育，由曲阜师范大学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主办、音乐学院承办的中国经典民族歌

剧《江姐》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排演后，于 5 月 26 日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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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排后的首次演出。“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

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当熟悉的旋律在日照校区

音乐厅如期唱响之时，现场许多观众热泪盈眶，挥动着党旗和

国旗，随着唱段轻声应和，而每每高潮部分，经久不息的掌声

反映了同为中国人的强烈共情。学校党委书记戚万学，党委副

书记扈庆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徐思生，党委常委、副校长

李兆祥，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张隆海等领导与日照校区科级以

上干部、师生党员共计 200余人一同观看了演出。 

作为学校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庆祝建党百年华诞的系

列活动的重点项目。此次展演的校园版歌剧《江姐》，由音乐

学院声乐系教师组成的导演团队指导，演员全部由学院的研究

生和本科生担任。在排练过程中，学院党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确保党史学习、教学科研与歌剧排练有序进行，互

相促进。同时学院还专门邀请了省内外知名的歌剧导演和老艺

术家来学院进行指导，确保作品创作的高效率、高品质。 

本次排演的总导演、声乐系主任徐红磊表示，能够作为此

次演出的总导演我非常荣幸，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和

义务通过音乐的形式将革命先烈的英雄实际传播到祖国各地，

传播到全世界。参加演出的同学们表示，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的重要时刻，能够参与歌剧《江姐》的展演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和宝贵的艺术实践经历，我们一定要铭记党带领中国人民英勇

奋斗的光辉历程和辉煌业绩，用先烈们的形象时刻激励自己，

在实践中提高专业能力，砥砺意志品质，用理想信念坚定文化

自信，用担当精神书写青春的美好篇章。演员们的精彩演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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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中引发强烈共鸣，观众们纷纷表示，现场观看歌剧《江

姐》，心中的感动之情实在无法言表。一场歌剧的演出落下帷

幕，但是 70 多年前的那段记忆却早已深深镌刻于我们每一位

观众的心中。回望那段血与铁的较量，千千万万的“江姐”们

对祖国、对人民最深切的热爱和无畏的牺牲，足以穿越时空，

让我们永远铭记！ 

根据学院党史学习教育实施计划安排，目前钢琴协奏曲

《黄河》、舞蹈作品《东方红》、毛泽东诗词艺术歌曲演唱、歌

剧《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系列剧目正在紧张排练过程中。下一

步，音乐学院将紧密围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不断拓展美育教

育途径，通过音乐会、戏剧演出等多种表现形式，为师生提供

展示学习、交流、展示的平台，让展现英雄情怀，弘扬崇高之

美成为新时代文艺创作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导向，引导广大师生

将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以行践诺、矢志报国的实干担当。 

 

 

 

 

 

 

 

 

 

报：党委常委，党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 

发：各党委（党总支），各单位、各部门 

曲阜师范大学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5月 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