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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创新的形式，在艺术院校开展大学生党史教育学习相关内容研究，探索艺术与党建融合的教育模式，既是挑

战也是机遇。在新时代要求下，走出艺术院校的特色党史学习教育创新之路，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践行“以音乐回望党史，

用歌声铭记初心”创新党史学习教育的研究，能够促进艺术院校师生发挥专业特长，应用到艺术党建实践活动之中。

Abstract: Through the form of innovation, carry out research on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and lear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ar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ploring the educational model of integrating art and party building is both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antly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novation of art colleges. The practice of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with music and remembering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with singing” and innovating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can promot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art college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apply it to the practice of art part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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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星海音乐学院作为中国华南地区唯一的高等音乐院校，

在艺术党建方面硕果累累，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发展的潜质。

在《歌声嘹亮党旗扬》一书中 [1]，星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王

秀明讲到，“艺术党建”是指艺术类高校充分发挥自身艺术

专业优势，以党建引领艺术创作、以艺术创作助推党建，实

现党建与艺术创作完美结合的新的工作方式。

2 党史学习教育研究背景

2.1 以音乐回望党史，以歌声铭记初心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文艺在培

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以弘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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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歌颂党的原创歌曲创作来推动党的建

设，是艺术院校的时代革命和独特优势。将党史教育寓于音

乐表演过程之中，能有利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

党史教育的有效性 [2]。

在过去的五年，星海音乐学院围绕“艺术党建”，继承

用艺术资源和方法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结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以“歌声嘹亮党旗扬”为突破

口，开展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活动。如“党员之歌”原创歌曲

大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创歌曲大赛、“廉政

文化”原创歌曲大赛等活动。

2016 年至 2018 年，星海音乐学院共征集到学校师生党

建原创歌曲歌词 822 首，已录制《我为你再把鲜红染上》《党

的颂歌》《脊梁》《清廉歌》《木棉花》《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健康中国梦》等优秀作品。大型音乐剧《殷红木棉》

是某院第一次举全校之力打造的音乐剧目，将有力推动学校

声乐表演专业的进一步发展，充分展示学校人才培养和艺

术实践成果，为传承弘扬红色经典、推动广东艺术文化建设

服务。

2.2 落实主题教育部署，打造党建活动品牌
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党总支自成立以来，认真贯

彻落实学校党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的统一部署，积极响应学校“艺术党建”号召，大力打造党

建品牌活动。

2019 年相继举办了艺术党建系列音乐会之“初心筑梦

（一）”“歌声献礼 声在中国音乐会”，党总支副书记崔

泉馨参加了广东省政府主办的“广东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大会”、学校党委举办的“歌声嘹亮党旗扬——

艺术党建原创作品音乐会”和“艺术党建——红色歌剧经典

再现”以及今年举办的艺术党建系列音乐会之“初心筑梦

（二）”等党建品牌活动，这是对学校“艺术党建”号召的

再次积极响应，争取把艺术院校党建的劣势转化成艺术院校

发挥自身的专业特点和专业特长开展党建的优势。

3 党史学习教育创新成果
3.1 百歌颂中华，共圆中国梦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同时是教师党员，要积极引领学院

党史学习教育的氛围，不断探索和研究进一步创新发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成果，要结合音乐表演声乐专业

的特点，将党史学习的理念贯彻到声乐表演的艺术实践中 [3]。

“永远跟党走”广东省第十二届“百歌颂中华”歌咏活

动是由中国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工委、省教育厅、省

文化厅、省总工会、省团委、省妇联、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省文联联合主办，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宣传部和文广新局（文

体旅游局）、省文化馆共同承办的。自 1994 年创办以来，

成为广东省歌颂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抒发时代奋进精神的

重要文化活动品牌之一。

2016 年某院教师吴蔚参加总决赛，通过创新演绎美通

歌曲《共圆中国梦》，获得金奖第一名的成绩，并于 2019

年发表了关于中国梦主题歌曲多场唱法分析的相关论文 [4]：

论文中提到《天耀中华》这首歌是 2014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

联欢晚会中票选的“观众最喜爱节目”中获得第一名。同年

4 月这首歌入选“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歌词的第一句

就是“天耀中华，天耀中华，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

其实就是在这个民族苦难里面找到生生不息的坚强和理由。

在曲上面，也是再三斟酌，把中国的五声调式和西洋的调式

融合在一起，旋律简单大气，朗朗上口。

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新创作歌曲正在遍地开花，《天

耀中华》这首既现代化能体现个性，又大气、朗朗上口的

歌曲，这首歌就是兼容时尚个性与爱国主题的新时代作品。

流行唱法在现场演绎中往往更贴近观众的内心世界，将祖国

“苦难中开花”的千年故事娓娓道来，随着音乐起伏将主题

升华，直至最高涨的爱国情怀。适时运用美通唱法，歌唱使

用更深厚的气息可以将看似简单的歌词唱的不简单。为了诠

释的是中国历经沧桑的千年历史和最终走向强盛的不易，表

情与肢体要协调地表达自然、真诚的情绪。在表演形式上除

了最开始独唱的版本，之后某院师生不断探索出两到四人的

对唱形式，或者女生小组唱、男生小组唱、大小型合唱等更

为丰富的表演形式，并广泛地运用到校内外的艺术党建演唱

实践活动中。

3.2 唱响青春赞歌，传承红色文化
2021 年师生共同参与了多场艺术党建主题晚会，如“唱

响青春赞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五四”文艺汇演，

以及开展专题讲座和申报课题立项等。

2021 年举行以“乘着歌声的翅膀，点燃梦想和激情”

为主题的伊犁丝路学院于星海音乐学院文化交流会。会议交

流活动由教育艺术系主任张芸老师主持，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储开峰参会并致辞，储院长在致辞中指出个人修养“兴于

诗，立于礼，成于乐”，即乐是人的最高修养，音乐教育的

魅力并不在于知识、技能的传授，而是表现在启迪、激励、

唤醒、感染和净化等效应上。交流中，吴蔚老师开展了“传

唱经典红歌，抒发爱国情怀”讲座。

在才艺展示环节中，冬不拉社团将《茉莉花》与哈萨克

音乐融合在一起，时而低回婉约，时而激越高亢，带给大家

不一样视听享受；教育学院渡舟乐队的《追梦少年》和二重

唱《只要平凡》唱出新时代学生的青春梦想和坚持；舞蹈社

团民族舞蹈串烧展示了伊犁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合唱社团

的学生红歌演唱《歌唱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唱出了昂扬的斗志、奋斗的精神，最后吴蔚老师结合学院

“学党史、读经典、唱红歌”系列主题活动，给大家带来《传

唱经典红歌、抒发爱国情怀》的专题讲座。吴蔚老师生动的

诠释，使师生感受红歌的魅力，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爱国主

义的历史情感；每一段旋律都辉映着社会和谐进步的历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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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每一首歌曲都见证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

勇斗争、顽强拼搏的辉煌诗篇。

4 某院党史学习教育模式探索
自党史学习教育专项正式立项以来，学院党支部组织师

生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生活会，从理论到实践多种创新方式结

合，为促进党史学习教育的创新与发展作出贡献。

教师党支部高度重视本次组织生活会，扎实做好会前各

项准备工作：

一是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党史学习教育的 4 本重要学习材料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关

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重点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

二是在党支部委员之间、党支部委员和党员之间、党员

和党员之间广泛开展谈心谈话，互相交流、听取意见。

三是制订工作方案，认真撰写党史学习教育总结材料及

个人发言提纲。

党总支书记崔泉馨谈到，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心走实。陶

陌在总结点评中指出，教师党支部高度重视此次专题组织生

活，准备工作充分。他谈到，此次某院师生在参演大型音乐

剧《殷红木棉》中展现出突出的专业水平和积极奋进的精神

风貌，与某院长期以来的教学积累以及班子对剧目创作的全

力配合与支持密不可分。

他提出以下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入脑入心；要发挥专业优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以《殷红木棉》的成功创作经验为基础，继续努

力实践，用艺术作品传承红色基因，学史力行，以行践知；

全体党员要深入领会本次组织生活会的主题“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携手同心，为学院办实事、开新局，

为星海音乐学院的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学生党支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学院党

总支书记崔泉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学生党支部书记陈泽黎

主持，学生党支部委员吴蔚及全体党员参加本次会议。党总

支书记崔泉馨谈到，学生党支部要充分认识到学生党支部在

学生群体中的重要作用。

他谈道，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灵活多样学习党史，

引导学生们知党史、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让红色基因、

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和骨干带头作

用，在学生中树立起大学生党员的良好形象，弘扬正能量。

学生党支部高度重视本次组织生活会，扎实做好会前各项准

备工作。大家坦诚交流、统一思想，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

5 展望党史学习教育创新方向
在中国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的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党建魅力不可抗拒，以

党建魅力促进党建效益，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不断发

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勇前进。

6 结语
某院师生将基于专业特长，采取学生现场学唱、歌咏比

赛、爱党主题原创歌曲选拔等创新形式，将党史学习教育的

理论与艺术实践演出相结合。在专业学习中，教师通过运用

多种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感知力、注意力、记忆力、创造

力等。通过运用激励手段，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利用

音乐艺术实践活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模式，丰

富学习内容，强化学习效果，把音乐艺术作为德育的重要手

段，渗透于教育的整个过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党史

学习教育工作模式。从创新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弘扬和培育

民族精神，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丰富

校园文化等方面，为促进党史学习教育贡献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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