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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拥抱音乐教育用生命拥抱音乐教育
——追记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海鸥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向玉贞 张莹

李海鸥 资料图片

“人总是要做些事，特别是心怀感
恩，才能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才能对
得起养育自己的父母、教育自己的师
长，对得起培养自己的国家。”这样质
朴感人的话语，是山东省首个音乐与
舞蹈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带头
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山东省教学名师李海鸥经常对学
生说的，也是她努力恪守、践行的人
生信条和行为准则。

音乐点亮艺术人生，生命深耕教
育热土。3月2日，山东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海鸥在济南
因病逝世，享年52岁。

在潜心从教的29年中，李海鸥始
终坚定铸魂育人的师者信念，坚守深
耕不辍的学术热忱，敦品修身、立德
树人、无私奉献，用一句句发人深省
的话语、一首首动人心弦的歌曲浸润
着音苑学子的心田，培养了一大批青
年才俊，创作了一大批艺术作品，产
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用热情、执
着、信念与奋斗刻画了新时代“四
有”好老师的最美模样。

以明烛之光照亮学子前行路

“为人师表，其行正，应有儒雅之
风；其志洁，可堪师表之率；其学
富，能解学子之惑。”这是多年来李海
鸥坚守和践行的为师之道。也正因胸
怀这样的师道宏愿，才使得她在从教
生涯中始终对学生、学校、教育饱含
深情，用实际行动和丰厚业绩诠释自
己的责任与担当。

“海鸥老师每次上课都是亲自伴
奏，亲自示范，即使身患重病仍坚持
如此。”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生王
雅薇哽咽着说，“记得有一次老师刚化
疗后不久，因为怕影响我们的学业，
强忍着药物副作用的折磨，拖着虚弱

的身体坚持给我们上课，而且一上就
是两三个小时。”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是对教师德行的无上赞美，而李
海鸥却用生命书写了它的真谛。她的
学生无一不被她似明烛一般燃烧自己
照亮学生的奉献精神所感动。近30年
来，她教育培养了千余名学生，其中
近百名学生在“中国音乐金钟奖”“文
华奖”“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全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比赛”等
知名赛事中屡获大奖，为我国音乐人
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李海鸥是山东省自己培养的第一
位声乐硕士研究生。基于自身的成长
过程，她深知学科层次的提高对人才
培养的重要性。因此，她下决心带领
团队，围绕教学中心地位，促进科研
的全面发展。

然而，音乐为术科，艺术实践性
强；音乐教育是音乐与教育的综合
体，教育教学性强。李海鸥作为音乐
与舞蹈学科带头人，对自己的学术研
究从来没有放松要求，总是立足专业
技能基础，将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紧
密结合，在带领团队产出一大批教研
高质量成果的同时，音乐学专业获批
国家级特色专业。

“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为
师。”李海鸥只想成为一名践行“以学
生为本，育桃李芬芳”的合格园丁，
可她为学校、为教育作的贡献早已不
止如此。她入选教育部首批“国培计
划”专家库，获得山东省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等诸多称号，荣获山东
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山
东省首届文化创新奖等诸多奖项。

以尽烛之心做社会贡献者

“坚持艺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

务”是李海鸥在服务社会方面的不懈
追求。她曾任山东省青联副主席、全
国青联常委等，二十年间以笃行实干
的精神，难忘“青联人”的社会责
任，忘我地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中。

“工作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
事再大也是小事。”李海鸥常用父母教
育她的这句话鞭策自己。在积极参与
各项社会服务事业的同时，李海鸥带
领团队不断深化与政府、企业及社会
各界的合作，创新传统艺术产业路
径，充分发挥师范大学优势，在探索
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有效衔接机
制，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等方
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得到社会各界
的认可。

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李海鸥积
极参加国家级、省部级重大公益演出
活动，为“献礼新中国60华诞”组织
并主演中国红色歌剧《党的女儿》，带
领师生在山东省巡演20余场，获得山
东省首届文化创新奖。在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之际，她发掘创编了原创歌剧
《流亡曲》，填补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中
歌剧起源的空白。

一直以来，李海鸥对山东民歌的
传承不遗余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山东省会大
剧院举办“传承经典·咏颂祖国——
山东民歌音乐会”，业内专家乔建中
认为，“这是继1987年以来山东民歌
的又一次全新展示，具有历史性意
义”。2014年至 2022年，李海鸥完
成了山东省非遗项目——80首山东
民歌的复原制作。此外，她还在中央
电视台《中国民歌大会》演唱了《赶
集》《谁不说俺家乡好》等山东民歌，
参加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等重大演出活
动。

带领学院师生积极参加公益事
业，助力社会经济发展，也是李海鸥
难以放下的工作。她与山东省慈善总

会联合成立的“快乐童年合唱团支教
志愿者队”常年活跃在基层支教一
线。2018年，她指导的创业项目“喵
吉卡”获山东省“创青春”创新创业
大赛银奖，建成山东师范大学创业项
目实践基地，为100余名大学生提供
实习实训岗位，培养学员500余人，
策划艺术活动近百场，成为“大创项
目”实体落地的典范。

以燃烛之志引领学科攀高峰

2021年7月26日，一条重要消息
轰动了全国音乐与舞蹈学界。这一
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增列博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单位名单，山东师
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位列其中，实现
了山东省该学科建设“零的突破”，成
为全国大学中拥有音乐与舞蹈学博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的第14所学校。

已经先后承受21次化疗、51次
放疗的李海鸥听闻此讯百感交集，激
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几个月后，在
山东师范大学2021年度表彰大会上，
李海鸥接过校领导颁发的特别贡献
奖，怀着满腔热忱，现场清唱了由著
名诗人艾青作词、陆在易作曲的《我
爱这土地》。李海鸥以自己独特的方
式，表达了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对母
校山东师范大学的敬爱、对学界同仁
和全校师生的感恩之情。

自2003年担任山东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副院长以来，李海鸥就肩负起教
学与管理双肩挑的工作。她往返于办
公室与琴房教室之间，穿梭于舞台演
出与学术会议之间，忙碌的工作、充
实的生活，使她渐渐成为“生活中的
女汉子”“工作中的铁娘子”。也正是
在这样不断的磨砺中，她逐渐在全国

音乐界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学术话语
权，为学科建设和学院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忙碌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使得
李海鸥长期饮食休息不规律。2019年
11月底，她被确诊为直肠癌。这天大
的打击曾经让她害怕过，但在她心
中，还有博士点建设的梦想未完成，
还有她心爱的学生和心心念念的舞
台、讲台等着她。

因此，李海鸥鼓起勇气去跟医生
谈条件——打化疗、做放疗，能不能
不手术。这位不要命的“铁娘子”的
执念，感动了医护专家。“你只能上半
天班，那半天必须保证休息。”医生严
肃地说。

生病的近三年中，李海鸥没有停
下工作的脚步，一边积极治疗，与病
魔作斗争，一边不辞辛苦、忘我工

作。除去治疗的时间，老师和学生看
到的依然是她忙碌的身影和灿烂的笑
容。功夫不负有心人，近三年，她带
领团队先后获批山东省高水平优势特
色培育学科，音乐学、舞蹈学、音乐
表演三个专业的国家一流专业立项建
设点。2021年，山东师范大学在全国
9所申报博士点的高校中脱颖而出，
成为山东省唯一一所获批音乐与舞蹈
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的高校，开
创了山东省音乐与舞蹈学科博士层次
人才培养的新天地。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在教书育人这
一伟大事业的征途上，作为千万园丁
中的一员，李海鸥尽己所能，用音乐
点亮艺术人生，用生命深耕教育热
土，以平凡之躯铸就了新时代“四
有”好老师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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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载风华正茂
新征程奋楫笃行

——写在武汉学院20周年校庆之际

2023 年 4 月 28 日，武汉学院将
迎来20周年校庆。20年来，这所高
校经历了从独立学院到普通民办高
校的转型，怀着办一所“受人尊敬
的民办大学”的愿景，走上了非营
利性公益民办大学之路。

独立学院 走向独立

21世纪初，公办高校引入社会资
本合办的独立学院如雨后春笋蓬勃发
展。2003年，武汉学院的前身——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在这一背景
下应运而生。学校坐落于武汉光谷核
心区雄楚大道666号，2004年正式开
始本科招生。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毕业生乔亚
钧是学校首届本科生中的一员，在他
的记忆里，初创时期的母校学习条件
和现在相比天差地别，好在有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的扶持，共享优质教育资
源，学习质量有保障。大学毕业后，
乔亚钧曾任职腾讯社区互动部总监，
2008年当选北京奥运会火炬手，2012

年随队赴南极考察，后深耕互联网社
区平台自主创业。

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历经十余
年的探索前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
汉学院的办学条件不断优化，人才培
养质量稳步提升。2009年获得高校教
师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权，2012年
通过学士学位授予权单位评审。特别
是2009年3月，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
丹成为学校投资举办人之后，独立办
学的条件逐渐成熟。

2015年4月28日，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武汉学院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
校，正式更名为武汉学院，成为湖北
省较早通过转设“大考”脱离“母
体”的高校之一。

2016年8月，武汉学院整体搬迁
至黄家湖大道333号大学城校区。新
校区两面环湖，环境优美，由中国工
程院院士、知名建筑设计师何镜堂领
衔规划设计，教学楼、实验楼、图书
馆、学院楼、宿舍楼等一体建成，建
筑楼群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有机融
合。

此后，武汉学院驶入独立发展的

“快车道”，目前有33个招生本科专
业，涵盖8个学科门类。经济学、管
理学、法学类专业传承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基因，彰显优势；工学（信息科
技） 类专业蕴含腾讯元素，形成特
色；文学、艺术学、教育学、理学类
专业与优势特色专业互促共进、协调
发展。2015年转设以来，获批全国高
校首个供应链管理专业和首批跨境电
子商务专业2个目录外本科专业，其
中供应链管理专业入选国家新文科建
设试点专业；获批省级优势特色学科
（群）1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8个。

公益办学 焕发活力

武汉学院创办人陈一丹先生是腾
讯公司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他
积极投身公益与教育事业，个人捐资
25亿港元设立全球教育奖项“一丹
奖”；捐赠40亿港元腾讯股票成立慈
善信托，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他曾获
中华慈善奖，连续两年位列中国慈善
榜榜首。

陈一丹先生先后出资20亿余元
建设武汉学院新校园，捐赠2000万
元 在 校 设 立 “ 陈 一 丹 奖 教 奖 学
金”，把“投资办学不取回报”写
进办学许可证，明确规定收取的学
费全部用于学校建设发展和人才培
养。

2016年，陈一丹先生设立湖北一
丹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吸纳马化
腾、张志东、吴宵光等热心公益和教
育事业的社会贤达捐资，持续支持武
汉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武汉学院陈一

丹伉俪图书馆、马化腾教学楼、企
鹅广场、知己教学楼、晨晔实验
楼、弘励实验楼等捐赠冠名建筑鳞
次栉比，凸显学校与社会公益力量
的紧密联系。

陈一丹先生说：“教育是百年大
计。大讲关系到国家之未来，小讲关
系到每个学生的前途和命运。解决各
类社会问题，最终都会回归到教育。
社会进步，归根结底靠教育。办教育
是不求回报的公益事业，更是带着信
仰与使命的志业。武汉学院正是带着
这样的初心而来，怀抱‘受人尊敬的
民办大学’的愿景前行。”

公益办学为武汉学院注入了新的
活力，个人出资、社会捐资、基金会
支持的办学新模式逐渐清晰。在此基
础之上，武汉学院吸引众多知名企
业、行业协会递来了校企合作、产教
融合的橄榄枝，与腾讯共建软件工程
专业腾讯班，与华为共建网络工程专
业华为班，与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
计师协会、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
公会分别合作开办会计学专业ACA
特色班、财务管理专业 CIMA 特色
班，实施“学历+职业 （执业） 资
格”“双证”培养。这4个专业特色
班经过多年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
作发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优势特
色，2016年起获批在一本招生，有效
提升了生源质量。武汉学院也由此成
为湖北省仅有的涉足一本招生的民办
高校。

近年来，武汉学院在公益办学赋
能下稳步发展，如期完成校园二期工
程 3 栋学生公寓、4 栋教师公寓建
设，拟投资1.8亿元新建的体育馆也
将于20周年校庆日当天奠基。

内涵建设 提档升级

2020年，学校开展以“转变教育
思想观念、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主
题的教育思想大讨论，办学定位和发
展目标进一步明确清晰，事业发展和
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

武汉学院校长李忠云教授介绍，学
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
循高等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应用型、重
特色、国际化”的办学定位，坚持“办
学以教师为本、育人以学生为本、管理
以服务为本、发展以创新为本”的办学
理念，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高
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的发展方式，坚守“明德创新、解行并
进”的校训精神，坚守“明师、明生、
明校”的办学使命，坚守“启知敏行、
卓见未来”的价值观，坚守“受人尊敬
的民办大学”的办学愿景，凝心聚力，
不懈奋斗。

历经两年多的努力，如今的武汉
学院，“四个坚持”“四个坚守”的办
学思路更加清晰，“六个定位”更加
科学，“三步走”战略发展目标更加
明确。师资力量明显增强，办学条件
有效改善，教学管理不断规范，教学
质量持续提升，社会声誉不断上升。

在人才培养方面，武汉学院坚持
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因材施教，构
建“一主体、两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以培养学生专业与实践能力为主
体，强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推进学科
专业交叉融合创新育人，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专业和实践能力强、具有
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办学20年来，武汉学院扎根武
汉、面向湖北、辐射全国，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了 6 万余名学
子。他们从这里出发，走向社会，成
为行业能手和骨干人才。他们中间，
有“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毛宏达、
魏煌玺、李富豪，有“长江学子”谢
胜、李方舟、李冰，有扎根乡村做

“创客”、打造明星农产品的邓琪，有
联合创立律师事务所后返校捐资设立
奖学金的肖晓、邓露羿，有亚洲国际
音乐舞蹈大赛金奖获得者、中国歌剧
舞剧院舞蹈演员朱小凤……

在2020年软科民办高校全国排
名中，武汉学院位居第六；在2023
年艾瑞深校友会民办高校全国排名
中，武汉学院位列Ⅲ类第三。

未来始于现在，奋斗创造成就，
砥砺奋进的武院人阔步迈向“三步
走”战略发展目标：到2025年，建成
具有特色、受人尊敬的一流应用型民
办大学；到2035年，建成特色鲜明、
受人尊敬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到
2050年，跻身特色鲜明、受人尊敬、
具有国际影响的应用研究型大学。

（罗茜）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