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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湖北省戏曲学校教师创作改编的楚剧《双教
子》，拍摄成戏曲艺术片，在全国发行。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师生原创大型地域风情舞蹈诗《家
住长江边》获国家“文华大奖”和国家舞台精品工程剧目
奖，迄今在海内外演出280余场。

2023年10月17日，湖北艺术职业学院与华强方特文
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成果汇报暨
授牌仪式举行，该项目已入选2023年全国文化艺术职业
教育和旅游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戏谱华章
守文化传承初心

湖北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片
土地孕育了灿烂夺目、影响深远的荆楚文化，
催生了楚剧、汉剧、荆州花鼓戏、黄梅戏、南
剧等具有浓郁湖北特色的地方戏曲，为推动中
国戏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文化需要传承，
传承需要人才。1958年，湖北省戏曲学校应运
而生，承担起传承推广地方戏曲文化、培养戏
曲后备人才的重任。

建校之初，一大批戏曲名家和专业人才汇
聚于此，他们满怀赤诚之心打开了艺术教育与
文化传承的崭新大门，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1965年，由在校教师余笑予、詹玉魂、孙
彬、方光诚等创作改编的楚剧《双教子》，拍
摄成戏曲艺术片，在全国发行，同年《双教
子》演出团队在北京被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亲切
接见；汉剧《黛诺》由中国唱片社灌制成唱
片，传唱大江南北，成为时代经典；首届京剧
科毕业生成为组建湖北省京剧团的主要力量。

先辈们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
精神，在繁荣发展艺术文化事业的道路上勇毅
向前。学校经历了1966年停课、1970年停办
的重重困难，于1978年恢复重建。虽然前行
的路并不平坦，但湖艺人在传承国粹、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路上从未中断。为了培养
优秀的荆楚戏曲后备人才，学校上下集聚智
慧、齐心协力，推出了精准、“实在”的组合
拳。

学校实施“名师传艺”工程，聘请湖北省
京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朱世慧，湖北省地
方戏曲艺术剧院汉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
员程彩萍，楚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彭
青莲，荆州花鼓戏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
胡新中等全国知名戏曲表演艺术家担任特聘教
授，参与戏曲人才的培养工作。

学校实施订单培养模式，与专业戏曲剧
院、地方院团联合开办戏曲定向班，实施“中
专+高职”的人才培养模式，共同制定人才培
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共同组织课堂教学和实训
实习。创造一切机会让学生参加舞台实践，引
导学生用梦想、天分、勤勉传承戏曲艺术瑰
宝，并在传承中赋予传统古老的戏曲以新的生
命力。

在学校组织的竹溪山二黄剧目汇报展演
中，学生精心编排演出了 《小放牛》《华岳
庙》《扈家庄》《二堂审子》《武松打店》等古
老传统戏，大获成功。专家评价说，他们的演
出不仅挽救了将要失传的剧种，而且现代元素
丰富，好看耐看，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大胆尝试。

2016年，学校应湖北省政府部门要求，与
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联合开办楚剧、汉剧、黄
梅戏3个专业定向班，从全省50多个县市20
万名中小学生中层层选拔出160名戏曲新苗进
行联合培养，破解了汉剧、楚剧、黄梅戏等人
才青黄不接的难题。经过多年培养，这批从零
基础起步的学生已在各类戏曲大赛中崭露头
角，在2019年、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上分别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并在第四届

“梨花杯”全国青少年戏曲教育教学成果展演
中荣获剧目表演奖。如今，他们已毕业到剧团
工作，成为活跃在戏曲大舞台上的新生力量。

“翠钿金钗流光溢彩，水袖罗裙满台生辉，一
招一式行云流水，生旦净丑异彩纷呈”，发展
中的湖艺以戏曲谱写华章。伴随着音乐、舞
蹈、设计各类艺术专业全面开花，学校的文化
传承与建设之路愈加宽广与深厚，完成了从

“特色学科”到“学校特色”的蜕变。
学校教师创作编写《湖北民歌》《湖北民

间传统舞教程》等一批非遗传承教材，为传承
湖北民族民间艺术提供了丰富载体；学校师生
创作排演的舞蹈专场 《楚璞》，把莲香、耍
耍、南漳端公舞、通城拍打、麻城花挑等湖北
土生土长的民族民间舞蹈进行收集、整理、创
作并完整呈现于舞台，被同行专家盛赞为传承
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典之作；学校师生创
作的舞蹈剧目《撒叶嗬善梦》等极富湖北特色
的剧目百余个，在全国各项艺术大赛中屡获大
奖，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了力
量。

顺势而为
走融合发展之路

学校 1988 年更名为湖北省艺术学校，
1992年与湖北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合并，2000
年与湖北省电影学校合并，2003年正式成立湖
北艺术职业学院，完成了向高等职业学校的升
格。如今的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形成了以高等艺
术职业教育为主体，以中等专业艺术职业教育为
补充，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舞台表演、艺术创
作、文化研究为支撑，涵盖高职和中职、学历教
育与非学历教育、表演与非表演专业、国内与国
际合作办学等多层次、多门类的办学格局。

与时代同频，与社会共振，成为艺术教育
发展的必由之路。新时期，在新一轮国家变
革、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综合背景
下，学校对人才培养目标适时做出调整：不仅
培养面向行业需求的文艺精英，还培养满足文
艺市场需求的大众化人才。转型后的湖北艺术
职业学院持续探索立体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从
专业建设、育人机制、教学体系等方面进行创
新。

学校以培养服务“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等国家战略和湖北省

“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打造荆楚文化品牌”所
需人才为目标，面向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主战
场，全面调整专业布局，优化专业结构，大力
推进专业群建设。学校开设了戏曲学院、传媒
学院、设计学院、舞蹈学院、艺术教育学院、
音乐学院6个二级专业学院和音乐表演、舞蹈
表演、人物形象设计等20多个高职专业，并
挖掘地域文化资源，拓展艺术教育、文物修复
与保护等新专业，形成结构合理、优势突出、
特色明显、协调发展的专业群体系，努力将舞
蹈艺术、音乐艺术、艺术设计、戏曲表演等专
业群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专业群。

学校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广泛开展校企合
作，联合200余家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构
建了校企协同育人、共谋发展的长效机制；联
合省内外70余家知名文化企事业单位，牵头
组建“湖北艺术职业教育集团”，为全省艺术
职业教育链和文化产业链深度融合搭建平台；
推动“1+X”证书制度试点建设工作，成功获
批“1+X”幼儿照护证书考试试点院校；与荆
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开展校企战略合作，与湖北
省歌剧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开展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实习实训基地共建，实现了资源共
享、人才共育、成果共有。

学校以“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为核心，
开展了包含“3+2”中高职分段培养、专本衔接
教育、研究生培养在内的联合办学，拓宽了人
才培养渠道；开创富有学校特色的“教—学—
演”合一的育人模式，组建青年实验艺术团、
青鸟合唱团、民族乐团等，为师生搭建锻炼舞
台实践能力、引领专业成长的校内实训平台；
实施精品剧目战略，以市场化为导向，通过原
创作品的创作、演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
校师生原创大型地域风情舞蹈诗《家住长江
边》获国家“文华大奖”和国家舞台精品工程
剧目奖，迄今在海内外演出280余场；古典舞
《激楚》代表湖北省角逐第七届全国电视舞蹈
大赛总决赛，获“优秀作品奖”。近年来，《哀
鸟鸣》《响宴》《洪湖水 浪打浪》等精品力作
不断涌现，极大锻炼了教学团队的艺术创作能
力，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艺术综合素养。

学校立足专业优势，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成立了“湖北省文化艺术人才培
训基地”，累计开班10余期，为全省培养了
1000多名“三区”人才和其他社会文艺骨干。
常年开展少儿艺术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社会
艺术水平考级等工作，年均服务规模4万人以
上，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逐年上升。2019年，
学校近400名师生组成的团队不辱使命，高质
量完成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演出、志
愿者服务和火炬传递运行保障任务，向全世界
展现了学校良好的团队形象。积极投身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在物资帮扶、专业建设、
师资培训等方面助力通山、长阳、江陵、郧
西、巴东等地区打好脱贫攻坚战，为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和地域文化传承作出了积极贡献。

立德树人
树优师强教典型

“好老师”“大先生”，是一所学校的核心
和灵魂，是学生的榜样和导师。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朱世慧考入湖北省戏曲学校京剧科，被
汉剧表演大家徐继声先生相中，让他学习丑角
行当。时隔多年，朱世慧在京剧丑角的表演上
硕果累累，即便成为京剧明星，他对徐继声先
生依然心存敬仰：“能够被徐老先生相中，对
一个12岁的少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女高音歌唱家刘丹丽15岁考入湖北省戏
曲学校楚剧科，其悟性和勤奋引起了教师和学
校领导的关注。针对她的实际情况，时任副校
长熊文波提出“因材施教”，对处于“饥饿状
态”、面临“吃不饱的”学生额外再增加难度
和强度。这种单独“开小灶”的教学方式，加
速了她的成长。直到现在，刘丹丽还常常说：

“熊校长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伯乐之一。”
人生代代无穷已，百年树人无绝期。两位

名家的经历并非个案，数十年来，湖北艺术学
院涌现出众多的优秀教师，他们具有至诚报国
的理想信念、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在教书育
人的岗位上躬耕不已，以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的育人智慧培养艺术人才。

新时期，结合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建设要
求，学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全力培养德
艺双馨的艺术人才。

全面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广大教师坚
定理想信念、陶冶道德情操、涵养扎实学识、
勤修仁爱之心，以德育人、以德服人。加强教
师专业能力建设，通过加强专业带头人和骨干
教师培养，支持教师深度参与行业产业实践，
深化文化艺术职业教育课题研究，完善艺术专
业教师聘用及考核制度，大力培养“双师型”
教师队伍，打造高素质专业化育人团队。

学校制定《关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创新的方案》，出台《辅导员承担思政课教学
工作方案（试行）》，一体化构建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成立“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充
分发挥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学校领导主讲

“开学第一课”，深入课堂听评思政课，增强思
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组织师生赴革
命根据地研学，接受红色文化熏陶，坚定教育
报国、文化强国的初心使命。

创建“三全育人”典型学校，开展具有
“楚文化”元素的职业教育周活动、“榜样故事
我来讲”朋辈榜样宣传活动，举办民族音乐
会，组织学生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通过沉浸式思想政
治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党爱国爱校爱家情
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拍摄学
校首任校长、原新四军五师楚剧队队长黄振先
生的纪录片，深入挖掘红色校史，激励师生传
承革命前辈的红色基因。

优师强教，在学校育人体系的持续优化
中，艺术专业人才不断涌现。设计学院文物修
复与保护专业近几届毕业生被全国各类博物
馆、文物保护中心、古玩商店等提前“抢
走”，成为一支文物修复与保护的湖北大军；
音乐学院从2016年起至今，获得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专业赛项7项一等奖，赢得了良好
的社会声誉；舞蹈学院、艺术教育学院学子扎
实学艺，迅速成长为支撑教培、幼教行业的重
要力量。

立德树人，孜孜不倦。一代又一代湖艺教
师潜心耕耘，一代又一代湖艺学子虚心求教，
让艺术教育在人才培养中夯实文化根基，锤炼
优秀品格，增强美的修为，为社会文化接力与
繁荣发展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

履践致远
促全面提档升级

2023年夏天，梁子湖畔、龙泉山下，一座
现代化的艺术校园以拔地而起之势打破苍翠山
野的平静，意欲激活这片深沉的文化土壤。

这座建筑总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正在
加速建设中的校园，是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新校
区，是凝聚了几代湖艺人心血和期盼的圆梦工
程，多年制约学校发展的短板与软肋即将得到
彻底解决。

“力争打造艺术院校中的标杆校园！”在
新校区建设动工仪式上，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杨峻峰向全体师生发出了坚定有力的号召，激
荡起全体湖艺人加快学校发展的壮志豪情。这
不只是一个校园建设目标，更是一个关于厚积
薄发、转型升级、全面跃迁的教育梦想。

夯实硬件，建强软件。在文化强国建设的
新征程上，学校抢抓机遇，全面贯彻落实《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深化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集聚全员智慧
和力量，真抓实干、锐意进取，迅速走上了提
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车道。

抢抓“双高计划”建设发展机遇，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成功获批湖北省“双高计划”学
校建设立项单位，音乐艺术、舞蹈表演两个专
业群获批“双高计划”建设专业群。以各类技
能竞赛为载体，以服务发展为导向，积极探索

“岗课赛证”融通教学新模式，构建“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的艺术
职业教育教学体系，致力培育新时代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自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以
来，学校累计获得一等奖 11 项、二等奖 14
项、三等奖6项。

以创建“信息化标杆学校”为契机，推动
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制定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信息化标杆学校建设实施
方案（2023—2025）》，推进建设校本大数据
中心，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
台，赋能教学评价改革等9项重点任务。着力
开展学分制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不断提升教
学管理信息化水平；立项建设校级在线开放课
程、课程教学资源库、特色教材等，入选“国
家智慧教育平台湖北省试点学校”。

健全激励机制，推进科研改革。制定纵
向、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科研激
励机制，激发教师参与科研的积极性，科研项
目建设质量大幅度提升。近年来，学校主持完
成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类课题、文旅部门青年
科研人才扶持计划项目、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
会项目、文旅部门科技教育课题共计 20 余
项。积极发挥艺术创编优势，提高舞台实践能
力，4部剧目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百年百部”精品剧目，6 项作品入选

“2022年度湖北省舞台艺术重点题材创作扶持
工程”。学校立项的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全国政
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获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立足全局、谋深谋远，这是闻令而动、国
之大计的战略响应，也是与时俱进、面向未来
的强基之举。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改革发展
中，学校面貌呈现了新变化、新气象：2023年
5月15日，湖北艺术职业学院与湖北省厚土文
化遗产保护有限公司在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组
建的现代学徒制“薪火班”正式开班。

2023年6月8日，“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华
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教融合
共同体建设入选2023年全国文化艺术职业教
育和旅游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2023年6月16日，湖北艺术职业学院与柏
斯音乐集团探索协同育人新路径，成立“长江
钢琴学院”。

2023年10月30日，湖北艺术职业学院与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实训基地揭牌。

这就是当下不断探索、不断革新、持续焕
新的湖艺，是壮志待发、迎接挑战、充满活力
的湖艺。

行而不辍，履践致远。回望过去，一代又
一代湖艺人不畏艰难、砥砺前行，用智慧和汗
水谱写了特色立校、质量强校、实干兴校的辉
煌篇章。展望未来，学校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在“建设文化强省、加快建设全国构建
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的新征程中展现学校新作
为，贡献学校新力量。

（吴慧 赵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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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湖北艺
术职业学院 （以下简
称“湖艺”） 建校65
周年。学校因艺术而
生，因艺术而兴，穿
越 65 年的风雨烟云，
成为武汉这座大学城
的一道独特风景。

65 年栉风沐雨，
砥砺前行。学校从单
一的中等戏曲学校逐
步发展成为综合性的
高等艺术职业学院，
为社会输送了成千上
万的优秀艺术人才，
被社会各界誉为“湖
北 艺 术 人 才 的 摇
篮”。2021 年，学校
成功跻身湖北省首批

“双高计划”建设学
校，迈上了高质量发
展新台阶。

65 年弦歌不辍，
一路芳华。学校秉持

“ 明 德 、 精 艺 、 尚
美、拓新”的校训，
坚守立德树人之基，
胸怀文化传承之责，
勇担服务发展之任，
在艺术职业教育的宏
伟蓝图上，谱写了绚
丽多彩的时代篇章。

自2016年以来，湖北艺术职业学院音乐学院在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专业赛项中获得一等奖7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