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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一首《江夏时光》风靡校园内外，这一首

专属江夏的原创校园歌曲，至今仍成为广大江夏学子

们聚会和离别时最喜欢的歌曲。如今，这首歌曲的词

曲作者郭超副教授，已经成为我校设计与创意学院院

长助理，人文教育教研室主任。同时，他还是中国音乐

家协会会员、福建省音乐家协会理事、福建省音乐推

广协会副会长、福建省青年艺术家委员会副主任、福

建省音协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福建省“福”文化专家

库专家，并获得福建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校优秀共

产党员、校网络教育名师、校十佳师德师风标兵等荣

誉称号。

多年来，郭超老师注重美育的二课育人阵地，深知美育内涵延伸

的重要性，所以在教学理念中，他不断引导学生从“发现美”—“认识

美”—“运用美”—“分享美”，以“文化育人+艺术赋能+乡村振兴”为

建设思路，通过开展了“不忘初心，从古田再出发”和“红心链接永定

‘中央红色交通线’，青春助力闽西红色文化保护和传承”等主题党

建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将美育二课和红色文化有机融合。充

分发挥利用好我省特色丰富的革命老区资源和红色文化产业，与美

育第二课堂、校园文化实践相结合，将创作写在富饶的八闽乡村大地

上，党建活动主题歌曲《红色的记忆》还获得了福建省第九届百花文

艺奖二等奖。

从2020年，郭超老师就尝试开展“互联网+网络美育名师工作室”模

式，通过课堂、社团选拔优秀学生组建团队，突出第二课堂“实践化”

与“个性化”的特点，从大一入学开始定期辅导文化创作与艺术生产，

结合第一课堂外的采风、田野考查、艺术实践等形式，通过各类赛事

孵化与校园文化活动平台，持续性产出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质

量美育成果，利用学生暑期社会社会实践活动，带领学生党员下农

村、下基层，用文化创意点亮生活，用歌声传递新时期的青年向上精

神，带动当地旅游与民宿产业发展，激活美育与党建活动的双效互动

模式，在“创意激活红色资源、助力革命老区建设”等多项主题社会实

践活动中都留下了我校师生的身影，也获得了省级实践服务团队的

称号。

美育作为人类最为重要的教育方式，传承着人类文明对于美的一

切记载。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指出，美育就是通过美学理论与教

育，不断的陶冶学生的情感。在传道授业的美育之路上，郭超老师将继

续深耕属于他的“江夏时光”，用美点亮生命，点亮青春。

渊设计与创意学院冤

野福山窑福水要要要我把家乡唱给你听冶原创音乐作品活动颁奖

参加福建省大艺节展演合影

红色音乐课程教学

学生艺术实践排练

郭超老师突出“以美育人”的教学理念。在过程中全面引入“三全

育人”的工作思路，强化“课程思政”的效能。根据学生不同学习阶段身

心发展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引导。多年来探索推进“特色文化名

片”对美育的课程建设和对校园文化的实践探索，努力践行“有温度的

美育课堂”，开设了以“红色文化”“福文化”“侯官文化”为特色文化的

美育课程，逐渐探索出合适我校应用型学科特色的美育课程教学模

式，自编开发教材《红色音乐赏析》获得了校精品教材立项，撰写的教

学改革案例《传承红色文化，创新美育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

美育的实践路径》分别获得福建省第六届、第

七届高校美育优秀改革创新案例，项目《基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校美育实践路径研

究———以福建江夏学院三张文化名片融入为

例》获得2023年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研究

重大立项。

改变传统单一模式，发挥艺术课程的特

性，让学生在过程中不断提高审美和人文素

养，培育民族情感，激发想象力和创新能力。比

如在红色文化课程的教学中解读各个时期经

典的音乐、文学及影视作品，挖掘和研究红色

文化中具有的优秀思想与革命精神，牢固树立

学生“爱国情怀”的价值观。主讲的课程《音乐

美学概论》获得2023年福建江夏学院“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创建课堂聆听与审美互动，通过

背景知识、演唱演奏、作品结构、实践运用等不

同层面深入教学；强化审美分析，在理论上结

合美学概念的基础，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训练与学生课堂实践，调动与鼓励学生的演唱

与创作，建立不同专业的学生美育实践团队，指导撰写的《西江夏月

大学生原创唱片集》入选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国家级项目，《我把家乡唱

给你听———福文化歌曲项目推广》入选大学生创新创业省级项目；扩

充课外资源，借助我校丰富的学生社团与校外的实践基地与演出平

台，组织学生参加我省的美育展演品牌项目—福建省大学生艺术节，

福建省大学生网络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其中歌曲《那年的相约》获二等

奖、《江夏时光》获三等奖、《声影》获三等奖、锻炼学生创新能力与团队

合作精神。

郭超老师除了致力于构建特色化的美育教

学外，还特别重视美育研究平台的搭建与延伸，

2022年在学校的支持下成立了校级平台福建江

夏学院美育创作研究中心，这像是他在教学之

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家”，以平台为主体，优秀传

统文化为抓手，结合“特色文化名片”开展美育

创作实践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平日里，他会经常跟美育

的团队教师们开展各类研讨，提升眼界和思路，

平台以我省应用型本科高校美育学科体系的内

涵建设为研究导向，拓宽“产学研”发展平台，实

现研究、创作与创收“一条龙”的链条效应，与福

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省艺术馆等部门开展

创作实践合作，他与搭档———资深的词作家翁

朝霞老师共同创作了《围炉过大年》就登上了

2024年福建海峡两岸少儿春晚舞台，并做为唯

一的原创歌曲，获得了一致好评。

在美育创作实践中，他找准“福”文化与文

明风尚的契合点，融入建党、国家战略发展、精

神文明创建、乡村振兴等主题，用音乐作品宣传

优秀传统文化，目前已创作“福”文化系列歌曲

10首，“侯官文化”系列歌曲10首，福文化歌曲

《又见南街》在福建省政府新闻办“福建发布”公

众号和视频号推送，点击人数达几十万人次，作

品同时获得“福山·福水———我把家乡唱给你

听”原创音乐作品网络征集评选优秀作品。“福”

文化歌曲《茉莉》获得“福满榕城·把福寄给你”

2022文创设计大赛三等奖，《福满仓》获得首届

“校地共建”联名文创设计大赛一等奖等。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他与翁朝霞老师创

作了一场关于侯官的“戏”。这场“戏”，以一种全

新的方式讲述了侯官风华。这场“戏”，将会是一

场视听盛宴，一场对侯官精神的全新解读，一场

属于我们所有人的精神洗礼。他们希望通过这

场“戏”，使观众在享受艺术熏陶的同时，也能对

侯官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感悟，用音乐美育

的方式，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转化。

从去年的2月份开始，他们开始深入三坊七

巷等文脉之地进行创作采风，利用课余时间进

行沟通研讨，结合当前最流行的沉浸式体验舞

台效果，不断打磨艺术构思和歌曲的呈现方式。

这种创作并非只是单纯艺术上的追求，更是教

育领域的一次创新尝试。从《愿归来仍是少年》

到《飞向苍穹》，试图通过“美育+艺术展演+思政

教育”的创新方式，打造原创文化精品“面向世

界 心怀天下”———侯官群英原创情景式歌曲作

品音乐汇，以美育人，以乐润心。

“以美育人” 根脉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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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魂脉的线动

★2020年 作品《红色的记忆》获福建省第九届百花文艺奖二等奖（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

★2020年 作品《那年的相约》福建省原创校园歌曲大赛十佳歌曲（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等主办）

★2020年 作品《白色战衣》获全国高校抗疫优秀音乐作品（中国教育电视台主办）

★2020年 作品《下乡的味道》获福建省“华夏文脉 薪火相传”主题歌曲创作征集评选二等奖（福建省艺术馆

主办）

★2021年 作品《护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保密宣教作品征集活动歌曲类一等奖(中共中央保密委

员会办公室、国家保密局主办)

★2021年 作品《港湾》“两岸一家亲 同胞伴我行”海峡两岸题材歌曲征集评选优秀作品（福建省人民政府台

港澳事务办公室、福建省文学艺术节联合会主办）

★2021年 作品《百年复兴路》获福建省“颂歌献给党 共筑百年梦”主题歌曲创作征集评选一等奖（福建省艺

术馆主办）

★2021年 作品《筑梦百年》获福建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歌曲征集评选活动优秀作品（福建省委宣

传部、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2022年 作品《光的方向》获“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原创校园歌曲MV作品征集活动优秀作品（中国教

育电视台主办）

★2022年 作品《拥抱你》获福州市第五届茉莉花文艺奖二等奖（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2022年 作品《茉莉》获“福满榕城 把福寄给你”文创设计大赛三等奖（福州市委宣传部、福州市网信办主办）

★2022年 作品《足迹》获“喜迎二十大 福满千万家”主题征歌评选活动三等奖（福建省艺术馆主办）

★2022年 作品《又见南街》获“福山·福水———我把家乡唱给你听”原创音乐作品网络征集评选活动优秀歌

曲奖（福建省音乐推广协会等主办）

★2023年 作品《福建》获第十五届福建省音乐舞蹈节声乐类一等奖、原创音乐二等奖（福建省文化旅游厅、

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主办）

★2023年 作品《奔跑吧，青春》获第十一届“童声里的中国”少儿歌谣创作大赛最佳校园歌曲（江苏省委宣传

部、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主办）

★2023年 作品《同行》获“伟大复兴的时代赞歌”歌曲征集入选作品（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郭超副教授近五年所获部分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