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岚个人简历(大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邓小岚个人简历篇一

前⼏天看了⼀部⼉童电影记录⽚叫《马兰的歌声》，讲述河
北⾩平有⼀个偏远的⼩⼭村，叫马兰村。在这⾥，⼀群热爱
⾳乐的孩⼦们组建了“马兰⼩乐队”。年近古稀的邓⼩岚⽼
师在这⾥⽆偿教授孩⼦们⾳乐已有6年之久。该⽚以孩⼦们对
⾳乐的追求为线索，讲述了邓⼩岚和这群孩⼦之间的故事。

作为⼀个从⼭村⾛出来的孩⼦，在观影过程中，好⼏次被感
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想起了⾃⼰的⼩时候，我们是⼭村⾥
的⼩学，我们根本没有⾳乐课，就算上⼀次，也是教你清唱
⼏⾸当时流⾏的歌曲，10岁以前我不知道钢琴长什么样？因
为那时家⾥也还没有电视，不像现在可以从电视⾥看到。不
光⾳乐课，体育课也是让⼤家⾃由活动的。

正是这样，当我⼩学快毕业时从乡村⾛到⼩县城读书后，第
⼀次上⾳乐课时，⽼师边弹电⼦琴边领着我们唱简谱时，我
简直惊呆了。那现在看来简单的旋律对年少的我⽽⾔都是⼀
种天赖之⾳，连那个⾳乐⽼师在我眼中都变得特别神圣和美
丽。

这个漂亮的⼥⽼师还教过我们不少歌曲，⽐如《送别》，
《歌声和微笑》《太阳出来喜洋洋》《飞吧！⼩⽩鸽》等等。
这些歌曲到现在都记忆犹新，⼏乎每⼀⾸都能够完整唱出来。



邓小岚个人简历篇二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两度唱响《奥林匹克颂》的马兰花
儿童声合唱团引发全球瞩目，合唱团创办人邓小岚的事迹也
引起广泛赞誉。邓小岚的父亲是老一辈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邓
拓，1940年起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驻地就在马兰村。
1943年，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19位马兰乡亲为掩护
报社同志壮烈牺牲。在报社突围的过程中，邓小岚出生，此
后三年，她一直被寄养在附近的老乡家。为了纪念这个英雄
的村庄，邓拓后来以“马南邨”为笔名，并刻了一枚“马兰
后人”的印章给邓小岚。长大后的邓小岚没有忘记马兰这片
热土，在生前最后的18年里，她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
阜平县马兰村的儿童音乐教育上，先后帮助该村翻建学校、
修路种树、救助贫困户和贫困学生，带着一批又一批山里孩
子走出大山，并为马兰村设计打造了“音乐马兰”“红色马
兰”“生态马兰”三张响亮名片。在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训
练期间，她不顾年事已高，全身心参与其中，助力孩子们圆
梦世界舞台。

2022年3月21日，在马兰村筹备儿童音乐节时，邓小岚突发脑
血栓，因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9岁。在马兰出生、在马兰谢
幕，邓小岚用温暖真挚的坚守，回报了这片生养过她的土地。
邓小岚去世后，家人决定把她安葬在马兰村“晋察冀日报社
革命烈士墓”旁，让她永远守望着她牵挂一生的地方。《感
动中国》组委会给予邓小岚的颁奖辞是：“你把自己留给一
座小小山村，你把山村的孩子们送上最绚丽的舞台，你在这
里出生，也在这里离开。山花烂漫，杨柳依依，为什么孩子
的歌声如此动人？因为你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除了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参加《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颁
奖盛典、现场见证颁奖外，阜平县马兰村的乡亲们也观看了
直播，纷纷转发朋友圈，表达对邓老师的深切怀念。“邓老
师把所有的牵挂和关爱都留给了马兰。她是我们马兰的女儿，
我们永远怀念她！”马兰村党支部书记孙志胜说。



和邓小岚一起入选《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的还有钱七虎、
杨宁、沈忠芳、徐淙祥、“银发知播”群体、徐梦桃、陈清
泉、陆鸿、林占熺。极不平凡的2022年，他们或在危难中逆
行，或在逆境中坚守，以凡人之力，书写中国人的年度精神
史诗。

邓小岚个人简历篇三

“你把自己留给一座小小山村，你把山村的孩子们送上最绚
丽的舞台。你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离开。山花烂漫，杨柳
依依，为什么孩子的歌声如此动人，因为你对这片土地爱得
深沉。”3月4日晚，《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原《晋察冀日报》社
长邓拓之女邓小岚当选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来自河北阜
平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参加颁奖盛典，现场深情追忆
“邓老师”。

颁奖典礼上，以短片形式再现邓小岚在马兰村的支教历程，
讲述她用音乐带领山里娃走上世界舞台的感人事迹。合唱团
的孩子们看着大屏幕里熟悉的邓老师，眼里闪着泪光，唱出
心中的歌。

“这是邓奶奶拉过的琴。”颁奖盛典现场，13岁的席庆茹带
来了邓小岚送她的小提琴。她将这把小提琴视作珍宝，每次
练完，都会轻轻擦拭，小心翼翼放好。她说，特别想邓老师，
每次拉琴或练歌，都觉得邓老师还活着。

1943年，邓小岚出生后被寄养在阜平县马兰村附近一户村民
家中3年，从此与马兰村结下不解之缘。2004年退休后，邓小
岚开始奔波于北京和马兰村之间，为孩子们修建校舍，义务
教孩子们学音乐，18年风雨无阻，用歌声改变了马兰，改变
了村里孩子们的人生。邓小岚先后培养200多名学生，他们当
中许多上了高中、读了大学，有10余人学习艺术专业或从事
艺术教育工作。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由邓小岚组



建的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44个孩子，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
会歌，惊艳全世界。然而，就在北京冬奥会闭幕一个月后，
去年3月21日，邓小岚因突发脑血栓经医治无效离世。4月8日，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追授邓小岚同志“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

邓小岚个人简历篇四

2022年3月21日，邓小岚老师离世，享年79岁。

邓小岚老师是马兰小乐队的创立者，心系山村的党员楷模。
在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唱响了《奥林匹克颂》，
展现了山区孩子动人的风采，惊艳了世界。

不忘本，不忘恩。邓小岚同志退休后，默默为村里做事，帮
助马兰村翻修了学校、救助贫困家庭，每年的退休金都用来
帮助村子，对需要帮助的村民慷慨解囊，自己却省吃俭用。
用自己的一生来回报养育之恩。

谋幸福，谋未来。她兑现自己的承诺，回到马兰村教孩子唱
歌，学习乐器。从北京到马兰村需要10多个小时，这条路走
了18年路边的风景一直在变，但她那颗初心恒古不变，用初
心照耀舞台，让每个乡村孩子的梦想发光。正是她这份坚持，
我们在冬奥会看到了这些“眼里有光，心里有梦”的孩子们
在开幕式演唱。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打动了全世界。邓小岚老
师用一生回答了：“怎么做人，为谁活着”的价值追问，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起标杆，用自己的初心浇灌孩子
们的梦想。

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基层一线，先人后己，无私奉
献，“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一生的幸运”“好老师没有统一
模式，是各有千秋、各显身手的，但有一些共同的、必不可
少的特质”。必不可少的特质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要向邓小岚老师学习，做一名四有教师，
点亮孩子心中的梦。

邓小岚个人简历篇五

1943年，邓小岚生于河北阜平县。出生后的她被寄养在当地
马兰村附近一户村民家中整整3年，这个被她视为“第二故
乡”的马兰，从此与她的生命紧紧相连。

邓小岚1970年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1994年取得高级
工程师技术职称。1999年退休后，邓小岚没有选择安逸的生
活，而是常常回到马兰村，默默为村里做事。先后帮助该村
翻建学校、修路种树、改建水冲式厕所、救助贫困户和贫困
学生、发展旅游等。

2003年清明节，邓小岚回马兰村为烈士扫墓。活动结束后，
本想和孩子们一起唱支歌的她却发现这里的孩子什么歌都不
会唱。“我从小就爱唱歌，也喜欢音乐，我觉得没有音乐的
人生太苍白了，当时我特别心酸。”

第二年，她从亲朋同事那里募集乐器，成为村里第一位全才
音乐老师，教钢琴、小提琴、手风琴、吉他……邓小岚利用
周末和假期给孩子们上音乐课。当年没有高铁和高速公路，
她需要一大早赶公交、换地铁，从北京西站乘火车到河北定
州，再换乘班车，赶到马兰村经常是傍晚6点多。

2006年，邓小岚成立了马兰小乐队，这正是马兰花儿童声合
唱团的前身。邓小岚想办法给孩子创造机会，带他们外出表
演。2008年，邓小岚带领小乐队第一次走出大山，在北京中
山公园举办“马兰小乐队小型音乐会”，演出很成功，受到
了许多人的认可。此后，孩子们登上了很多电视台的舞台。

2013年，邓小岚决定在马兰村的山谷里举办森林音乐会。县



里帮着建舞台，邓小岚常骑电动车去盯进度。有一天，她急
着去看工地，不小心栽进路边大坑，左腿摔成骨裂……养伤
期间，她坚持每天用电话“指挥”音乐节筹备。最终，首届
马兰儿童音乐节成功举办，歌声再度飞出大山。

2014年，邓小岚带领孩子们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孩子们
参观了二校门、工字厅、水木清华，到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
心参观、做客，并在近春园遗址公园表演了精彩节目。孩子
们表演的器乐合奏《欢乐颂》等乐曲，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
烈掌声。

2021年，冬奥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想邀请大山里的孩子用希
腊语演唱奥林匹克会歌，得到了北京冬奥组委的支持。张艺
谋说：“我觉得这是天籁之音，它真的是传递了我们今天新
时代的新面貌——人民的下一代的新面貌。”

终于，马兰村所在的阜平县城南庄镇的44个孩子组成的“马
兰花合唱团”登上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舞台。孩子
们身着虎头服，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宛如天籁般的
歌声回荡在国家体育场，惊艳了世界。

2022年3月19日，邓小岚突然病倒了，就倒在她心爱的马兰村
月亮舞台上。22日凌晨，邓小岚平静离世，享年79岁。4月8
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举行，邓小岚被追
授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

邓小岚把生命最后的18年献给了“马兰花合唱团”。她培养
出的200多名学生中，有10余人在大学里读艺术专业，或毕业
后从事艺术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