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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背景下
城乡一体化音乐教育改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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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淮学院  河南驻马店  463000；2. 周口师范学院  河南周口  466000）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提出了关于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其意
在脱贫攻坚的成果进一步巩固拓展，为城乡一体化的持续推进
巩固基础。在习总书记提出的“三保障”中，保障义务教育被
放在了首要位置，扶贫扶智扶志相结合的主流方式也被广大群
众接受。

城乡一体化在此作为一个提出已久且尚未全面实现的重大
社会变革，一体化过程中的教育在打破脱贫和乡村振兴之间共
同发展携手共进的壁垒中是一种持续有效的方法，不仅可以在
国家大局政策上实现更高层面的平等和互补，更能通过教育改
革从扶贫扶智的角度有效的改善经济、环境、资源的合理分配，
所以城乡一体化的教育改革更能行之有效的在阶段作出强重大
贡献。

音乐教育在教育改革当中，一直被作为边缘学科。随着近
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的主旋律不断提升，音乐教育作为
思想教育的中流砥柱，也逐年被重视，下面就综合如何推进音
乐教育改革提出四点建议。

1、加大音乐教育配套设施建设力度，着力提高城乡
区域的音乐教育环境

虽然随着近年来教育体系新课标的不断改革，音乐教育作
为基础学科在教学地位中有所提高，教育行为有所改善，但在
基层，特别是城乡一体化还未完全实现的地方，配套设施建设
不完善的情况还是存在的。

首先要完善音乐教室的建设。专门的音乐教室作为在日常
教学当中开展音乐教育的教学场所，是学生学习、欣赏音乐的
教学空间，音乐教室的配备不仅能提高音乐学科的教学质量，
还可以有效降低教学难度。其次要有配套的多媒体教学。多媒
体教学在日常教学当中，可以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
在音乐教育的实际运用当中，还能增加音乐教学的趣味性，更
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对音乐的参与度。最后有条件的
学校还可以配备专门的琴房，这样日常教学对学生启蒙，可以
通过教育实践来加强学生对教育多样性的体验。

2、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传力度，着力改善城乡
区域的音乐教育偏见

精神文明建设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
素质，而音乐对于精神文明的影响如同春风化雨滋润至深。推
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的平衡发展，就要加强精神文明宣
传力度，以此提高人们对音乐教育重要性的认知。

首先需从基层党组织着手。党建引领，以党建促宣传，由
于城乡基层党组织任职存在任职时间较长，地方影响力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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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可通过党建宣传达到以点及面的效果，拓宽精神教育传播
的渠道。其次从社会宣传着手。以“三微一端”的新媒体为主
要载体，辅之以传统媒体的通力合作，通过音乐教育和精神文
化产品相结合的创作，进行范围性传播，不仅可以加强地区内
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程度，也可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音乐教
育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最后更要充分发挥教师对学生的引
导性和示范性，通过日常音乐教学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衔接，
达到精神文明宣传的目的。

3、加快音乐教育人才建设步伐跨度，着力促进城乡
区域的音乐教育发展

虽然近年来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位置不断提高，但基
层任职教师音乐专业人员数量较少，基层教师身兼数职导致音
乐教育质量不高，在唯分数的环境下音乐课被占用等问题依然
频发，所以加快音乐教育人才建设迫在眉睫。

国家在加强城乡基层教育方面提供了两个思路：
3.1  “人才引进”
人才引进政策本意是以城市发展为导向，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本质上是吸引高学历人才到当地就业，但
在具体实施以来却有些许变了味道。

一是城市吸引力不足，一线城市仰仗着经济资本充足和
政策倾斜，成为了人才扎堆的首选。这种把当地经济发展作为
第一目标，一昧的把人才引促发展变成了政策福利角逐的抢人
大战，这样导致需要人才的城市无才可用，反而抑制了城乡区
域的融合，进一步造成了发展的不均衡。二是音乐教育方面，
很多音乐相关专业人员在人才引进中无法承担到音乐教育的工
作，有些地方的人才引进甚至对艺术类专业全完放弃，这就导
致有些人想去基层施展抱负，却无处入手的窘境。三是人才流
动的不可控，人才的流动方向往往根据地方的政策去改变，这
样频繁的流动不利于城乡一体化教育发展的推动。

面对人才引进方面的不足，首先要拓宽渠道，让基层也有
人才引进的权利，更要让基层有资金、有政策、有吸引力留住
人才。其次要扩大人才引进范围，不能只对于有利于经济发展
的学科开放人才引进政策，更要对所有学科一视同仁，通过经
济和教育发展的鼎力协助，达到共同发展的根本目的。最后，
对引进的专业技术人才采用政策约束和激励手段，让人才留得
下、愿意留。

3.2  “银龄教师”
早在 2018 年为了充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教育部就曾发

布过关于《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呼吁各地要充分利用退
休教师的优势资源，为农村教育提供智力支持。“银龄教师”
的利用，一方面增加了创新养老的途径，另一方面也为更好更
快的提高城乡区域教育发展质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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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音乐教育改革方面，国家提出的银龄讲学计划存在以
下问题。一是对“银龄教师”资源的限制条件太高。我国教育
资源的发展不均衡是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相互影响的，教育资源
的不平衡将导致之前发布的实施方案当中对“银龄教师”覆盖
面太过局限，这些高精尖的人才多数直接被原学校返聘，能投
身于基层教育发展的少之又少，加之音乐教育本身的特殊性，
真正能投入到基层教学当中的音乐教师寥寥无几。二是对于“银
龄教师”资源的地域分配不均。对于优质的教学资源，各地区
都会趋之若鹜，如何将“银龄教师”的资源合理分配也是一大
难题。很多地方都存在将优势资源集中，以优促优的情况，这
样优的更优，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的枷锁依然无法打破。三是
对于“银龄教师”音乐教育的刻板印象需要改善。在当代，各
种音乐文化百花齐放，青少年对于音乐教育的思想还大多停留
在唱红歌的层面上，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导给青少年音乐教育点
上明灯，再加上现阶段学校、家长对分数的在意程度，音乐教
育走进基层，困难重重。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让音乐教育类的“银龄教师”在当中发
挥精神文明建设的牛鼻子作用，从而提高城乡区域的教学环境
和教学质量呢？

“银龄教师”深入基层教育，靠的是无私的奉献精神。那
么发挥音乐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首先要扩大“银龄
教师”的人员范围，不仅要从高精尖入手，更要拓宽渠道，让
更多想发挥自身余热的音乐教育老师重回校园，通过多年的讲
台经验、丰富的理论基础和新颖的授课方式，以强带新，从教
学方式等多方面提高其他任课老师精神素养，从而达到对区域
教育质量的提高。然后可采用最简单的办法按需供给。根据城
乡一体化进程的需要，按照各级学校需求，让“银龄教师”真
正到需要帮助的学校，从红色教育入手，不仅要提高基层素质
教育能力，更要将精神教育的体现出来，从而达到对区域教育
差距的平衡。其次还需要政策和学校共同发力，提高对应的基
础配套设施，让音乐教育可以安得下心、定得下神、放得开手
脚成为建设农村精神教育的一支生力军。最后还要加强宣传，
通过政府和学校联手，让来给基层教育出力的“银龄教师”放
得下心，出的起力。不能让青少年把红色教育，精神教育在抛
之脑后，要通过音乐教育将红色基因遍布基层，铭刻在青少年
心中。

4、拓宽音乐教育项目渠道的多样性，着力打造群众
喜闻乐见的音乐教育模式

从 1996 年开始，我国提出了“三下乡”的实践模式，即
通过大学生自愿者开启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其中与

音乐教育相关的只有送戏下乡一个渠道，且受众群体多是中老
年人员，就会导致文化生活的断层和单调，不利于音乐教育的
拓展和发展。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一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
想。在中国的文化传承发展中，音乐方面留存下来的更多是戏
曲等地方特色浓厚的文化项目，这些精典传承固然重要，但是
要让更多人受益，显然是不够的。二是单一的传播形式。“送
戏下乡”的固有模式会导致模式的复刻，这样流于形式，没有
让基层群众真正的融入到音乐教育和文化传承的氛围中。三是
受众群体的改变，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改变了原有乡镇人
员的构成结构，“送戏下乡”的受众群体不仅仅只有单一的留
守老人，还加上了返乡创业的青壮年和就近入学的青少年。

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要开展多种形式的音乐活动。在传统
文化流传的基础上，通过戏曲、话剧与现代作品和现代表演方
式的有机结合，创作新的演出项目，摆脱旧瓶新酒的框架，既
要传承经典文化，更要开创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让更多的
人有兴趣加入到文化传承的队伍中来。其次要注意受众群体。
除了要依据地方特色，开展音乐下乡的活动，更要注重受众群
体的多样化，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受众群体，采用他们最容易接
受的作品，“对症下药”的表演给每个年龄段，在不断的交流中，
提高城乡群众对音乐的重视，加强音乐教育发展的可能性。再
次还要提高活动组织的频率。以往的“送戏下乡”往往是以年
度为单位开展的活动，我们可以通过面向社会，开展志愿者征
集，将原有固定的大学生志愿者队伍，拓宽到当地甚至于社会
上的志愿者团队，以月或者季度为周期，提高活动开展的次数。
最后还可以学校为辐射中心，通过学校定期组织音乐教育活动，
学生参与活动，带动家长和老人共同加入到学校活动中来，形
成一个学校、家庭、地区式的辐射网络，有利于音乐教育理念
的传播。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背景下，城乡一体化音乐
教育改革显得越来越重要。努力实现城乡一体化机制的创新，
城乡教育结构的优化，城乡居民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将音乐教育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社会进
步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出一座音乐教育与城乡一体化精神文明
建设的新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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