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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乡村的呼唤
——农村小学全科教师美术素养的需求与培养

——来自 CQ 市全科大学生就业地域农村小学的调研报告

袁红兵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北碚 400700）

摘要：2019 年 12 月，重庆市全域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区）督导检查。通过对我校部分全科毕业生工作地域为代表

的重庆市部分农村小学在美术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调研，发现市域农村小学硬件条件改善很明显，但仍然有不少缺憾，在软件建设

上的不足比较明显。教师及其素养是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为了改变这种面貌，既需要在面向农村就业的全科教师的教育中加

强引导和教育，也需要对老一代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进行培训，使所有教师及学校管理者都能理解美术学科教学在广泛助益儿童素养综

合发展中的深刻作用，认识美术素养发展在儿童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满足“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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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合格区县督导评估方案（试行）》，各区县经过近十年的投

入改进，到 2019 年 12 月，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进行实地督导检

查后得出结论：“重庆市全域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区）督导检查，成为全国第 21 个整体通过国家督导评估认定的

省份。”至此，重庆市的义务教育总体水平开始从“均衡发展”

向更高水平的“优质均衡发展”看齐。

重庆市进行农村小学全科教师的招生培养，也是为了应对义

务教育均衡化要求，针对农村小学教师不足和结构失衡，在教师

培养上实施的重要举措。重庆是发达大城市与落后乡村二元差距

突出的典型西部大城市，既有经济发达的繁华中心城区，教育质

量比肩全国前列，但也有大量的偏远农村和山区。重庆，山区颇多。

广大农村地区的微小学校，最缺的就是既能教主科又能教副科的

“多面手”。培养一批“全科教师”成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当

务之急。因此，由重庆市五所高校从 2013 年开始招收定向培养农

村小学全科教师，第一年招收 632 名本科大学生，以后招生人数

逐渐增加，覆盖范围从最初的 23 个区县，逐渐扩大到除 9 个主城

区之外的全部 29 个区县。我校作为培养单位之一，也承担了全科

教师的招生培养任务。

一、对我校部分全科毕业生就业地农村小学的调研

（一）调研设计

为了解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实施后我市农村小学美术学科

教育现状，针对在我校就读、毕业后在不同区县的乡村地区就业

的 2013-2016 级农村小学的全科教师，开展了关于他们毕业后就

业所在村镇小学校的美术学科教育现状的调研，了解他们工作地

点所代表的重庆市区县乡村小学的美术学科教育状况。本次调研

以问卷星微信小程序设计问卷，通过班级微信群和 QQ 群等全科

毕业生依然在线的方式对四个已经毕业年级的学生发送调研问卷

并统计调研数据。限于联系方式有限，此次调研虽然全部涵盖了

这四个已经毕业的全科年级，但调研仍未覆盖到我校已经毕业的

每个全科班级和每个全科毕业生。用同一个问卷分别在 2018 年 10

月和 2020 年 10 月对先后毕业的不同年级、班级的学生依次进行

了问卷调研（下文简称为“A 调研”），共回收完成的问卷共 554

份，占我校这四个全科专业年级毕业生总数的 37.79%。

（二）“A 调研”数据统计分析

1. 基本调研数据——全科大学生就业地区与学校规模特征

在“A 调研”中，根据回收的有效问卷统计得到的基本数据，

剔除问卷中由于各种原因在主城九区和外省就业的、以及无效问

卷共20人（份），符合调研设定就业地区的统计数为533人（份）。

调研的全科毕业学生就业的具体区县主要分布在我校签约定向的

12 个区县（就业人数 10 人以上），未与我校定向签约的其他区县

也有少量分布，总体就业地区涵盖重庆 29 个全科培养协议区县中

的 19 个，占全市协议区县的 65.51%。调研所涵盖的区县有足够

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其中既有经济比较发达，靠近主城九区，贫

困地区较少的璧山区、永川区等，也有经济欠发达、贫困范围较

大的三峡库区、山区为主要特征的区县如城口县、巫山县等，也

有经济发展在重庆处于中等水平的区县如合川区、梁平区、铜梁区、

潼南区等，可以代表重庆区县村镇小学教育的典型情况和总体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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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本次调研数据显示 96.40% 的毕业生均按培养合同约定回到各

个签约定向的区县就业。从进入区县的这部分全科教师的就业具

体地点范围看看，也主要是进入村小、乡镇小学就业，占比合计

达 88.09%，只有 51 人进入县城中的小学就业，占比仅为 9.21%。

因此，对主要针对的就业区域为农村、乡镇小学的本次调研具有

高的效度。

同时，调研数据显示，调研对象就业所在小学主要为小规模

学校，年级规模班级在2个以下的占比52.53%，年级规模班级3-4

个班级的占比 21.48%，二者合计达 74.01%，属于典型的村镇小规

模学校特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五位全科毕业生就业学校是平

均年级班级少于 1 个的微型村小，即有部分年级没有学生就读。

2. 科毕业生工作所在小学美术学科教育状况及全科教师美术

素养培养需求的调研

此次调研针对乡村小学美术教育的状况，在硬件、师资、国

家课程计划执行、学校美术活动、学校美术文化意识与建设等方

面进行了调研。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美术教学硬件（专用教室、教学器材等）的调研

统计数据显示，所在学校只有一间美术教室（活动室）的

占比 61.73%，有两间的占比 14.08%，二者合计达 75.81%，反映

了教育均衡发展政策执行的成果，基本满足小规模村镇小学美术

学科教学的专有场地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 15.7% 的学校

一间专用美术教室也没有。在对所在学校“是否配有美术学科教

学所需的器材如画板、画架等器材工具”的调研提问，数据显示

22.02% 的完全没有，有很少、不够用的占比达到 52.35%，两者合

计达 74.37%。反映出这些学校教育资源在美术教学方面投入的不

足，以及对美术学科教学要求与特点的忽视和对其教学的不重视。

（2）关于国家美术课程计划执行状况的调研

长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村镇小学的美术课开设状

况一直较差，在均衡发展政策执行后情况如何呢？调研数据显示，

51.99% 的村镇学校能够完全正常开设美术课，基本正常开设（较

少数情况下开设不足）的学校占 34.84%，合计 86.83% 的学校能

基本按国家课程计划正常开设美术课。但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高

达 12.09% 的学校的美术课开设十分不正常，很多时候由于各种原

因不上或不开美术课，并且有 6 份问卷反映极少数学校完全不开

设美术课，虽然占比仅为 1.08%，但值得高度关注。而对“你所

在小学的美术课被其他科目挤占情况属于下列哪种？”的问题的

回答中，“没有挤占，完全按课表上课”仅为27.44%，“经常挤占”

的有 21.12%；对美术课开设持续性的调研问题“从来没有完整持

续上课一学期”的回答占比达到 14.44%。从这些村镇小学美术课

开设的实际情形中，反映出仍然有不少的村镇小学延续着美术课

不被重视的惯性，教师与学校管理者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教育意

识较为薄弱，教育理念和管理较为落后。

（3）关于美术教学师资状况的调研

长期以来，村镇小学的师资比较缺乏，尤其是美术等非主科、

艺体类学科。经过均衡发展合格检查后情况是否有改善呢？调研

数据显示，在对“所在小学上美术课的教师是否为专门教师（即

只上美术或主要上美术）？”这个问题的回答中，选择“小部分

是”的比例为 26.53%，选择“大部分是”的比例仅为 21.30%；对

“所在小学上美术课的教师是否为兼职教师，如语文、数学等老

师兼任上美术课”这个问题的回答中，选择“大部分是”“全是”

两个选项的合计达到 45.31%，占比几乎一半，反映了专任美术教

师在这些村镇小学仍然比较缺乏。在对“所在小学上美术课的教

师是否为专业美术教师（即老师大学学习的是美术专业）？”问

题的回答中，选择“小部分是”的比例为33.57%，选择“全部不是”

的比例为 18.05%，反映了具有专业背景的美术教师在这些学校普

遍不足。

（4）关于校园美术文化的调研

在小学开展儿童美术作品展出活动具有多重意义，既是作为

校园文化一部分，也是学校美术文化的反映；既可以促进儿童对

美术学习的重视和积极性，也通过榜样作用对优秀作者肯定与褒

扬，能带动更多的学生喜爱美术活动，促使各个学科教育均衡发

展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在对单项选择问题“你所在学校

一年之中开展过全校性的学生美术作品展出活动吗？”的回答中，

选择“没有开展过”这个选项的占比达 39.89%。数据显示大量学

校对儿童美术教育起重要作用的作品展出活动的认识不足，反映

了较差的学校教育管理水平。对“你所在学校有固定展出学生美

术作品的场所吗？ [单选题 ]”这一问题的回答中，13.72%选择“没

有任何可展示区域”，而“有专门室内展厅”占比仅为 10.29%。

对“你任教班级的教室内或者室外走廊处有本班学生美术作品展

示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中，选择“没有”的占比达18.59%，选择“有

几张”的占比达 40.97%，反映出学校对学生美术素养、兴趣培养

的忽视，更反映出对美术视觉文化促进学生美术素养和综合文化

素养发展，以及助益学生全面发展的关系的不理解，更反映出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理念缺失导致的较差管理水平。

二、结语

从以上调研情况看，我校毕业的全科大学生的主体就业于

协议区县村镇年级班级数为 2-4 个及其以下的小规模农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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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实施，这些学校的美术教学场地、

器材等硬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如仍然有

很多村镇小学不开展和参加美术展示活动、美术教学器材和场地

依然缺乏等，尤其在软件建设上与城市中心学校相比依然有着较

大差距，反映在美术专门教师比较缺乏上，其中最突出的是具有

专业背景的美术教师的缺乏。此外，在教育思想和理念方面还存

在许多的不足。可以看到这些经过大学本科学习的全科教师，对

美术学科教育对儿童全面发展的作用的认识仍然是很不够的，还

存在较多的不正常开设美术课、随意挤占美术课等不重视美术学

科教学的情况。这种情况与全国农村小学尤其是西部农村小学美

术教育的状况比较一致：总体上看，美育仍是整个教育事业中的

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和学校对美育育人功能认识不到

位……应付、挤占、停上美育课的现象仍然存在；资源配置不达

标，师资队伍仍然缺额较大，缺乏统筹整合的协同推进机制；也

与 2017 年 7 月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反映的情况

相似，当前仍存在重智育轻体育美育等问题。

目前农村地区美育和美术学科教育的不足和缺乏，从某种意

义上说是这些地区“满足人民在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满足人民追

求美好生活的要求”的最大短板。其次，农村小学是地方文化传

承与发展的基地，儿童是农村文化建设与传承的基础，因为地方

文化所具有的“在场的缺席，不言自明的存在，不行而至的力量，

不为而成的教化”，使儿童建立对农村文化、地方文化的认同与

自信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鉴于儿童认识接受

事物的特点，美术教育的形象化、直观化、参与性、易于内化等

特征，对儿童构建对地方文化、乡村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具有其他

教育形式所没有的优势。因此，也应该使美术教育成为地方文化、

乡村文化教育与传承的主要形式和途径。为了使包括农村孩子在

内的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那么促进“县域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就依然是目前重要的工作，其中最困难的

现实问题就是如何促进村镇小规模农村学校中包括美术学科教育

在内的各学科教育的均衡优质发展。

没有一支强大的乡村教师队伍，乡村教育质量就难言真正提

高。教师是教育的主导者，教师素养就是促进农村小学教育均衡

发展的关键。归根结底，农村小学美术学科教育的这种状况虽然

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教师及其具体管理者对学生全面

发展的教育理念认识不足，是对美术素养发展在儿童全面发展中

的地位和作用的认知缺乏，也是对美术学科教学在广泛助益儿童

综合素养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足，这是在新时代义务教育现代化

进程中村镇小学“优质均衡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为了改变这

种面貌，使每一个农村孩子都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包括美术素

养在内的综合素养得到全面发展，有效实现义务教育的“优质均

衡发展”，既需要在全科教师的教育中加强引导和教育，也需要

对老一代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进行培训，更新教育思想，贯彻教

育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当代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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