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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述与反思
朵　苗

（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内部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愈发重视学前儿童的艺术教育，但由于农村地

区多数孩子受到父母外出打工、祖辈落后的教育观念以及幼儿园师资缺乏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能够接触到艺术的机会较少，

对艺术了解不足，无法满足其成长过程中的基本艺术需求。本文旨在通过调查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农村儿童的艺术教育现

状并进行论述，探讨帮扶农村学前儿童进行公益的艺术启蒙活动的对策，从而促进白水县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发展，

最后对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相关问题进行反思。

【关键词】学前教育；农村儿童；艺术启蒙

1 文献综述

本文中的“艺术教育”建立在广义的艺术教育基础上，

是指以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与艺术有联系的活动。主要展示了

项目小组成员在前期对城乡儿童艺术教育相关资料进行了查

阅和研究，提出一个有利于改善城乡儿童艺术教育差距的方

案。在中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进行实践，验证方案的可行

性，并及时进行成果汇总、总结和反思。后期对研究成果进

行论述，总结展示经验结果。

由于当前农村与城市的艺术教育有很大差异，经过查阅

和研究已有资料发现，在农村儿童家庭中，艺术教育意识层

面上认识不足，功利化思想严重，认为艺术教育是精英化，

贵族化的教育；农村师资力量薄弱，家长支持性不足，家长

重文化课而轻视艺术课，不了解儿童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发展；

农村幼儿的艺术能力不足，农村儿童接触艺术教育机会少。

引起这些问题的主要问题有：农村儿童多由祖辈带着，思想

较为落后，对艺术教育的关注不足；农村缺乏进行艺术教育

的场地，幼儿接受艺术教育的途径较少；农村幼儿园中老师

能力不足，音乐教育开展少且单一。为了解决教育资源不平

衡的问题，我们将学前教育专业的大学生组织起来，通过志

愿活动的形式，开展农村儿童艺术帮扶活动，进行农村儿童

艺术领域的启蒙。本项目期望通过对农村学前儿童艺术帮扶

活动，我们既能推动农村儿童艺术领域的发展，又能提高学

前专业师范生的能力，同时我们可以对农村儿童艺术教育进

行研究，同时带动更多有意愿的大学生对关注农村教育，促

进农村幼儿的发展。

2 研究目的及背景

2.1 研究背景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发展指南》中指出：艺术是

人类感受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重要形式，也是表达自己对

周围世界的认知和情绪态度的独特方式。幼儿艺术领域学习

的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

中萌发幼儿对美的体验和感受，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

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展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

创造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愈发

重视学前儿童的艺术教育。当前国家也在大力推进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学前儿童处于接受艺术教育的黄金年龄段，对于

学前儿童的艺术教育应当尤其重视。但农村地区多数孩子受

到父母外出打工、祖辈落后的教育观念以及幼儿园艺术教育

师资缺乏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缺少接触到艺术的机会，缺

乏对艺术的了解，无法满足幼儿成长过程中的对艺术的基本

需求。因此，重视农村幼儿学前教育中的艺术教育，深究其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促进农村幼儿艺术教育

的良好发展势在必行。

2.2 研究目的

本项目根据《3—6 岁儿童发展指南》中提出的儿童在

五大领域均衡发展需求，以及目前国内农村儿童艺术教育的

现状，致力于探究一种能够有效解决农村儿童艺术教育缺乏

现状的方法。通过在校大学生为农村幼儿提供公益艺术教育

活动，线上、线下、一对一等多种教学方式，为白水县农村

幼儿园幼儿提供接触艺术、学习艺术的机会，促进幼儿全面

发展，给孩子的成长发展带来艺术的启蒙，给孩子一个欢声

笑语、丰富多彩的童年；同时，针对目前在校大学生多为理

论教育，缺乏实践经验，理论与实践不能接轨的现状，本项

目亦致力于为大学生提供一个能将自身专业优势能够有效发

挥，并增加实践经验的平台。促进部分学前专业同学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提高未来幼教人的育人水平。

2.3 国内外现状

国内当前在农村幼儿园中，专业艺术课教师数量严重不

足，幼儿园中美术、音乐等艺术课程很多都是由非学前教育

相关专业的老师来兼带，在师范院校受过专业训练、经过系

统化的艺术课教育和培训的教师少之又少，因此，教师普遍

缺乏艺术课相关的专业知识，教师自身艺术素养不高，教起

课来自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农村幼儿园中，艺术教

师在专业知识、教学水平、教学观念等方面与其所需艺术教

育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其次，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

艺术课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往往被用来开展语言课程或学

校活动，所教授的内容也仅限于简单的唱歌、绘画，缺乏其

他形式的艺术教育。在当前国家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大背景

下，学前教育虽然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在农村，受到观

念、习惯、师资等因素影响，幼儿园在教学实际过程中，对

于素质教育中艺术教育的落实仍然存在较大问题。

西欧等国家，不仅艺术底蕴深厚，是近现代音乐的发源

地，而且普遍对儿童的艺术教育予以高度重视并不断进行艺

术教育改革。在欧洲发达国家，艺术教育是义务教育中一项

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制订现代课程计划时，均把艺术教育纳

入其中。艺术教育不单是学校老师的事，不是只在课堂上由

老师讲授的副课，而应是课内课外都在进行的，贯穿于生活

的方方面面的，需要终身学习的内容。在西欧的美术课堂上，

在统一的大纲指导下，教师可以根据学校、老师、学生的特

点自主设计教学内容，而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学

习。欧洲的艺术教育与国内重视个别能为学校夺得绘画大赛

名次的几个学生相比，更注重的是全体学生的艺术素质培养，

他们注重学生在每次艺术创作的过程中的体验，注重的是整

个创作过程中学生感受到的艺术美，注重的是能够真正从心

理上释放他们全部的想象和情感。

3 研究方法及结果分析

项目团队计划通过对学前教育儿童父母进行问卷调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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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父母对于学前儿童接受艺术教育的必要性的看法及其做

法，并通过志愿招募活动组建教育团队，结合前期调查共同

探讨如何开展，并制定实施方案；同时在实际开展过程中不

断改进，吸收经验；并在结束后对于整个项目进行总结，提

出解决农村学前艺术教育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研究初期阶段，通过对白水县农村学前儿童的父母进

行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学前儿童的父母认为学前儿童有必

要接受艺术教育，并为儿童报过校外的兴趣班来培养兴趣，

一半以上的家长给孩子报过一到两个兴趣班。通过以上几个

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当下农村父母的思想观念较先进，跟随

时代、国家政策的发展，不再认为艺术教育是单一的“副课”，

并且愿意主动培养幼儿艺术素养，促进学前儿童艺术能力的

发展。同时，通过与白水县农村学前儿童进行谈话讨论收集

数据，根据所得数据发现，大部分学前儿童喜欢与舞蹈体操、

体育活动、绘画手工相关的活动，并且乐意参加兴趣班，愿

意观看有关艺术方面的电视节目等。综上所述，学前儿童与

家长都乐于接受艺术教育，愿意促进幼儿艺术方面的发展，

以提高幼儿综合素质。

研究中期阶段，通过发布招募贴，组建了一支具有艺术

特长的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团队，旨在将每个人学前的教育

方法与专业艺术技能相结合，为白水县农村学前儿童进行艺

术启蒙，促进白水县农村幼儿园幼儿艺术领域的发展；在团

队组建完毕后，线上团队内每位成员录制了自己擅长领域的

授课视频，进行整合后，团队向幼儿园投放视频，记录幼儿

学习效果；线下，团队成员深入白水县XXX幼儿园进行授课，

对农村学前儿童进行艺术教育的启蒙和指导，促进该幼儿园

儿童艺术领域的发展。

研究后期阶段，在前期和中期的经验积累之后，我们探

索出了一套较为完善和有效的方法：观察法和谈话法相结合。

观察法，即让每一个儿童都对自己前一阶段的学习成果进行

评价，由老师统一收回并建立个人成长档案，与平时学习

过程中的各种室内外活动的观察记录对比，可以较为明确

地看出儿童在某一学习阶段的成长，也可以对部分存在学

习问题的儿童进行针对性的教学。谈话法，即在当天的教

学活动课结束之后，与每一个儿童进行单独的谈话交流，

谈话的关注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儿童对自己在

该天的生活、学习等方面作以自我评价；第二，对当天的自

身的突出表现和不足有何认识；第三，对当天教学老师的教

学活动有何评价。

通过对之前的教学经验进行的总结与讨论，团队成员一

致认为帮扶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应当注重以下几方面：第 

一，在教学准备中，应多采取生动有趣的方式方法，选择符

合幼儿认知特点的方法进行教授，避免教授理解难度较高，

深奥的理论知识；第二，艺术教育要与当地的特色相结合，

融合当地的民俗风情与艺术教育，利用好当地独特的艺术，

不仅能够激发学前儿童的学习兴趣，还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第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多用探索法，讨论法，

旨在于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激发幼儿创造力的发展，根据

每位幼儿自身的特点和最近发展制定目标；第四，在教学反

思中，要将以艺术领域与各个领域相结合，重视在发展艺术

教育的同时促进幼儿各方面的发展。

4 反思与对策研究

随着对农村儿童艺术教育帮扶活动的开展，团队意识到

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受多个因素影响，需要各方面协同努力

才能促进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良好发展。首先，要结合当地

的优势，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为学

前教育从业者进行政策倾斜，以吸引优秀人才，为农村学前

教育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和师资力量；其次，农村学前教育

教师要提高专业教学能力，在教育过程中采用多种教育方法，

将艺术领域与其他领域相融合，与幼儿园环境、日常生活、

家庭互动活动等多方面相结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农村学前

儿童艺术素养；同时，市场艺术机构可以向农村进行投资，

将兴趣班开设到艺术知识较为缺乏的农村地区，为农村家庭

儿童进一步发展艺术兴趣提供支持和服务。作为学前教育师

范生，我们应当努力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带入到农村地区，为

促进农村儿童的全面发展发挥自己的能力。

5 结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学前教育飞速发展的阶段，国家大力促

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家长均重视学前儿童综合素

质的发展。艺术教育作为学前儿童五大领域的一大组成部分，

不仅在培养学前儿童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的发展发挥着重要

作用，同时还促进了学前儿童各个领域的相互协调和终身发

展。通过此项目的研究，我们意识到了农村学前艺术教育发

展的薄弱，同时也深刻理解了国家、社会对学前大力发展的

意义。提高农村儿童艺术教育水平，有利于实现农村教育完

整的普及，实现学前教育的公平化、大众化。加强对农村学

前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才能进一步提高我国未来人口的素

质，促进未来人力资源的发展，才能真正把我国从人口强国

转变为人才强国。

参考文献：

[1] 杨丝云 , 张莉萍 , 周晓玲 . 农村地区 3—6 岁

儿童艺术教育现状调查报告——以南充市为例 [J]. 才

智 ,2018(3):190-191.

[2] 周晓雯 . 新时期农村儿童艺术教育思考 [J]. 时代

青年·视点 ,2015(6):71-72.

[3] 梁晶 , 库晶晶 , 王钊 . 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问题

及对策 -- 以咸阳市为例 [J]. 品牌 ,2015(2):212.

[4] 方 美 红 , 王 任 梅 . 儿 童 文 化 视 角 下 幼 儿 艺

术教育的异化与回归路径探析 [J]. 教育与教学研

究 ,2021,35(4):69-78.

[5] 李荣 , 孙霞 . 乌兰察布市农村艺术教育现状分析与

思考 [J]. 集宁师专学报 ,2006,28(2):74-76.

[6] 王才让 , 蒋海花 .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的问

题与对策 [J]. 中国校外教育 ,2020(08):4+47.

[7] 苏子涵 , 王光雨 . 济南市农村家庭学前儿童音乐教

育现状的调查研究 [J]. 参花 (下 ),2020(02):104.

[8] 金琰 . 农村留守儿童学校教育与艺术教育现状分析

与对策建议 [J]. 教育现代化 ,2019,6.

[9] 毛宽海 , 胡颖 . 河南省农村幼儿园艺术教育发展现

状研究——以新乡、安阳、濮阳三地为研究对象 [J]. 亚太

教育 ,2016(16).

[10] 陈碧溪 . 陕西省城乡儿童艺术教育状况的调查分

析 [J]. 品牌 (下半月 ),2015(02):243-244.

[11] 王悄然 , 陈琳 . 农村留守儿童音乐教育现状调查

及其对策研究——以安徽省霍邱县为例 [J]. 重庆第二师范

学院学报 ,2015,28.

【基金项目】本文系渭南师范学院 2020 年省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前教育学生对农村学前儿童艺术

教育帮扶对策研究——以渭南市白水县为例”（项目编号：

20xk04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朵苗（2001.7--), 女，汉族，籍贯：陕西省渭南市人，

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19级在读本科生，学士学位，

专业：学前教育，研究方向：学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