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8 月（总第 209 期） 

1204 

教育科研 

关于学前教育“零基础”学生艺术学习的探索与分析 
◆陈沛云  吴  丽  徐梦叶  高  妍

（嘉兴学院  浙江省嘉兴市  314200） 

摘要：在国家大力鼓励幼儿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幼儿教师队伍

的培养，本科四年制幼儿教师大多是通过高考进入专业学习，艺术功底

多半属于“零基础”。本次研究选择“零基础”学前教育学生，通过问卷
法和访谈法等资料收集方法，了解其学习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艺

术学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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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背景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艺术是实施美

育的主要途径，应充分发挥艺术的情感功能，促进儿童健全人格
的形成。”艺术领域作为五大领域之一,有其独特的作用。幼儿教
师的艺术素养和能力对幼儿艺术教育影响很大，因此艺术类课程
在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纵观我国有关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艺术领域方面的学习现
状，诸多研究者认为尚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学前教育领域学者窦
全能通过研究得出：部分学生对于艺术技能课学习目标模糊，缺
少学习动机；艺术专业化的教师和“非艺术背景”的学生之间存
在教和学的矛盾；部分专业艺术技能课程学习缺乏课后练习，实
践训练时间不足；专业艺术技能课程教学设备设施不完善，影响
教学效果。而研究者尹绯在研究中也指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艺
术基础薄弱，在艺术课程学习过程中困难重重。主要包括学习目
标不明确，对艺术课程学习缺乏信心；艺术课程的内容能够听懂，
但在练习中不能准确应用；在学习方法方面比较单一，除了教师
讲的方法，不会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和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学习效果不明显。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者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艺术领域学
习中的问题入手，分析学生的学习现状并提出相应建议，为我们
了解零基础学生的艺术学习问题做了铺垫。除此之外，我们发现
研究者对学前教育艺术学习的现状调查较多，但是对零基础入学
学生的艺术学习情况则没有太多的研究文献。笔者认为，由于研
究对象、研究方法的不同，此次研究中，零基础入学学生在艺术
领域学习过程中可能还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因此，笔者从前人丰
厚的理论基础以及现实的问题出发，对零基础入学学生的艺术领
域学习进行探索和分析。 

本研究将在幼师艺术教育的大背景下关注一类特殊群体，即
本科制的“零基础”学前教育师范生，至于“零基础”，本研究
中将其界定为“早期时没有接触任何艺术方面的相关培训（小学、
初中、高中设置的艺术课程除外）”。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据统计，在嘉兴学院学前教育本科 2015 级、2016 级、2017

级的 171 位学生中，35%的学生在幼时接触过正规的艺术训练，
有相关的早期经验。65%的师范生在艺术领域几乎都是零基础。
在学习过程中，研究发现零基础入学的师范生在刚开始显得相对
薄弱，艺术成绩稍显逊色，但随着学习进程的深入，有些师范生
所表现出的艺术学习能力截然不同。基于此，本研究调查了解嘉
兴学院学前教育艺术零基础学生的艺术学习现状，分析这些学生
在艺术学习上的困难和疑惑；归纳相关学习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探
索学前教育专业艺术课程教学改革的途径。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样本来自于嘉兴学院本科学前教育 2015 级，2016 级，

2017 级的 171 位同学，在选择样本时进行了初步的样本筛选，
选择“零基础”的学前师范生，其中学前教育本科 2015 级零基
础入学率 69.2%；学前教育本科 2016 级零基础入学率 66.0%；学
前教育本科 2017 级零基础入学率 62.1%，共 101 位零基础入学
学生。 

2.研究方法
（1）问卷法

本研究发放了 100 份调查问卷，回收 71 份，均为有效问卷，
回收率为 71%，达到有效回收率。在男女比例上，男生为 12.68%，
女生为 87.32%。 

（2）访谈法
研究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在每班另抽取 5 位零基础入学但艺

术学习成绩较佳的同学进行座谈，其后又对 12 位同学进行了深
入访谈，并对访谈资料进行了编码、整理和分析。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1.艺术学习初始情况
根据图 1 显示，63.38%的学生艺术学习初始情况（大一第

一学期）成绩一般，23.94%的学生成绩比较好，7.04%的学生成
绩很好，5.63%的学生成绩较差，没有学生的成绩非常好。由此
可见，大部分的零基础学生艺术初始成绩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图 1  艺术学习初始情况调查 
2.艺术学习态度
在艺术学习态度上，本研究在问卷中设置了“您觉得学前教

育专业技能学习重要吗？”的问题，根据图 2 所示，45.07%的
学生认为艺术学习非常重要，50.7%的学生认为艺术学习重要，
几乎很少的人认为其一般或不重要。因此，学前教育零基础师范
生基本都能意识到艺术学习的重要性，普遍认可艺术学习是学前
教育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图 2  艺术学习态度调查 
3.艺术学习现状调查
为具体了解零基础入学师范生的艺术学习现状，本研究在问

卷设计中将艺术领域区分成了各项内容，分别涉及钢琴、舞蹈、
声乐，美术（包含手工，书法）等。根据图 3，图 4，图 5，图 
6，大多数零基础入学的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艺术学习后，艺
术成绩集中在一般水平。其中，钢琴成绩一般的学生最多。较多
学生的艺术水平目前达到了较好的状态，尤其是美术，处在较好
水平的学生最多，而在钢琴中，处在较好水平的学生最少。由此
可见，各门艺术课程由于其对学生的内在素质要求的不同，因此
在学习上也存在较大差异。 

图 3  舞蹈学习现状调查 



2019 年 8 月（总第 209 期） 

1205  

教育科研 

 
 
 
 
 
 
 
 
 

图 4  钢琴学习现状调查 
 
 
 
 
 
 
 
 
 

图 5  美术学习现状调查 
 
 
 
 
 
 
 
 
 

图 6  声乐学习现状调查 
4.艺术学习困难 
根据图 7 显示，在零基础师范生艺术学习过程中，遇到了

较多的困难，其中主要集中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其次是因为
学习技能兴趣不高，再者是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还有一些主
要是因为教学设施不完善，不理解老师教授的内容和其他。艺术
类课程是实践性偏强的课程，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但是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课程安排较满，难免缺乏一些自由支配的练习时间。 

 
 
 
 
 
 
 
 
 

图 7  艺术学习困难调查 
5.艺术学习方法 
如图 8 所示，43.66%的零基础学生完全按照老师讲的方法

练习，效果一般，30.99%的学生基本按照老师讲的方法练习，但
效果不明显，22.54%的学生完全按照老师讲的方法练习，效果显
著，还有 2.82%的学生不知道如何练习。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学
生也都能按照老师的方法进行练习，但效果并不显著。①  

 
 
 
 
 
 
 
 
 

图 8  艺术学习方法调查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学前教育零基础入学的师范生在艺

术成绩上普遍处于一般水平，在艺术各科课程上学习现状各有差

异，钢琴水平普遍进步较快，在学习过程中，时间的限制成为了
重要的阻碍因素，其次还包括无法理解上课内容等，在学习方法
上，学习方式比较单一，基本按照老师的方法来，较少结合自身
的学习特点和自身素质来进行学习。但是在学习态度上，零基础
师范生对于艺术学习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在后续的访谈中，我
们挑选了 12 位艺术成绩突飞猛进的零基础学生进行了深入的访
谈，因此根据上述研究结果，针对学前教育零基础学生的艺术学
习，提出以下的策略和建议： 

1.兴趣牵引 
对艺术学习的兴趣往往会成为学前师范生的动力，以兴趣作

为动力牵引着师范生的学习劲头。而一旦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获
得成就，就会增加学习者的自豪感，从而又转化为新的动力，如
此良性循坏，促进艺术技能的提高。 

2.勤奋练习 
在问卷中，有 53.52%的学前师范生表示只要有空就会去练

习技能。艺术中如钢琴、舞蹈等属于技能型训练，勤加练习会形
成一定的肌肉记忆，从而在完成作品时更流畅，更完整，而书法、
绘画等需要一定的技巧，但在数遍练习后，会形成一定的感觉，
激发顿悟的感觉。熟能生巧，天道酬勤，艺术学习自是不例外。 

3.巧用资源 
资源可以分为人才资源和物质资源，零基础师范生在艺术学

习时巧用了移动设备：录像、录音等，能够更好的重复相关的学
习内容，从而其义自见，同时利用互联网等搜集更多的学习资源，
扩充艺术学习的途径，搜索适合自己的艺术内容，从而完成艺术
的多样化学习。在人才资源上，学前师范生积极向相关专业老师
学习，通过课后问问题，请求指导等来促进自己的艺术技能，另
外，同学之间互相学习，形成学习小组，取长补短，聆听他人学
习经验并勇于尝试和践行，也乐意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 

4.学思结合 
任何学习都离不开思考，通过反思和思考，经验化的东西才

能转化为概括化的理论，从而更好的指导实践。在艺术学习中，
学前师范生也接触到与艺术相关的理论，需要将理论和实践有机
结合起来，而思考正是将理论应用与实践的利器。 

本次研究是基于事实的基础研究，重在了解零基础学前师范
生的艺术学习情况和学习策略，当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
理论基础不深厚，研究范围较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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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此题设计参考了尹绯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艺术课程学
习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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