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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中 文 摘 要 

 

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幼儿园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等文件要求，学前音乐教育改革迫在眉睫。如何改进、发展以及提

高学前音乐教学，是确保学前音乐教育改革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方向。我国农村幅

员辽阔，农村人口占比高，如何有效推动农村学前音乐教学的改革是目前教育工作

者所面临的一项重大难题，所以对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具有现实

意义。 

本次研究选取太原市 20 所幼儿园为研究对象，其中城市幼儿园及农村幼儿园各

10 所，通过对研究对象的音乐教学现状的调查，依托调查法、访谈法在内的多种研

究方法对于太原市城乡幼儿园的音乐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活动评

价、教师基本情况及音乐素养、家长对学前音乐教学态度等方面展开调查， 

调查发现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的差异主要是教师专业能力和教学反

思缺失的差异、培训学习机会的差异、音乐教学硬件资源的差异、师资问题的差异、

家长态度的差异；最后本文针对性的提出了采取多种方法为农村地区引进优秀教师

资源、构建教师共同体加强教学反思，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加大教师岗位培训力度，

提高农村教师教学水平、增加财政投入，保障农村幼儿园音乐教学正常开展、争取

家庭、社区对幼儿园音乐教学的认可与支持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幼儿园；音乐教学；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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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Medium- and Long-Term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lan (2010-2020)" and "Kindergarten Education 

Guidelines (Trial)" and other documents, preschool music education reform 

is imminent. How to improve, develop and improve preschool music teaching 

is the key direction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preschool music 

education reform. China's rural areas are vast and the rural population is high. 

How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preschool music teaching in rural 

areas is a major problem faced by educators. Therefore,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kindergarten music teaching. 

    In this study, 20 kindergartens in Taiyuan City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including 10 urban kindergartens and rural kindergarten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urrent music teaching status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relying on investigation methods and interview 

methods for Taiyuan City. The urban music kindergarten's music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basic situation of teachers and music literacy, parents' attitude 

towards preschool music teaching, etc.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usic 

teaching in urban and rural kindergartens in Taiyuan are mainly the 

differences in teacher problems, the differences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lack of teaching reflec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raining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e differences in music teaching hardware resource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attitudes. It has proposed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introduce excellent teachers resources in rural areas, build a community of 

teachers to strengthen teaching reflection, enha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increase teacher training,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rural teachers, 

increase financial input, and ensure normal music teaching in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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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ergartens. Carry out and strive for family and community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or kindergarten music teaching. 

 

Key words: kindergarten; music teach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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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等文件的颁布，体现了国家对学前音乐教学的重视程度增加，我国学前

音乐教育的发展有了直观提升。相关颁布、出台的文件明确指出艺术教育是素质教

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2，在教育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学前音乐教育进行改革不仅

是政府政策要求，更是社会现实要求。当前，偏远地区的城市幼儿园与发达地区的

相比，不能完全享受到国家教育改革所带来的优惠政策，此外，农村幼儿园和城市

幼儿园两者之间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差距，如何兼顾城乡教育资源平衡；如何推进

农村地区学前音乐教学的改革和进步，仍然需要我国教育工作者不断地进行探索研

究。 

本研究主要是对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的现状进行调查，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对城

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幼儿园音乐教学目前所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为缩减城乡幼儿园学前音乐教学的差距，推动农村学前音乐

教学的改革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参考。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学前基础教育国内外相关研究门类齐全、体系规模清晰，但在学前音乐基础教

育方面，相关研究较少且内容缺乏深度。根据以上这些情况，笔者将娄烦县幼儿园

和太原市区幼儿园的学前音乐教学现状进行了深入详细的比较，希望能够通过对比，

找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而弥补相关的研究空白，加快乡村学前音乐教学的改

革步伐。 

1.2.2 实践意义 

与发达地区相比，偏远地区的乡村幼儿园不能充分享受国家教育改革的政策红

利。由于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之间在教育方面很难公平对待。我国农村

幅员辽阔，如何推动农村学前音乐教学的改革是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重大难题，

需要教育工作者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所以对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的现状进行调查

研究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同时关注偏远地区音乐教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1教育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R].2012. 
2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R].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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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1.3.1 国内的相关研究现状 

结合文献检索发现关于农村幼儿音乐教学方面的研究资料相对匮乏，对农村音

乐教学的研究文献资料较多。在这些已有的文献资料中，大多数是通过量化研究的

方法来进行研究的，缺乏了对农村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的具体描述。通过对搜集到

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发现该类型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对农村

音乐教学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解决方案的研究、对农村音乐教学师资力量的研

究、对农村音乐课程的研究。 

（1）关于农村音乐教学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解决方案的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存在于一些学术论文及期刊文章中，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为农村的

音乐教学，主要采用调查法以及自身经验总结法来进行研究，对于农村音乐教学普

遍存在的问题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来，并根据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于洋选择了大一新生为主要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调查，并抽取个别

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以此来了解农村地区音乐教学的现状3。 

黄钦慧为了能够准确的了解辽宁省农村音乐教学目前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些具

体问题，同样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来进行调查，调查的对象主要有农村在校生、音乐

老师、教研员以及音乐专业的学生，她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整理，经过分析研究后提

出乡村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4。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家学者根据农村音乐教学的重要性进行相关的研究分析，

根据自身所具有的理论知识以及相关的经验，提出了农村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高赞曾经写过《农村音乐教改研究》，在该文中他指出要加快农村音乐教学改

革的步伐，因为这将有利于推动素质教育的全面展开。同时他指出造成农村音乐教

学目前这种乱象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严重以及缺乏相应的重视，并根据这些现象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周莹莹对农村音乐教学的应用和实验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从该研究

方向的历史实际着手，根据学校音乐教学一些巨大的历史事件，比如音乐新课程的

改革以及相关课程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等，把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音乐教学的发展按

照时间轴进行分期研究分析。 

                                                              
3于洋.对学前音乐教学研究的探索[J].大众文艺,2011,6（5）. 
4黄钦慧.高中音乐课改现状的调查报告.音乐教学与创作,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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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采用哪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根据最终研究的结论可以看出以上这些研

究均反应出农村音乐教学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类，主要可

以分为主观问题和客观问题两大类。主观问题主要是上级的重视程度不够，老师的

音乐教学观念相对比较落后，音乐教学在农村地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识；客

观方面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音乐教学的设备较为缺乏和陈旧，配套使用的音乐教

材不能满足农村学生的情况。上级领导对音乐教学的不重视，家长对音乐教学的认

识不够，是目前农村音乐教学存在的两个普遍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

方案，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加大对农村音乐教学的投入，提高教师

质量，加强管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针对每一地方出现的不同问题，应当根据当

地的特点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龙亦凤曾提出采用自培的方式引进新教师更加容易

解决教师短缺问题，对于本校的教职工应当加大培训力度，重点培养音乐教师的专

业技能；陈洁则对“如何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充分得挖掘当地的资源”提出了相应

的解决办法，他提出可以充分得利用当地的民间音乐，选择价格便宜的乐器应用于

当地的教学当中。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当地的音乐特色编写最适合当地学生学习

的音乐教材。 

（2）关于农村音乐师资的研究 

农村音乐教师师资力量短缺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该问题也受到了相应的重

视。 

在吴月欣看来，教师在整个音乐教学过程中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核心部分，教师

的水平直接决定了教学的效果，通过对目前农村音乐教学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调查的基础上就如何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她看来教师首先

应当端正自身的态度，课前认真准备相关的课程，采用灵活丰富的教学方法来进行

教学，在具备相应的责任意识的同时应当不断地深化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5。 

在 2004 年年底的时候，江苏省对苏北五个地区的农村中学艺术教育的现状进行

了详细的调查，陈明礼根据调查研究的数据对中学音乐教师的学历、职称以及年龄

三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他指出在农村地区音乐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思想态度不够

端正，缺乏专业的音乐教师，教师流失现象非常严重，针对这三方面的问题提出相

应的解决方案。 

王艳灵活运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搜集相关的数据，对渝东南地区音乐教师的

年龄、学历以及科研状况等一些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在经过深入的研究了

                                                              
5吴月欣.新课程背景下的农村音乐教学[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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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后，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建议。 

一些专家学者注意到农村音乐教师在培训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王建设提议农村中学音乐教师各个校区之间可以进行校际联动培训，根据农村

地区教学情况的特殊，很难在本校进行相关的培训。校际联动培训包含在校本培训

的范围之内，是推动农村学校教学改革的方法之一，能够充分地发挥各所学校自身

的优势，并对这种模式在农村如何实施提出相关的建议和看法。 

杨为强在实施教育部《新课程背景下的我国农村音乐教学发展研究》的基金项

目中曾明确指出对农村音乐教师的培训力度有待加强，缺乏相应的针对性，在对农

村教师专业化知识培训以及多元化知识培训方面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深入研究探讨

了对音乐教师培训的可行性6。 

以上是对农村音乐教师方面的研究，根据研究的结果不难发现教师在音乐教学

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对教学的质量产生直接影响，所以农村音乐教

师的研究将会为笔者研究农村幼儿园音乐教学提供丰富的素材资料和研究思路。 

（3）关于农村音乐课程的研究 

在对音乐课程的研究方面，主要体现在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此类研究主要

是通过专题文章以及学位论文等方式来进行展现。 

在 2010 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曾经研究了“江西音乐课程资源开发和利

用”这一课题。郭晓莺在课题研究的成果中曾经明确指出音乐课程资源的缺乏是影

响音乐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因素，针对存在的这一问题她指出应当结合农村的实际

情况，以师资力量为中心，合理得开发农村音乐教学的环境资源以及活动资源的新

模式。 

陈明礼对福建仙游地区的农村音乐课程资源利用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

她是在资源分类理论知识和课程资源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来进行调查的，对农村音乐

课程的资源进行了细致的划分，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找出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

相应的改进建议7。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是对农村音乐教学现状方面的研究，但是对处于农村的幼

儿园音乐教学同样具有相应的启发意义，有利于笔者在对农村幼儿园音乐教学的研

究过程中更加全面合理的分析研究，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对笔者的研究具有很大的

帮助。 

                                                              
6杨为强.新课程改革中的西部农村音乐教学[J].艺术教育,2008,2(5). 
7陈明礼.加强农村中学音乐教学的几点设想—以苏北农村中学音乐教学为例[J].美与时代(下半月)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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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的大量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幼儿园音乐教学方面相关的研究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农村幼儿园音乐教学的现状进行研究。在这一方面，林静曾指出农村幼

儿园部分音乐教师的素质有待提高，缺乏专业的思想知识，教学环境不尽人意，教

学方法过于呆板，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朱萍主要采用了个别访谈

法、问卷调查法以及现场调研法等方式对本地区农村幼儿园音乐教学的现状进行相

应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幼儿园音乐教学存在三重三轻的现象，具体是指在进行教

育过程中重结果，轻过程；重课堂，轻课外；重歌唱，轻其他内容。根据这一现象，

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二是对农村幼儿园音乐课程资源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深入的了解农村地区现有

的资源条件，明确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陈丹丹以莱阳市某农村幼

儿园为例，通过大量的调查指出该幼儿园在课程开发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根据调

查结果进行深入地研究分析并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丰富本土艺术课程资源，与专家

学者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的建议。 

1.3.2 国外的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对学前音乐教学的认知与发展相对我国比较成熟以及完善，从二十世纪四

五十年代以来,国际儿童音乐教学有了重大发展，尤其是在学前教育实践、教学方法、

场景设置、教学目标等都有相对系统的体系。 

从上世纪 40年代以来，国际儿童音乐教学便已经形成了完整且独立的教育体系，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有德国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瑞士达尔克罗兹音乐教学体系等。 

在 20 世纪德国的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提倡“原本性音乐”概念。奥尔夫的

音乐教学原理：尊重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用最原始、简单的音乐素材作为课

堂资源。他认为课堂教学要鼓励孩子自主发挥，按照自己的心理意愿和想法、固定

习惯，自觉地使用自己的肢体行动去感觉、体验旋律，从而更加投入地去演奏、演

唱，学生可以即兴表演。课堂教学师生、生生之间思想理念的沟通是首要的，学习

理论也是必要的技能。课堂教学中学生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到

集体性、多样性、探索性的课堂实践活动中，积极推动个性的健康发展。这种教学

方式能够使儿童通过最简单、最自然的的生理心理体验去提升学习音乐的兴趣，关

键是能够进入最全面最完整的音乐情景体验8。 

                                                              
8 Andang'o, Elizabeth A..Synchronising Pedagogy and Musical Experiences in Early Childhood:Addressing Challenges 
in Preschool Music Education in Kenya[J].Early Child Developmentand care,2009,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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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克罗兹是瑞士 20 世纪最早的音乐教学创始人，提出了音乐教学法又称为

体态律动教学法，就是儿童可以随着音乐节拍使用嗓音、手、脚整个身体的任何器

官去蹦跳、摇摆、拍手、跺脚、呼吸、模仿去进行音乐的律动训练，这样可以提升

儿童的体验、感知性趣。学生针对音色变化以及大小调之间差异，来调整身体的律

动，这是音乐教学所引入的切实体验。当儿童在课堂期间精神抛锚，教师会以游戏

的方式唤回学生的音乐兴趣。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在不自觉进行聆听、感悟、体会音

乐的不同情境，我们随时都在培养自己的音乐天分。 

在西方一些音乐教学专家看来，在儿童成长发展过程中，音乐对其有重要的影

响。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音乐是思维强有力的源泉”。在儿童的成长发

展中，如果不对儿童进行音乐教学，那么儿童的智力发展将会受到限制。音乐不仅

仅是来自周围的世界，更是来源于人的自身，它是人的一种精神世界、思维以及语

言。前南斯拉夫的一所实用音乐学校经过多年的实验研究最终发现一个结论：孩子

在接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以后，在成年以后对周围的事物都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比

较具有创造性，不会轻易的被生活中的困难所打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学生

都成为了一个个具有个性鲜明、多才多艺的社会人士。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因素是

他们从小便接受音乐启蒙教育。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综合音乐感音乐教学体系，强调要尊重幼儿的主导性地位，

注重于发散幼儿的想象，挖掘幼儿的创造力9。教师引导儿童主动地去探索、去发现、

去创造，不断挖掘、发展儿童潜在的创造能力。它以听觉为探索的工具，通过自由

探索、引导探索、即兴创作、有计划地即兴创作和巩固概念五个教学环节及听觉、

演出、指挥、创作、分析和评论估计六个方面的教学活动训练，锻炼儿童多方面的

能力。音乐的演奏、演唱、分析、创作等实践活动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

体，它们综合于教学活动中，充分的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非常重视学生的主观性，

教师只是配合、指导学生的音乐能力形成，学生在非常自由、开放的环境中放松的

体会领悟音乐技能，音乐感觉。 

日本的铃木音乐教学体系不仅十分注重儿童音乐能力的发展，而且更注重美育

和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将唱歌、舞蹈、进行曲构成新音乐教学的基本因素，而其

他则是这三种基本因素的变体。把用音乐吸引孩子作为儿童音乐教学的根本问题，

利用音乐本身的特殊规律和特点作为教学原则之一，注重教学内容的相对独立性和

                                                              
9  Ehrlin, Anna; Wallerstedt, Cecilia. Preschool Teachers' Skills in Teaching Music: Two StepsForward One Step 
Back[J].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Nov 2014 Volume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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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连续性10。 

1.3.3 已有研究评述 

根据以上的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学前音乐教学的研究非常多，并且都形成

了相应的规模。目前，幼儿教育在农村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专家学者虽然认为农

村幼儿音乐教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关注程度仍然不是很高，相关的研究仍然比

较缺乏。从研究的范围可以看出，大多数专家学者仅仅对农村音乐教学进行研究，

很少研究幼儿阶段的音乐教学。针对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比较的研究几

乎为零。所以，笔者将太原市和娄烦县农村两者幼儿园的学前音乐教学状况进行详

细的对比研究，希望通过研究能够找到城乡幼儿园学前音乐教学之间存在的差异，

进而填补相关的研究空白，并使农村地区学前音乐教学改革体系更加全面。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1.4.1 研究内容 

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城乡幼儿园的具体情况进行概述，主要包括学校的师资配备情况、学

校音乐课程的设置情况、教学的硬件设施环境、以及幼儿的综合素质和家庭的重视

程度。 

第二，研究分析城乡幼儿园的调查结果，主要内容包括教师基本情况和基本音

乐素养比较、教材选择、教学形式以及音乐活动开展、教学设施配置的对比、家长

对音乐教学重视程度等。 

第三，对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的差异进行思考并提出建议。 

1.4.2 研究方法 

（1）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主要是通过书面文字的方式对音乐教学过程中的老师、家长和领导

提问一些相关的问题，以此来收集相应的信息。笔者自己编写了一份调查问卷，共

选择 20 所幼儿园作为调查对象，家长调查问卷共发放了 1000 份，教师调查问卷 50

份，对教师进行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教学目标、内容、评价以及方法等几个方面的理

解和实践。 

（2）访谈法  

该方法主要采用正式和随机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访谈。正式访谈需要提前安排，

                                                              
10相良敦子（日本）.蒙特梭利教育的理论概说[M].新民幼教图书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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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和被访谈者沟通交流，约定访谈时间和地点，告知被访谈者大致的采访内容，

确保被访谈者在接受采访时能够从容回答。在访谈过程中录音时会在征得被访谈者

的同意后再进行录音，在对被访谈者进行访谈时，应当重点记录一些访谈信息。访

谈结束后，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由于幼儿园的教师资源

相对比较匮乏，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教学责任，同时还要照顾在校

的幼儿，在进行访谈过程中还要确保幼儿的安全，所以在访谈时应当控制访谈时间，

在确保不耽误教师工作的情况下进行访谈。 

（3）观察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观察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山西省太原市的幼儿园进

行细致的观察，主要包括教学环境和活动安排等，通过观察获得了一手的资料。第

二是对娄烦县幼儿园进行观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期两周，主要是了解这

些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安排，选择具体观察对象，明确所选班级，和教师幼儿互

相熟悉，根据需要适当调整访谈大纲；第二个阶段是进入所选班级中进行观察，该

阶段主要包括正式观察和非正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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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研究基础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城乡 

本文中的城乡主要依据用产业类型或一定面积上的人口密度来定义城市或乡

村。抽象地说，如果一定的、在空间上相对分立的区域的居民群体人数总量达到一

定规模，且这个区域内一定面积的核心地带的人口密度达到一定水平，这个居民群

体就可以在多数人员愿意的条件下，按城市建制，而低于规模标准则统筹为乡村。

本文中的城市的代表为太原市市区，乡村的代表为娄烦县的农村。 

2.1.2 教学 

在古代我国便已经有了“教学”两字，比如在《学记》中曾有“教学相长”一

词，教学在古代主要是指“教”，主要是老师单方面的传授知识，查找文献发现，

在宋代才出现教和学，才和我们现在所提的教学意义相近。 

教学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主要由老师、学生、

教学设施以及教学内容这四个主要因素所组成。关于教学许多专家学者都有不同的

看法。有人提出教学是老师教学生学的一项行为活动，在该活动中，学生需要掌握

一定的知识技能，并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有人提出教学是教的人指导学的人进

行学习的一项活动，两者是相互结合和相互统一的一项行为。还有人说教学是以课

程的内容为中间媒介，由师生双方共同展开教和学的共同活动。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关于教学人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李朝辉对目

前教学的定义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应当从教的意义、学的角度、教和学统一的角度

以及教学生学的角度这四个方面进行理解，他也没有对教学规定一个统一的定义，

但是他总结出教学的基本含义，那就是教学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相关课程的连

接下，老师和学生进行双边互动的一个过程。 

本研究中教学主要是指学校教学，通过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在老师的教授下引

导学生学习的一种教和学相结合的统一行为。 

2.1.3 幼儿园教学 

在基础教育方面，幼儿园教育是其重要的一部分，幼儿园教学活动是教育活动

的一项重要表现形式，和幼儿园活动区内活动等一些部分共同构成了儿童幼儿园生

活。黄人颂认为在幼儿园教学过程中，老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一项活动。老师在进

行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根据教学目的和大纲要求有计划的对幼儿进行教授，通常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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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的模式来进行教学活动，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老师的身影，还有幼儿自发的进行

学习的活动等。 

虞永平认为，幼儿园的教学活动是由教师进行设计、计划以及组织的一项专项

活动，主要采用的形式可以为全班、小组以及个别等，在从事教学活动过程中，地

点不仅仅局限于固定的活动室，还可以是其他的一些地方。 

在本研究中，关于幼儿园教学的定义主要包括幼儿园的老师有目的、有计划的

组织所带班级的所有幼儿都参加到课堂教学活动中，主要采取上课这种基本模式来

进行教学。 

2.1.4 幼儿园音乐教学 

在进行音乐教学过程中以音乐活动为主要手段，潜移默化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相

应的影响，进而达到特定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对于幼儿来说，音乐对其具有重要

的影响，开展学前音乐教学活动在幼儿成长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孩子成长发展过程中，学前期是孩子接受音乐教学的一个重要时刻，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幼儿园则是孩子接受音乐教学最重要的一个场所。关于儿童音乐教

学和幼儿园音乐教学许多专家学者都有自己的见解，在许卓娅看来，学前儿童音乐

教学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专门的音乐教学，第二是采用渗透的方式进行

音乐教学。在黄瑾看来，幼儿园的音乐教学活动应当始终围绕幼儿来进行，选择适合

幼儿学习的音乐，教师通过进行相应的教学设计和组织使幼儿能够很好的接受音乐

教学，进而提高幼儿的音乐能力，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发展。王懿颖认为学前儿童音乐

教学是把音乐作为一种媒介来进行教育的一种行为，音乐中的奏、听、唱等一些方

式都会对幼儿的身心潜移默化的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使幼儿树立鲜明的个性。 

幼儿园是对幼儿进行音乐教学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通常情况下是以音乐课的形

式来进行教授，教授的内容主要包括打击乐、歌唱、音乐欣赏等方面，在对幼儿的

课程进行安排时，应当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科学的安排。 

2.2 研究基础 

2.2.1 幼儿园教学的有效性 

冯晓霞教授曾经写过《在集体教学活动中使用指南》一文，在该文中明确指出

集体教学的目标确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并适当的进行调整等决定着

集体教学的有效性和适宜性。 

在丁海东看来，幼儿园教学的有效性和效益性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的完整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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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性、教学知识和相关经验的适宜性以及发展性、教学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互动

情况以及教学的方法和方式。 

在进行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过程中，由于该活动属于集体活动，所以在进行研

究过程中将参考冯晓霞教授的相关研究来对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进行详细的探讨。 

2.2.2 政策依据 

我国学前教育的改革主要是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

要》）的基础上来进行，音乐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会直接受该

《纲要》的影响。学前音乐教教育正式迈向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 1996 年我国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首先肯定了上世纪 80 年代在改革方

面所取得的成就，并指出后期改革发展的方向，从而为后期学前音乐教学的改革打

下坚实的基础。 

2001 年，该纲要主旨是整合以及终身发展。它将原来纲要中提出的要求整合压

缩，为语言、科学、健康、艺术以及社会五大领域，根据各领域的不同提出具体的

要求，确保各领域能够和谐、健康、全面地发展。在新纲要中，音乐和美术统归于

艺术一类，音乐教育的社会地位在不断的提升。 

在 2014 年，我国教育部颁发了《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在

该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发扬艺术教育，并制定了相关的发展细则，建立起较为完

善的评价体系。该项文件颁布以后，全国各地区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音乐也成为

学生升学考核的指标之一。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人们观念的进步，音乐教学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同时也带动着其他学科的发展，各学科教育之间相互交叉，相

辅相成。根据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学前音乐教育在未来将会越来越受到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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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的差异调查 

笔者随机选取了太原市１０所幼儿园和娄烦县１０所农村幼儿园为主要研究对

象，研究时间为期一年。选择 20 所幼儿园作为调查对象，家长调查问卷共发放了 1000

份，最终收回 965 份，回收率为 96.5%，其中市区幼儿园 476 份，489 份为娄烦县幼

儿园的调查问卷；教师调查问卷发放 50 份，最终回收 48 份，回收率为 96%，其中

市区 23 份，娄烦县 25 份。对教师进行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教学目标、内容、评价以

及方法等几个方面的理解和实践。 

教学问题属于实践问题，而实践问题与实践的环境有着直接联系。在教学活动

中，教师属于实践者，起着关键作用，所以教师所反映出的教学问题，应该进行高

度重视。除此之外，家长对教育活动的关注度在幼儿的教育中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笔者对教师专业素养、家长对幼儿教育活动的关注度以及幼儿园音乐教学设备等进

行了详细调查和了解，从而能够对太原市幼儿园在音乐教学活动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的原因进行明确分析，为最终的研究结果提供重要依据。 

3.1 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目标调查 

教学目标主要是指在进行教学活动过程中所要达到的教学目的，是老师对学生

学习效果的一种反应预期，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同时教学目标也会对教学质量产

生一定的影响。 

图 3.1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教学目标调查 

 

根据图 3.1 可以看出在知识与技能方面城市幼儿园占比为 26%，农村幼儿园占比

为 80%；在过程与方法方面，城市占比为 30%，农村为 8%；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

面，城市占比为 44%，农村幼儿园占比为 12%。 

根据上面统计的数据，直接反映城市和农村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娄烦县幼儿



第三章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的差异调查 

 13

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不能明确的把握教学目标，大多数老师认为知识和技能在教

学过程中是最为重要的，从而忽视了其它两个方面。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并不能准

确地反映出音乐所具有的本质功能，仅仅停留在幼儿的唱歌能力和跳舞能力等表面

现象上。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幼儿学会唱歌便已达成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反复

让学生练习唱歌，长此以往，学生便会对音乐失去学习的兴趣，儿童对音乐的认识

也仅仅停留在表面，如此一来，便不能取得良好的培养效果。 

3.2 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内容的调查 

教学内容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一项重要保障，是教学目标转化为儿童发展的一项

中间载体。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老师教什么以及学生学什么两大方面，在我国新颁布

的发展纲要中对教学内容并没有具体的裁定，也没有特别指出教学教材，这在一定

程度上给幼儿园和任课教师很大的自主选择权，尽管如此，教师不可以任意选择教

学内容，应当根据学生发展需要选择最恰当的内容。 

虽然在我国教学纲要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具体的教学内容，但树立了教学内容选

择的原则，主要包括应当符合幼儿学习的水平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不仅要

满足幼儿现实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要有利于幼儿未来的发展；不仅要选择幼儿感兴

趣的事物，同时也要选择一些能够拓宽幼儿眼界的事物来进行教授。从以上三条原

则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对教育活动内容的选择上非常注重兴趣性以及发展性。在

我国，学前音乐教学的内容主要包括音乐欣赏、打击乐演奏、歌唱以及律动活动四

个领域。 

 

 

 

图 3.2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教师音乐活动内容比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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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2 所示是关于音乐活动内容的把握的调查数据，根据调查的结果，在律动

方面，城市教师占比为 18%，农村为 7%；在歌唱故事方面，城市幼儿园占比为 14%，

农村为 12%；在游戏方面，城市占比为 23%，农村占比为 50%；在打击乐方面，城

市占比为 11%，农村占比为 8%；在舞蹈方面，城市占比为 17%，农村占比为 15%；

在感受与聆听方面，城市占比为 17%，农村占比为 8%。根据以上调查数据可以看出

太原市十所城市幼儿园在教学活动内容上把握比较平衡，在对幼儿进行教学培养过

程中能够注重孩子全面发展。根据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娄烦县的十所乡村幼儿园在音

乐活动的内容上把握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教学内容运用的形式较为单一，往往只

开展几种教学活动，所采取的教学形式有待丰富。除此之外，在孩子兴趣的培养和

调动方面农村老师稍显逊色，老师应当积极尝试新鲜事物，激发孩子自主学习的欲

望，通过采取不同教学内容的方式来激起孩子学习的兴趣，进而达到理想的教学状

态。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可以看出娄烦县幼儿园在音乐活动内容上仍然存在很多

缺陷，比如缺乏教学方法、教学时间短、忽视了孩子学习兴趣的培养、不能准确把

握教学内容、学生在课堂上缺乏自主性、教学观念陈旧以及不能有效的突出重难点

等。 

3.3 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方法的调查 

在明确教学目标以及教学内容以后，教师应当根据自己对教育活动的理解，充

分的考虑应当如何开展教学活动，形成相应的教案。本文主要从音乐教学的方法、

环境熏陶、汇报以及音乐演出等方面来了解太原市幼儿园音乐教学方法的具体情况。 

 

图 3.3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方法比较调查 

 

根据图 3.3 可以清晰的了解到音乐教学所使用的方法比较，根据调查数据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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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选择小组合作法的幼儿园城市占比为 44%，农村占比为 8%；选择探究法的幼儿

园城市占比为 43%，农村为 12%；选择讲授法的城市占比为 4%，农村为 48%；选择

示范法的幼儿园城市占比为 9%，农村为 32%。在各种教学方法中小组合作法和探究

法是最好的两种方法，根据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城市幼儿园主要是以孩子为中心，孩

子在课堂中占据着主动性，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同时还锻炼了孩子的个人能力，

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增加学习的动力。而农村幼儿园仅仅只有少数老师尝试小组合

作法和探究法，大多数老师仍然按照传统的讲课思路来为学生授课，忽视了孩子的

主观能动性，使孩子的思考能力受到限制，缺乏相应的创新意识，长此以往幼儿的

思想将会受到极大的局限，进而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极大的影响，使孩子难以形成良

好的音乐品质。与此同时采用这种教学模式容易使孩子处于被动状态，孩子在学习

过程中缺乏兴趣，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 

 

图 3.4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日常音乐环境比较调查 

通过观察图 3.4 可以对城市和农村的幼儿园日常音乐环境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结

果如下：城市与农村幼儿园在该项调查结果上无明显差异，而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幼儿园都在课前律动方面不够重视。课前律动能够对一节课的顺利进行做好铺垫工

作，合理进行课前律动能够使幼儿快速集中注意力，并且能够培养幼儿的协调能力，

提升幼儿的自我约束能力，除此之外，音乐律动本身有很强的节奏性，因此也可以

训练幼儿对音乐的敏感度，提升其对节奏和旋律的认知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幼儿

还能够对幼儿歌曲进行学习。 

除以上调查外，笔者通过走访之后了解到，在教学方法方面，娄烦县 10 所农村

幼儿园没有做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无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也无法实现音乐与历

史等其他课程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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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调查和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太原市农村幼儿园基本都属于“填

鸭式”教育，多数教师过于依赖指导书，并且在对幼儿进行知识讲解和技能教授的

方法上也较为单一，不与幼儿进行互动，无法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将授课视为一

项任务来执行，缺少灵活性和创新性，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的幼儿同样也无法有较高

的积极性，思维不够灵活，甚至会出现厌学的情况，无法为今后学前音乐教学作铺

垫。 

 

图 3.5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开展音乐演出、汇报比较调查 

对图 3.5 进行详细分析后可以得出以下结果：城市幼儿园中开展音乐演出和汇报

的情况为经常开展的占多数，只有 13%的幼儿园是偶尔开展，而农村幼儿园中开展

音乐演出和汇报的情况为经常开展的只有少数，所占比例仅为 20%，多数都为偶尔

开展。并且在对娄烦县幼儿园教师进行访谈的过程中还了解到，该幼儿园只有在儿

童节以及元旦时会安排音乐演出，并且极少在校外进行音乐演出汇报，这也使得教

师失去了竞争意识，幼儿在这个过程中无法得到锻炼，也无法满足表现欲。 

通过以上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相对于城市幼儿园的音乐教学，农村的音乐教学

情况需要进行重视和改善。农村音乐教学活动中有较多不足，都需要进行完善。 

3.4 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评价的调查 

教学活动评价是教育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所以保证教学活动评价的正常和有效进行才能够保证教学工作的质量。教学活动评

价在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都有所体现。 

在对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评价方面的调查中，笔者采用了走访调查，以太原市 S

幼儿园以及娄烦市 D 幼儿园的教师为走访对象，其调查结果如下： 

（1）太原市 S 幼儿园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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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老师：“我们学校每学期都设置了家长开放日，在开放日那天有时也会举办

音乐教学活动，家长们可以旁听，并且进行意见反馈，除了家长开放日之外，平时

家长接送孩子也会说说教学活动的情况。” 

B 老师：“我们会定期对孩子们的课堂和活动表现进行评价，积极奖励那些表

现好的孩子们。此外，在课堂上也会让孩子们相互评价，对唱的好的孩子进行表扬。”    

C 老师：“孩子们有的是爷爷奶奶带，有的是爸爸妈妈带，爷爷奶奶更重视孩

子的学习，比如数数、写字这些方面的，对音乐就比较忽视，而爸爸妈妈们基本都

能及时和我们老师沟通，对孩子们的才艺能力也比较重视，孩子回家之后，她们也

能够主动教孩子一些东西。” 

D 老师：“我们学校每个月都有一次沟通交流会，家长和教师能够针对孩子的

情况进行交流，并且会为家长提供一张评价表，由家长监督教师，对教师进行评价

和打分，评价结果也会进行总结和整理，从而能够对教学工作进行完善。” 

S 幼儿园的教师多数居住于学校附近，并且已经在该学校工作十几年之久，因此

与家长之间的关系较好。从以上的访谈中不难发现，目前教师和家长之间能够进行

良好沟通，学校也为教师和家长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此外，教师对家长参与教学评

价方面也是极为支持的。教学评价中有家长的参与，可以方便教师对幼儿有更加充

分的了解，从而能够根据幼儿们的情况对教育活动进行完善，使教育活动能够满足

幼儿的成长需求，并且幼儿也需要参与教学评价，以此来使幼儿在教学活动中拥有

主动权，在充分提升幼儿学习兴趣的同时，还能够充分满足他们的表现欲。此外，

幼儿之间还需要相互评价，加强幼儿之间的互动，从以上访谈结果中可以看出一些

教师会引导幼儿之间进行互动。 

（2）娄烦县 D 幼儿园的调查结果 

笔者在娄烦县D幼儿园中的访谈结果与太原市S幼儿园的访谈结果有较大差别： 

笔者：在进行音乐教学活动之后，会及时对该教学活动进行评价和反思吗？  

L 老师：“暂时还没有对音乐教学活动的评价，过多的教学评价会加大工作量，

幼儿园内也没有相关规定。”   

Ｙ园长：“到目前为止，只对公开课进行了教学评价和反思，而对于一些教学

活动，并没有进行过评价。”    

Ｚ园长：“我觉得对教学活动进行评价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就目前幼儿园的发

展来看，并没有达到这个阶段，这是我们需要去改善的地方。但是如果对日常的教

学活动进行评价，老师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所担负的心理压力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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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访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该幼儿园在教学评价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相

关机制也不够完善。一些教师对日常教学活动的评价工作是不够重视的。还有一部

分教师则认为如果对教学活动也进行教学评价，教师的工作量会大大增加，并且认

为幼儿园本身也没有相关规定。Ｚ园长对教学活动评价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肯定，

同时也表示幼儿园目前没有设置相关制度，认为幼儿园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可以看

出，该幼儿园在教学活动评价工作方面是有这严重不足的，这也会对音乐的教学质

量带来直接的消极影响。 

娄烦县 D 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进行类似于“闭门造车”，所以无法得知该幼

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质量。并且教师对教学活动的评价工作未给予足够重视，不能

对教学活动的情况进行及时的评价和反思，并不能了解教学活动是否达到预期效果，

教师之间也缺乏相互评价和交流。该幼儿园的领导层也没有充分认识教学活动评价

工作的重要性，缺乏相应的规定和机制，任由教学活动“自由发展”。及时进行教

学评价，能够对教学活动中的不足进行反思，对优点进行总结，并且依据总结和反

思能够对下一次的教学活动进行完善，提高以后教学活动的质量，提升教师的专业

水平。 

笔者在遵从随机性原则的基础之上，选取该幼儿园的一个课例，对课例进行详

细分析后，对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评价行为进行整理，得到的结果如下表。 

表 3.1 教学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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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1 可以分析得出，娄烦县幼儿园在音乐教学评价中没有进行自我评价，具

体表现为以下：首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进行自我评价，其次，因为教师没有

进行适当的引导，所以幼儿们也缺乏自我评价。并且从教师对幼儿们进行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在教学过程中，幼儿基本没有主动权，并且幼儿的表现情况都是教师直

接进行评价的，就是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幼儿的自我评价能力，也使得幼儿无

法对自身有客观的认识。而培养幼儿的自我评价能力，能够极大的提升幼儿的认知

水平，幼儿自身主动获取的知识，能够完全转变为自己的东西，在所有的教学方法

中效率最高。 

3.5 城乡幼儿园教师的基本情况及音乐素养的调查 

笔者对城乡幼儿园在教师情况方面进行了调查和对比，详细内容如下表 3.2。 

 

表 3.2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教师的基本情况及音乐素养调查 

 

内容 选项 城市幼儿园

（n=23） 

农村幼儿园

（N=25） 

大学本科及以上  10 2 

大专 8 8 

中职  5 10 

学历 

其他 0 5 

舞蹈 5 5 

演唱 10 8 

乐器  5 6 

专业特长 

无 3 7 

音乐课堂教学 (即兴儿歌伴奏、幼

儿舞蹈创编) 

6 5 

音乐教师基本功素质 10 8 

音乐教学科研和论文写作 5 2 

强项 

我没有强项  2 10 

参加过培训 13 5 

基本了解 8 15 

奥尔夫、柯达伊、

铃木教学法  

没有听说过  2 5 

经常 10 5 

 

较少 10 12 

参加培训 

 

进修、深造 

没有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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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历 

 
图 3.6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教师学历调查 

 

  对图 3.6 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参与调查的城市幼儿园中，多数教师的学历为本科

以及大专，但对于农村幼儿园，多数教师的学历则是大专以及中职，从这一分析中

不难发现，相对于城市幼儿园，农村幼儿园的教师学历较低，自身能力水平也较差，

但近年来这一情况达到了一定改善。除此之外，农村音乐教师大多是非正式编制以

及非专业的，所以在从事音乐教学工作的过程中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2）专业特长及教学强项 

  
图 3.7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教师专业特长调查 

详细分析图 3.7 进行后能够得到的结论如下：在参与调查的城市幼儿园之中部分

教师的特长是舞蹈以及器乐，特长为演唱的教师数量最多，只有 13%的教师无特长。

在参与调查的农村幼儿园之中，部分教师的特长为器乐以及舞蹈，特长为演唱的教

师数量最多，无特长的教师所占取的比例最大。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相对于城市

幼儿园，农村幼儿园教师在能力、素质水平方面较差，教师的特长较为简单，在这

种情况下教师无法正常开展音乐教学活动，音乐教学水平也无法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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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教师教学强项调查 

对图 3.8 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在参与调查的城市幼儿园之中，多数教师的教学

强项主要有两种，分别是音乐课堂教学以及音乐教师基本功素质，仅有 2 名教师认

为自己无强项，在参与调查的农村幼儿园之中，多数教师的选择是无强项。相对于

城市幼儿园教师，农村幼儿园教师在教学能力水平方面较差，缺乏一定的科研意识，

能够定期进行教研的幼儿园属于少数，教师对教研不够看重，并且也没有意识到教

师之间共同交流学法以及教学形式与设计等的重要性，这些都对农村幼儿园的音乐

教学发展水平产生了较大影响。 

 

（3）参加培训情况分析 

 

 

图 3.9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教师参加培训调查 

 

详细分析图 3.9 可以发现：在参与研究的所有城市幼儿园中，半数以上的教师选

择参与过培训，对培训有一定了解的教师占比为多数教师，只有 9%的教师对培训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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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丝毫了解。在参与研究的所有农村幼儿园中，只有少部分教师选择参加过培训，

半数以上的教师对培训有一定了解，有 20%的教师对培训没有丝毫了解。 

 

 

  

 

图 3.10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教师参加进修、深造情况调查 

 

详细分析图 3.10 进行后发现：在参与研究的所有城市幼儿园中，多数教师的选

择是经常或较少，只有 3 名教师的选择是未参加过进修培训。在研究的所有农村幼

儿园中，部分教师未参加过进修培训，近半数的教师选择参加培训的机会较少，参

加培训的频率较高的教师所占比例仅有 20%。 

通过进行实地走访之后发现，对于农村幼儿园音乐教师来说，能够接受进修、

深造的教师只是少部分，从而也可以看出当地教育部门对音乐教学的重视度较低，

因此为农村音乐教师提供进修和深造的机会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幼儿园的音

乐教师无法得到科学性的指导，所以在进行教学设计的过程中，无法符合目前新课

改的要求，无法有效提升目前的音乐教学水平。 

对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详细分析后得到如下结果：农村幼儿园教师在教学思想

观念方面不够新颖。加之当地教育部门在提供给农村音乐教师进行深造的机会相对

比较少，教师对自身的要求也较低，未做到终身学习，因此在教学水平上与城市幼

儿园教师有一定差距，使农村幼儿园的音乐教学发展止步不前。 

 

 



第三章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的差异调查 

 23

3.6 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设备资源配置的调查 

表 3.3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相关设备调查 

音乐教学设备 选项 城市幼儿园（N=10） 农村幼儿园（N=10）

钢琴 有  9 2 

 无 1 8 

多媒体设备  有 9 2 

 无 1 8 

专门音乐舞蹈教室 有 8 1 

 无 2 9 

舞蹈器械、道具 丰富 5 3 

 一般 5 3 

 简陋 0 4 

小军鼓、打击乐器、

三角铁、等 

有 10 8 

 无 0 2 

音像资料、书籍 充足 7 3 

 一般 3 4 

 匮乏 0 3 

教工阅览室  有 7 2 

 无 3 8 

 

对表 3.3 进行详细分析后得到如下结论：城市幼儿园的音乐教学设备资源较为丰

富，在参与调查的 10 所幼儿园中，有钢琴和多媒体相关设备的幼儿园有 9 所，只有

2 所幼儿园无舞蹈活动室，50%的幼儿园中配备有较多的舞蹈相关道具，其余 50%幼

儿园的舞蹈相关道具的配备情况为一般，所有的幼儿园都配置有打击乐器以及三角

铁等，70%的幼儿园有较多的音像资料等，其余 30%的音像资料相对较少，70%的幼

儿园设置了教工阅览室。 

县城幼儿园的音乐教学设备资源相对匮乏，在参与调查的 10 所幼儿园中，有钢

琴和多媒体相关设备的幼儿园仅占 20%，只有 1 所幼儿园设置有舞蹈活动室，30%

的幼儿园中配备有较多的舞蹈相关道具，30%其余的幼儿园在舞蹈相关道具的配置上

较为简陋，2 所幼儿园未配置打击乐器以及三角铁等，只有 30%的幼儿园有较多的音

像资料等，多数幼儿园的音像资料类型和数量为一般，30%的音像资料类型和数量很

少，只有 20%的幼儿园设置了教工阅览室。 

对城乡幼儿园在音乐教学资源方面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有非常明显

的差距，相对于农村幼儿园，城市幼儿园在该方面的情况较好，农村幼儿园教学设

施资源匮乏，舞蹈道具、相关乐器以及音乐类书籍等相对少，不利于开展音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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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城乡幼儿园家长对学前音乐教学的态度调查 

 

（1） 幼儿对音乐的了解程度 

表 3.4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幼儿对音乐的了解程度调查 

 

 

对表 3.4 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参与调查的所有幼儿对音乐都是十分喜爱的。但

是深入分析后可以发现，相对于生活在城市的幼儿，生活在农村的幼儿只有一小部

分接受了音乐教学，并且也没有对音乐进行充分了解，对音乐的喜欢多数原因是因

为流行音乐的影响，生活在农村的幼儿在自信心方面也较差。但是幼儿对学习音乐

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希望能够对音乐有更深层次地了解。从而可以得知，音乐教

师在对幼儿引导方面所做的工作不够，应该使日常的音乐教学活动更加丰富，从而

帮助幼儿获得更多的音乐知识。 

 

 

 

 

 

内容 选项 城市幼儿园（n=476） 农村幼儿园（N=489）

喜欢  450 459 幼儿喜欢音乐么？ 

不喜欢 26 30 

学习过  256 38 

没有学习过 200 391 

简单了解 15 18 

幼儿学过钢琴或了解

过钢琴吗 

根本不知道  5 11 

知道 298 129 

不知道  102 230 

幼儿知道什么是民族

乐器什么是西洋乐器

吗? 了解一点 76 120 

喜欢  420 422 喜欢声乐与歌唱吗? 

不喜欢 56 67 

希望  406 409 希望在今后的学习课

程中有音乐教学吗? 不希望 70 80 

学习唱歌  195 256 

学习乐器 205 144 

希望在今后的音乐教

学课程中以怎样的方

式进行? 当地音乐学习 76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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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长对学前音乐教学的重视程度 
 

表 3.5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家长对学前音乐教学的重视程度调查 

 

内容 选项 城市幼儿园（n=476） 农村幼儿园（N=489）

家庭经济水平如何  好 76 69 

 一般  308 220 

 差 92 200 

当地教育水平如何 好 206 120 

 一般  270 379 

当地音乐教学水平如

何 

好 197 102 

 一般  203 298 

 差 76 59 

家长是否具有音乐方

面的知识 

有 56 19 

 一般  110 115 

 没有 310 355 

幼儿音乐教育重要么

 

重要  446 345 

 不重要 30 144 

 

众所周知，父母能够对子女的成长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在幼儿低于 3 岁时，

可以在家中为幼儿提供艺术氛围，从而能够帮助幼儿初步了解音乐，3-6 岁的幼儿大

多在幼儿园学习，此时是幼儿提升艺术能力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需要教

师的积极指导，还需要家长对幼儿的音乐教学加强重视，注重幼儿的全面发展，从

而能够保证幼儿能够顺利成长。 

此外，本次还对家长对于幼儿音乐教学的重视程度进行了详细调查，最终的结

果显示，在参与调查的所以城市幼儿园中，家庭经济水平相对较好、当地教育水平

较好，对于幼儿的音乐教育的重要程度的认识对比农村幼儿园也更高。 

以太原市某关幼儿园的情况为例：幼儿园的某个班级全部学生数量为 33，其中

近一半的女孩报名了舞蹈培训班，部分幼儿报名钢琴班，在这部分幼儿中有半数以

上进行了钢琴考级，少数幼儿报名了的有口才表演班、书法班以及绘画班。在这些

幼儿中有部分幼儿参加的辅导班数量超过了 3 个。从以上情况可以发现，城市幼儿

园的家长对幼儿的全面发展比较看重，希望幼儿能够多接触新事物，早今后能够提

升自身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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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城市幼儿园家长，参与调查的农村幼儿园家长则对幼儿的音乐教学的重

视度明显较低，而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除了家长对音乐的了解度较低之外，还有自

身的音乐知识不够丰富，幼儿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很好地学习音乐。 

笔者在进行走访的过程中，与部分接送农村幼儿园幼儿的家长进行了一定交流，

虽然所用时间较短，但是从每次短暂的交谈中都能够感受到家长对幼儿的期望以及

无奈。在此，将进行交流家长对音乐教学的观点进行整理和总结：在这些家长中，

一部分家长的思想观念相对较为落后，并且自身的文化水平也较低，因此认为音乐

教学对于幼儿的成长并不十分重要。只对幼儿的学习有较高的关注度。部分家长则

了解音乐教学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因为音乐教学的花费较高而

没有对幼儿的音乐能力进行培养。这一部分家长的思想认识较为先进，而因为资金

不足无法为幼儿提供对音乐的学习。还有家长认为音乐教学对幼儿的成长有着重要

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愿意花费一定的资金和精力来支持幼儿的音乐学习。最

后一类家长在农村幼儿园家长的占比中很少，但是这些家长思想观念的先进使得幼

儿能够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为幼儿的成长道路多提供一种选择。 

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相对于城市幼儿园家长，农村幼儿园家长在思

想观念以及资金等方面都有一定欠缺，此外，在幼儿的音乐教学上，也是城市幼儿

园家长可以在其中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对音乐教学的重视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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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的差异分析 

4.1 师资问题的差异 

在孩子们的学习过程中，师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教育质量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教师素质。娄烦是太原市下设的一个县，该县有部分教师并非毕业于专

业的幼师院校，并未接受过正规、系统的幼儿教育培训，也没有学习过相关的专业

知识，例如《幼儿教育心理学》等，最为严重的是某些教师连最基本的教师资格证

都没有。这些幼师并不是专业院校毕业，其艺术修养距离职业要求还存在不小的差

距，同时有超过九成的教师未参加过相关的培训、进修。相当一部分教师都是学校

临时聘请的，不但职业素养较低而且稳定性不高。还有一些教师是迫于升级压力而

从事幼教，教师队伍的不稳定，不但严重影响了幼儿园的管理与教学，更为重要的

是对幼儿的心理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得幼儿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因此严重地阻碍

了该地的音乐教学发展，进而会严重影响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 

娄烦县经济发展相对较慢，教育事业也不发达，尤其是农村教育更加落后，师

资力量薄弱，师资队伍建设不能满足实际教育需求。在大部分来自于毕业于太原师

范类专业院校的中专、大专学生的观念中，他们一致认为家乡经济落后、收入水平

低、文化发展缓慢，而且人们的思想保守、观念落后。所以，从他们离开农村外出

求学的时候起，他们就决定毕业之后留在经济更加发达的城市谋求发展，不愿意再

回到落后、偏僻的乡村。正是受这种心态的影响，很多毕业于幼教专业院校的大中

专生都去大中城市就业，从而使得农村师资严重短缺。为此，教育部门、有关政府

部门都出台过相关政策以吸引人才到农村人教，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职业素

养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对于上级部门安排的“下乡支教”

工作，部分教师是非常抵触的，在他们看来，去农村支教不但生活艰苦，而且收入

也相对较低，这样的工作是他们从心底不愿接受的，所以会想方设法拒绝组织安排。 

4.2 教师专业能力和教学反思缺失的差异 

在娄烦县，大部分幼儿教师都非幼教专业毕业，从整体情况来看，基本学历普

遍偏低，因此他们的教学能力也相对较差，特别是音乐、舞蹈等艺术科目教学中尤

为明显。同时，在文化课、艺术课及生活等方面配置的老师在比例上是非常不合理

的。就娄烦县各个幼儿园的总体情况而言，很少有幼儿园能按照标准要求配置相应

比例的教师。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教师自身的思想观念都过于保守、陈旧，不适应

现代幼教工作的要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幼儿教师很少有机会能够参加培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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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专业的指导。而教育领域的有关政府部门对此也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未这

些教师提供足够的培训、深造机会；另一方面，对于终身学习很多教师自己都不重

视，不能够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主动学习、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不但不能很好地

完成音乐教学活动，而且对于现阶段提倡的大力发展幼儿教育这一大局也是不相适

应的。以娄烦县幼儿园为例，其在音乐教学方面还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一是教学理念落后。大部分教师的教学观念都比较落后，他们对于音乐教学并

没有形成正确的认知，在他们的观念中音乐教学就等同于唱歌、跳舞。在教学过程

中，这些教师也不会主动地使用互动性更强的教学方法以使音乐教学活动更加生动、

有趣，还是一味地遵循传统的教学观念开展教学活动，长期下来他们自身的教学思

想也越来越僵化、没有生机更谈不上创新。 

二是教学内容单一枯燥。其实，就音乐教学而言，不只是唱歌与舞蹈，游戏舞

蹈、多种形式的律动甚至是感受与聆听等都可以作为音乐教学的一部分。 

三是针对教学所做的设计过于简单，不能够充分体现教学内容。课堂的主体本

应是幼儿，但在教师授课时却不能体现这一点，老师不能很好地引导学生积极地与

其进行互动。 

四是教学方法不灵活，过于僵化。就三大教学方法而言，部分教师虽然了解但

却是非常粗浅的，并未进行过深入地研究，还有部分教师对此甚至是完全不了解。

现在实施音乐教学时，还只是遵循多年的教学方法进行简单的设计后组织教学活动。

以某幼儿园的一堂音乐课为例，该堂课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儿歌《小河的歌》，教学

要求是孩子们熟记该首歌的歌词与旋律，在课堂上学会唱歌词，放学后再唱给父母

听。教师授课的基本过程是：老师示范、逐句教唱、分组交替演唱。下课之后，笔

者发现很多孩子对歌词记得并不是很牢固，很可能在回家之后就记不住多少了，这

样看来教学效果是相当不好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在笔者看来，整堂课上

孩子们都在按照集体、分组等形式不断重复唱歌，然而教师并未仔细地向孩子们讲

解重点知识，也没有指导他们如何演唱难唱的乐句。与此同时，教师在教唱的过程

中也并未加入一些相应的肢体动作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帮

助他们记忆歌词。如果教师能够通过游戏的形式来教唱这首《小河的歌》，那效果

就会有很大不同，在游戏中会有很多的动作可以帮助孩子们记忆，教师也能进行适

当的引导，同时也能及时解决孩子们学唱中的难点问题，这样不但能使幼儿学会歌

词，而且也培养了他们的情感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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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能够参与教学交流活动的机会非常少，只有那些教龄长、教学经验丰富的

老师才有机会参加教学交流、观摩等活动，而大部分青年教师是没有主要的机会的。

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地区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应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去

做学习交流，进行教师教学经验、学前音乐知识等方面的交流，并从实际情况出发

为幼教老师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促进他们教育观念的转变，并使他们的教学方法得

以优化。 

4.3 培训学习机会的差异 

就教育质量而言，教师是最核心的因素。在对娄烦县农村地区的幼教老师进行

调查的过程中，老师们普遍反映自身的知识过于陈旧是影响其组织音乐教学活动的

主要困难。 

F 幼儿园是当地的一所农村幼儿园，A 教师是该幼儿园的一名任教老师，在接受

调查时她指出目前大部分老师在教学中所用的知识还是他们刚任教时的那些知识，

并没有太大改变。在调查过程中，笔者也注意到很多教师都习惯性地使用以前的教

材、教学内容，其中很多教材都是非常陈旧的，纸张已经发黄。尽管在音乐教学中，

老师们也很重视游戏的方式实施教学，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组织能力有限，实际教

学中还是以传统的逐句教唱方式为主。很明显，教师们普遍反映没有机会去学习新

的教学方法与理念。C 是当地下静幼儿园的一名教师，她在接受访谈时曾提到他们

也会通过网络渠道学习一些新的内容并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但是很多较好的教学视

频都是付费才能观看的。 

由此能够看到，对于目前的现实情况娄烦县农村地区的幼儿园也有清晰的认识，

希望能够尽快摆脱这种幼教发展落后的局面，教师们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接受更多

的专业培训、学习新的专业知识，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在树人双语幼儿园任教的 A

教师提到：老师也需要通过参加专业培训、比赛等途径来不断更新自身的专业知识

与提升业务能力，然而这样的机会对于基层幼儿园却是少之又少的。该幼儿园的 B

教师也指出，针对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培训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她从事幼教工作已

经十余年了，都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培训，即使有时当地教育局安排了相关培训，但

由于名额有限，各个幼儿园能参加培训的教师也是只有少数几个，事实上大部分教

师都是希望能够参加更多的专业培训，让他们学习新的知识、教学理念与方法。 

在幼儿园任教多年的 C 教师也指出，幼教在职教师培训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

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外出参加培训，她从事幼教教学工作十九来只参加过一次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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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机会对于她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以上三位老师来自于两所不同的幼儿园，在关于“培训学习机会”的调查中，

他们都认为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事实上在访谈的过程中，其他很多老师也提

到过这个问题，这说明幼教老师们是非常重视自身的教学业务能力提升的，非常希

望有更多机会走出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与方法。 

就音乐教学而言，无论教学目标还是教学活动，娄烦县农村地区的幼儿园与城

镇地区的幼儿园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幼儿园教

师没有太多机会参加培训的事实。这些教师长期使用陈旧的教学知识，很重要一个

原因就是学习机会太少了，在教学中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教育相关行政部门组织的培训是农村幼儿园教师最主要的

学习机会，除此之外他们基本没有其他的机会外出学习，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农

村幼教培训的关注不够、支持力度有限，这一方面会严重阻碍农村地区幼教教师队

伍建设，同时也会打击教师的学习积极性与工作热情，从而对农村地区幼儿教育事

业的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4.4 音乐教学硬件资源的差异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城市和农村幼儿园在教学资源方面有着较大差别，相对于

城市幼儿园，农村幼儿园的音乐教学相关设备较为欠缺，并且一些设备相对较为简

陋，幼儿在音乐器材方面的可选择度较低。 

娄烦县属于贫困县，该县人口众多，其中包含了 119 个贫困村，从这些资料可

以看出，娄烦县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其发展都是比较落后的，该县人民的物质生

活匮乏，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更加重视的是如何维持生计，保证家人的温饱，因此

人们的思想观念较为落后，跟不上新时代发展的脚步，未对教育给予一定重视，对

幼儿音乐教学的重要性更没有足够认识。 

娄烦县的经济发展较差，这也使得教育资金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该县幼儿园

的音乐教学设备自然不足。  

4.5 家长态度的差异 

幼儿园在进行幼儿教育的过程中还需要家庭甚至是社区等多个方面的协作与支

持的。《纲要》中就明确提出，在幼儿教育方面，幼儿园与家长必须紧密配合，双

方之间应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幼儿园应在“尊重、平等、合作”这一原则的

基础上努力争取幼儿家长的理解与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幼儿园的教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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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另一方面幼儿园也应主动指导家长提升其自身的教育能力。对于教师积极性

的激发、教学质量的提高来说，家长的理解与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农村地区，

幼儿园教师自身的沟通能力就不强，很难争取到家长的理解与支持；而家长们的教

育观念又相对陈旧，在他们的观念里幼儿园主要应该教孩子认字算数，认为音乐教

学是可有可无的，这样的态度在爷爷奶奶中更普遍，正是家长的这种态度影响了幼

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娄烦县机关第一幼儿园园长在接受访谈时提到，该幼儿园原本时是以“五大领

域”为标准安排课程的，同时按照相关要求并未给上幼儿园的孩子们订购教材，然

而刚开学的时候却流失了很多大班生源，主要就是因为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就要上小

学了，应该多学一些文化课方面的知识，觉得该幼儿园教的文化知识有限就转学到

私立幼儿园了，不得已的情况下，该幼儿园只能重新为在校幼儿订购教材，同时安

排了更多的文化课。 

该幼儿园的 A 教师指出，在农村地区幼儿家长还是比较看重文化课，特别是爷

爷奶奶辈，年轻家长的教育观念不会那么陈旧。 

该幼儿园的 B 教师也提到，在幼儿教育方面，年轻家长的观念要比爷爷奶奶开

放的多，他们自己也会在家教孩子唱歌、跳舞，而爷爷奶奶平时最在意的还是孩子

每天认识了几个汉字、学会了哪些算术题。在孩子上了大班后还想让他们提前上学

前班。 

由此可见，在农村地区，幼儿家长对于音乐教学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也

不是很认可，尽管年轻家长对于幼儿音乐教学还是比较关注的，然而农村中的幼儿

多数还是由奶奶爷爷照顾的，与幼儿园老师接触较多的也是爷爷奶奶，而他们不重

视音乐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活动的正常实施。他们普遍认为孩子们在升

小学前最重要的是多学一些文化方面的知识，面对这种情况，幼儿园也不得不调整

大班课程，为了安排更多的文化课就减少了音乐、美术等家长眼中的“副课”，同

时教师也不得不兼顾更多知识的教学，精力被大大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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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差异的思考 

5.1 采取多种方法，为农村地区引进优秀教师资源 

在农村地区，幼儿教师素质普遍偏低、流动性大是学前教育中长期存在的一个

重要问题，这对于国家、当地教育部门都是一个久攻不克的顽症。通过调查发现，

在幼儿教师中大部分都是民办教师与从小学转岗的教师，他们的年龄普遍偏大，工

资水平相对较低，同时也未参加过专业的学前教育方面的相关培训。城市里的大中

型幼儿园通常都会开展不同类型的艺术活动，而这些活动在农村幼儿园是很难见到

的。对于学前教育，不论是老师还是家长的认识都是非常陈旧的，在他们的观念里

幼儿园只要能照看孩子就可以了，在他们的认知里是没有素质教育等这些字眼的，

这样的现实状况对于农村地区的孩子们而言是有失公平的，使他们缺失了很多接受

综合素质教育的机会。对于该地区的教育部门而言，最紧迫的任务是想办法尽快改

变这种现状、积极建立更为完善有效的教师引进机制。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也有一些

自己的看法，具体如下：首先，规范教师流动机制，建立一个完善的系统。由于存

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很多优秀的教师非常抵触去农村地区任教，这样的局面必

须尽快打破，但是在此之前该地区的教育部门必须做好相应的规划工作。以职称评

定为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教师倾斜，以激发在农村任教老师的工作热情与

积极性，要想将优秀教师留在农村，必须解决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其次，对于师

范专业院校的在校生要进行积极引导，让他们自愿去农村地区支教。这些学生已经

学习了部分学前教育知识，如果他们能去农村支教一方面能学以致用、提升自己的

实践经验，同时也可以暂时缓解农村幼儿园师资不足、教学质量差的困难。最后，

建立城乡幼儿园互助机制，把城市、农村的幼儿园按照结对的形式组成多个“一对

一互助小组”，这样以来城乡的幼儿园之间就能共享教育资源，也能更为便捷地交

流教学经验，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形式实现师资的流动，例如农村幼

儿园可以采用支教的形式将城市地区的优秀教师请进去。 

5.2 构建教师共同体加强教学反思，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通过调查之后发现娄烦县幼儿园教师的能力水平不一致，并且相差较大，所以

通过构建教师共同体能够使能力水平较高的教师充分挖掘自身的作用，从而能够带

动能力水平较差的教师，可以将教师共同体中能力最强的教师任命为组长，组长需

要定期组织相关培训，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幼儿园在培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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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还能够保证教师们所进行培训的内容符合幼儿园音乐教学的发展现状，究其

原因为教师们所处的教学环境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们更能了解彼此之间的不

足之处，更能清晰地发现问题，以此来对培训内容进行规划，最大程度的保证培训

内容符合教师们的发展情况和需求，加强学习氛围，增强教师们的学习兴趣，使能

力水平较低的教师得到成长，与此同时，组长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锻炼。 

教师共同体有一定的专业性，该团体的成员为有着共同爱好以及目标的教师，

该团队的构建可以由学校推动，也可以是教师自发组织。通过构建教师共同体，能

够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从而实现经验共享，教师共同体中的成员们能够共同成长

和进步。教师共同体的形式多样化，如教师读书会，教师共同体中的教师们更加自

由，能够通过相互协作来解决教学过程中的难题，共同进行教学设计，提升教师们

的专业水平。 

所以，娄烦县幼儿园可以通过评比和选拔择取能力水平高的教师担任组长，可

以定期开展组内研讨会，以此来加强教师之间的监督，互相提升专业能力水平。除

此之外，娄烦县幼儿园可以组建教研组，从而能够加强教师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通

过教师们之间的共同研讨，来明确目前音乐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互相交流经

验，共同弥补这些不足之处，做到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教师们在保证自身教学能

力的同时，还需要保证教育观念符合目前教育工作的需求，并不断完善自身的专业

知识，最终能够保证达到教育的预期效果。教师共同体的构建还能保证教师们的共

同监督，以此能够及时发现音乐教学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对一些于幼儿成长无用的

教学活动进行删减，深入发掘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教育方法，从而保证每一次

的音乐教学活动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在进行教研的过程中，教师们应该建立在《指

南》的基础之上，深入理解其中的音乐价值导向，并通过合适的方法和手段，将其

体现在日常音乐教学活动内。 

另外及时进行教学反思能够有效保证达到教学活动的预期效果，提升教师的专

业能力水平。教学反思是指教师对自身的某次教学活动进行分析，从教学目标的设

计到教学效果都需要进行详细分析和评价，教师能够及时进行教学反思以及教学反

思是否有效是评价教师专业水平以及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我国制定的幼儿园教师

专业标准中就对教师的教学反思提出了详细要求，即教师需要对有关教学活动的所

有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通过进行详细分析来实现教学反思，从而能够不断提升自

身的教学质量和水平。本次参与调查的娄烦县农村幼儿园的教师没有做到教学反思，

该校教师只能保证按照教学计划开展音乐教学活动，但没有对每次的教学活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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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思考，缺少对教学目标设计是否合理以及幼儿能否接受自己的教学方式的反思。 

因为教师通过及时的教学反思能够有效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和素质，能够实现

每次教学效果的最大化，所以娄烦县农村幼儿园教师需要对教学反思加强重视，正

确认识进行教学反思的重要性。 

此外，教师在提升教学反思意识的同时还需要对了解需要进行教学反思的具体

内容。 

首先，教师需要对某次的教学活动进行反思，从教学活动的目标设计到最终教

学效果的各个阶段都不能遗漏。 

其次，教师还需要对幼儿在教学活动中的表现进行反思，无论是其表现还是情

绪变化等都需要受到教师的重点关注，在进行反思时需要详细分析幼儿们出现情绪

变化的具体原因。教师在进行教学反思之后能够明确自身教学活动中存在的不足，

并且在进行下次教学活动设计时能够对这些不足进行改善。音乐教学活动的根本目

的就是提升幼儿的音乐水平，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因此幼儿在教学活动中的心理

和表现变化都需要加强重视，并将之作为教学活动设计的基础。 

最后，农村幼儿园教师在进行反思之后还需要对这些反思结果进行记录，将每

次的反思结果进行总结。即教师在每次的音乐教学活动之后，可以将本次的教学活

动反思记录于“备课笔记”的后面，教师在之后进行整理和回顾时更加方便。教学

反思的根本不在于回顾，而在于能够在回顾和整理的过程中了解自身教学中存在的

缺陷，从而能够及时进行完善，如此，教师才能够有效提升自身的能力水平。 

娄烦县农村幼儿园教师在进行教学反思的过程中，能够清楚地了解到自身在教

学活动的设计以及开展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幼儿的成长和教学活动中表现的特点，

对自身的教学方案进行完善，将其运用于下次的教学活动之中，这样的教学反思才

是有意义的，才能够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5.3 加大教师岗位培训力度，提高农村教师教学水平 

 教师的素养和教学水平对农村的音乐教学水平有着直接联系。教师的能力水平

是决定教育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只有保证教师的能力水平以及道德素养，

才能够保证该学校能够为国家输送高质量、全面发展的人才。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

发现农村幼儿园的教师队伍存在的多种问题：农村幼儿园的音乐教师不具有高素质，

教学能力相对较差，而提升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的质量能够有力的减小城乡幼儿园

在音乐教学水平上的差距。在最近几年里，我国在符合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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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个国培计划，如“送教下乡”等，以此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城乡幼儿园在音乐

教学水平上存在的差距，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国培计划达到了预期效果，城乡教

育水平差距在逐步缩小。 

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尤其是城

乡教师交流制度。保证城乡教师交流制度的完善以及顺利执行，能够为农村教师队

伍注入新活力，保证城乡之间的教师资源共享。以省委机关幼儿园为例，该幼儿园

定期选拔骨干教师，并委派这些教师到下级市、县的学校进行交流，这些骨干教师

可以通过开展观摩课等，与乡村幼儿园教师分享教学经验，从而能够保证乡村教师

教育理念的新颖性，为乡村幼儿园教师提供新模式的教学方法。除此之外，该幼儿

园会以“东道主”的身份举行省培活动等，通过教学展示来实现乡村教师以及骨干教

师之间的交流，保证乡村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有所收获，并通过参观幼儿园环境、教

学设施等，使乡村教师了解城乡幼儿园在这些方面的差距。但从本次对娄烦县幼儿

园的调查中可以发现，该幼儿园的教师都希望能够参加培训，但每期进行城乡交流

和培训的教师寥寥无几。如今，国家对农村学前教育加大了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农村教师有了更多的机会能够到省市幼儿园参加培训，

同时，农村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有了明显改善。只有保证教师的专业性以及教学效果，

才能够提升音乐教学水平。除以上之外，地方教育部门还可以为农村教师们提供交

流平台，如示范课观摩，从而能够保证农村教师积极进行经验交流，共同进步。 

5.4 增加财政投入，保障农村幼儿园音乐教学正常开展 

从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还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例如教育

机会相对较少、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等，从而使得农村地区的适龄儿童接受的教育质

量都普遍偏低，而且还给农民增加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最近几年以来，尽管教育部

门对素质教育越来越重视，也在不断强调其重要性，并且提出要大力发展艺术教育，

积极引导教师、家长逐渐转变对教育、人才的认知，使贫困地区的学生能够全面发

展，提高综合素质，然而因为实际投入的教育经费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所以农村

地区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艺术教育体系。就我国教育整体情况来看，农村地区依然

是薄弱环节，对此现状国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必须积极推动农

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这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责任。从大局来看，对于整个国家

的教育而言农村教育是基础，国民素质要想得到全面提升也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国家在对农村基础教育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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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向农村地区倾斜，以使城乡之间存在的教育差距得以逐步缩小，通过多种途径大

力发展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 

就教育经费管理来说，我国采取的是“分级管理、地方为主”的机制，在国家

加强对农村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各地地方政府也必须全力配合。地方政府不能因为

一时的经济困难而缩减对于音乐教育的投入，否则会使得该项教育由于经费不足而

发展受阻。以国家级贫困县娄烦县为例，该县经济在整个山西都是倒着数的，其财

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和税收。当地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大幅缩减了应投入的音

乐教育经费，由于经费严重不足，从而无法配置足够数量的音乐教学设备、器材等，

从而严重制约了音乐教学的正常开展。通过调查发现，不只是娄烦县、甚至是太原

市都存在幼儿音乐教学经费短缺的问题。笔者通过采访幼儿家长发现，国家有关部

门在划拨教育经费时，优先考虑，在满足了小学购置教学设施的需求后才会考虑向

幼儿园投入教育经费。就教育经费资金链而言，幼儿园长期处于底层。地方政府既

然负责执行投入教育经费，就有责任均衡地分配资金，正确认识学前艺术教育的重

要性，给予音乐教学应有的投入，某些群体在整个教育领域还处于弱势地位，地方

政府有责任对他们加以保护。 

5.5 争取家庭、社区对幼儿园音乐教学的认可与支持 

不仅与幼儿园以及教师有关，其家庭以及社区都对幼儿教育效果有着直接影响。

我国制定的《纲要》中明确规定，对于幼儿教育，需要建立在尊重、合作以及平等

的基础之上，得到家长的支持，甚至能够使家长参与到幼儿的教学之中，同时也需

要家长培养自身的教育能力，需要积极利用自然环境以及社区之中能够对幼儿教育

起到积极作用的资源，将其充分利用，保证幼儿不仅能够在学校进行学习。对于农

村幼儿园教师，他们多居住在农村中，因此与幼儿家长以及农村环境十分熟知，农

村教师在建立学校、社区以及家庭联系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优点。因为通信

等方面的不足，因此相比于城市，农村居民的思想较为落后，教育观念也无法跟上

时代发展的脚步，所以一些家长对幼儿园教育存在一定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农

村幼儿园可以通过开展活动来加强家庭以及社区对幼儿园教育的正确认知，从而能

够获得幼儿家庭以及社区的支持和理解。对于音乐教学，可以建立在“引进来”、“走

出去”之上。“引进来”其一是指学校通过举办活动为家长提供参与幼儿音乐教学活动

的机会。娄烦县部分幼儿园已经开始采用该方法，如未来星幼儿园利用六一节以及

元旦等节日，请家长到学校参观表演，而除了在节假日邀请家长进行参观之外，幼



第五章  对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差异的思考 

 37

儿园也需要多邀请家长参加日常的音乐教学活动，并且在家长参观结束之后，还应

该请家长进行评价，以此来加强家长对幼儿音乐教学的重视程度。其二是指在进行

音乐教学活动的设计时可以添加当地的文化内涵。并且通过调查后发现，农村幼儿

园的音乐教学无法获得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为多数年长的家长对幼儿的音乐教

学不够重视，因此教师在进行音乐教学设计时可以适当添加当地的文化内涵，在保

证当地教育资源能够被充分利用的同时，还能够对教学内容进行充实，最终有利于

改变家长对音乐教学的态度，提升家长的认可度。“走出去”则是指能够采用多种方

式，使外界能够参观幼儿的音乐教学活动成果。该县的未来星幼儿园已经开始使用

该方法，并且获得了预期效果，该幼儿园教师定期组织幼儿在村中进行音乐相关演

出，在能够对家长资源进行充分利用的同时，还能够改善家长对音乐教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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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与发达地区相比，偏远地区的乡村幼儿园并不能充分的体会到国家教育改革所

带来的优惠政策，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之间在教育方面很难能够公平对

待。我国农村幅员辽阔，推动农村学前音乐教学的改革是目前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

一项重大难题，需要教育工作者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 

本次进行的调查研究能够客观反映出太原市城乡幼儿园在音乐教学活动方面的

现状。因为所调查的范围较大，并且笔者需要进行复杂的调查和分析，所以，本次

的调查结果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山西省城乡学前幼儿园的音乐教学现状，并

且所提出的建议并不完善。城乡幼儿园要缩小目前的差距，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并

且该项调查还需要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共同促进城乡教育

的平衡发展。笔者希望本次的调查和研究结果能够为该项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也

希望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城乡教育均衡的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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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幼儿园教师调查问卷（硬件设施调查） 

 本人在做《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的差异研究》课题，此问卷调查只是为

了做学术调查提供数据以及参考资料。希望通过此问卷调查，了解当地的学前音乐

教学的相关知识，谢谢您的配合！  

  

1、您所在幼儿园是否有钢琴或电子琴？ 有（     ）          无（     ）  

2、您所在幼儿园是否配备专门的舞蹈教室？ 有（     ）      无（     ）  

3、您所在幼儿园是否配备专门的舞蹈器械与道具？ 有（     ） 无（     ）  

4、您所在幼儿园是否有供幼儿在音乐活动中操作的小军鼓、打击乐器、三角铁

等？ 有（     ）         无（     ）  

5、您所在幼儿园是否有音乐方面的音像资料与书籍？ 有（     ）   无（     ）  

6、您所在幼儿园是否配备教工阅览室？ 有（     ）         无（     ） 

 

（2）幼儿园教师调查问卷（专业素养） 

本人在做《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的差异研究》课题，此问卷调查只是为

了做学术调查提供数据以及参考资料。希望通过此问卷调查，了解当地的学前音乐

教学的相关知识，谢谢您的配合！  

1、您的年龄是：（     ）岁? 

2、你的学历是什么？  

A 大学本科及以上     B 大学专科      C 中师    D 其他  

3、你的专业特长是什么？      

A 演唱      B 舞蹈      C 器乐      D 无  

4、你的强项是什么？      

A 音乐课堂教学(即兴儿歌伴奏、幼儿舞蹈创编)     B 音乐教师基本功素质           

C 音乐教学科研和论文写作                 D 我没有强项  

5、参加过何种培训？      

A 奥尔夫教学      B 柯达伊教学      C 无     D 其它 

6、在教学中，注重体现的教学目标？  

A 知识与技能      B 过程与方法      C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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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几周开展一次音乐教学活动？  

A 一周一次      B 两周一次      

8、对音乐活动内容的把握 律动  歌唱讲故事 唱游  游戏  舞蹈  打击乐 感

受与聆听  

9、在教学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  

A 讲授法     B 示范法    C 小组合作法    D 探究法  

10、在教学中，所采用的主要教学方式？      

A 师生互动    B 教师讲授    

11、是否注重日常音乐环境的培养与熏陶？  

A 晨间、课间睡前播放音乐    B 课前律动  

12、是否经常开展音乐演出、汇报；六一演出？ A 经常开展    B 偶尔开展 

13、是否具有科研意识？      

A 定期教研    B 经验交流    C 教学反思    D 听评课    E 发表论文 F 

校本教科书编写 

 

（3）幼儿园幼儿调查问卷 

本人在做《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的差异研究》课题，此问卷调查只是为

了做学术调查提供数据以及参考资料。希望通过此问卷调查，了解当地的学前音乐

教学的相关知识，谢谢您的配合！（由于小朋友年龄比较小，所以需要家长的配合

完成）  

1、喜欢音乐吗？  

A 喜欢  B 不喜欢  

2、学过钢琴或了解过钢琴吗？  

A 学习过 B 没有学习过 C 简单了解 D 根本不知道        

3、知道什么是民族乐器什么是西洋乐器吗？  

A 知道 B 不知道 C 了解一点   

4、喜欢声乐与歌唱吗？ 

 A 喜欢 B 不喜欢   

5、喜欢什么样的声乐形式？  

A 流行音乐 B 儿童音乐 C 民族音乐 D 美声        

6、喜欢欣赏什么样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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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流行歌曲演唱 B 钢琴曲 C 古典音乐欣赏 D 民族音乐曲 7、希望在今后的

音乐教学课程中以怎样的方式进行？           

A 学习唱歌          B 学习乐器          C 当地音乐学习  

8、希望在今后的学习课程中有音乐教学吗？           

A 希望          B 不希望 

 

（4）家长访谈提纲 

本人在做《太原市城乡幼儿园音乐教学的差异研究》课题，此问卷调查只是为

了做学术调查提供数据以及参考资料。希望通过此问卷调查，了解当地的学前音乐

教学的相关知识，谢谢您的配合！  

1、您的年龄？ 

2、您的性别？ 

3、您喜欢音乐么？ 

4、您现在从事的工作？ 

5、您受教育程度？ 

6、您认为幼儿园是否有必要开设音乐课？ 

7、您认为让幼儿接受音乐教学的目的是什么？ 

接受音乐教学最重要的途径是什么？ 

9、您认为音乐教学对幼儿是否有积极的影响？ 

10、您孩子所在的幼儿园有没有相关的幼儿音乐教学的培养方案？ 

11、您对幼儿园目前音乐教学的师资配备是否满意？ 

12、您对幼儿园目前音乐教学的师资水，是否满意？ 

13、您对幼儿园目前音乐教学的相关配套设施是否满意？ 

14、您对幼儿园目前的音乐教学培养方案制定是否满意？ 

15、您对幼儿园目前音乐教学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否满意？ 

16、您认为家庭因素对幼几音乐教学是否有影响？ 

17、您认为音乐的种类对幼儿音乐教学是否有影啊？ 

18、您认为目前幼儿园音乐教学存在最主要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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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经过漫长的修改，再修改，论文即将完成。在这段充满奋斗的过程中，带给我

很多的激情和收获。在写作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专业的瓶颈和语言表达的困扰。

这其中的困难和挣扎已经不是可以用一言两语能表达的了。庆幸地是，我遇到了论

文的导师也是我一生的导师—张晋红教授。在本论文即将完成之际，谨此向我的导

师张晋红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本论文的工作是在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

完成的，她无私地为我的论文进行指正和修改，谆谆教诲历历在目。张老师以她敏

锐的洞察力、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刻骨

铭心的印象，这些使我受益匪浅，并将让我受用一生。 

同时，我也要感谢本论文所引用的各位学者的专著，如果没有这些学者的研究

成果的启发和帮助，我将无法完成本篇论文的最终写作。我也要感谢一直关心与支

持我的同学和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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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姓名：郭莎 

性别：女 

民族：汉族 

籍贯：山西省晋中市 

个人简历： 

   2006 年 9 月—2010 年 7 月   安徽省淮北师范大学        学生 

 2010 年 9 月—2013 年 7 月   太原市娄烦杜交曲中心校    教师 

   2013 年 9 月—2017 年 7 月   太原市娄烦县第二实验小学  教师  

2017 年 9 月—至今          太原市娄烦县教育科技局    教研员 

联系电话：13734028111                                                              

电子信箱：105059773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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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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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