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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rural art education research at the stag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by taking 
74 core journal literature on rural art education in the network publication database of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from 1999 to 2023 
as	samples.	From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the	field	research	mainly	involves	the	function	of	rural	art	educat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and so 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ppropriately change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strengthen empirical research, broaden the research object, pay attention to other forms of art education, exp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explore the research potential of art education concept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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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以1999—2023年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74篇有关农村艺术教育研究的核心期刊文献为样本，分析了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艺术教育研究的基本情况。从研究主要内容来看，领域研究主要涉及农村艺术教育的功能、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教
学改革实践等方面。未来研究应适当转变研究取向，加强实证研究，拓宽研究对象，关注艺术教育其他表现形式，扩展研
究内容，发掘艺术教育理念和管理方面的研究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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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艺术教育是普通学校实施美育的途径之一。中国农村

艺术教育因存在软硬件的局限处于相对滞后的发展局面。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等多项美育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对中国

学校美育的改革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农村艺术教育的发展由

此迈向新台阶。对中国农村艺术教育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归

纳与总结，以揭示当前中国农村艺术教育研究取得的成果与

存在的困境，展望农村艺术教育研究的未来趋势，能更好地

服务于农村艺术教育发展。

2�农村艺术教育研究的特点和重点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农村”或“乡

村”并含“艺术教育”的检索式进行主题检索，将结果限定

在 CSSCI 和北大核心期刊文献内，剔除与主题不符、重复

或为报刊絮语、公告、书评等 46 篇文献后，以剩下的 74 篇

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

农村艺术教育相关研究在 1999—2023 年间呈现起伏趋

势，波峰发文量与国家和教育部对艺术教育工作的部署存在

一定联系，相关研究基本上跟随国家政策方针的步伐展开，

带有一定的政策追随性。

样本文献中，以“音乐”“美术”“电影”“舞蹈”

等艺术教育中的分支学科为篇名关键词的，占文献总数的

64%。其中研究“音乐教育”的文章占 45%，音乐教育成为

研究农村艺术教育的重点。

3�农村艺术教育研究的主要范畴

经过梳理和分析，样本文献中对农村艺术教育的相关

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农村艺术教育的功能研究；

第二，对农村艺术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第三，农村艺术

教育教学改革实验研究；第四，对农村艺术教育其他方面的

研究。

3.1�农村艺术教育的功能研究
乡村美育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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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具有激发乡村文化内生活力、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以及传

承民族文化基因的价值意义 [1]。艺术教育作为乡村美育中学

校美育的核心，其作用和功能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段鹏

（2018）认为乡村美术教育拥有传承和发展不同地域和少数

民族的优秀文化和艺术的作用 [2]。夏海鹰（2016）强调农村

学校艺术教育具有提高受教育者综合素质，为中华民族的振

兴储备优秀人力资源的作用 [3]。此外，研究者们还关注到了

艺术教育对农村特殊群体留守儿童的影响。徐琨和张小军

（2015）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音乐教育能够疏导和调节农村

留守儿童的不良情绪，改善其不良心理倾向 [4]。李昕昕（2017）

开展行动研究，利用奥尔夫教学法成功干预了农村留守儿童

的人际交往障碍，提升了其交往能力 [5]。这些研究表明了农

村艺术教育的开展有其各方面的价值。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开展，乡村美术馆、乡村博物馆的出现意味着农村艺术教育

已经从单一的学校美育拓展到社会美育和家庭美育，不同形

式和内容的乡村艺术教育在乡土文化建设和乡土人才培养

中所起到的作用应是研究者们进一步关注的重点。

3.2�农村艺术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农村艺术教育的现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研究者们

的持续关注。

3.2.1 农村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乡村文化包括乡村

艺术在经济驱动和工业文明的双重冲击下正在被遗忘。村庄

在空间形态上的“空心”，乡民对乡土艺术文化自由所产生

的精神层面的“空心”，以及盲目参照城市标准的艺术教育

体系的农村艺术教育呈现出了失真、失实、失味的状况 [6]。

张世新（2007）总结了农村学校艺术教育总体上存在思想

认识模糊、培养目标功利、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 [7]。孙磊

（2003）发现农村地区学校艺术教育“应试化”，活动模仿、

浪费和攀比现象成风 [8]。师资缺乏是农村艺术教育中的痛点。

陈新宇和葛超（2013）通过调查发现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存

在师资匮乏，现有教师观念保守，专业技能不足，专业化程

度低的问题 [9]。研究者普遍认同当前乡村艺术教育发展面临

着基础性资源缺失，教育支持系统缺位，与本土艺术资源割

裂的困境 [10]。在乡村美育价值得到重新重视，乡村建设火

热开展的当下，以往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改善，是否有

新问题出现，是新时代乡村艺术教育研究必须面对的课题。

3.2.2 农村艺术教育改善的建议
针对课程偏离乡土文化的问题，郑莉（2019）提出创

设农村艺术教育综合课程，推动区域特色协同发展，借助现

代信息技术助推综合发展的构想 [11]。崔芮铭和郭立亚（2023）

认为应挖掘汇总乡土文化中的艺术教育资源，推动乡村艺术

教育发展 [12]。针对信息化技术支教问题，王玉芳（2023）

建议国家要设立专项资金投入保障云端艺术课程推进，地区

要健全信息化条件保障机制，加强支教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培养 [13]。针对师资问题，王文君（2016）呼吁变革农村艺

术教师培养机制，通过公费培养、提前培养、改良学制等为

农村小学培养音乐教师 [14]。王英奎和董巍（2015）提出要

依托政府解决结构性缺编问题，加大对在职教师的培训，以

校本教研为依托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留住农村艺术师资 [15]。

这些研究建议涉及面广、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对深层次问

题研究不足，较少就乡村艺术教育问题背后的乡土艺术失落

的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

3.3�农村艺术教育教学改革实验研究
随着农村艺术教育实验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农村艺

术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万丽君和尹爱

青（2011）研究发现农村艺术教育实验县通过实验初步构建

了具有农村特色的现代艺术教育的“八个观念”，形成了农

村学校艺术教师队伍建设的“四个结合”模式和课程资源开

发的“四个吸纳”模式 [16]。蒋水清（2021）总结了上海金

山区农村艺术教育实验中培养目标明确，育人和管理制度创

新，社会文化资源整合，特色课程建设的经验 [17]。

各学科在乡村教育实践中也逐渐开发出适应乡土环境

和育人需求的教学方法。在音乐教学方面，罗明贵和周玲

（2016）提出了农村中小学音乐课堂“一听二做三评”的三

步教学法，通过学生听赏感知，教师提问导学，学生体验活

动，教师评价激励来发展学生情趣 [18]。姚敏（2013）在湘

西农村应用了教学原本性理念与本土音乐文化结合、综合性

理念与地方舞蹈结合、身势教学与地方音乐文化结合、本土

乐器创造性地与器乐教学融合的四个结合的奥尔夫音乐教

学法改良法 [19]。在舞蹈教育方面，张华（2023）研究了广

东地区客家非遗舞蹈作为文化形态“进校园”和“在校园”

的两种校园美育推进路线和实践形态，提出了非遗舞蹈创新

发展模式和重构地方文明的创新路径 [20]。这些研究向大众

揭示了当前农村艺术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方面的进展，但多涉

及音乐方面，对其他方面的农村艺术教育研究不足。

3.4�农村艺术教育其他方面的研究
少部分研究者运用比较方法开展了研究，虽然成果较

少，但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区域比较中，夏小玲（2010）

分析了鄂南地区中小学存在城乡、区域、校际教育发展不平

衡的现象，分析了其原因是城乡价值取向偏差，城乡师资力

量差异，经济社会条件和生源质量的制约以及教育公共投入

失衡 [21]。在国别比较中，高琳（2021）分析了国家立法形

式明确教育公平，加强教育师资建设，重视乡村传统美育等

韩国乡村美育实践经验，为中国乡村美育的建设提供了借 

鉴 [22]。此类研究为农村艺术教育的研究开拓了新视角，在

方法上有所创新，但是研究较为分散，没能形成体系。

4�农村艺术教育研究评价

通过上述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到过去二十多年农村艺

术教育发展的大致图景，该领域研究成果丰厚，研究范式基

本成熟，研究对象有所创新，但仍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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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取向上，以经验思辨为主，大多数研究是在经

验的基础上对农村艺术教育的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相应地

提出策略。尽管也有不少实证研究，但停留较浅的统计和描

述性分析上，以区域性的研究为主，缺少大规模和系统的量

化研究，也缺乏呈现过程和细节的质性研究。未来应加强实

证研究，提高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

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在研究对象上，主要涉及音乐和美术学科，尤其以音

乐教育为重。从研究的时间线上能够明显地看到农村艺术教

育研究最开始仅在音乐学科上开展，这其中固然受到农村地

区经济条件限制，音乐教育以其学科特点不需要过多的硬件

设施的影响，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艺术教育的形式

不断丰富，农村艺术教育不应忽视对美术、舞蹈、书法、影

视等其他艺术形式的研究。

在研究内容上，该领域研究主要关注师资和硬件设施

的情况，忽视了对艺术教育思想、理念和艺术教育管理方面

的研究。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指导思想和发展理念缺乏指

导和相关解读，艺术教育管理方面缺乏建设性意见，将来可

以从这两方面着手开展更广阔的研究，从而拓宽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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