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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音乐素质 

现状及培养策略研究 

——以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王卿蕾 

( 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西南昌330103) 

【摘 要】: 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是为提升农村小学师资水平而制定的一种全新师范类学制。音乐素质是

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不可或缺的专业素质，是小学音乐教学中必须具有的专业能力。本研究通过问卷、访谈

等方式，对农村定向师范生的音乐素质现状进行了调查，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的调研手法，查找学生在声乐、钢琴、

舞蹈等音乐技能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提高农村定向师范生的音乐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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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音乐素质的现状调查，找出定向师范生教育与教育部颁布的相关标准、纲要所存

在的差距，以期更新定向师范生传统教学的方法与模式，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为推进“加强和改进中小学艺术教育活动”的

教育改革实践提供思想与方法指导。同时，总结出农村定向师范生音乐素质存在的问题，增强农村定向师范生的音乐学习意识，

提升农村定向师范生的音乐素质，进一步优化小学师资队伍的学历、学科、知识，素质和能力结构，
［1］

促进农村定向师范生对

音乐的鉴赏能力，培养农村定向师范生从事小学音乐教学的实践能力。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 一) 研究对象: 本调研问卷从2012 年10 月开始发放，专门对08、09、10、11 级的598 名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音

乐素质现状进行了针对性调查，获取了受调研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专业、年级、通讯联络方式等，以期深入了解

其音乐技能的现有水平，发现定向师范生在音乐素质能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中男生137 人，女生461 人，分为语文教育、

数学教育、英语教育三个专业( 语文教育专业193 人，英语教育专业235 人、数学教育专业170 人) 。调查共发放问卷598 份，

有效问卷598 份，回收率100%，有效率100%。 

( 二) 研究方法: 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调研手法，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地调研、听课、评课

和访谈，从多个视角发现五年一贯制定向师范生音乐素质具体存在的问题，并对现状予以诠释。定量分析主要用于定向师范生

的问卷调研上，定性分析主要用于对定向师范生、音乐教师的访谈，实证分析是到实地调研师范生的说课、评课、听课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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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在调研过程中，课题组以问卷调查法为主，结合文献分析、访谈等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从五年一贯

制定向师范生的基本情况、音乐学习的态度、音乐技能实习状况及未来计划等几个方面调查分析了当前定向师范生音乐素质现

状。本研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收集问卷，然后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 

( 三) 数据处理分析: 课题组选取南昌师专 08 级、09 级、10 级、11 级的五年一贯制定向师范生为研究对象，对小学教

育专业下设的语文教育、数学教育、英语教育专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参照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教师音乐能力标准》( 以

下简称《标准》) 的基础上，制作了关于农村定向师范生音乐能力发展现状的调研问卷，问卷共设 20 个项目，分三个维度，每

个维度都有相对应的相关项目。 

 

该问卷在发放前经过课题小组成员的多次修改和完善，分别对项目进行相应的维度划分。在问卷编制过程中，还邀请专家

对问卷项目进行了修订。一般来说，对研究项目的评判还可能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研究对象的专业知识水平、测试时间、

评判标准、评判环境等，所以为了减少评判的误差，保证评判的可靠性、一致性、稳定性与有效性，对不同时期发放回收的问

卷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无重大差异。问卷使用了被试总体样本对总卷总分和各因子分别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总问

卷和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符合统计学要求。 

三、音乐素质现状分析 

1． 基本情况 

在对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对音乐态度的调查中，喜欢音乐的、对音乐感觉一般的和不喜欢的人数分别有 535 人、47 

人、16 人，分别占总人数的 89． 46%、7． 86%、2． 68%。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师范生还是喜欢音乐的。俗话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能激发一个人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学生如果喜欢一件事便会主动去学习，在

学习中收获快乐，形成良性循环，所以音乐学习也同样需要学生的兴趣。 

在对五年一贯制农村师范生音乐唱法听辨能力的调查中，能够分辨出民族、通俗、美声这三种唱法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60． 5%，

有 362 人。总体来说，大多数学生是能够听辨出音乐唱法的，有利于我们开展声乐教学活动。偶尔能够听辨出的人数占总人数

的 34． 28%，有 205 人，不能听辨出的只占 5． 8%，有 31 人。音乐唱法的听辨能力在音乐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听辨是

一切音乐实践活动赖以生存进行的基础，只有很好地掌握音乐的听辨能力，才能适应音乐艺术的规律，更好地进行和开展接下

来的音乐教学。 

在对乐理知识的态度调查中，可以看出，五年一贯制定向师范生喜欢乐理知识的占 28． 93%，有 173 人，而对乐理知识感

觉一般的有 355 人，占总人数的 59． 36%，而不喜欢乐理知识的占 11． 71%，有 70 人。喜欢乐理知识的不到三分之一。经过



 

 3 

调查得知，来自农村的学生由于入校前没有系统地学习乐理知识，前几节比较简单的课还能够听得懂，随着课程难度加深，有

些学生便觉得乐理知识难以理解，加之乐理知识比较抽象，所以便不再愿意学习，自然也不喜欢乐理知识。 

音乐是实践的艺术，离开实践将是纸上谈兵。
［2］

在对声乐课的态度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喜欢声乐( 唱歌) 课的占 61. 54%，

有 368 人; 对声乐感觉一般的占 27． 76，有 166 人; 不喜欢声乐的占 10． 7%，有 64 人。喜欢声乐的占大多数，远远超过了

不喜欢声乐的人数，调查后得知，很多学生爱好唱歌，喜欢上声乐( 唱歌) 课，这为声乐教学活动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对待钢琴课的态度进行调查，喜欢上钢琴课的人数占71． 07%，有425 人; 对钢琴课感觉一

般的占总人数的21． 07%，有126 人; 而不喜欢钢琴课的只有47 人，占总人数的7． 86%。喜欢钢琴课的学生占大多数，学生

们对学习钢琴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为开展钢琴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学生基础。其中，学生也很适应教师们的教学方法。 

从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对形体课的态度调查中我们得知，喜欢形体课有315 人，对形体课持一般态度的人有235 人，

不喜欢形体课的有48 人，分别占总人数的52． 67%、39． 3% 和8． 03%。其中，接受调查的女生占总数的77． 09%。舞蹈可

以展现人的美和魅力，很多女生喜爱舞蹈这项高雅的艺术，调查中可以发现喜欢形体课的人数比不喜欢形体课的人数多出了将

近五倍。大多数学生的声乐、钢琴、形体这些课的课堂表现很理想。对教师们开展形体教学活动总体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中，经常参加文艺表演的有 17 人，占总人数的 2. 84%; 偶尔参加文艺

表演的有 441 人，占总人数的 73． 75%; 从来没有参加过此类活动的有 140 人，占总人数的 23． 41%。低年级学生参加文艺

活动的人数多于高年级的学生。高年级学生参加文艺表演活动的人数较少，且随着年级的升高参加文艺活动的人数是一种递减

的状态。和几名高年级学生交流后获知，因为高年级段的学生课程多，作业多，任务重，有些学生甚至在校外实习，有的学生

还要抽出时间进行各类证书的考试。 

2． 音乐技能情况 

在对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识简谱能力调查中，识简谱能力较强的人数占总人数的8． 86%，有53 人; 识谱能力一般

的人数占55． 35%，有331 人; 识简谱能力略差的人数占35． 79%，有214 人。识谱是音乐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学

习音乐中所必备的基本素质。调查反映识谱能力强的学生还是少数，多数学生识谱能力有待加强。 

从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中，识五线谱能力较强的有41 人，识五线谱能力一般的有283 人，

而能力略差的有274 人，分别占总人数的6． 86%、47． 32%、45． 82%。识五线谱能力是音乐学习的必要环节，对比学生识简

谱能力，我们不难发现，学生识简谱能力比识五线谱能力要强。 

在五年一贯制师范定向生对乐理知识的学习情况调查中，对乐理知识接受得比较好的有 19 人，接受一般的有 301 人，对

乐理知识接受得较差的有 278 人，分别占总人数的 3． 18%、50． 33%、46． 49%。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没有很

好地掌握好乐理知识，需要加强。 

调查中发现，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中，歌曲演唱能力很好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0． 33%，只有 2个人; 歌曲演唱能力较

好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23． 75%，有 142 人; 歌曲演唱能力一般的占总人数的 38. 29%，有 229 人; 而歌曲演唱能力不好的占

37． 63%，有 225 人。从调查结果来看，歌曲演唱能力很好和较好的学生只是少数，大多数学生的歌曲演唱能力不够理想。这

与他们的声乐学习方式有关，歌唱是一门技术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艺术，需要声乐老师必要的方法介绍和针对性的分析指导。很

多学生虽然喜爱唱歌，但盲目的练习不仅没效果，而且很可能导致错误的歌唱发音，且每个学生声音生理条件的不同构成了声

部类型的不同，需要教师根据各声部的生理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训练。平时的声乐教学都采取大课堂形式教授，使得一些学生

在声乐学习中产生的问题不能及时被纠正，也难以得到针对性的训练，造成学生们的歌曲演唱能力普遍偏低这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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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的弹奏( 钢琴) 能力进行调查，其中，弹奏( 钢琴) 能力很好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 0． 5%，

有 3 人; 弹奏( 钢琴) 能力较好的人占 3． 01%，有 18 人; 弹奏( 钢琴) 能力一般的占 18． 4%，有 110 人; 而弹奏( 钢琴) 能

力不好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78． 09%，有 467 人。从调查结果来看，能够很好地掌握弹奏( 钢琴) 的学生只是少部分。这是因为

弹奏( 钢琴) 是一门技术性要求很高的艺术。学习钢琴弹奏首先要掌握好乐理、视唱、伴奏等基础知识，还需要在声乐老师专

业的指导下进行训练才能取得进步。有些学校虽然有专门的练习场地，但是很多学生没有得到声乐老师专业的指导而盲目训练，

难以提高钢琴弹奏能力。 

对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的舞蹈表演能力进行调查，其中舞蹈表演能力很好的有18 人，较好的有79 人，一般的有97 

人，不好的有404 人，分别占总人数的3． 01%，13． 21%，16． 22%，67． 56%。在此次调查中，男生普遍舞蹈表演能力不好，

而由于舞蹈的技术性和专业性略低于钢琴，大部分女生的舞蹈能力比钢琴弹奏能力要强。学校组织的舞蹈类和钢琴类节目也比

较多，这让学生的舞蹈表演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很多学生的舞蹈表演能力高于( 钢琴) 弹奏能力。 

对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的自弹自唱能力的调查中，能够做到很好的只有2 人，占总人数的0． 33%; 自弹自唱能力较

好的有63 人，占总人数的10． 54%; 能力一般的有94 人，占总人数的15． 72%;而自弹自唱能力不好的有439 人，占总人数的

73． 41%。自弹自唱是一种集声乐演唱、器乐演奏、音乐理论、音乐素养等为一体的应用性较强的一种综合能力，在幼儿教学

及各种音乐活动中运用较广，也是音乐教学的一种重要手段。建议学校重视对学生自弹自唱能力的培养，多开设专门的课程锻

炼学生这一能力。 

调查中发现，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中，一种乐器都不会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最大，占调查总人数的 72． 91%; 能使用

一种乐器的人数占 24． 58%，有 147 人; 能用 2 种乐器的人数占 2． 51%，有 15 人;没有学生能够掌握 2 种以上的乐器。由

于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学生来自农村，很多学生之前没有接触过乐器。来到学校后学习和运用最

多的是钢琴，对其他乐器的使用较少，造成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学习乐器种类单一。 

在对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创编能力调查中，能够创编舞蹈的人占总人数的 5． 69%，有 34 人; 勉强能够创编儿童舞

蹈的人占总人数的 22． 07%，有 132 人; 不能做到儿童舞蹈创编的人比例较多，占到了总人数的 72． 24%，有 432 人。创编

舞蹈不仅需要很好的舞蹈表演能力，还需要学生有创新精神。大部分学生的舞蹈创编能力很弱，需要加强。 

调查中发现，在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中认为音乐素质在实习或实践中重要的人占了总人数的 46． 32%，认为一般的

人占了总人数的 47． 33%，认为不重要的人占了总人数的 6． 35%，分别是 277人、283 人和 38 人。不难发现，大部分学生都

意识到音乐素质在实践或者实习中的重要性。 

对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运用音乐技能组织小学教学的能力调查中，发现能够很好地运用音乐技能组织小学教学的只

有 20 人，占总人数的 3． 34%; 能够较好地运用音乐技能组织小学教学的有 141 人，占总人数的 23． 58%; 而有 73． 08%的

学生这一能力一般，有 437 人。调查反映大部分学生运用音乐技能组织小学教学的能力一般，而只有 3． 34%的学生能够很好

地运用这一技能。这是因为学生在学校上的音乐技能课很少甚至于没有，这一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但是在我们的农村地区，

音乐老师经常由其他科目的老师兼任，所以需加强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运用音乐技能组织小学教学的能力，使我们的定

向师范生能很好地适应工作岗位，更好地提高农村地区儿童的音乐素质。 

3． 对未来的计划情况 

调查中发现，有84． 28%的学生愿意在未来不断提高自己的音乐素质，人数达504 人，有15． 05%的学生对不断提高自己

的音乐素质持无所谓的态度，有90 人，只有0． 67%的学生不愿意在以后不断提高自己的音乐素质( 4 人) 。从调查结果中我

们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不满足目前自身的音乐素质，愿意不断地提高自身音乐素质，对自己的职业素质有一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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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是否有提高音乐素质的计划进行调查，有252 人有此类计划，占总人数的42． 14%; 132 人

觉得制定提高音乐素质的计划无所谓，占总人数的22． 07%; 214 人没有此类计划，占总人数的35． 79%。凡事预则立，不预

则废，计划是实现目标的第一步，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减少时间的浪费。学校应让希望提高音乐素养的学生养成制定学习计划

的习惯，从而更快地提升自身音乐素质，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通过和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的沟通了解后发现，大部分的师范生不仅对音乐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也能够意识到在

未来的农村教学环境中，音乐科目可能需要别的科目的教师来兼职担任。只有掌握好音乐技能并能够很好地运用才有可能胜任

小学教师这一工作岗位。 

四、研究对策 

1． 培养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对音乐的兴趣，对乐理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要更加全面和扎实，音乐素质的基本功训练

强度要增大。 

2． 进一步提高音乐理论知识的学习，加强舞蹈、声乐、钢琴和乐理等相关技能，在了解和熟知乐器的基础上，掌握一门

或两门乐器来丰富自己在舞台上的表演能力。增强识五线谱的技能，尽量多安排些时间去琴房练习如钢琴、声乐等技能，多去

练功房练习各类舞蹈动作，多与同学之间沟通练习的心得。只有平时勤学苦练，才能全面增强自己的音乐技能，提高自身对音

乐技能的运用水平，最终达到全面提升音乐素质的目的。 

3．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音乐活动，
［3］

如校园大合唱、校园十佳歌手、舞出青春等文艺活动。锻炼学生对音乐技能的运用

和舞台表现能力，为以后站上讲台提供帮助。 

4． 丰富教学手段与课堂形式。由于五年一贯制农村定向师范生是初中起点，年龄小，音乐基本素质相对来说比较差，所

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多种教学手段和课堂形式来教学，吸引学生兴趣，将传统的板书与多媒

体视频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相结合，将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同时调动起来。
［4］

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还能让学生掌

握得更好更快。 

5． 改革考核办法。( 1) 考核内容要兼顾知识和能力。在考查学生的乐理知识时，可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结合起来进行

考核，全方位测试学生的音乐素质。( 2) 由于非音乐专业定向学生，听音的能力没有系统的训练，所以很难分辨自己的音准是

否准确，在考核学生的实践能力时要将听音能力纳入考核的内容。( 3) 即兴唱谱的能力在小学教学中运用较广，所以师范生不

仅要求会唱教材中的歌曲，还应具有即兴唱谱的能力，在考核中，教材中的视唱曲和即兴视唱曲应同时兼备。( 4) 目前的考核

形式，一般是本班学生由本班教师来负责考试，建议考试时可将老师和自己所带的班级分开，由别班老师来进行考核。这样交

叉考试可以让学生有危机感，严格要求自己。提高教师的素质，在素质教育中，教师的个体素质，示范作用和敬业精神是非常

重要的。
［5］

 

总之，农村定向小学教育的师范生不同于普通高招师范生，这种学制是我省为了更好地培养农村小学教师而正在摸索中的

一种创新模式。学生分为音乐专业和非音乐专业进行培养，非音乐专业主要针对小学语文、数学、英语专业模式培养。从我省

的农村小学师资实际情况来看，非音乐专业的定向师范生下到农村学校后，还要兼任该校的音乐教学，所以定向师范生在学好

其语文、数学、英语专业的同时，还必须兼修音乐专业的基础知识。只有通过音乐相关的能力训练，提高自己的音乐素质，才

能胜任小学教学，成为一名合格的农村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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