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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导致农

村留守儿童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诸多

问题，其中音乐教育的缺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

音乐教育对于儿童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培养孩子

的创造力、审美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然而，农村留守儿童

在音乐教育方面的资源有限，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音乐教育的重要性

背景介绍



    

研究意义

填补研究空白

目前关于农村留守儿童音乐教育的研

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

白，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依据。

促进教育公平
通过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音乐教育问

题，本研究有助于推动教育公平，使

所有儿童都能享受到优质的音乐教育

资源。

推动农村音乐教育发展

研究结果可以为农村音乐教育的整体

发展提供借鉴，促进农村音乐教育的

普及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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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校音乐教育设施普遍不足，

缺乏必要的乐器和音乐教室。

音乐教育设施

音乐教材和相关资料较为陈旧，

缺乏更新和补充。

音乐教材与资料

音乐教育资源配置情况



农村学校音乐教师数量不足，很多学

校没有专业的音乐教师。

现有音乐教师的专业水平有限，缺乏

专业培训和进修机会。

音乐教育师资力量

教师专业水平

音乐教师数量



课程设置
音乐课程设置不够科学合理，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

教学质量
音乐教学质量普遍不高，教学方法和手段较为单一。

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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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材和器材缺乏
农村学校普遍缺乏音乐教材和乐器等教学器材，影响了音乐教学的正常开展。

音乐教育设施不完善

农村学校音乐教育设施普遍不足，如音乐教室、音响设备等，限制了音乐教育的

质量和效果。

音乐教育资源不足



音乐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音乐教师数量不足

农村学校音乐教师数量普遍较少，无

法满足教学需求。

音乐教师素质不高

部分农村学校的音乐教师缺乏专业背

景和教学经验，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效

果。



音乐课程设置单一
农村学校的音乐课程设置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和创新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音乐教育与其他学科融合不足
音乐教育在农村学校中往往被视为独立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不够，限制了音乐教育的拓展和深化。

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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