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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自治县中小学开展 “乡村学校少年宫”
活动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杨继新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三塬学校, 甘肃 临夏７３１４００)

【摘要】“乡村学校少年宫”作为推进未成年人素质教育建设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途径和创新性载体,是提高农

村未成年人的素质教育、科学文化素养、健康素质的需要.东乡族自治县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就是为农村未

成年人提供学习和活动的便利场所,是进一步推进农村未成年人素质教育不断提升的重要方法之一.“乡村学校少年

宫”活动存在的问题及策略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经本课题组对东乡族自治县八所“乡村学校少年宫”的

项目学校进行深入调研,发现“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开展过程中的问题,通过对比分析为活动出现的问题找出原因,

归纳出行之有效的对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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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东乡族自治县加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和

管理，积极探索创新，有条不紊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规

范运行，打造未成年人精神家园，切实加强农村未成年人素

质教育建设。 各乡村学校少年宫依托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

持，结合实际整合现有资源，为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活

动提供有利条件，进一步调动农村未成年人学习一技之长的

积极性，不断推动他们的教育素质向前发展。 目前，全县

获得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学校２４
所。 各学校大力宣传“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意义，有

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兴趣小组活动。 注重打造和突出拔棍、

扇子舞、韵律操、盖碗茶等民族特色活动，让学生在学习中

快乐实践，健康成长。 如何促进“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

良好开展是需要广大乡村教师深入探讨的课题，通过对“乡

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现状的调查，分析开展“乡村学校少年

宫”活动存在的短板和长处，探究“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

的策略，促进民族地区“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特色化

发展。

１　研究对象

本文以东乡族自治县东塬学校、三中、四中、六中、龙

泉学校、三塬学校、祁家学校(九年制学校川区)、那勒寺小

学八所学校“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为研究

对象(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学

校)。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采用文献资料法

自２０２０年开始，通过百度文库官网等相关网站进行搜

索，查阅“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建设的相关资料，以及东

乡族自治县“乡村学校少年宫”主管部门收集的相关资料。

更好地认知和掌握中小学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政

策与措施。

２．２　采用访谈法和实地考察法

笔者与“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部分中小学的校长、辅

导教师、家长、学生进行了交流，主要针对“乡村学校少年

宫”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实

地考察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学校场地情况、学校

各兴趣小组活动方式和活动成果。

２．３　问卷调查法和数理分析法

本文对八所中小学校的辅导教师发放问卷调查表１２０
份，收回１２０份。 学生发放问卷调查表８００份，收回７７２
份，收回率９６．５％。 将收集的各学校“乡村学校少年宫”

活动的数据资料，进行了数理分析。

３　结果与原因

３．１　管理者对“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开展的支持情

况及辅导教师队伍现状调查

(１)中小学中管理者对“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开展认

识到位，创造条件周密部署稳步实施，各学校制定了详细的

“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方案，各“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

兴趣小组也制定了详细的活动方案。 由于各学校实际情况

不同，校长们提出的问题和顾虑侧重点各有不同，主要是资

金问题、安全问题、活动项目设置、场地及辅导教师专业水

平等问题。 同时，各学校也有初中学生保险机制不够完善

的情况。

(２)中小学辅导教师队伍调查情况分析(如表１所示)。

各学校“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辅导教师大多是本学校的在编

教师，有专业教师，也有兼职教师(他们有的是有爱好，有

的是被动安排，缺乏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教学能力)。 学



基础教育

１９８　　 　前卫　２０２３．３６

校教师在完成日常教学工作后，还要进行少年宫活动的辅

导，各学校专业的辅导教师都很少。 尤其音乐与舞蹈专业

教师，是每一所学校最紧缺的，因此各学校的兴趣小组，不

能按学生年龄、学生接受程度等进行分层次辅导，学生学习

效果不佳。 各学校现有的专业教师不能满足少年宫活动的

需要，不论是专业教师还是兼职教师，参加培训学习的机会

少，学习时间短，无法保障辅导教师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教学

能力的提升，无法保障辅导任务的质量。 辅导教师专业知

识和能力的欠缺也制约了中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

发展。“乡村学校少年宫”学校辅导教师的奖惩办法不够完

善，辅导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得不到调动，无法促进“乡村学

校少年宫”活动的高质量发展。 也是制约中小学“乡村学

校少年宫”活动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１　“乡村学校少年宫”辅导教师队伍调查情况统计表

辅导教师人数 专业教师人数 非专业教师人数

东塬学校 １５ ２(１体育１美术) １３

三中 ２０ ９(５体育２美术２乐) １１

四中 １８ ９(３体育３美术３乐) ９

六中 １６
８(２体育２美术

２音乐２创客)
８

龙泉学校 １６ ３(２体育１美术) １３

三塬学校 １５ ３(２体育１美术) １２

祁家学校 ２２ ２(１体育１美术) ２０

那勒寺小学 １５ ４(２体育２美术) １１

　　３．２　家长和学生对“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态度

分析

“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学生家长受教育程度相对不

高。 家长没有正确认识“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意义，

态度不够积极。 通过对各学校学生参与少年宫活动的态度

进行调研发现，学生对少年宫活动是很有兴趣的，但也有学

生不愿意参加少年宫活动，其中高年级女生较多(如表２所

示)。

表２　学生参加“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态度调查统计表

十分愿意 愿意 一般 不愿意

男生人数
１~４年级 ９５ ６９ １３ ６

５~８年级 １２７ ４２ １４ ９

女生人数
１~４年级 ４５ ８３ ３７ ２５

５~８年级 ３２ ７５ ５８ ３５

男女生人数之和 ２９９ ２６９ １２２ ７５

占总人数百分比％ ３８．７ ３５．８ １５．８ ９．７

　　３．３　中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开展状况分析

(１)各中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活动项目大体相

同，分室内与室外项目(兴趣小组)，有的学校开设的项目多

达２０几项，最少的学校也有１２项。 各学校选定的活动主

要是体育类居多，大多是以艺术和德育类活动项目为主，其

他活动为辅，尤其科技类项目比较少，更没有为科技类的活

动购置相应的器材。 有专业教师辅导的项目开展效果比较

好，有地方特色的民族舞(盖碗茶、拔棍)得到了较好的

传承。

(２)各中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时间主要集中

在课后延时辅导时间，有的学校一周两次活动，有的学校一

周一次活动。 但各“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没有在周末、

假期等其他时间组织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时间

安排相对较短，无法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 究其原因是学

生学习成绩相对较差，各学校都在大力提高教育教学成绩。

(３)参加“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学生人数相对较

少，每个兴趣小组参加人数在３０～４０人之间，在学校在校

学生总人数中占比较少，许多学生的兴趣得不到培养。

(４)各“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学校的各功能室的条件

得到了不断改善。 学校各功能室的器材得到了补充。 但川

区学校场地相对充足，山区学校场地严重不足，器材只能基

本满足现有的活动需求。 比如有的学校常见的体育设施只

有一个标准的篮球场、几张乒乓球台，开设的兴趣小组活

动，由于学校没有场地和器材让学生进行学习和练习，学生

被迫放弃了兴趣小组活动。 由此可见东乡族自治县山区学

校中小学场地较为缺乏。

(５)“乡村学校少年宫”学校在兴趣小组活动的评价体系

方面也不是很完善，无法调动学生参与“乡村学校少年宫”

活动的积极性，无法提升学生在“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中

的学习质量和效果。 在“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中建立评

价体系，能够增强学生在“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中的主动

性和成就感。

４　建设性策略

东乡族自治县各“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现在还处于蓬

勃发展期，要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持续发展必须

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１)“乡村学校少年宫”学校管理部门应认真学习研究，

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出《“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

发展规划》，促进“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跨越式发展。

(２)为了促进“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跨越式发展，必

须多方面筹措资金，加大经费投入为“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学校解决实际困难。 东乡族自治县“乡村学校少年宫”

学校要因地制宜，积极争取建设场地和短缺设备。“乡村学

校少年宫”活动项目的开设需要学校场地设备保障，只有学

校拥有充足的场地器材，才能够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活

动的跨越式发展。

(３)“乡村学校少年宫”学校管理部门在解决专业辅导教

师不足问题时，第一应建立专业辅导教师统筹平台，充分发



基础教育

２０２３．３６　前卫　 １９９　　

挥现有专业辅导教师能力，让他们服务于更多学校的少年宫

项目，培养更多学生。 第二应建立专业辅导教师培训平

台，让更多有兴趣的教师参加培训，系统的学习相对应的专

业知识技能，提高学校教师的专业水平，以促进中小学校

“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辅导教师的数量和工作水平稳定提

升。 第三应请进“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辅导专家深入

“乡村学校少年宫”进行指导，推动辅导教师教学能力的

提高。

(４)“乡村学校少年宫”学校管理部门根据各自学校特

色，结合实际情况利用学校现有活动场所和教育资源，改善

少年宫条件。 设置开展美术、舞蹈、器乐、书法、球类、棋

类、田径、声乐、法制活动、学雷锋志愿服务、经典诵读、

科技等活动，为广大乡村学生创建发展平台，引导学生培养

各种兴趣特长和爱好，助推学生的特色化发展。 同时，推

进民族文化进校园，传承优秀民族文化，注重打造和突出拔

棍、扇子舞、韵律操、盖碗茶等民族特色活动，让学生在学

习中快乐实践，健康成长。

(５)各学校要强化学生保险机制，为“乡村学校少年

宫”活动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 家长受教育程度相对较

低，思想守旧，没有正确地认识“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

意义，在一些学生问题的处理上和学校和辅导教师存在一些

矛盾。 强有力的学生保险机制，能够解决学生在学校少年

宫活动中发生的一些问题。

(６)各学校要大力宣传“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意

义，营造有利“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发展环境，努力争

取家长的支持。 结合本地情况、学校实力和学生实际情

况，“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由点到面逐步开展。 要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兴趣小组活动，通过优秀的少年宫活动作品加

深学生、家长、社会人士对“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认识

和理解，让他们参与到“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中来。

(７)“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学校要定期组织观摩学习活

动，促进各学校少年宫活动高质量发展。 各“乡村学校少

年宫”活动学校也要定期举行少年宫展示活动，推动各学校

少年宫活动兴趣小组健康发展。 一方面组织一些乡村少年

宫的学生到优秀少年宫学习参观，让学生更快地学习知识，

拓开视野，提升学生的能力和竞争力。 另一方面要引导他

们积极加入各项展示活动中和比赛中，为乡村学生创造一个

更高的自我展示平台，使学生在活动中积累经验、发展兴

趣、表现自我。

(８)“乡村学校少年宫”学校需要建立活动的评价体系和

奖惩机制。 各学校应结合本校少年宫活动的实际情况，制

定自己学校少年宫活动的评价体系和完善的奖惩机制，使教

师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充分调动教师

工作潜能和工作积极性，促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兴趣小组

快速发展，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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