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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评定不再“一画定成绩”

在许多美术老师眼里，学生的美术作业就

代表着他的学业水平，在期末美术成绩的评定

上也是采用“一画定成绩”的做法。这样重结果

轻过程的评价视角十分狭隘，未能很好地体现

培养学生多方面素质的要求，忽视了学生的想

象力与创造力，以及其美术学习能力、学习态度

和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

长期以来，很多老师形成了简单、草率的评

价模式，认为评价环节在美术教育中并不那么

重要。只关注结果，忽视了形成性评价与学生

自我评价，对课程标准提出的评价要求认识不

够，评价观念跟不上新形势。教师只凭个人感

觉进行评价，学生对老师简单的评价感到麻木，

久而久之便不会在乎评价结果。

通常老师们习惯用等级方式给学生美术

作业进行评定，往往在学生作品上只有一个等

级或分数，再无其他评语，学生并不明确评价

的标准是什么，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来说，不

利于树立学习美术的自信心，使其丧失学习兴

趣。单一的评价形式让学生迷失努力的方向，

看不到希望，评价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与导

向作用。

学生欠缺美术欣赏和自主学习能力

为了深入了解六年级学生对美术学科的学

习动力情况，我们制定了调查问卷，对六年级两

个班 85 位学生进行调研。从调查结果中可以

看出，六年级学生迫于学业压力，并不会把艺术

类学科放在首位来对待，平时的美术课态度懒

散松懈，相对于低段学生而言，高段学生美术学

习态度普遍较差。其次，在平时的美术课堂中，

学生的美术表达形式多样，而学生的表达能力

也是各不相同，尤其欠缺欣赏评述内容的表

达。另外，在常规化的美术学习过程中，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是有限的，他们需要被引导。一

堂美术课，学生达成学习目标的占了多少比例，

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占了多少时间，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对技能的运用是否明确合理，以及学

生在交流、互动、合作方面是否流畅等，这些都

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部分，而不是单纯地以“造

型·表现”领域为主，一味地强调技能，用分数来

评判，学生不知得失在何处。

如何提高学生美术学习动力

针对小学六年级学生在美术学习态度方面

的缺失，以及结合美术学科的特点，将评价内容

指向学生美术课堂的学习态度，如学生课前准

备、课堂的参与互动、作业效果、课后感受等。

根据课堂观察理论，设计美术课堂评价量表，作

为学生美术课堂学习态度的评价指标。

从促进学生素质发展的角度，根据高段学

生在美术方面的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分别在

美术学习的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综

合探索四个领域设计相应的评价指标。针对美

术四大领域的特点，侧重学生在不同领域学习

过程中的个性表现，用于学习的过程性和结果

性评价。

六年级学生的期末美术成绩可以从多方面

进行评价。从四大领域的学习角度出发，以考

查学生在四大领域的学习成果为依据，客观评

价学生美术学习能力；从期末综合能力的角度

去考查；还可以从学期作业的呈现来评价。评

价工具的形式多样化，如分领域考核测试、期末

综合测试、学期作业档案考核制度等。突显高

段学生学期考核评价的全面性与综合性。如分

领域命题测试，涉及美术课程学习的四大领域，

能较细致地考查学生美术学习情况，及时了解

学生在某一领域的不足之处。这些命题摆脱了

单纯考查学生对美术知识的记忆，从更贴近生

活、主观开放的角度去运用美术知识，体现了表

现性评价的理念，符合美术学科视觉性、实践

性、人文性和愉悦性的特点。期末综合测试，针

对六年级学生期末阶段的美术评价工具，需要

具备整体性、全面性的考查特点。为此我们设

计了一套期末测试卷，包括四份不同题型和内

容的试卷。在设计期末测试命题时，我们分别

设置了选择题、连线题、赏析题、实践题等题型，

这体现了命题评价的多样化与灵活性，关注学

生多领域学习情况。学期作业档案考核制度，

学期作业档案的建立，是在期末整理课堂美术

作业时作为每位同学的一个成果呈现。我们在

平时课堂学习和评价要素的互动中梳理出评价

指标，构建具有美术学科特色和学生个性发展

的课堂学习和学生获得成果的评价框架。本着

学生学习能力这一目标，开发了学期作业档案

评价工具，以更好地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对每位

学生的学期美术素养进行考核。

经历了本阶段的研究，对小学高段学生的

美术学业评价有了针对性的方法和策略，在实

施中得到了验证，其中也遇到困惑，如评量表在

设计精度上的制定，本着研究的核心，如何针对

小学高段学生，进行单课或某一领域上更为精

细的制定，能更为准确和全面地评价学生美术

学业水平。再如评价标准的完善，在命题测试

评价时，不同教师的评价标准会出现分歧，会产

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艺术素养监测的大背景下，针对小学六

年级学生制定美术学业评价策略，通过对学生

美术学习动力、表达能力和学习能力这三个方

面的评价措施进行检验，基于学生层面，采用评

价量表、分等级制度的形式，较为准确和客观地

评价学生学业水平，反映出学生或教学过程中

具体存在的问题，也有利于我们明确目标，加以

改进。

高段小学生
美术学习如何评价
■许然然（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杭行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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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下核心素养理念的兴起，美术课程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体现，担负着培养学

生全面发展的重任。六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美术知识技能基础，具有一定的情感

表达意识，然而面临毕业的六年级学生，也同样肩负着学业的压力。对于高段学生而

言，美术学业评价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如果无法对学生进行及时、有效的评价，将会影响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评价小学高段学生美术学业，能

够促使学生有针对性地提高美术核心素养，是目前学生核心素养背景下急需探究的一

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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