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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大艺术场馆让作品说话：感受专业力量感

笔者所在杭州第七中学重视艺术场馆建设，学校艺术场馆

极大丰富了学生的艺术审美体验。学校安定美术馆包含名家作

品收藏室、教师优秀作品陈列室和学生展厅三部分。

名家作品收藏室：职业榜样，目标激励。学校名家作品收藏

室有800平方米，收藏有华君武、肖峰、白仁海、刘江、苏士澍、朱

关田、鲍贤伦、陈振濂、王冬龄、潘云鹤、顾生岳、周刚、张远帆、常

青等名家书画作品200多件，增加了学校文化的厚度，也优化了

美术学习氛围，起到了很好的育人作用。

名家作品拓宽了学生的视野，近距离接触原作也让学生感

受到了专业的力量。学生对作品背后的艺术家往往有敬仰之

心，无意间艺术家、设计师成为了学生向往的职业，榜样作用和

目标激励对学生学习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教师优秀作品陈列室：专业启蒙，方向引领。学校教师优秀

作品陈列室有300多平方米，展示了美术教师入选全国或省级获

奖作品。学校近70位美术教师，大多数为九大美院毕业的研究

生，专业背景多样，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设计都有。有的学生，

是因为喜欢作品而喜欢上画这件作品的老师，美术教师个人魅力

很多程度上来源于他的专业能力；也有的同学，是因为喜欢老师

而喜欢上老师的作品，甚至是画种。高中学生的专业启蒙也许就

来自于此，教师擅长的专业有时就成了学生追求的专业方向。

学生展厅：学业参照，同伴推动。学生美术展厅有1000多

平方米，可以举办一定规模的展览，学校要求年级展览每一位学

生必须参加，对学生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每次展览都由学

生自己布展，布置过程就是交流学习过程，学生通常很兴奋。所

有学生作品同台亮相，可以作横向参照，同伴的肯定和鼓励，对

学生而言，激励作用真实有效。

利用三大展览平台让作品牵手：体会学习愉悦感

学生作品展览平台的搭建，也是提高学习兴趣，浓厚美术学

习氛围的一个抓手。学校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展览计划，常规

的有三个系列展览：

教学展，配合日常教学，主要在校内学生展厅举办，学校要

求每个学期每个年段举办一次展览，每两年举办一次师生教学

画展，外出写生结束举办风景写生作品展。教学展览本身为教

学服务，是对单元教学的诊断评价。同时，大家的作品一起展

出，同学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有利于学业提升，评价的

发展性功能也在此得以体现。

每次展览，学校会优选部分作品留校。作品被收藏，是对学

生的充分肯定，学生获得学校认同，自信心会倍增。留校作品也

是教学资源和评价资源，可视的作品是最直观的评价标准参照，

对以后的专业教学和作品评价来说，具有标本意义。

综合展，以“七彩”为题，是学校向社会展示教学成果的载

体，一般选择省级的专业展览馆举办，学校一直把综合展作为常

规工作来抓。2012 年在中国美术学院展览馆举办了“七彩·梦

想”杭州第七中学第五届师生美术作品展，收获赞誉。2018年4
月在浙江展览馆举办了“七彩·品质”杭州第七中学第六届师生

美术作品展，创浙江展览馆单日观展人数新高。综合展要求师

生作品同时展出，师生通过作品对话，本身就有利于教学。入选

综合展，在专业殿堂对公众展出，是专业认同和社会认同，学生

肯定会有成功感。

交流展，有多个层次，校级、市级和省级层面交流是常态。

学校还不定期举办国际层面的学生作品交流展，如“国际中学生

作品展”、“中英中学生作品交流展”等，国际间的交流是文化的

交流，文化认同让学生充满自豪感，增加了文化自信。

利用三大推送途径让作品行走：增强自我认同感

自我认同感是一个人自我认知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人情

商高低的一项指标。只有建立了比较充分的自我认同感，才能

有效建立信心和自尊。而信心和自尊是一个人获得成功和幸福

的重要心理基础。学校利用三大推送途径，扩大学生作品社会

接触面，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美术作品在正规报刊杂志发表或由出版社结集出版，对学

生而言，是一份荣耀。学生作品会不定期在报刊杂志发表。正

规出版社的权威性，给予学生作品更高的评价含金量，权威认同

增强了学生自我认同感。

杭州第七中学是浙江省数字教育资源应用实践基地学校（高

中美术），学校利用这一优势，创建了美术网上展厅，开设了美术

馆藏作品、教师作品和学生作品三个窗口。美术网上展厅是学校

实体场馆的空间位移，移位于网络，增添了公共性特征，作品受关

注程度大大提高了。随着作品认同度的提高，学生的自我认同感

也会相应提高。事实表明，越被认同，越被表扬，学生就越自信。

信息时代，新媒体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利用得好，可以达

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信息通过新媒体传播，有时，反响是现象级

的。要合理利用新媒体，如微信推送、短视频等，扩大学生作品

的影响，为学生作品造势。借势而为，很多教育教学问题可以迎

刃而解。

美术作品多样化评价，其实质是通过作品，让学生获得成功

体验，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美术作品如何多样化评价
■吴江东（杭州第七中学艺术处主任 正高级特级教师）

当代教学评价强调发展性功能，要求我们做到评价内容全面、评价标准多维、评价主体多元、评价方法多

样。高中美术专业教学，学生的课堂作业，我更愿意称之为作品，它花费了学生很多精力和心思，值得尊重。根

据学校现状和学科特点，结合美术班专业教学实际，我们把美术班专业学习的最直接结果——作品作为评价主

体，基于正评价理念，实施校本化评价。

美术作品，是绘画活动的物化成果，也是教学评价主体，是教师通往美术班学生内心的桥梁纽带。除了定

量的分数评价、等级评价和定性的语言评价、文字评价外，还可以利用作品本身具备的视觉性、愉悦性和人文性

特点，通过展示、收藏、发表、推送等方式，对作品进行正向评价，肯定作品，使作品的创作者获得成功体验，从而

起到激励作用。

由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华东

师范大学博物馆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协办的“华东师

范大学71周年校庆特展暨‘移动’——

2022 中国青年艺术家第七回上海展

（学术团队、特邀专家作品展）”，日前在

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举行。

本次“移动”——2022 中国青年艺

术家第七回上海展（学术团队 特邀专

家展）进校园，正值华东师范大学建校

71 周年华诞，“移动”展邀请到了 22 位

全国各大高校艺术专业的知名教授、

本次展览学术团队成员和来自社会的

部分知名艺术家的 30 余件精品力作。

展览作品既有书法、漆画、水墨、水彩、

油画、雕塑，也有综合材料、装置、影像

多媒体等艺术形式。作品风格多样，

艺术语言丰富，反映了当今艺术创作

的学术价值导向。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华东师范

大学博物馆馆长雷启立致辞。开幕式

现场，主持人宣读了华东师范大学现

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特聘顾问、研究员

的名单。

本次展览总策划、华东师范大学

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王远期望，

专家教授今后能更多地以各种方式走

进校园，培养更多具有创新意识和国

际视野的青年艺术家，促进上海城市

的创新发展，推进长三角地区乃至全

国美术教育的发展。

王远表示：“大学美术教育在做好

内涵建设的同时，加强高校之间的交

流、学习与研究，思考如何走出校门，

介入城市的文化建设，表达前沿的美

术创作，也是大学美术在城市发展中

不能被低估的价值。”他说，大学的美

术教育不仅在理论上要有所作为，更

要在实践创作方面有所突破，理论与

实践的关系，不是割裂，而是相互融合

发展的综合体。“通过本次展览，可以

侧面反映出，高校在美术教育与创作

研究领域方面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同

样也折射出高校在美术创作研究的艺

术风貌，以及表达的价值理念。”王远

希望观众通过此次展览的阅览，能够

获得一次陌生且有意义的艺术体验。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11 月 27 日。

到展览现场参观的师生可有机会领取

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移

动”——2022 中国青年艺术家第七回

上海展的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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