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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评价尤其是在课堂绘画作业评价中，教师的专业视

域尤为关键，教师的评价观、指导力决定着学生对待作业的情感

态度，决定着学生的作业习惯，也决定着学生采用何种评价方式

评价自己或他人的作业。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学评价观，就会

塑造出什么样的学生。因此我们既要熟悉绘画工具材料的特性技

法和掌握相应的评价术语，又要在课堂教学评价中不断实践思考、

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使美术课堂评价语既具有“科学性”，又凸

显“美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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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问题 

1.各学段作业分析 

2.评价语言习惯 

二、改进策略 

1.优化评价语 

2.研究工具材料特性、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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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课堂绘画

作业存在问题 

第一，小学低段画面单
一，造型雷同（概念
化），指导（教学示范）
过度。用粗笔，力度大。 第二，小学中高段画面

中的场面扩大，人物比
例缩小，儿童视野扩大。 

一、聚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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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的课堂作业，一类是随意涂鸦、稚拙可爱的，

另一类是掌握了一些绘画技法 ，但总觉得缺乏灵性。 

    如何根据儿童绘画发展的年龄段特点，既放手让

儿童大胆表现，又能运用技法体现学生个性，这是值

得美术教师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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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课堂绘画

作业存在问题 

第三，初中学段画面构图
有进步，刻画深入，有细
节描绘，讲究环境、空间、
透视。写实趋向的造型。 第四，高中学段绘画表

现能力出现停顿或倒退
现象。部分特长生或美
术高考生除外。 

一、聚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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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随着年龄的增长，部分孩子的绘画能力不断提高。 

第二 

•除了得到发展的学生之外，另一部分学生的绘画能力呈现出停滞不
前，甚至于倒退现象。 

第三 

•也有部分学生的写实能力虽没得到发展，但他们对于卡通形象造型
的表现，却呈现出绘画能力超越年龄发展阶段的现象。 

第四 

•部分画面有象征性，采用抽象表现方法，有的画面出现“图文并
茂”的现象，或用文字来代替绘画，或引入设计的概念，画面富
有一定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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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课过程中，还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评价偏差现象：在很多

课堂上，教师们往往会用“构图饱满”作为一个硬性指标来评判

学生作业。这说明有些教师自身不明白构图的意义。 

    构图形式有很多：三角形构图、井字形构图、S形构图、斜

线构图、辐射式构图等，选择合适的构图形式是为表达主题内容

服务的，如，“为了表现卖火柴小女孩的可怜，可把她画得很小

很小缩在一边。”因此，美术评价语言不是教条式的，它随着教

学内容的变化而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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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语言 

习惯 
第一,老师们的评价理念虽
有更新，但是落实在课堂评
价中，还是以教师评价或以
学生自评为主，其他主体的
评价只是点缀。 

第二，网络展示和展板
展示等形式好、容量大，
但是评价的互动性、反
馈性不够。 

一、聚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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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语言 

习惯 
第三,评价语泛化 
学生从众多作品中选择一张进行评价。 
学生1：我喜欢这一张，因为他画得很美。 
学生2：我喜欢那一张，因为我觉得很好。 
学生3：我喜欢这张，因为他画得很漂亮。 
教师：大家说得都很好！  
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作业评价时，往往以“好”“不
错”“很漂亮”等字眼来评价，而这些评价几乎可以用于
每门学科的作业，是普适性评价，不是专属于美术学科的
“美术语言”。 
师生长期用这种过于泛化的语言来评价作业，不利于美术
眼光的提升，不利于美术素养的形成。 

一、聚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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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语言 

习惯 
第四,评价语偏差 
关于水墨画的课在进入教学展评环节时，教师在作业展示
区划定三个评价区，分别为：构图饱满、造型美观、色彩
丰富，然后组织学生将自己的作品张贴于对应的作业评价
区，最后师生进行互动评价。 
教师们往往把构图美、造型美、色彩美当作“万精油”式
的评价指标，而忽略其每一课“美术语言”的独特表达。
比如像水墨画系列的内容，我们应该引导学生用水墨的眼
光、水墨的语言来欣赏、表达和评价，用色彩美来评价墨
色的变化，这种“套路”式评价语显然不适用于这一课。 
注意：造型一词与色彩并列时应为“造形”。此处出现了
专业术语错误，这个错误较普遍。 

一、聚焦问题 



16 作业评价的效果必定与作业要求有关系 



17 作业评价的效果必定与作业要求有关系 



18 作业评价的效果必定与作业要求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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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评价语言

水平的几个关键

点 

二、改进策略 

（1）加强学习评价的目的性 

（2）提高学习评价的针对性 

（3）加强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评价

（握笔姿势、绘画习惯、作画步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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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评价语言

水平的几个关键

点 

二、改进策略 

另外 

传授学生评价技巧。 

举办专题活动，指导学生参与评价。 

围绕“评价过程多元、评价主体多元、评价方式多元”展开

评价策略的具体化研究。 

建立纵向评价学习档案袋 

构建绘画领域的评价指标 

表1——学生课堂成长记录表.doc
表2表3——学习领域评价表.docx
表2表3——学习领域评价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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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评价语言

水平的几个关键

点 

二、改进策略 

未来可期 

（一）对绘画作业评价有更清晰的认识 

1.坚持学习评价语言，规避偏差、泛化的弊端 

2.以新课程评价理念观照自己的评价行为 

（1）为学生全面发展而评价 

（2）注重美术学习过程的评价 

（3）突出学生的自我评价 

（二）促进师生的美术核心素养的发展 

1.构建绘画领域具体评价指标 

2.注重基于学生个案、教学课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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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具材料特性、

技法方面评价 

二、改进策略 

（1）加强评价中对工具材料

特性的反思 

（2）可以对绘画技法进行经

验交流 



七年级淡彩写生树叶作业评价：自评与他评 
 
评价角度：写生感受、水彩工具的掌握与困惑、 
构图、技法等 



八年级水彩风景变体临摹课堂作业评价 
 
自评角度：你是如何变的？（色调、构图等） 
          你是如何表现雨的？ 
他评角度：他变体临摹中了打动你的是什么？ 
          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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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 

使学生认识人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的差异性，人类社会的丰富性，并在一种广泛的文化情境中，

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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