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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让小班美工区的评价更有意义 
◆陈丽娟 

（吴江区盛泽实验幼儿园  江苏苏州  215228） 

 
摘要：幼儿艺术教育的核心价值是培养幼儿对“美”的感受与表现，也

就是要让幼儿知道什么是美的。所谓美感，是一种情感，是一种与理智

感，道德感并列的人的高级情感，所以在对幼儿的艺术表现和作品评价

中，不能用成人的标准来评价，对于身心尚在发展的幼儿来说，如果艺

术教育重在“审美感受”时其价值在于情感的激发，而重在“表现”则

是将内在的情感和想法外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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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是幼儿美工区域活动创作中的重要环节，评价的目的不
是给幼儿划分等级，而是为了更好地激发幼儿对美术活动的兴
趣，培养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新《纲要》明确规定
了幼儿园艺术领域的总目标，是“培养幼儿初步的感受并喜爱环
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大胆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作为
美术活动的评价，是一把双刃剑，评价的理念、目的以及评价的
方法和技术等都影响着评价对教育的导向，在美术活动中的评价
更是直接影响了幼儿的价值判断。因此，老师在评价过程中，应
改变过去教师唱独角戏，幼儿被动接受评判的状况，让美工区的
评价变得更有意义也是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的。 

一、用心倾听，给幼儿自我评价的机会。 
在美术活动评价中，老师往往容易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评

判孩子作品的好与不足，急于给孩子指出缺点，而缺失了给孩子
自我评价的机会。而我则认为教师应重视培养幼儿自我评价的习
惯。幼儿的美术作品反映的是他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从某
种程度上讲，只有幼儿自己才 了解他的作品，故评价活动应以
幼儿自身为主体。因此面对孩子们的作品，我们不要简单地下结
论，而是要认真倾听他们的心里话，让他们讲一讲画中的内容和
故事。 

如：点画区小朋友们点的不亦乐乎，可是一幅幅图都是看不
出有什么具体的形象或是具体的内容，作为成人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对孩子只是简单粗暴的评价那就错了，所以作为教师的我此
时把评价的机会抛给了孩子们，谁愿意来介绍一下自己的画。这
时康康说：“我画的的是蛋宝宝去海边旅行，（他指了指一点一点
的印记）这是他的脚印，海边大风出来了，浪花冲过了把蛋宝宝
给淹没了（他指了指）。”说着康康笑起来：“沙子里有只小螃蟹
来抓蛋宝宝了，蛋宝宝好痒痒，笑的站不住躺在地上啦。”其他
的孩子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就是在孩子的简单的介绍下我们看
懂了孩子的作品，多么有意思的画面，和孩子的生活的经验非常
密切，虽然杂乱但在孩子的讲述下变得有意义。 

可见教师通过给幼儿创设了非常宽松精神环境，让幼儿自述
作品内容，让参与评价的幼儿有了自主权。同时接纳孩子不同的
创作结果，以不同的角度给予肯定，使他们有大胆表现的勇气。 

二、放下身段，支持同伴间的相互评价。 
孩子相互之间更了解彼此的兴趣、爱好，更容易沟通情感，

更能读懂其美术作品的内涵。因此，在儿童绘画评价中我们可以
在幼儿自我评价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其他孩子共同评价，让同伴
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让孩子相互评价，用孩子的眼光欣赏
孩子的作品，这样做对培养幼儿评述能力和口语交际甚至包括人
际交往、思维、表达等多方面能力可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如在开展“春天”的主题活动时，对各种花卉的欣赏后激发
了孩子们对花的表现欲望，泥塑区里投放了树枝、吸管、扭扭棒、
超轻粘土，孩子们的表现的手法也不一样，萱萱捏一个小圆饼粘
贴在树杈的顶端，而子怡动作很精细，揉搓压成了很多片花瓣，
重叠着黏贴在树杈的顶端，让花表现的立体感了，丹丹则是将橡
皮泥搓成长条状，在压扁，然后卷起来变成了玫瑰花状。孩子们
做好了，把花插进了花瓶，她们一边做，一边再说我喜欢这朵花
她的颜色好看，我喜欢那朵花有好多花瓣就像桃花，我喜欢像那
朵玫瑰花，好漂亮…… 

孩子们在讨论中相互评价，她们对表现花的手法、对色的表

现、材料的运用等等都有了更多的经验，为后续的活动开展拓宽
了表现的空间。能帮助幼儿了解自己和同伴，发现如何表现自己，
让他们都产生一种成功的体验，并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从而增
强自信心，对艺术活动产生更大的兴趣和更强的创作欲望。所以
教师要多多支持孩子们的这种相互评价，在相互学习中成长和不
断发展。 

三、把握尺度，科学评价延伸活动激情。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了实施发展性评价

的要求：“教育评价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
教育的适宜性、有效性，调整和改进工作，促进每一个幼儿发展，
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段，是教师运用专业知识审视教育实践，
发现、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教师自我成长的重要
途径”。现在对幼儿的教育非常重视幼儿用自主的方法不断地学
习、探索。所以，教师要把握好评价的尺度。评价是美术区域活
动的重要环节，我们要淡化自己的权威意识，不能用评价艺术作
品的眼光去严格评价幼儿的作品。 

比如：在美工区里孩子们给妈妈在设计漂亮的裙子，在上色
区里，孩子们的表现的确是不一样，主要由于对材料的运用，熟
练程度等都能看出孩子们发展的水平是不同的，所以有的孩子他
是更根据自己的小块面涂色，有的孩子是玩色的涂色，还发现了
颜色碰在一起会变色感到神奇又高兴，而有的孩子在表现中他会
利用多种的材料如拓印、棉签点画等多种方式表现。所以在评价
中作为教师要尊重孩子的想法，同时鼓励孩子能按自己的方式意
愿表现，没有唯一的标准只有多元表现。通过老师的引导让孩子
感受美，发现艺术的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可变性带来的美感。 

美工区活动区别于集体教学活动，老师可以及时充分的观察
和了解到每个幼儿的状况，及时的进行引导和帮助幼儿生成游戏
思维，利于各种层次幼儿的发展。同时，教师还可以确定他们的

近发展区，使幼儿陶醉在没有 好只有更好的追求中，为幼儿
以后的学习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后我想借多元智力理论的评价来说：“每个儿童所具有的
独特能力的组合存在着质的不同，难以从量上加以排序、分类。
所以每个儿童都拥有相对与自己或是相对于他人的智力强项，教
育旨在帮助儿童发现、培育自己的智力优势，并以强项带动弱项
的学习，建构自己的优势智力组合，实现自身全面、和谐的发展，
建立健全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