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7 月（总第 206 期） 

85  

教育科研 

优化美术作业评价方法，发展学生美术核心素养 
——美术作业评价的思考与实践 

◆丁  俐 

（安徽省怀宁中学  246121） 

 
摘要：美术作业评价具备导向、诊断、反馈和激励的功能，作业评价部
分与其它教学活动共同达成教学目标，促进学生图像识读、审美判断、
美术表现、创新品质等美术核心素养的获得。而教学实践中，作业评价
部分很少得到关注与研究。本文尝试反思作业评价的方法与价值，并尽
可能地去寻求行之有效的方法，为高质量的美术课堂教学助力。提高学
生的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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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业主要是指学生创作的平面或立体的视觉作品，是学
生美术学习成果的重要的载体。在当前美术教学实践中，无论是
看似完美的公开课，还是常规课堂，作业评价是必不可少的一个
教学流程环节，但是作业评价往往因为在课堂后面几分钟而点到
为止，草草收场。既使在讨论热烈的课堂观摩交流活动中，也鲜
有人关注到这一部分教学行为，往往只把它当成作品展示活动、
当作一节课的是否达标的成果判断。评价本身就具备导向、诊断、
反馈、激励的功能，作业评价部分与其它教学活动共同达成教学
目标，深入理解和运用好作业评价，既是对学习成果的分析、诊
断，让学生了解他们的学习效果，及时提供矫正性反馈；也是收
集有关学生知识技能发展程度信息，为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策
略的选择提供帮助；更是激励学生，使其获得愉悦的学习体验，
激发强劲的学习动力，获得持久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图像识读、
审美判断、美术表现、创新品质等美术核心素养的获得。成为一
个具备人文精神、创新能力、审美品味和美术素养的现代公民。
由此，很有必要好好聚焦“课尾”，提高作业评价的活动的质量，
探索作业评价的方法，为高效的美术课堂教学助力。 

如何运用好作业评价，培养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呢？笔者试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究： 

一、精心设计引导语，提高“生评”的质量 
作业评价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不能包办代替，守好

“导”的定位。教师引导学生评价作业的导向要心中有数，做到
思路清晰，导向准确、有针对性。我们在课堂上经常会听到某些
教师会说“很好”“太好了”“太棒了”等一些激励的语言，一味
空洞的表扬，没有实在的内容，学生听多了，也不会相信。这样
既起不到激励的作用，也没有指导、诊断的价值。或者三段式提
问：画（制作）了什么？你喜欢什么？为什么？这一类的提问风
靡课堂，虽然这样的提问，从易到难，第三问意图引发学生深层
次的思考，但这样的引导语过于宽泛，常常令学生或不明就里，
或浅尝辄止，不利用于学生美术核心素养的养成。那教师应该怎
样设计引导语呢？ 

1、引导学生在理解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可以这
样设计引导语：1.作品给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说说作品要表现
什么？作品优点是什么？还可以怎么做更好？美术作品的评价
是非常感性的，是视觉感受的表达，先引导学生谈整体感受。之
后引导学生是理解作品，可以由他自已来表述创作动机，介绍自
己的作品，深入引导学生表达创作意图，自我剖析，完善创作思
路，再请同伴给予意见；也可以评析同伴作品，与作者交流探讨，
教师再适时追问，促进学生图像识读、审美判断、美术表现能力
的提升。教师不要评判对错，耐心听听学生的心声。他们思维活
跃，不拘一格，正是处在敢于想象、敢于创造的年龄。同时由于
很多学生绘制能力并不很完善，反而能表现出天然灵动的艺术趣
味，他们的画也许看起来并不专业，但每一作品他们都能解释很
多个这样做的理由。 

2．引导学生多元化欣赏品味，尊重个性，鼓励创新。如引
导语为：你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一幅？哪一幅最与众不同，最有
特色？开展同伴互评不仅以“你最喜欢的作品”作为评选的标准，
而以“有意思”“有特色”作为标准，启动个性化评析活动，因
为“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学生的美术作业体现出学
生的创作个性，因而教师不能先入为主，以个人的喜好评定一幅
画，更不能以统一的标准加以量化。在评价时，以看似没有标准
的“有意思”，让学生自由发挥，以自己的视角评说，既是学生
作业的闪光点的大发掘，对学生创作个性的尊重，让不同能力层

面的学生都有可能得到鼓励；也是学生自由表达观点，激发学生
在以后的作业中更能大胆创造，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品质。 

3．按课时目标要求，设计引导语，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与
反馈功能。笔者曾经在讲解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一课时，这样设计
作业评价引导语： 设计的服装是什么风格?适合什么性格的人穿?
适合什么场合穿? 作品如何从色彩、样式、装饰上体现服装的风
格？检测学生对色彩的对比与协调、色调的冷暖，样式与装饰等
与着装风格之间关系的理解。学生在教师引导、点拨、追问中，
对美术作业进行感知、描述、分析、比较、判断等一系列积极的
心理活动，通过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在讨论、交流
中促进学生对知识点的深入理解，巩固所学知识，丰富审美体验，
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和发现不足。长期坚持，学生在评价作业时不
再出现空泛的“很漂亮”“很美”的评语，而是逐步学会使用美
术语言和形式原理解读作品，审美判断能力的明显增强。学生的
自评与互评既是学生对彼此的作业有一个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的
过程，也是深化学习效果的过程，无形中形成一种互帮互学的气
氛，从面促进美术创作能力得到整体提高。 

二、适时进行师评，充分发挥评价的矫正与激励功能   
作业评价除了学生自评与同伴互评以外，教师适时的点评与

总结性评价也是重要的评价环节，是学生非常期待的环节，也是
学生心目中最有份量的评价。师评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随机的点评与鼓励。教师能根据学生作业情况及时点评，提
出美术作业中出现的问题，向学生征询探讨，共商修改建议，督促
学生及时的修改，促使作业的最后高质量地完成，这是对学生最好
的帮助与鼓励。对学生作业中的亮点，作业过程中积极动脑、踊跃
发言等良好的思维品质和学习习惯，及时给予欣赏与鼓励。 

2.美术作业过程中适时进行阶段性的展示与评价。美术作业
不仅是完成后进行评价，在作业过程中，以下这几种情况，选择
性地进行作业展示，往往事半功倍：当一部分学生苦思冥想，仍
迟迟不能动手时，教师展示另一部分学生的作业，提供参照，开
阔思路，并能激发学生的不服输的心理，快速投入到作业活动中。
当发现学生作业中出现共性问题时，及时展示，予以纠正，能够
将问题提前解决，有效提高作业成品质量。 

3.总结性评价。教师运用语言或特别是文字进行评价，或点石
成金式地放大闪光点，或提出努力方向上期待，或在学习习惯、思
维品质、思想态度上予以点评……，取代传统等级甄别式的评价。 

三、设置展评专场，放大评价功能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说：“人最本质的需要是渴望被肯定。”

而对学生来说，自己努力创作的作品被同伴、老师关注和认可，
甚至展示出来，一定倍感愉悦，自信心大增，更能积极地投入到
下一次的创作活动中去。我们常常因为课堂教学时间的紧张而让
评价活动难以深入，那就从满足学生的情感需要出发，每学期设
置两节左右的展评课，开展作业专场展评活动，集中学生们这段
时间的最好作品进行大检阅。并在学校公共区域内设置专栏进行
展示。具体做法是： 

1、让学生投票“选美”。由学生们自己投票选出：最受欢迎
的作品、最佳创意作品、最有个性作品、最具潜力作品等。设立
全面的、更多的名目和规则，让这个栏目也温情，让更多的学生
成果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得到表杨和尊重，让这个栏目也温情，所
有的学生都能有机会让作品展示出来。 

2.创设平台，培养浓厚的艺术氛围。通过作品欣赏和交流，
相互赠送友情卡。在友情卡上写上一两句赞美和评价的话，或对
对方的作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卡，贴在作品的下面。同时，
在学校网站，微信群空间等新媒体进行展评。作业展评活动是学
生非常喜爱的活动，在展评过程中获得深度审美体验，获得快乐
和自信，极易产生对美术学习的持久兴趣。 

作业评价的方式不胜枚举，课堂中老师能认清作业评价环节
的重要性，并能采取多种方式正确、合理、科学的评价学生的美
术作业，那将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拓展学生思维，巩固教学
成果，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得到强化和提高。同时，美术课堂学
习过程就是一个积极愉悦而且成就感满满的过程，我们的课堂一
定会充满人性的光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