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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园幼儿美术作品评价的重要性
龚　婷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三幼儿园　563000

摘　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艺术是幼儿的另一种表达认识和情感的语言。幼儿艺术教育应在引导幼儿接触生

活中的美好事物、丰富幼儿的感性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基础上进行。”幼儿园的孩子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他们往往更有着很

多奇思妙想，教师要想办法走近幼儿内心，开发幼儿智慧，给幼儿创设良好的美术学习环境，激发他们动手动脑，培养他们

良好的艺术想象与创造能力。美术评价活动既是对幼儿创造想象力的肯定，也是帮助幼儿积累创作经验，激发昂扬兴趣的活

动。鉴于此，本文对幼儿园幼儿美术作品的评价方式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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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术活动评价对幼儿成长的重要性

（一）可促进幼儿自我认知的发展

进入幼儿园后幼儿与教师的交往日益增多教师成为除父
母以外的重要他人。教师在幼儿心目中具有权威地位，极易
影响到幼儿对自己的判断。幼儿经常把教师作为模仿、认同
的对象，幼儿更易接受教师对自己的看法和行为的要求。教
师对幼儿的评价更能激发幼儿改变自我认知和行为。如果幼
儿在美术活动中表现出创造力、探究能力、合作能力、自信
心等品质时，教师给予及时的鼓励和认可，引导幼儿对任务
完成情况进行积极的归因，可以让幼儿通过成功的体验，获
得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从而促进幼儿自我认知的发展。
（二）促使幼儿在活动中建立自信

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认为 3-6 岁阶段的幼儿最重要的
任务是发展主动性获得主动感。在日常活动中幼儿被困难困
扰时，教师的激励性评价能够满足幼儿的内在需求激发幼儿
的内在动机让幼儿处于积极自我的状态增强幼儿的自信心挖
掘幼儿的潜能主动继续完成任务。如果幼儿已顺利完成任务
教师能对幼儿的言行做出及时、正确的反馈学生的自信心增
强自我效能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总之这种激励性评价
有利于幼儿产生积极的自我评价增强其内部自信，从而提高
幼儿自我效能感。

二、幼儿园幼儿美术作品的评价方式

（一）提高幼儿想象创造力

幼儿的美术评价活动很重要，在整个美术教学活动起到
画龙点睛的效果。一方面，教师对幼儿美术作品的肯定与欣
赏，满足幼儿的表现欲，增强幼儿创作的自信，激发他们再
次投入的进行美术创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教师与同伴对
自己美术作品的评价，使幼儿自己能深刻认识到自己在美术
创作方面的不足，知道下次努力的方向，才能改掉缺点，放
大优点，创作出更好更优秀的作品出来。
（二）帮助幼儿积累创作经验

爱美是人的天性，色彩鲜艳、造型有趣、线条有创意的
绘画作品总是受到更多人的青睐，幼儿尤其如此。教师要利
用美术评价活动，拓展幼儿认知，帮助幼儿开阔眼界，鼓励
幼儿积极创作，努力提高幼儿对美的表现力。

比如在一次设计“邮票”活动中，有的孩子去过很多名
胜占迹，他们将自己去旅游的照片带来，将北京的天安门、
镇江的雷峰塔、杭州的西湖、江苏的园林用艺术的形式在
“邮票”上展现；有的孩子将“爱”展现在邮票上，对父母的

感恩之心，画面上展示的是自己帮助爸爸妈妈拿拖鞋、端茶
杯，同伴之爱，展现的是小朋友之间的互帮互助。还有的孩
子表现的是“爱国”，画上是小朋友们正在升国旗，嘴巴张大
唱国歌，有的设计的是解放军陆海空整整齐齐列队的情景。
教师对孩子们的绘画作品做了总结性评价，创意很好，色彩
丰富多彩，但是布局有的不够合理，有的画作上半部分啥也
没有，所有的人与物都挤在一个角落。教师既点出了孩子们
绘画创作的优点，也指出了不足，这样的美术评价将有利于
幼儿学习布局、学习色彩搭配、学习线条处理。因此，教师
对幼儿美术作品的评价要中肯，实事求是，以保护幼儿的自
尊心为前提，注意不伤害孩子创作的积极性，不以“好不
好’“像不像”为评价内容，而应该具体指出优点与需要改进
的地方，有效提高幼儿的美术创作能力。
（三）促进幼儿审美情趣的发展

艺术活动是一种情感和创造性活动，强调愉悦感与个性
化的表现。教师要理解并积极鼓励幼儿与众不同的表现方式，
注意到艺术教育不是机械的技能训练。同时教师对幼儿的美
术评价切忌以成人眼光，而应该用儿童视角来正确评价幼儿
的作品。美术创作需要情绪情感的参与，需要创作冲动，而
教师的正确评价恰恰能激发孩子的创作兴趣，让他们保持积
极地情绪参与创作活动。

教师的评价应充分尊重幼儿，让幼儿讲一讲自己的创作
内容，说一说自己是怎么想的，对幼儿的作品给子充分的肯
定，因为在幼儿眼中，自己的作品都是最好的，都是自己的
心血。教师还要消除画不好、画不像的胆怯心理，鼓励幼儿
大胆想象与创新，释放幼儿追求美的天性，鼓励个性化作品，
使孩子们能在美术创作中与作品评价中，增强自信，获得积
极的情绪体验，才能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美术作品。

三、结语

总之，在幼儿美术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对幼儿美术作品
的评价，鼓励幼儿画出心中所想，让幼儿在积极情绪的影响
下，发挥创作潜能，建立自信，体验美术创作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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