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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美术教学评价创新 

章作人 

(湖南省群众艺术馆美术部,湖南长沙，410004) 

[摘要] 美术教学是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色彩、线条、造型等视觉的教育，增进儿童的智慧、感 

情、社会、创造性、生理、美感、知觉的健康成长。美术教学评价细化创新将教学落到了实处。细化的评价创新 

让教与学之间的信息反馈明确，更有利于促进儿童美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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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是儿童的智力与情感发育所须的均衡 
之物。美术是儿童的朋友，在语言不足以表达 
他们的欣喜、伤感、恐怖和挫折时，美术成了 
他们生活情感表达的一部分 [1] 。美术教育对学 
生的心灵、情感和精神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儿童画教学作为素质教育的方式之一，引起了 
社会的重视和认可。最好的种子不能在贫瘠的 
土地上生长，而最差的种子，如果接受了良好 
的照顾，也能在肥沃的泥土中成长。美国实用 
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认为：艺术教育中儿童 
是起点、中心、目的。美国美术教育家罗恩菲 
德在著作《创性与心智的成长》中认为，美术 
只是一种达到教育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 
标。美术教育的目标是造就健康成长的人。为 
实现此目的，教师或家长应该在不同年龄阶段 
因材施教，建立良好的美术教学评价。美术教 
学评价是对儿童教学效果的总结和信息反馈， 
能让美术教学科学开展，让儿童健康成长并更 
富有创造力。 

儿童画可分为自由涂鸦阶段（14 岁）、几 
何形前阶段（48 岁）、 几何形阶段（810 岁）、 
写实阶段（1012 岁）四个阶段。每个不同的 
阶段应该有不同的美术教学评价。 

自由涂鸦阶段是指儿童的简单无意识绘画 
阶段。此阶段的绘画没有明确的内容，儿童主 
要以不规则的线条、纵横线、圆圈等作为表现 
形式。此阶段的线条动作缺少控制，显示了反 
复的动作。教师在此阶段应该鼓励他们用大幅 
动作表现。在涂鸦时鼓励新的想象思想而不是 

画可以认识的物体。教师可以让学生画任何题 
材。在此阶段尽量以大的黑色油画棒、平滑的 
大纸张、黑板或粉笔进行表现，让学生尽情去 
表现由运动带来的绘画快感。依据自由涂鸦阶 
段的特点我们的教学评价内容如表 1所示。 

几何形前阶段是儿童首次用自己的感受表 
达对象的阶段。此阶段儿童对几何形认识变化 
较多。在此阶段，儿童发现了绘画与现实的关 
系，主动去画自己想画的内容，在表现人物时 
用圆圈表现头，纵横线来表现腿和手臂。相同 
的绘画对象在不同时间表现出来的效果是不相 
同的。在此过程中，儿童没有形成固定的几何 
形化样式。此阶段儿童对所画对象的表达是最 
新鲜而生动的。 例如在画房子时，他会在不同 
的时间画出不同的房子式样。此阶段的画面没 
有明确的画面空间，画面色彩与实际无关系， 
他们会根据感情而使用色彩。画面缺少有意识 
的形式美感。此阶段我们应更多启发学生联想 
有关自已生活的内容。此年龄的绘画题目应以 
“我”和“我的……”为主。主要绘画工具以 
方便学生把握控制的油画棒、水粉颜料和水粉 
纸为主，广告颜料要准备得很浓，纸张要吸水 
性强而防止颜料的流动，用大号笔进行表现。 
依据几何形前阶段的特点，教学评价内容如表 
2 所示。 

几何形阶段是指儿童运用简化的几何形表 
现对象的阶段，是儿童通过对几何形记号的重 
复而自我肯定的绘画表现阶段。此阶段的儿童 
绘画特征是：夸张表现人物重要部分，忽略或 
省略不重要的部分。用相对固定的几何形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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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画面。这种组织变成了一种程式。无论画 

什么人，他们的头、手等的表现样式都一样。 

并且画面出现基底线，基底线是画面中的一条 

长横线，像写实绘画中的地平线。儿童根据这 

一长横线安排画面中的形象和空间。儿童以此 

线为基准在此线条上加上房子、树、山、人等 

画面内容。此阶段的儿童将自己看成是环境的 

一部分， 画面中表现了色彩和物体之间的关系。 

画面通过重复而形成了形式美感。对于同样的 

物体施用相同的色彩，色彩样式的改变显示了 

儿童感情的经验。 [2]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将 

教学题材集中在人物动作上， 以 “我们”“地点” 

来作为绘画题目。以我们（画面的人物）、动作 

（我们在做什么）、地点 （描述一个点而不是深 

度或距离）表现画面。使用时间和空间时要启 

发表现儿童的个人生活经验。依据几何形阶段 

的特点，教学评价内容如表 3 所示。 

青春前期阶段是儿童理智思考的阶段。 儿 

童开始用写实的观念去表现对象。 儿童对写实 

关注而自然脱离了样式的几何线条的表现。 对 

画面人物性别角色有了区分。在空间的表现 

上，脱离了基底线表现物体的方式，画面出现 

平面化的趋势。 他们脱离了对色彩的客观表现 

阶段，画面色彩更多依赖主观感受表达。儿童 

开始注意画面的美感形式。 此过程的绘画题材 

应当以不同的性别特征表现画面， 并在画面中 

强化人物之间的合作与联系意识。在此阶段， 

因为脱离了线条的表现， 可以让学生尝试进行 

多种材料的表现， 比如广告料、 木材、 纸浆等。 

依据青春前期阶段的特点，教学评价内容表 4 
所示。

对学生的教学和课后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环 

节。儿童的需要是随时改变的，因此要对学生 

有一个准确的了解。教师要因学生的改变而进 

行教学的调节，并对学生的教学效果进行恰当 

评价。在创新儿童美术教学评价的过程中，教 

师要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引导学生强调以自身 

的生活经验进行绘画表现，对儿童的思想、感 

情和感受力的教育与儿童接受的程度和儿童的 

发展阶段相适应。 [3] 只有这样，对不同儿童不 

同年龄阶段进行的教学评价创新才有利于美术 

教学活动，有利于儿童的智慧、感情、社会、 

创造性、生理、美感、知觉的健康成长。 

表 1 自由涂鸦阶段儿童美术教学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无 低 高 

感情成长 

评价 

儿童主动提出绘画的欲望程度； 

儿童喜欢自由涂鸦的程度 

儿童动作明确自信的程度 

动作的强度和方向改变的程度 

社会成长 

评价 

休息时间也专注于画面的程度 

儿童专注于其表现动作的程度 

儿童专注于其画面的程度 

知觉成长 

评价 

儿童用刮画材料时对笔在纸上发出声音的 

感觉程度 

儿童表现出大的绘画动作的欲望程度 

儿童在用黏士工作时喜爱触觉的程度 

儿童用视觉来控制其活动的程度 

当他命名其涂鸦时， 他用不同的色彩来区别 

不同意义的程度 

生理成长 

评价 

动作强有力的程度 

线条粗犷的程度 

儿童使用整条胳膊的程度 

美感成长 

评价 

画面线条在画面中间的程度 

儿童将他的线条分布于整张纸的程度 

儿童在用线与点时显示出平衡感觉的程度 

创造性 

成长评价 

他边画边叙述故事的程度 

儿童在自由涂鸦中专注完成的程度 

他临摹其他作品的程度 

当他用语言表达作品时， 独自完整表现故事 

的程度 

表 2 几何形前阶段儿童美术教学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无 低 高 

智慧 

成长评价 

画面表现的丰富程度 

画面细节增加的程度 

儿童画出细节的程度 

感情 

成长评价 

主动提出增加美术学习课时的程度 

儿童改变对人、动物、眼晴等细节的观念 

的程度 

社会 

成长评价 

表现画面角色之间关系的程度 

儿童的作品在描述一个明确的生活过程 

的程度 

儿童表现学校、家庭等环境意识的程度 

知觉 

成长评价 

儿童对明亮和灰暗的色彩的感受程度 

儿童除了几何式的线条外，还使用其他线 

条的程度 

儿童描述动作或者声音的程度 

儿童根据物体而描述色彩的程度 

生理 

成长评价 

人物画中头与身体的区别程度 

对身体部分缺乏连续的省略或夸张的程 

度

儿童的线条肯定有力的程度 

美感 

成长评价 

画面主体突出的程度 

有意义的空间与无意义的空间分配的程 

度

题材的组织与内容有同等重要性的程度 

色彩的分布富于装饰性的程度 

对画面装饰欲望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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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 

成长评价 

儿童对自己画面形象自信坚持的程度 

儿童运用其独立概念的程度 

假如儿童在一群体中制作，仍不会被影响 

的程度 

当儿童独处时，自发地利用任何媒介来创 

造的程度 

表 3 几何形阶段儿童美术教学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无 低 高 

智慧 

成长评价 

对不同物体采用不同表现方式的程度 

儿童对他所熟悉的事物形成概念的程度 

有意识去区别不同物体特征的程度 

儿童的色彩与物体相关的程度 

感情 

成长评价 

儿童对国画与线描等表现形式的兴趣程度 

儿童富于创造性地使用几何形体的程度 

儿童根据所表现之物体的重要性而改变其大小 

的程度 

儿童借夸张、省略来显示区别或者改变有意义 

的部分的程度 

儿童自信地使用线条或笔触的程度 

社会 

成长评价 

儿童体会到自己绘画经验的程度 

儿童建立起空间相互关系的程度 

儿童使用基底线的程度 

儿童将他的环境加以特征化的程度 

知觉 

成长评价 

儿童使用追求画面整体平涂或渐变色彩效果的 

程度 

儿童意识到物体间纹理组织不同的程度 

儿童把远距离物体画小来显示视觉真实的程度 

儿童认识到改变色彩与物体的关系的程度 

对不同的植物使用不同色彩的程度 

生理 

成长评价 

画面中关节或手指出现的程度 

儿童在绘画中显示身体动作的程度 

美感 

成长评价 

画面点线面变化的程度 

儿童把重复的运动当作形式美感的程度 

儿童把作品分布在整张纸上的程度 

当儿童在绘画时把握整张纸而不是单独表现细 

节的程度 

儿童使用装饰图案的程度 

创造性 

成长评价 

儿童对临摹范本的依赖程度 

儿童能创造出他自己的表现记号（概念）的程 

度

儿童改变他的样式的程度 

儿童经常改变他对眼睛鼻子嘴的记号程度 

儿童发明了自己题材的程度 

表 4 青春前期阶段儿童美术教学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无 低 高 

智慧 

成长评价 

儿童对明暗的感受程度 

儿童开始使用细节来特征化自我和环境的程度 

儿童脱离了样式使用的程度 

儿童脱离了几何线条使用的程度 

儿童能将男孩和女孩各自特征化的程度 

儿童脱离了基底线的程度 

感情 

成长评价 

儿童对素描的关注程度 

儿童亲身体验绘画的程度 

画面僵硬刻板的程度 

自由使用笔触或线条的程度 

儿童夸张表现对象的程度 

儿童表现出有感情意义之细节部分的程度 

社会 

成长评价 

儿童对比例的感受程度 

儿童在其作品中体验其群体意识的程度 

画面人物与空间协调的程度 

将自己的作品附属于整体，而在集体制作中 

合作的程度 

知觉成长 

评价 

儿童对近大远小透视的感觉程度 

儿童包括了地平线的程度 

借着远处物体缩小的体积来表现距离的程度 

儿童利用光线和动作来改变画面效果的程度 

表现纹理组织特质的程度 

生理 

成长评价 

儿童对眼珠高光等细节的感受程度 

绘画指示出了性别间区别的程度 

强调了第二性特征（如胡子、头发）的程度 

儿童的绘画显示了身体动作的程度 

美感 

成长评价 

儿童有意识地用大小等对比因素表现对象的 

程度 

儿童在衣服上或其他地方运用图案的程度 

儿童使细节与整体发生关联的程度 

儿童的色彩相互发生关联的程度 

创造性 

成长评价 

儿童运用创意性素描表现对象的程度 

儿童创造他自己的题材的程度 

儿童实验不同的材料的程度 

儿童发明他自己的造型语言的程度 

儿童为了新目的而使用材料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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