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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 目标取向的评价在幼儿教育实践中

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 , 常常在学期之初 , 就

定好了一学期的教育目标及内容 , 到学期末 , 就以

测验的方式来看幼儿有没有掌握相关内容 , 也就是

将课程计划或教学结果与预定课程目标进行对照。

而在美术教学中 , 则是以模仿画模式进行教学 , 将

范画界定为学习内容、要求和标准 , 要求幼儿依样

画 葫 芦 , 把 幼 儿 画 得“像 不 像 ”作 为 评 价 的 唯 一 标

准。现在大家都已认识到 , 这种目标取向评价忽视

了幼儿和教师的主体性 , 导致了教师为既定的目标

而教 , 决定了幼儿的学习方式只能是接受式的 , 评

价就是为了检查接受学习的结果。

新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将 幼 儿 园 教

育评价的功能界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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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 , 评价的功能由

侧重甄别转向侧重发展 , 评价的发展性功能得到了

充分的关注。那如何科学地评价幼儿的美术作品 ,

充分发挥它的发展性教育功能呢?我们从活动主体

入手 , 从活动过程入手 , 在评价时间、评价标准、评

价主体、评价语言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和研

究 , 逐步实现了“四个转变”。

一、评价时间变“即时评价”为“延时评价”

根据观察 , 到了美工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 , 一

部分幼儿还沉浸在自己绘画、手工制作的氛围中。

尤其在中大班 , 随着幼儿动手能力的不断增强 , 思

维、想象的不断丰富 , 孩子往往越画越想画 , 常常出

现活动要结束了 , 作品还没有完成。这时候聚集幼

儿进行评价 , 他们注意力还不能很快转移 , 这样匆

匆忙忙 , 只能流于形式 , 草草收场。因此 , 我们就改

变过去活动结束时的即时评价 , 将这一环节推迟至

活动后或下午进行 , 这样 , 就扩展了评价的时间和

空间。所谓时间 , 就是为幼儿提供充足的时间去欣

赏、评价、分析、比较 , 让幼儿有专门的时间去看一

看 , 说一说 : 这些作品好不好?为什 么 好?你 最 喜 欢

哪一个等。所谓空间 , 就是将所有孩子的作品都展

示出来 , 小朋友不仅可以欣赏到邻近同伴的作品 ,

也可以欣赏到全班同伴的作品 , 还可以欣赏到其它

班小朋友的作品。这样做 , 一方面是对幼儿作品的

肯定 , 另一方面可以让幼儿去感知美、发现美 , 从中

得到启示 , 进一步激发他们对美术活动的兴趣。因

此 , 评价过程也是教育过程 , 评价与教学合为一体。

二、评价标准变“划一、成人化”为“层次、儿童

化”

由于遗传因子、家庭环境及接受的美术熏陶不

同 , 幼儿之间的美术水平差异是客现存在的。如在

小班画个圆圆的太阳 , 有的幼儿可以轻而易举地画

好、画圆 , 有的幼儿经过努力也只能画得歪歪扭扭。

因此 , 只有正视幼儿的个体差异 , 承认幼儿的个体

差异 , 才能使每个幼儿在原有的水平上得到最大限

度的提高。在评价时 , 我们改变过去整齐、划一的标

准为层次性、发展性的标准 , 用发展的眼光来评价

幼儿作品。教育过程中 , 我们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和

价值观 , 时时、处处关注每个幼儿的绘画特点 , 耐心

了解他们的不同发展进程 , 细心发现每个幼儿的点

滴进步 , 在评价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让每个孩子都

有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体验 , 由此增强对美术活动

的自信和爱好。

过去 , 我们还常用“再现、写实、逼真”这样的成

人评价尺度和审美标准来衡量幼儿的美术作品 , 忽

视了幼儿美术学习的规律 , 忽视了幼儿创造性的培

养。其实 , 幼儿绘画最大的特征是稚拙性 , 这种稚拙

性表现为幼儿绘画的夸张、省略、拟人等 , 给人以一

种稚朴、创造之美。如在绘画“打羽毛球”时 , 我班一

些 小 朋 友 把 羽 毛 球 运 动 员 的 手 臂 画 得 特 别 长 , 夸

张得很厉害 , 容貌也不好看 , 但人物动态却神气活

现、趣味盎然。因此 , 我们在评价幼儿作品时充分

尊重幼儿的意愿 , 遵循幼儿美术发展的规律 , 以孩

子的眼光去认识、评价 , 坚持“主求其意 , 不严求其

形”的原则。只要是幼儿创作的画 , 表现的是幼儿

对生活的感受 , 就承认它的价值 , 激发和鼓励幼儿

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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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主体变“一元”为“多元”

在以往的教育中 , 对幼儿作品的评价似乎是教

师 的 专 利 , 幼 儿 只 是 评 价 的 客 体 , 只 能 单 纯 地 、被

动地接受。这种单向评价 , 导致了幼儿对评价活动

的乏味、麻木。其实 , 幼儿通过动手动脑 , 创作出作

品 , 他们也想把自己的想象和自己的成果 介 绍 给

同伴和老师。因此 , 在评价幼儿作品时 , 我们要提

供机会让幼儿参与评价 , 使他们主动说说 画 面 的

内容 , 说说自己的感受 , 说说自己的想象 , 在观察、

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 充分实现自我评价和相互评

价。这样 , 评价的主体就由单向的教师扩 展 成 教

师、同伴、自己等多方面 , 在评价过程中 , 幼儿的观

察 、欣 赏 水 平 得 到 了 提 高 , 幼 儿 的 思 维 、口 语 能 力

得到了发展。我们还发现 , 幼儿之间的认识水平相

当 , 知 识 经 验 相 差 无 几 , 他 们 对 自 己 作 品 的 解 释 、

对 同 伴 作 品 的 联 想 , 更 容 易 达 到 互 相 认 同 、接 受 。

如 评 价 主 题 意 愿 画“恐 龙 ”, 小 朋 友 们 能 兴 致 勃 勃

地说出同伴和自己作品中许多恐龙的名字 , 列 举

出 它 们 之 间 细 微 的 差 别 , 讲 述 它 们 有 趣 的 动 态

⋯⋯评价过程也变成幼儿自我认识、自我提 高 、相

互学习的过程。

四、评价语言由“评判式”转为“激励式”

在评价幼儿的美术作品时 , 有的教师常常使用

一些评判式的语言 , 如 “不像”、“不错”、“不好”等

等 , 这种语言空洞、生硬、简单 , 幼儿不理解 , 也不愿

接受。但是 , 一些激励性的语言 , 一些细心的提问 ,

一些参谋式的谈话 , 却能使幼儿鼓起勇气 , 树立信

心 , 促进他们动手能力的发展。如在一次意愿画作

品评价中 , 一个小朋友的画面上 , 画着许多看似三

角形和圆形的组合 , 没有一个具体的、能看懂的形

象。老师问 :“你画的是什么呀?”“我画的是 碰 碰

车。星期天 , 妈妈带我到无锡玩 , 我们开碰碰车了 ,

许多碰碰车都碰到一起 , 真好玩! ”这个小朋友沉浸

在自豪和回忆之中。“你想得好 , 画得也好! ”老师由

衷地表扬了她。以后 , 她就越来越喜欢想象画了。第

惠多斯指出 :“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 , 而在

于激励、唤醒、鼓舞。”因此 , 我们常使用激励式的语

言来评价幼儿的作品 , 促使“皮格马利翁”效应在幼

儿身上出现。

实践证明 , 在教育过程中 , 教育 评 价 起 着 有 力

的杠杆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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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以上四个

转变是科学地评价幼儿美术作品的主要途 径 和 方

法 , 它能让幼儿产生一种成功的体验 , 感受到美术

活动的乐趣 , 从而增强自信心 , 促进其健康、和谐的

发展。

○ 幼教天地

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