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市芝罘区鼎城小学2022-2023学年度

艺术教育工作自评报告
一、艺术课程

学校现有 22 个教学班，学生数 1073 人,专职艺术教师 3 人，

兼职艺术教师 0 人。按照国家课程要求开设艺术课程,在课时安

排上，1-5 年级美术课每周 2 课时，音乐课每周 2 课时，学校特

色艺术教育课程每周 2 课时。

二、艺术活动

美术课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弘扬优秀的中华文

化,力求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而学校美术社团活动也是学校进行

美育的途径之一，在实施素质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进一

步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使学生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

，我校立足实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美术社团活动，为校园文化增

添了光彩，注入了活力。

2



2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明确要求“五育并

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负责美

育现场会美术展示的林雪老师、杜珊老师、马佳慧老师积极准备，

从学生作品到学生展示的特色解说都有条不紊地落实到位，以求达

到最佳的展示效果，她们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点，

全面提高作品质量，充分展示我校师生美术专业而水准和教学成果。

三、条件保障

设置了艺术专用教室和艺术活动室，并按照国家标准配备艺

术课程教学和艺术活动器材。美术活动室 1 个， 国画书法教室 1

个，美术器材室 1 个。美术剪纸材料套装，版画材料套装， 中国

画，水粉水彩材料若干。

四、特色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美德之时代精髓的

体现。“达德”教育正是将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传统文

化进行提炼，在继承发扬的前提下纳入立德树人工作中来。我校自

2001 年来开始探索养成“达德”系列主题教育，2005 年， 已初步

形成了“传统礼仪”系列主题教育，在特色中求创新，始终将“立

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扎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扬国粹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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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校本德育主题教育课程体系。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它虽然古老，却已具备了“象

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

字的独特魅力。本次实践工作坊将甲骨文的学习与语文、劳动、美

术等各学科充分融合，让孩子们走进甲骨文的奇妙世界，用形象生

动的甲骨文字帮助他们在具体事物与汉字之间搭建桥梁。

语文课作为学习甲骨文的主阵地，老师们在随文识字和集中识

字环节引入甲骨文字，通过对字体的演变，字源的探究、字形字义

的解析，将汉字的构型规则、历史发展和文化内涵引入语文教学。

在劳动学科的教学中，老师们引导学生抓取具有代表性的文字，结

合甲骨文知识了解其演变过程。美术学科开展“甲骨文进美术课堂”

系列活动，通过绘画、手工、 国画等多种形式学习甲骨文，呈现甲

骨文作品。

学生们从了解甲骨文、发现、发展的历史入手，学习运用因字

赋形的方法形象识记甲骨文笔画或字形的特点，体会古人造字的智

慧。玩泥巴、擀泥饼，感受泥性，欣赏并学习甲骨片阳刻拓印的手

法。凹凸的画面，顿挫的线条给人以古朴又富有童趣的美感，表达

出久远的年代感。泥土的醇厚、古雅的色彩、爽意的锲刻，无一不

是对甲骨文字这一文化瑰宝的魅力诠释。在练习甲骨文书法作品的

过程中，感受甲骨文结体大小不一，错综变化。活动现场，老师将

采用仿铜画、素烧陶罐 DIY 的独特形式带领学生一起猜字、拼字、

组词、画画，用做游戏的形式认识汉字、触摸汉字的甲骨文图像，

以此让大家透过真实可感的象形字去感受远古的造字场景， 了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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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号背后丰厚的文化意蕴……一幅幅甲骨文作品既饱含了甲骨文

的金石遗韵，又表现了书法的笔墨情趣。

此外，小朋友们还可以用画笔尝试把甲骨文画出来，真切地体

会着象形文字的奇妙。在这里，他们既可以了解汉字的起源，又能

以无限的想象力绘制独属自 己的汉字故事、领略汉字的独有魅力，

识字便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场有趣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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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艺术素质测评

学校平时认真组织学生艺术素质测评，会在每个学期末结合

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课外活动两个美术基础指标，造型表现、欣赏

评述、设计应用、综合探索四个领域的学业指标以及校外学习和

艺术特长的发展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其中课程学习是通过期末作品的评价进行的，学生会先进行

互评，教师再通过互评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价。最后，将每一项的

评价结果进行综合统计，得出该学生这一学期的美术素质测评等

级。

六、本校艺术测评面临的问题

学校人事编制中，艺术教师人员比例较少，教师很难了解所

教的每位学生，让教师去评价学生的艺术素质，难免出现片面性、

随意性，也会出现学校之间教师评价分值的差异。艺术是很难用

数字分值来区分优劣的，学生的艺术素质评价也很难做到科学量

化的标准。

一旦测艺术评价作为学生升学考试的依据，势必需要学校提

供的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材料必须真实、可信，评价分值具备一定

的公平性、公正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升学认可和信任，否则，测

评办法与升学挂钩是很难持久的。《测评办法》 中明确了学生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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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素质的各项指标和分值，但要做到项目合理、分值真实、科学、

公平、公正，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从部分家长和学生功利性的

角度来说，确实会存在一些学校、教师、学生故意造假应对的现

象。

艺术评价中的各项分值指标需进一步完善，使之具备测评可

操作性和等级差异性，便于上一级教育部门鉴别。本着实际情况

设计测评系统，测评内容化繁为简，减少不适合分值量化的测评

内容，设计可操作性的方案，待测评系统成熟后再逐渐扩充一些

项 目。建议将测评分为艺术学科知识和艺术技能两大项：艺术学

科知识作为学生艺术素质的主项规定为必测项目，每一位学生必

须参加，艺术技能则可作为加测、加分项目，学生可根据自己的

实际能力， 自愿选择一项测评。

在测评工作中，应减少因个人评价带来的误判及学校之间的

差异性，可以组织学区中的多位美术骨干教师来对学生进行测评

。将测评工作纳入第三方及社会监督之下，测评工作过程在一定

范围内公开。



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