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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版义务教育
课程方案改革了艺术
课程设置，在原先的美
术、音乐基础上新增了
舞蹈、戏剧、影视，综合
性更强。新修订的艺
术课程标准中“新三
科”开设的价值意义何
在？在教学过程中，如
何改革评价机制，避免
单纯以分数评价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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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新课标下评价的三个维度
□ 朱敬东

聚 焦 学 生 发 展 核 心 素 养 ，培 养

学生适合未来社会发展的正确价值

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进一步深

化课程改革，推动育人方式的变革，

以美育人，立德树人，是《义务教育

艺 术 课 程 标 准（2022 年 版）》（简 称

“艺术新课标”）为艺术课程改革描

绘的新图景。

教育评价是检验、提升教学质量

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是实现课程目标

的重要保障。如何充分发挥评价的诊

断、激励和改善功能，促进学生发展？

艺术新课标明确指出，围绕学生艺术

学习实践性、体验性、创造性等特点，

将学生的课程学习与实践活动情况纳

入学业评价。

艺术新课标尊重学生艺术学习

的选择性，以学定考，根据学生的选

择进行专项考核，从“素养导向”“全

程实施”“学科实践”三个维度探寻学

业评价实施的意义，体现教、学、评一

致性。

素养导向
厘清“教学评一致”的设计逻辑

艺术新课标指出：“坚持素养导

向。围绕核心素养内涵、课程总目标

和学段目标，依据课程的内容要求、学

业要求和学业质量标准进行全面、综

合的评价，既要关注学生掌握艺术

知识技能的情况，更要重视对价

值观、必备品格、关键能力的

考查。”本次艺术新课标提

出的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审

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

践、文化理解等。学业评价

如何指向核心素养、核心素

养如何评价是我们开展学

业评价的难题。

其实，艺术新课标除

研制了四大核心素养，还

为核心素养如何在教学过

程中落实设计了学业质量

标准，建立了从核心素养

到实施评价的逻辑关系。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设计

的每一个目标都有明确的素养导

向，针对每一个学段、每一个艺术学科

都有精确的目标描述，在课程内容的

学习任务设计中对内容要求、学业要

求也有明确描述。这为学生的学习目

标提供了标准，也为教师开展教学评

价提供了重要依据。

比如其中一个课程总目标：“丰

富想象力，运用媒介、技术和独特的

艺术语言进行表达与交流，运用形

象思维创作情景生动、意蕴健康的

艺术作品，提高艺术表现能力。”从

目标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主要

是针对艺术表现进行定位的。如美

术学科第二学段的学业质量中有这

样的描述：“能根据教师提出的主题

或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创作

2~3 件富有创意的平面、立体或动态

的美术作品（如绘画、泥塑、摄影、定

格动画等），运用造型的手段表达美

（艺术表现、创意实践）”，这与总目

标一一对应。

从课程总目标到学段目标、内容

要求、学业要求、学业质量的确定，始

终以核心素养的培养为指向，形成从

总目标到学业质量的核心素养培育逻

辑闭环，解决了中小学艺术教师“评什

么”的难题。

全程实施
以评价链接教与学

艺术新课标指出：“坚持以评促

学。倡导评价促进学习的理念，关

注 学 生 真 实 发 生 的 进 步 ，捕 捉 、欣

赏 、尊 重 学 生 有 创 意 的 、独 特 的 表

现，并予以鼓励，不断加深学生的艺

术体验，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艺术

潜能，合理运用评价结果改进学习，

发展自己的艺术特长。”评价设计成

为实现以评促学的基本保障，艺术

新课标提出，评价涉及学习态度、过

程表现、学业成就等多方面，贯穿艺

术学习的全过程和艺术教学的各个

环节。所以，评价方式与评价指标

的设计就成了教、学、评一致的先决

条件，以评价指标的考查驱动学习

过程，反思学习效果，从教学的源头

解决真实学习的变革。

过程性评价是一种全面渗透在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全方位评价方式，

是在学习过程中完成、建构学生学习

活动价值的过程。过程性评价更强

调学业成就的评价，所以学业成就的

评价设计是链接教学与学习的必经

之路。

如美术学科第二学段的“表达自

己的想法”学习任务中，我们以《稻花

香 说丰年》的单元学习为例，以“田园

农耕是人与自然的情感纽带，是人民

勤劳淳朴美德的缩影”为大观念，以完

成一本“礼赞丰收·中国人的稻香世

界”的田园水墨画集为单元大任务，设

计的评价指标是：能口头表述自己对

田园耕作的认识与理解；能运用一幅

水墨作品口头描述分析作品的内容、

笔墨、构图中的两个特点；能以一幅作

品解析画家的田园生活与情感；能举

例分析美丽乡村的画卷景象；能用皴

擦勾染等笔墨技巧表现田园风光与丰

收景象；能运用留白、构图、意境营造

等手法表达田园风光的诗意；能举例

说明丰收共富是中国乡村山海情的主

旋律；能以自己的水墨作品解读对乡

村田园生活的喜爱和表达新农村的美

好向往。这 8 个评价指标是本单元主

题与学业质量的具体对接，同时分化

到《蔬果飘香鱼虫乐》《归园田居光景

好》《喜看丰收歌盛世》3 个主题中，并

以评价贯穿整个学习过程。

艺术实践
以评价反思育人价值

表现性评价是建立在学生进行艺

术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各种行

为表现直接判断其能力或者情感态度

等的评价范式。学生通过执行“表现

性任务”把美术探究能力可视化，教师

根据评价标准对学生的艺术表现能力

进行评价。

表现性评价注重情境创设，考查的

是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例如让学生动手制作模型、

表演生活情境，或者进行相关艺术的社

会调研等，表现性评价能测量出学生在

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感受和情意表现。

“表现性任务”有口头表述、表演、

表现、创作、调查等。如《稻花香 说丰

年》大单元以绘制一幅家乡蔬果鱼虫

谱、泼洒一幅田园的四季风光画卷、展

开一幅礼赞盛世的丰收画轴等三个艺

术活动，在艺术实践中进行表现性评

价，体现多样性、灵活性的特点，可以综

合考查学生在过程中能否进行思考、梳

理、应用所学进行表现、表演、创作等，

反思育人价值的落实效度。

评价为学生学习过程提供了反馈

回路，当学生和教师在不断反馈和调

整过程中变得舒适时，学习也随之变

得更加有效。学业评价注重学习过程

与方法，运用多种评价方式和手段，

帮助学生反思学习过程，达到“以评

促学”的目的。学业评价是教育教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的成长记

录，对于调控教学、激励学生都起到

了积极作用。

（作者系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

修订组核心成员、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突出价值引领，开展项目化学习
——以农业生产劳动任务群为例

□ 章振乐

2022 年 3 月，教育部颁布《义务教

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这意味

着劳动教育作为“五育”之一，走上了

规范化、正式化的课程建设道路。

坚 持 育 人 导 向 是《义 务 教 育 劳

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首要理

念。在课程内容的设置、劳动项目

的设计上，强调让学生充分体会劳

动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不仅注

重劳动知识与劳动技能的学习，而

且关注劳动价值的引领、劳动精神

的培育。劳动课程是实施劳动教育

的重要途径。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课程内容部分将劳动课程划

分为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

劳动 3 大类 10 个任务群，并对每个学

段、每个任务群提出了明确的“内容要

求”“素养表现”“活动建议”。本文以

贯穿义务教育阶段的生产劳动中的

“农业生产劳动”任务群为例，谈谈富

春第七小学的实践。

立体化融入
重真实体验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课程实施上强调劳动项目

的开发，强调从儿童真实的劳动需

求 出 发 创 设 情 境 ，解 决 真 实 问 题 。

儿童劳动教育有其独特性与规律，

我们可以创设立体化、多样化的体

验情境，让学生得到最大程度的真

实体验。

首先是“融入儿童生活”，将儿童

具体的生活活动作为劳动课程的实施

路径。例如二年级劳动校本课程《呀，

土豆》，指引孩子经历种土豆、养土豆、

收土豆、做土豆食品等完整环节，回归

生活的真实体验，让劳动教育“从儿童

生活中来，到儿童生活中去”。

其次是“融入教育全过程”。结合

学科特点，学校把劳动课程有机融入

学科教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灵活运

用其他课程所学的知识进行劳动实

践，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发挥劳动

课程的育人功能。如语文课创作土豆

诗歌，美术课绘画土豆生长日志，科

学课探究土豆生长条件，体育课开展

运土豆比赛等，将一个小土豆做成大

课题，把劳动教育渗透在各门学科

中，从而促进“五育融合”，贯穿学校

育人体系。

再 次 是“ 融 入 学 校 文 化 ”。 以

“大主题、长周期”的劳动教育活动

为主线，重构学校教育安排。如我

校在“劳动周”开展削土豆皮竞赛，

举办美食节，开展土豆义卖献爱心

等活动，将劳动融入学生的日常生

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在真实环

境中营造人人知劳动、会劳动、爱劳

动的氛围。

项目化实施
重应时取宜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理念是

“应时、取宜、守则、和谐”。我们遵循

农业生产劳动规律，坚持种植育人、以

物传道，按照节气设计农事劳动，推进

劳动课程的项目化实施。

学校花坛种的是绿色草坪。2020

年，学生在媒体上了解到新冠肺炎疫

情引发了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他们向

学校提出了将花坛改为稻田种旱稻的

建议。学校经研究决定由五年级学生

对花坛进行改造，在科学老师和农技

专家、家长的指导下开始了种旱稻实

践。学生在芒种时节撒下稻种，霜降

时节收割，再将稻谷进行晾晒、去壳，

最后做成米饭、米糕等食品。在这一

过程中，学生综合运用各科知识解决

问题，种的稻子颗粒越来越饱满，产

量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学生深深懂

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全链条滚动
重完整劳动

学校致力于让学生“完整地体验

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以全链

条为线索，帮助学生建立对劳动全面

而深刻的认识，突出新课标倡导的价

值引领。我们注重从劳动产品到社

会循环的全链条把握，不仅在学校通

过生产实践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劳动

知识和技能，还通过一系列劳动任务

的设计，让学生体会劳动在社会循环

中的功能与地位，体验劳动创造财

富，意识到自己的劳动实践是回报社

会供给的最佳方式。

同时，在确定劳动场域时，学校以

“开心农场”为中心，相继拓展开发了

农耕馆、小农科院、果树园、家禽家畜

精灵屋、中药百草园、阳光绿谷高科

技种植园、鲁班工坊、柴火厨房、环保

酵素制造工厂、厨余垃圾处理中心等

区域，逐步形成了集设计、种养、探

究、制作、展示于一体，从生产到消

费、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全链条

式劳动场域。

真劳动实践
重手脑并用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将实践性作为劳动课程

的重要属性之一。陶行知说：“只有

恰 到 好 处 的 真 劳 动 才 能 实 现 真 教

育。”在农业生产劳动中我们要指导

学生做到“三真三全”。“三真”即真

劳动、真研究、真实践。“三全”即全

程、全员、全科。“全程”即完整经历

动 植 物 的 生 长 全 过 程 ，如 选 种 、翻

地、播种、施肥、浇灌、除虫、收获等，

从而体验劳动过程与劳动成果之间

的联系，知晓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

“全员”即把不同主体纳入劳动教育

队伍，包括班主任、管理者、后勤人

员、有经验的农民、农业专家、学生

家长等，使“人人都是劳动教育的老

师”，尤其要让学生一同设计劳动教

育活动，将课程实践的基础根植于

学生真实的劳动经历，充分发挥学

生自主实践的主体性；“全科”指所

有教师都可以根据学科特点，引导

学生参与劳动学习和研究，实现跨

学科融通，既出力流汗又学创融通、

手脑并用，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

劳动在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等方

面的综合育人功能。

例如二年级（1）班的土豆没有发

芽，学生通过研究咨询、查找资料找到

了土豆不发芽的原因。一是坑挖得过

小，二是肥料过多，三是薄膜保护太严

密。找到原因后，学生迅速改进种植

方法进行补种并精心养护，土豆生长

态势喜人，获得了大丰收。这一劳动

经历让孩子们明白，只要不惧怕失败、

付出劳动，就会获得成功。

创多元场地
重家校协作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学校在实施劳动课程时

要始终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与家庭、社

区紧密合作，构建“家庭—学校—社

区”一体化的劳动教育环境。农业生

产劳动中种植场所是一大困难，为此

学校要充分利用学校、家庭、社会场地

开展农业劳动，如在学校空地、教室、

教学楼走廊、家中阳台或露台以及校

外种植基地等，开发了劳动教育场所。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第一学段农业生产劳动内

容要求中提到，根据实际情况，种植

和养护 1—2 种当地常见的水培或土

培植物，如绿萝、文竹等，或饲养 1—

2 种小动物，如金鱼、蚕等。植物种

植养护、动物饲养是一种长期且需

要 付 出 耐 心 、细 心 与 爱 心 的 劳 动 。

一方面，学生可以利用教室一角创

建“班级生物角”，分组开展各项活

动，合理分工并用各种方式记录植

物、小动物生长的情况。另一方面，

学生可以利用在学校习得的养护常

识 、劳 动 技 能 ，创 建 家 庭 阳 台 植 物

角。学生全程记录动植物的成长，

进行周期性的成果展示、经验分享

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体会劳动的价

值与伟大。

家校协作的开展，让劳动教育延

伸拓展到课外，在延展的劳动空间

中，一个个劳动任务通过分工、合作

一一完成，既美化环境又愉悦身心，

让学生感受自然与生命的美妙，同时

培养了责任心与合作力。

农业生产彰显中华民族的勤劳与

智慧，深刻体现“天人合一，人事相

趣”，有其独特的魅力与特征。劳动

的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义务

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

要求劳动课程要“适当引入体现新形

态、新技术、新工艺等的现代劳动内

容”。今天的农业生产劳动，是传统

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学校开辟了

高科技种植园，开发了智慧农业课

程，让学生在真实劳动体验中，理解

科技与劳动的辩证关系，体验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

（作者系教育部基础教育劳动教

育指导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杭

州市富阳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富春第

七小学教育集团书记、校长）

《义务教育劳动课
程标准（2022 年版）》
正式实施，意味着劳动
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
呈现在课表中，开启了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新
篇章。如何通过课程
整合和实施方式创新，
使劳动教育成为“五育
融合”的有效载体，实
现“以劳树德、以劳增
智、以劳强体、以劳育
美、以劳创新”的课程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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