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已经辅导过两届初三学生，作为一个陪伴过两

届初三学生参加艺术素质测评机考的教师，笔者对艺术

素质测试有较为深入的思考，对艺术特长生也有相对较

深的了解。每年美术艺术素质测试的内容会有一定的变

化，但不外乎素描、色彩、设计等。在很多人看来，如

果在初中或者高中学习成绩不好，就可以从学习文化课

程转为学习艺术课程，这里面包括了众多对艺术本身不

感兴趣的学生。艺术素质测试的形式不外乎统考和学校

单招这两种。在美术艺术素质测试考场中会看到，考题

多是一张照片或者一个模特儿，然后学生进行背临或临

摹，学生画出来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从技法方面去衡

量学生的水平。现在国内自媒体发达，笔者接触到不少

网络自由画家和一些在国外留学的艺术生，并了解到国

外的专业艺术生申请学校的形式是有自己的艺术作品集，

由工作室教师负责指导，教师一般是国际上获奖或国内

负有盛名的大师，可想而知他们的作品质量。我国部分

教师仍停留在临摹或借鉴的阶段，能够自己创作作品的

教师不多。

在艺术素质测试开始的第一年，社会各界有各种不

同的声音。家长担心这会给学生带来压力，而教师担心

的是像艺术这样感性的东西，是否可以用成绩来衡量它。

同时，艺术素质测试的考试形式也让教师产生担心和疑

惑，是考理论还是实际操作？对此，笔者进行了思考。

无论是南京市优秀中学还是薄弱中学，在面对中考压力

时，美术课经常被挤占，各科教师和领导不重视艺术课。

因此国家开展艺术素质测试的部分原因是希望学校能够

把美术课开全开齐，也让学生家长及学生自己能够重视

艺术这门课程，这符合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笔者将结

合艺术素质测试的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在薄弱学校

中辅导学生进行复习迎考提出建议。

一、 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中考美术艺术

素质测试现状

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是薄弱中学，以初中为例，多

数学生需要在教师不停的监督与鞭策下才能完成学习任

务，这加大了初三美术教师的工作，在课堂上完成不了

的或者有个别学生有学习问题的，教师需要在课外用大

量的时间去辅导。

二、 对中考美术艺术素质测试现状的思考

笔者曾看到了一则新闻，针对艺术类培训市场日趋

火热的情况，记者调查发现一张张噱头十足的证书背后

暗藏了诸多套路和交易，艺术等级测评已经沦为买卖的

生意；艺术等级测评有不少套路，只要不是特别差的学生

都能花钱通过等级测评；艺术培训机构帮考级测评机构进

行推广，就有利益分成。艺术等级测评的生意显然是利

用了“双减”政策落地后很多家长的焦虑心态，想在其

他赛道超车。但是根据《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试办法》，

艺术特长如果要作为加分项，应该为“学校现场测评中

展示的艺术特长”。另外，有调查发现，参加艺考的学生

中只有 10% 的学生真正对艺术感兴趣，其他都抱有各种

目的。艺术是崇高的，是需要创造与感悟的，相关部门

应该思考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如何引导艺术教育进入

正轨。

艺术素质测试实施内容有：基础指标，包括课程学习

和课外活动；发展指标，包括校外学习和艺术特长加分项

目；学业指标，包括技术知识和基本技能。总而言之，就

是关于学生的出勤、平时课业的完成情况以及兴趣小组

的参与度、校外活动的参与度和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如

欣赏能力、实践能力等。

三、 对中考美术艺术素质测试内容教学的

建议

在平常课程学习的出勤率问题上，笔者每节课都会

进行考勤，有病假休学情况迅速沟通到位，确保出勤率

达到 100%，并通过软件进行统计。参与学习任务以及

作业完成情况方面，笔者所在学校没有美术教室，美术

教室被用以学生的艺考培训。这就导致学生的工具及作

中考美术艺术素质测试之我见
何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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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没有地方存放、展示。在这样的条件下，笔者个人给

学生准备纸张、工具，班级小组长负责纸张、工具管理，

每节课要求学生完成作业后将作品整理、简单装裱，将

优秀作业在班级进行展示并留存，定期在校园展览。在

课外活动方面，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多样化社团活动以及

参观博物馆、民间艺术家创作等。在学校，笔者开设了

书法和古风插画创作等多样的校本课程，要求学生尽量

参加；经常在学校展览自己的作品与学生的作业，效果良

好；与学校教务处联合举办校内的硬笔书法比赛，多名

学生获奖，加强了学生的荣誉感。校外活动方面，笔者

推荐学生去南京免费的博物馆、美术馆参观，如老门东

的美术馆、四方现代美术馆、夫子庙的非遗馆等。另外，

笔者会组织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绘画书法比赛，如少年宫

或其他机构组织的国内外比赛，鼓励学生自己留意各种

艺术赛事，多参加、多尝试，取得良好的成绩。

四、 中考美术艺术素质测试知识技能考

查的题型

2018 年笔者参加了江苏省中考建题库的工作，负责

八年级下学期的美术出题。以当时专家的要求，教师出

题要紧扣教材，以美术课本为主，不能超出课本内容出

题。题型分三种：判断题、选择题、操作题。以判断题为

例：九年级上册“中国古代雕塑”中，中国著名四大石

窟有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

麦积山石窟。在这道题中，笔者可以将“天水麦积山石

窟”换成“四川大足石窟”，让学生进行判断，认真复习

的学生可以做出来。以选择题为例：学习了课文《园林探

幽》，请问苏州园林中哪四个园林分别代表宋、元、明、

清四个朝代的艺术风格，被称为苏州“四大名园”。答

案 A：沧浪亭、狮子园、拙政园、留园。答案 B：狮子林、

留园、艺圃、畅园。答案 C：拙政园、留园、狮子林、网

师园。答案 D：沧浪亭、狮子园、留园、怡园。正确答案

是 A。以操作题为例，针对八年级下册第二课“轻描重彩

总相宜”，笔者出了一道连线题，宋代吴炳的《出水芙蓉

图》是一张经典的工笔重彩花卉作品，教材中有完成绘

制的四张步骤图。笔者将四张图的顺序打乱，将每个绘

画步骤的文字打乱（一勾线，二渲染，三罩染，四刻画），

让学生将图片步骤与文字步骤进行连线。复习中教师可

以尝试自己出题，并对题型进行分析，教学生分析方法，

抓关键词、年代、作者、题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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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考美术艺术素质测试的复习方法

学生复习的范围是初中的五本书，笔者总结了六个

复习方法。

方法一，分模块复习。将五本书的内容整合，第一

个模块是欣赏与评述部分。中国艺术包括中国人物画、山

水画、花鸟画，画法又分为工笔、写意、没骨。外国美

术包括外国肖像画、历史画、外国雕塑与建筑。第二个

模块是造型与表现部分。学习素描静物、素描动物、素

描人物，中国工笔花鸟画、写意花鸟、写意山水画、雕塑、

漫画、壁画、版画和电脑绘画。第三个模块是设计与应

用部分。图案与色彩的应用、重复构成设计应用，如蓝

印花布设计、陶艺设计、风筝设计、书籍设计、海报设计、

标志设计、餐具设计、服装设计、家居设计以及综合环

境设计。第四个模块是综合探索部分。以中国古代名画、

世界名画为主，对《五马图》《五牛图》《簪花仕女图》

《清明上河图》《敦煌莫高窟壁画》进行探索；对中国园

林造园进行探索；对鲁迅的文章《故乡》进行集音乐、

美术、文学、表演于一体的二次创作和创造性的表演综

合艺术探索。

方法二，按课复习。这个方法不分模块，从初一年

级第一本书开始复习，按照每节课的认知目标进行复习，

紧抓教学重点、教学难点。例如，七年级下册“仕女簪花”

这节课，认知目标是了解中国传统服饰、妆容、饰品文化，

感受精湛的制造工艺，体会吉祥纹饰表达的美好寓意；教

学重点是中国饰文化的特征，教学难点是中国饰文化的

发展和继承。

方法三，重点提炼法。将每课的重要知识点提炼出

来复习。例如，八年级上册“空间与层次”的知识重点：

透视的概念；透视知识，平行透视，成角透视；空间透视；

大气透视。九年级上册“日用器具”的知识重点：器具的

概念、器具的历史、器具的制造、器具的造型、器具的设计、

工业设计的三视图。

方法四，模糊记忆法。模糊记忆法是在人们大脑记

忆体系中资料不完备、不清晰的情况下，通过对现存资

料及信息进行合理判断分析，提取有效记忆残片，从多

个不完备的大脑信息源中进行对比、印证，从而获得接

近事实和答案的一种不清晰的记忆方法。美术中考复习

需要背的内容多，可以让学生采用模糊记忆法，即看到

作品图片能够模糊地记得是哪个朝代哪位作者，或看到

作者名字能够想到他的作品关键词。

方法五，个别辅导法。有个别学生完全不想学，笔

者的方法是课后单独辅导，该完成的内容完成，尽量不

麻烦班主任教师及其他任课教师。有些学生比较敏感自

卑，教师要尽量多关爱、多理解、多引导。

方法六，生活联想法。引导学生在生活处处发现美、

感悟美，看到竹子联想到郑板桥，看到莲花想到写意花鸟，

看到教学楼联想到透视知识，多创新、多思考。

六、 对中考美术艺术素质测试的设想

艺术素质测试已经比较全面，但是笔者觉得应该增

加实践性考试，因为艺术是感性的，需要当场进行实践

考核。例如，给学生题目让学生进行现场创作，或者给

学生提供艺术材料，考核学生是否可以正确使用。但是

要求要和艺术特长生有区别，只要达到基本要求就可以。

总之，艺术素质测试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益而无害，在

具体操作中需要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使其更加细化、更加

科学化，使学生能够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人才。（作者单位系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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