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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泰安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测评要点 测评依据

基
础
指
标

(40 分)

课
程
学
习

（25 分）

出勤率
（5 分）

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参
加艺术课程学习的出勤情
况。

1.按时上下课，不迟到、不早退；
2.不无故旷课，学年出勤次数。

点名册

参与度
（10 分）

对参与艺术课程学习的态
度（包括兴趣、情感等）
和投入的情况（包括投入
时间、频度和广度等）。

1.参加艺术课程学习的注意力、意志力等状况；
2.课堂学习的表现情况，包括听讲、与同伴交流及发言的情况等。

通过课堂表现，任课教师予以
评定得分

任务完成
（10 分）

对艺术课程学习任务的完
成情况。

1.课堂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
2.课堂作业的完成情况。

通过课堂表现及作业完成，任
课教师予以评定得分

课
外
活
动

（15 分）

艺术兴趣
小组、艺术
社团（10

分）

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兴趣
小组、艺术社团的情况。

1.参加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的类别和数量；
2.参加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的次数；
3.在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中承担的角色及其任务完成情况；
4.在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中的表现情况。

根据艺术兴趣小组、社团花名
册和活动记录，指导教师予以
评定得分

其他艺术
活动（5分）

参与学校组织的艺术节、
联欢会等艺术活动的情
况。

1.参与艺术活动的积极性；
2.参与艺术活动的项目、次数；
3.在艺术活动中承担的角色及其任务完成情况。

获奖证书或
参与活动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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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测评要点 测评依据

学
业
指
标

(50 分)

音
乐

基
础
知
识
与
基
本
技
能

感
受
与
欣
赏

（15 分）

音乐表现要素

小学

1.听辨出常见打击乐器的音色，并用打击乐器奏出强弱、长短不同
的声音；
2.发现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各种音响，用自己的声音或乐器模仿喜欢
的音响；
3.听辨出人声的分类；
4.感受并描述音乐旋律中力度、速度、高低、快慢、强弱的变化；
5.听辨出不同类型乐器的音色；
6.初步辨别节拍的不同，体验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的律动感，
并对二拍子、三拍子的音乐做出相应的体态反应；
7.感知音乐主题，区分音乐基本段落，并能够运用体态或线条、色
彩等方式做出相应的反应。

笔试卷面得分，以视听题目为
主

初中

1.听辨出音乐力度、速度、节奏、节拍、旋律、和声、调式等音乐
表现要素在作品中的作用，运用所学音乐要素分析作品；
2.听辨出西洋管弦乐队、中国民族乐队、电声乐队中常用乐器的音
色；
3.认识并了解世界各国民族特色乐器，如骨笛、埙、编钟、古琴、
马头琴、竖琴、英国管等。

笔试卷面得分，以视听题目为
主

音乐情绪与
情感

小学
1.体验、听辨不同情绪的音乐，并做出相应表情或体态反应；
2.听辨出不同情绪的音乐，体验并简要描述音乐情绪的变化。

笔试卷面得分，以视听题目为
主

初中

1.听辨出音乐主题、乐句、段落；视唱出部分乐曲的主题旋律，并
用语言作简单描述；
2.主动体验音乐所表达的各种情感；
3.简单表述所听不同体裁、不同形式的音乐及音乐不同段落的对比
与变化，并能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笔试卷面得分，以视听题目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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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测评要点 测评依据

音乐体裁与
形式

小学

1.通过模唱、打击乐器等方式对所听音乐做出反应。能够随着进行
曲、舞曲音乐走步、跳舞；
2.聆听各种体裁和类别的歌曲，随歌曲哼唱或默唱；
3.聆听不同体裁和类别的小型器乐曲，随乐声哼唱短小的音乐主题
或主题片段；
4.初步分辨小型的音乐体裁与形式；
5.聆听音乐主题并说出曲名。

笔试卷面得分，以视听题目为
主

初中

1.分辨出少年儿童歌曲、颂歌、抒情歌曲、叙事歌曲、艺术歌曲、
民谣、通俗歌曲等各种体裁和类别的歌曲；
2.了解大合唱、组歌、室内乐、协奏曲、交响曲、奏鸣曲、歌剧、
舞剧音乐等各种体裁和类别的歌曲；
3.通过聆听不同的歌曲简单评析音乐体裁与形式；
4.每学年背唱 2～4首歌曲和音乐主题旋律，并说出曲名；
5.随伴奏轻声哼唱或默唱出音乐主题旋律；
6.分辨出不同体裁和类别的器乐曲，并用打击乐对所听音乐做出相
应的情感配合。

笔试卷面得分，以视听题目为
主

音乐风格与
流派

小学

1.初步感受并辨别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儿歌、童谣及小型器乐
曲或乐曲片段的风格；
2.聆听并了解代表性地区和民族的民歌、民间歌舞、民间器乐曲和
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及曲艺音乐，分辨其不同的风格。

笔试卷面得分，以视听题目为
主

初中

1.了解中外各民族民间音乐的主要种类、唱腔、风格、流派和代表
人物；了解中外著名作曲家及代表作品（如：巴赫、亨德尔、海顿、
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柴可夫斯基、黄自、王洛宾等）；
2.了解中国歌剧、京剧、黄梅戏、豫剧、越剧、秦腔、评剧等地方
戏曲剧种的主要唱段,知道著名地方戏曲的代表人物。

笔试卷面得分，以视听题目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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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测评要点 测评依据

表现
（15 分）

演唱

小学

1.掌握正确的演唱姿势和呼吸方法；
2.有表情地独唱或参与齐唱、合唱，养成良好的演唱习惯；
3.用自然的声音、准确的节奏和音调，有表情地独唱或参与齐唱、
轮唱、合唱，对指挥动作做出恰当的反应；
4.了解变声期嗓音保护的知识，初步懂得嗓音保护的方法；
5.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演唱作简单评价；
6.每学年能够背唱 4～6首歌曲（其中 1～2首中国民歌），3-5 年
级学唱京剧或地方戏曲唱腔片段。

采取现场学生自选歌曲和随
机抽测结合的方式，由测评教
师予以评定得分

初中

1.掌握已学过的简谱音乐知识，并能独立视唱简单歌曲、乐曲的乐谱；
2.了解人声分类、演唱形式，基本掌握歌唱方法；
3.运用正确歌唱方法自信、有感情地演唱歌曲，表现歌曲风格、表
达歌曲情感；
4.掌握 4/4 拍、3/8 拍、6/8 拍的指挥图式；对指挥动作作出正确
的反应；
5.每学期背唱 2～4 首歌曲（其中 1首中国民歌），学唱 1段京剧。

采取现场学生自选歌曲和随
机抽测结合的方式，由测评教
师予以评定得分

演奏

小学

1.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2.掌握竖笛、口琴、口风琴或其他课堂乐器的正确演奏方法，参与
歌曲、乐曲的表现；
3.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演奏作简单评价。

现场测试，由测评教师予以评
定得分

初中

1.用课堂乐器演奏教材中歌曲或乐曲，掌握课堂乐器的吐音、常用
变化音等演奏技巧；
2.自信、有感情地视唱（奏）歌曲或乐曲曲谱；每学期完整演奏 2～
3 首歌曲或乐曲。

现场测试，由测评教师予以评
定得分

综合性艺术
表演

小学

1.用身体配合乐曲、歌曲做动作；
2.能够与他人合作，进行律动、集体舞、音乐游戏、儿童歌舞等活
动；
3.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表演做简单评价。

现场测试，由测评教师予以评
定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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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测评要点 测评依据

初中

1.能与同学合作演唱简单的二声部歌曲；
2.自信、有表情地参与综合性艺术表演活动；
3.学习简单的歌剧、戏曲、曲艺片段表演，并结合所学歌曲、乐曲
创设简单的情景或动作进行表演，并做出相应的评价。

现场测试，由测评教师予以评
定得分

识读乐谱

小学

1.低学段学生能够认识简单节奏符号，用声音、动作等方式表现简
单节奏，并能用唱名模唱简单乐谱；
2.高学段学生结合所学歌曲认识音名、音符、休止符及一些常用的
音乐记号，并能够跟随琴声视唱简单乐谱，具有初步的识谱能力。

现场测试，由测评教师予以评
定得分

初中

1.基本准确地分析歌曲的特点与风格、音乐情绪和意境；
2.掌握乐谱中的音乐记号及用法；
3.掌握歌曲中弱起、切分、顿音、重音、延长音、三连音等节奏和
记号的演唱方法。

现场测试，由测评教师予以评
定得分

创造
（10 分）

探索音响与
音乐

小学
1.用打击乐器或其他发声材料探索声音的强弱、长短和音色，并能
表现自然界或生活中的声音；
2.在教师指导下自制简易乐器。

采用随堂评价及集中评价结
合的方式，予以评定得分

初中
1.自制 1～2件小乐器；
2.运用人声、乐器声或其他音源材料，创设音乐情景为歌曲伴奏；
3.即兴创编律动或舞蹈，参与歌曲表演。

采用随堂评价及集中评价结
合的方式，予以评定得分

即兴编创

小学

1.用不同的节奏、速度、力度等表现儿歌、诗词短句；
2.在唱歌或聆听音乐时即兴地做动作；
3.用各种声音材料和不同的音乐表现形式，即兴编创音乐故事、音
乐游戏并参与表演。

采用随堂评价及集中评价结
合的方式，予以评定得分

初中

1.与同学合作即兴创编音乐故事、音乐游戏、律动或舞蹈，并参与
表演；
2.对自己和他人的表演做出评价；
3.根据相关的音乐主题，为打击乐器创编 4～8 小节的节奏短句，
并参与表演。

采用随堂评价及集中评价结
合的方式，予以评定得分

创作实践 小学
1.运用线条、色块、图形、图谱等方式，记录感受到的音乐；
2.利用教师或教材提供的材料和方法，独立地或与他人合作编创
2～4 小节的节奏或旋律。

采用随堂评价及集中评价结
合的方式，予以评定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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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测评要点 测评依据

初中

1.用教师或教材提供的材料和方法采用“鱼咬尾”、“重复”、“模
进”等创作手法，独立或与他人合作编创 4～8 小节的旋律短句或
短曲，并用乐谱记录下来，演唱出来；
2.了解并尝试用电脑创编音乐；
3.为诗词、短语创编 4～8小节旋律片段。

采用随堂评价及集中评价结
合的方式，予以评定得分

音乐与相
关文化

（10 分）

音乐与社会
生活

小学

1.喜欢从广播、影视、网络、磁带、CD 等传播媒体中收集音乐材
料，并经常听赏；
2.主动参加社区或乡村的音乐活动，乐于与他人共同参与音乐交流
活动。

采用提供资料自我评价方式
得分

初中
1.乐于参与民俗活动，并通过音乐了解民俗文化；
2.了解八音、江南丝竹、吹打乐、广东音乐、花鼓、斑鸠调、包楞
调、小调等不同地区和民族的音乐风格及相关音乐文化知识。

采用提供资料自我评价、笔试
结合方式得分

音乐与姊妹
艺术

小学

1.用简单的形体动作和表演动作表现音乐的节奏和情绪；
2.用色彩或线条表现音乐的不同情绪；
3.观赏戏剧、影视剧等不同形式的艺术，体验并简单描述音乐在其
中的作用。

采取随堂评价、现场测评及笔
试结合方式得分

初中

1.分析、比较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在表现材料、表现特点等方面的
异同；运用综合艺术表现手段，进行班级文艺活动的创意与设计；
2.了解音乐故事及创作背景；
3.理解声音艺术与语言艺术的关系，恰当地选用音乐烘托诗词、散
文的意境；
4.了解音乐在影视、戏剧、舞蹈作品中的作用；
5.掌握所熟悉的影视片、歌剧、音乐剧、京剧中的相关文化知识；
表述对音乐背景或主题音乐的认识。

采用提供资料自我评价、笔试
结合方式得分

音乐与其他 小学
1.用不同节奏、节拍、情绪的音乐表现简单的韵律操动作；
2.选用合适的背景音乐，为儿歌、童话故事或诗朗诵配乐；
3.说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国家的代表性音乐作品。

采用随堂评价及集中评价结
合的方式，予以评定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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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测评要点 测评依据

初中

1.了解民族管弦乐队与西洋管弦乐队的编制和结构特点；
2.听辨出藏族、侗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民歌特点；
3.了解和体验非洲、美洲等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代表性音乐；
4.了解中外民族音乐文化特点，并结合所学的社会及自然科学知
识，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和理解；
5.了解部分中外音乐史知识，如各乐派代表人物、作品等。

笔试卷面得分，以视听题目为
主

美
术

基
础
知
识
与
基
本
技
能

造型•表现
（15 分）

“造型•表现”
学习领域是指
运用多种媒材
和手段，表达情
感和思想，体验
造型乐趣，逐步
形成基本造型
能力的学习领
域。

小学

1.了解不同类型的线条、几何形以及常用的色彩，能结合各种技能，
进行造型表现；
2.了解色彩的基础知识，并能恰当运用于绘画实践活动；
3.了解基本的透视关系，并能运用于绘画实践；
4.了解多种可塑性媒材的特性，运用多种技法进行立体造型实践活
动；
5.了解中国画的基础知识，并能尝试运用笔墨技法进行表现；
6.初步掌握计算机的基本操作方法，能运用绘画软件，进行简单的
绘画创作；
7.了解漫画、动画的基本知识和表现方法，并进行创作实践；
8.运用版画工具及材料，通过描绘、剪刻和印制等方法，进行简易
版画创作。

现场测试，由测评教师予以评
定得分

初中

1.学习并运用透视、色彩、构图、比例等知识，进行绘画创作；
2.学会使用速写、素描、色彩画、版画等造型表现方法，进行绘画
实践；
3.根据表现意图，在绘画创作中能合理构图，恰当地表现空间关系
和色彩关系；
4.能够灵活运用雕、刻、塑等基本的雕塑方法，创作雕塑小品；
5.理解中国画的相关知识，并能够使用中国画技法创作小品；
6.能够使用计算机、照相机或摄像机等媒介，进行艺术创作；
7.学会漫画、动画的表现方法，并进行创作实践；
8.能够选择写实、变形和抽象等方法，运用造型元素和形式原理，
开展造型表现活动。

现场测试，由测评教师予以评
定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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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测评要点 测评依据

设计•应用
（15 分）

“设计•应用”
学习领域是指
运用一定的物
质材料和手段，
围绕一定的目
的和用途进行
设计与制作，传
递与交流信息，
改善环境与生
活，逐步形成设
计意识和实践
能力的学习领
域。

小学

1.通过观察身边的用品，能够了解形状与用途的关系，认识设计和
工艺的造型、色彩、媒材；
2.利用身边容易找到的各种媒材，尝试使用不同工具进行简单组合
和装饰；
3.运用对比与和谐、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等形式原理，设计和
装饰各种图形与物品；
4.了解设计与工艺的知识，知道设计与工艺的基本程序，学会设计
创意与工艺制作的基本方法。

采用随堂评价及集中评价结
合的方式，予以评定得分

初中

1.了解设计的主要门类和基础知识，学会分析作品的造型、色彩、
材质、结构、肌理等与功能的关系；
2.能运用所学的造型元素和造型原则，利用各种媒材的特性，进行
创意与设计，美化生活，感悟设计艺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3.能够评述他人的设计和工艺作品，形成初步的设计意识；
4.了解一些媒材的特性，能够制作有主题或有用的工艺品。

采用随堂评价及集中评价结
合的方式，予以评定得分

欣赏•评述
（10 分）

“欣赏•评述”
学习领域是指
学生通过对自
然美、美术作品
和美术现象等
进行观察、描述
和分析，逐步形
成审美趣味和
美术欣赏能力
的学习领域。

小学

1.观赏自然景物和优秀的美术作品，能用简短的语言大胆表达欣赏
感受；
2.欣赏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中外美术作品，知道有代表性的美术
家；
3.通过描述、分析与讨论，能用简单的美术术语对美术作品的内容
与形式进行分析，表达对美术作品的感受与理解。

笔试卷面得分，以现场欣赏题
目为主

初中

1.了解美术的不同门类及表现形式，能够认知作品的思想内涵、形
式与风格特征；
2.学会欣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美术作品，并能了解重要的艺术
家及流派；
3.能够理解造型元素、形式原理及构图在美术作品中的作用；
4.运用美术术语对美术作品及美术现象的形式与内容进行分析，表
达对作品或现象的感受与见解。

笔试卷面得分，以现场欣赏题
目为主



— 16 —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测评要点 测评依据

综合•探索
（10 分）

“综合•探索”
学习领域是指
通过综合性的
美术活动，引导
学生主动探索、
研究、创造以及
综合解决问题
的学习领域。

小学

1.能够发现并收集身边可以用于造型活动的各种材料，进行联想和
创作；
2.能够采用造型游戏的方式，结合语文、音乐、品德与社会、科学
等学科内容，进行无主题或有主题的想象、创作和展示；
3.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来历及其活动方式，能够进行相关的设计、
创作与展示活动，体会美术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采取随堂评价、现场测评及笔
试结合方式得分

初中

1.结合学校或社会的时事新闻，开展专题研究，能用美术的方式表
达研究成果，布置专题展览或举办研讨会；
2.结合音乐、语文、外语、历史、社会等学科内容，能够创作插图、
年表或编写剧本，设计板报等；
3.结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内容，能够创作图表，根据
科学原理设计、制作作品，并进行展示；
4.以创作与展示等方式，表达自己对美术与人类生存环境、美术与
中国传统文化、美术与多元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采取随堂评价、现场测评及笔
试结合方式得分

发
展
指
标

(最高
20 分)

校外
学习

校外艺术
学习、艺术

实践
（20 分）

自觉学习、参与传承优秀的传统民族民间艺术（不包括艺术培训班、艺术考级），如音乐
会、中国传统特色艺术、本土特色艺术；主动参与社区、乡镇、乡村文化艺术活动，乐于与他
人共同参与艺术交流活动；一次得 5 分。对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有一定了解的，得 5 分。可累
计加分，满分为 20 分。

学习或参与相关活动的证书、
照片或其他证明材料（优秀的
传统民族民间艺术特指各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项
目）

艺术特长
(加分项)

参加校级及县级以上教育
行政部门组织的艺术比赛
（展演）的情况。

参加校级、乡镇及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艺术比赛或展
演、展览活动的，每一次得 5分。可累计加分，满分为 10 分。

参加比赛、活动的证书或其他
证明

备注：1.艺术素质测评总分为 110 分（作为过程性评价成绩，每学年按照满分 10 分进行折算，计入中考成绩）。

2.音乐、美术学业指标标准、测评要点根据省里的调整适时进行调整，以最新版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