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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exploring the tring to understand what factors a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visual art teacher.And the data is analyzed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method,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and one way

ANOVA.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Professional Ability Aspect:The visual art lesson is mostly instructed by homeroom teachers, instead of art teachers.2.Teaching

Materials Aspect:Teachers use mainly textbook and assist with self-compilation materials;the more teaching seniority, the more self-

compilation applied.b.Self-compilation materials are influenced by teachers' masters.3.Analysis of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Teaching Achievement:Students are happy to learn. Curriculum design:Teachers understand and approve the efficacy of

co-teaching;however,the use of co-teaching should be pomoted.Use of teaching resources:Teachers think they are competent to

apply media facilities in teaching. Evaluation: Teachers set different evaluation standards according to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and try various assessment ways.Teachers’expects and difficulties:Visual art courses should be instructed by professional visual art

teachers. And teachers hope for further study and research on visual art or art and humanity and also equipments for visual art.4.

Teaching achievements are much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genders and masters. And material arrangements and curriculum design

are much influenced by teachers’ different masters.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on teachers’ expects for different teaching

seniority and qualifications.

According to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advices for teachers’ training institutions,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school

administration, visual art teachers, parent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and also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visua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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