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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B

【解析】中国画“四君子”指的是梅兰竹菊。兰，一则花朵色淡香清，二则多生

于幽僻之处，故常被看作是谦谦君子的象征；梅，迎寒而开，美丽绝俗，而且具

有傲霜斗雪的特征，是坚韧不拔的人格的象征；竹，也经冬不凋，且自成美景，

它刚直、谦逊，不亢不卑，潇洒处世，常被看作不同流俗的高雅之士的象征；菊，

它不仅清丽淡雅、芳香袭人，还艳于百花凋后，不与群芳争列，故历来被用来象

征恬然自处、傲然不屈的高尚品格；莲花不在“四君子”内。

故本题选 B。

2.【答案】B

【解析】图 1《舞蹈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陶

盆内壁口沿下绘出每组 5人的 3 组人物，他们手拉手随着原始乐器的节拍，侧着

头，伸着腿，步调一致地跳舞，如同将野兽赶入圈内，有强烈的节奏感和欢快的

气氛，生动地再现了涉猎舞蹈的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动感和韵律。

故本题选 B。

3.【答案】B

【解析】《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绘画作品，装裱形式

属于横卷。横卷是中国画装裱体式之一,即“手卷”，亦名“长卷”，是国画装裱中

横幅的一种体式。《韩熙载夜宴图》以橫卷形式表现了五个互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

的情节，以展现夜宴活动的丰富内容，即听乐、观舞、休闲、赏乐、送别。

故本题选 B。

4.【答案】B

【解析】《马踏匈奴》是西汉霍去病墓前群雕作品的主体，同时也是这些雕塑所讴

歌的主题。雕塑中，作者运用了寓意的手法，用一匹气宇轩昂、傲然屹立的战马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8B%E5%8D%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5%8D%B7


来象征这位年轻的将军。它高大、雄健，以胜利者的姿态伫立着，有一种神圣不

可侵犯的气势；而另一个象征匈奴的手持弓箭的武士则仰面朝天，被无情地踏在

脚下，显得那样渺小、丑陋，蜷缩着身体进行垂死挣扎。

故本题选 B。

5.【答案】B

【解析】盛唐时期著名仕女画家张萱的《捣练图》。画中表现宫中妇女加工绢丝的

生活场面。长卷式的画面上分为三组，一组是用木杵捣练的场面；一组是理线和

缝纫的活动；一组是用熨斗熨平的活动。其线条工细遒劲，设色富丽，以重彩渲

染，给人以活泼明快的感觉。人物形象均为丰颊硕体，服饰艳丽，表现出唐朝仕

女画的典型风格。

故本题选 B。

6.【答案】B

【解析】“曹衣出水”是形容北齐画家曹仲达的绘画风格。因为他的画以细劲的线

描表现紧贴在身躯的衣纹，好似刚从水中出来，人称“曹衣出水”。与唐代画家吴

道子的“吴带当风”画风并称画史。曹仲达，中国南北朝北齐画家。被誉为“曹

家样”。来自中亚曹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曾任朝散大夫。擅画人物、

肖像、佛教图像，尤精于梵像，“曹家样”概括了佛教艺术在最初传入的几个世纪

里中外交融的艺术风格。

故本题选 B。

7.【答案】A

【解析】杜米埃是法国 19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讽刺画大师，也是反映城市生活

的巨匠，杰出的政治讽刺漫画家，也是卓越的油画家和雕塑家。他的造型语言更

具主观色彩、更为概括。在油画领域内，杜米埃创作出一系列非常富于特色的作

品，这些作品在形象塑造和色彩处理上，十分简洁生动。用寥寥几笔抓住最具表



现力的东西，给人鲜明的感觉，这种特征也体现在杜米埃的油画风格上。代表作

品《高康大》《七月英雄》《三等车厢》《堂吉诃德》等.此图即为杜米埃的代表作

品《三等车厢》。

故本题选 A。

8.【答案】B

【解析】马奈是新一代绘画革新者的领袖，19 世纪印象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也是

杰出的色彩画家。在 1863 年的“落选者沙龙作品展”上马奈展出了《草地上的午

餐》，这幅画体现了他试图在新旧艺术上寻找平衡，只不过这幅画依然不被官方接

受，评论家们既不喜欢他的风格也不喜欢他的内容，并且认为画中绅士和裸女在

一起实在是有伤大雅。其实，这种构图并不新奇，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画家就

经常表现这种题材，只是在那时，裸女代表了女神，体现的是女神与世俗人的狂

欢，就像乔尔乔内的《田园合奏》那样。但马奈将一个裸女与两个衣冠楚楚的现

代绅士放在一起，而且毫无畏惧地迎接观看者的目光，没有任何羞臊之意，这让

一向居高临下的男性观看者无法容忍。

故本题选 B。

9.【答案】A

【解析】委拉斯凯兹，西班牙 17 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他在历史画、宗教画、风景

画、女人体画等方面郡留下了动人的作品，虽然身在宫廷，但是他却更广泛的关

注着社会底层人民，使其绘画作品中体现出深刻的社会问题，被称之为“真理画

家”。代表作品《纺织女工》《教皇英诺森十世》《宫娥》《卖水老人》。《阿波罗与

达芙妮》是意大利雕塑家贝尼尼创作的雕塑作品，是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的代表性

作品。这件作品取材于一个古希腊神话，表现了阿波罗的手触到达芙妮身体时的

一瞬间。两人都处在乘风奔跑的运动中，身体轻盈、优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是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代表作品。《舟发西苔岛》是 18 世纪法国最杰出的画家华托



的代表作品。

故本题选 A。

10.【答案】B

【解析】亨利摩尔在雕塑形体上采用线、孔洞来探索新的空间，作品常以人体为

母体，或躺卧、或坐立、或单人像，或群像。有的放在室内、有的放在室外环境

中，以草地、原野、园林树木、云彩作为陪衬。代表作品有《斜倚人像》《国王与

王后》等。

故本题选 B。

11.【答案】C

【解析】“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原出自李清照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其含义是“你可知道，你可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最近热

播电视剧与其同名。其中“红花”“绿叶”这这句画中出现的色彩红和绿是对比色，

体现了色彩的互补关系。

故本题选 C

12.【答案】B

【解析】民间工艺是大众的生活的民俗的艺术。是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载体。民间

工艺有：编织、微雕、陶瓷、布艺、木艺、果核雕刻、刺绣、毛绒、皮影、泥塑、

紫砂、蜡艺、文房四宝、书画、铜艺、装饰品、漆器等。因此，四个选项都属于

民间工艺美术，但是只有竹刻是属于民间工艺立体美术。

故本题选 B。

13.【答案】D

【解析】《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说道：美术课程资源主要包括

学校资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网络资源。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有利于丰富美

术教学的内容，提高美术教学的效益，突出地方美术教育的特色。故本题选 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9%9B%95/4089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3%E8%89%BA/84309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A%AE%E5%BD%B1/11526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A5%E5%A1%91/5689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6%88%BF%E5%9B%9B%E5%AE%9D/25870


14.【答案】A

【解析】《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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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习

活动方式划分美术学习领域，加强学习活动的综合性和探索性，注重美术课程与

学生生活经验紧密关联，使学生在积极的情感体验中发展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和

创造能力，提高审美品位和审美能力，增强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热爱及责任感，

形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

故本题选 A。

15.【答案】D

【解析】《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美术课程以对视觉形象的感

知、理解和创造为特征，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

故本题选 D。

16.【答案】A

【解析】《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美术学习档案袋是一种用来

记录学生整个美术成长过程的资料夹。学生在档案袋中汇集美术学习全过程的资

料，包括研习记录、构想草图、设计方案、创作过程的说明、自我反思（如对自

己的学习历程与作品特征的描述、评价、改进的设想）、他人（如教师、同学、家

长）的评价等。

故本题选 A。

17.【答案】B

【解析】新课标中提倡学生以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方法来学习，这位老师

让学生自主搜集资料了解作品，正是体现了让学生自主学习的这一方法。自主学

习是与传统的接受学习相对应的一种现代化学习方式。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

学生自己做主，不受别人支配，不受界干扰通过阅读、听讲、研究、观察、实践



等手段使个体可以得到持续变化（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过程，情感与价值的改善

和升华）的行为方式。

故本题选 B。

18.【答案】D

【解析】《面具的设计与制作》在这一课中，“对教学中出现不同材质的面具都做

到详细讲解”，这种做法没有很好的筛选教学内容，造成授课内容重点不突出，不

合适。这种 ABC 符合新课改的理念，以学生为本，充分开发和利用美术资源。

故本题选 D。

19.【答案】D

【解析】A、B、C 选项教学目标分别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D 选项“观赏同龄学生不同表现形式的优秀作品”在教学过程中起到范

画的作用，不属于教学目标中的内容。故本题选 D。

20.【答案】A

【解析】《蜡染与扎染》本课属于“设计·运用”学习领域的内容，是在欣赏作品

的同时了解我国民间传统印染工艺中的防与染的技艺，指导学生进行实践，用自

己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创作出具有情趣浓郁、充满蜡染和扎染艺术特色的美术作品。

本课的重点是学习蜡染与扎染的制作方法。

故本题选 A。

21.【答案】B

【解析】C选项体现了探究式学习的方法，属于“过程与方法”目标，A选项属于

知识与技能目标，CD 选项属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故本题选 B。

22.【答案】A

【解析】学生除了通过基础理论学习获得知识之外，还应认知色彩搭配的方法并



运用于实践生活当中，学习用语言、文字、动作等多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与认

识。题干林老师讲完基础理论后，学生自己分小组轮流讨论，理论与知识相结合，

增强了对色彩搭配的理解。

故本题选 A。

23.【答案】B

【解析】教师布置任务，学生自己搜集资料，了解风格特征，是在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接受性学习是指以教师直接讲授为主，学生通过听讲来获取知识的

学习。创作性学习是指学生在创作、实践中学习到相关经验的学习。游戏性学习

是指在游戏中快速掌握相关学习内容的学习。

故本题选 B。

24．【答案】C

【解析】研究性学习指的是仿照科学研究的过程来学习科学内容，从而在掌握科

学内容的同时，体验、理解和应用科学研究方法，掌握科研能力的一种学习方式。

其主要特征是：提出问题、收集数据、形成解释、评价结果、检验结果。自发性

学习是指由学生发起并由学生控制的学习活动，其主要特征是主动探索、自主选

择。接受性学习是通过别人的传授获得知识和经验的一种学习方法，是学习的基

本方式。表现性学习就是通过一定情境中的表现去获取知识技能、培养情感态度

的一种学习方式。从题干中引导学生讨论“墨与水的关系”，同学们仔细观察、并

积极讨论回答问题”可以得知这种学习方式是研究性学习方式。

故本题选 C。

25.【答案】C

【解析】所谓质性评价，就是力图通过自然的调查，全面充分地揭示和描述评价

对象的各种特质，以其中的意义，促进理解。新标准中提到的“表现性评价”“成

长记录评价（档案袋评价）”都具有质性评价的性质。题干中“引导学生运用美术



学习档案袋的方法”“学生们针对自己的作品展开自我评价”是质性评价的典型表

现。

故本题选 C。

26.【答案】C

【解析】《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第四学段“造型·表现”学

习领域评价要点为“在生活中发现与美术相关的问题，与同学合作策划研究课题。

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研究方案，积极参与探究性活动。用文字、图像等形

式记录调查结果，尝试对素材进行整理和分析。积极开动脑筋，以美术与其他学

科知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创作与展示，以口头描述或写作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美

术与生活环境、美术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体会。”C选项为第三学段“造型·表现”

的评价要点。

故本题选 C。

二、简答题

27.【参考答案】南陈北崔”分别指的是：

（1）南陈指的是明末画家陈洪绶，北崔指的是明末画家崔子忠，二人均擅长人物

画。为人、处世、遭际、性情乃至画风也各有相通之处，画史经常将两人相提并

论。

（2）主张“宁拙勿巧、宁丑勿媚”的艺术道路，反映了明末清初书画艺术共同追

求的一股时代风尚。作画多道释人物，造型夸张变形，饶有装饰意趣，笔法遒劲，

设色古雅，称得上是人物画史上的变形主义。

（3）陈洪绶的人物形象，画面力追古法，融古开今，“以篆籀法作画，古拙似魏

晋人手笔”面容奇古，形体伟岸，衣纹排叠道劲，出神入化，设色水石并用，以

艳衬雅，尤善“易圆以防，易整以散”的装饰手法，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超乎时

代的装饰意图。代表作有《归去来辞图》《醉卧图》。



（4）崔子忠所画人物描绘精细，气息古朴，尤擅白描人物，其画作也被称为“儒

者笔墨”。代表作有《云中玉女图》《杏圆宴集图》。

28.【参考答案】《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版）》中“综合·探索”领域的内

涵和三个层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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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分为三个层次：（1）融美术各学习领域（“造型·表现”“设计·应用”和“欣

赏·评述”）为一体；（2）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综合；（3）美术与现实社会相联系。

三个层次之间又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叉或重叠。

“综合·探索”学习领域的教学需要教师改变思维定势，寻找美术各门类、美术

与其他学科、美术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衔接点，设计出丰富多彩并突出美术学科特

点的“综合·探索”学习领域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特别注重以学生为主体

的研讨和探索，引导学生积极探索美术与其他学科、美术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方

法，开展跨学科学习活动。

29.【参考答案】导入的重要意义和导入的方法如下：

（1）导入的作用有：

定向作用:新课开始时，学生的心理是复杂的。通过导入，把学生引导到一个特定

的学习方向上来，因此导入也叫定向导入。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新课开始时，教师用贴切而精炼的语言，正确、巧妙地导入新

课，可以激化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从而使他们愉快主动

地进行学习，表现出高昂的探索精神，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铺垫作用:导入使学生注意力高度集中，为全节课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并能在此基础上，使教学内容进一步展开、发展、开拓，把课的进程不断向高潮

推进，产生良好、积极的连锁反应。



（2）导入方法：情境导入、图片导入、歌曲导入、游戏导入、问题导入、影音导

入、故事导入等。

30.【参考答案】新课程改革下美术课程评价的意义和方式入:

（1）意义：美术课程评价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改进教师教学、促进美术课程不

断发展的重要环节。美术教学评价是为了改善和促进学生发展，淡化评价的甄别、

选拔作用，突出评价的改善、促进功能，对教学活动进行有效调控，让评价转化

为促进学生发展的动力，以提高教学效率。

（2）方式：新课程下的评价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激励性的评价方式、情境式的

评价方式、作业符号的评价方式、评语式的评价方式等。

三、案例分析题

31.【参考答案】

（1）王老师在评价环节中的优点是：根据课程标准评价建议该在课堂中王老师给

予学生自评的机会，注重美术学习表现的评价，美术不仅依据美术作业评价学生

美术学习的结果，而且通过考查学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评价其在美术学

习能力、学习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突出评价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王老师肯定作业很有创意的同学，以及个别基础较差但认为自己有进步的同学，

这样做符合美术课程标准中重视学生学习态度的要求。这些都是王老师课堂上的

优点。

（2）王老师在评价环节中的缺点是：根据课程标准的评价建议在课堂教学中同学

起哄，大喊“丑死了，丑死了，哪里会好看！王老师狠狠瞪了他们一眼，继续下

一教学环节。并没有给学生互评或小组评价交流的机会。违背了评价建议指出的

采用多种评价方式评价美术作业。课程中仅让学生以评分的方式评价，评价方法

也比较单一，在面对学生质疑时态度和做法也不合理。违背了教学建议中坚持面

向全体学生的教学观。以上都是王老师不合理的课程教学内容。



（3）建议是：正确地引导学生学习，认识学生作品的特点，进行有益的评价，加

强自评互评。引导学生在自评互评的过程中注意评价的角度和评价的整体性，增

加评价的形式，如：采用在作业上粘贴小徽章和评语的方式。老师在认真地对待

他们的作业的同时使学生更有自信心。

32.【参考答案】

（1）优点：李老师在新课讲授之前,先让学生进行实景观察。把学生带出课堂观

察实景,记录下各种现象。这样教学,学生不仅容易接受,而且教学气氛愉快。

（2）缺点：李老师在授课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握住整节课的授课节奏，没有分清

楚本节课的重点教学内容的传授。在临近下课时，才告知学生们透视表现方法。

（3）建议：充分利用教具,讲授新知。首先，教师出示复合投影片进行分步演示，

让学生欣赏挂图和课本上的图片,学生和教师一起归纳总结:景物的近大远小现象

就是透视现象。其次，可以用纸盒代替建筑物，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观察课前准

备的纸盒，练习运用透视规律表现纸盒的立体形象。

四、教学设计题

33.【参考答案】

课题：借物寓意

课时：1课时

课型：新授课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理解中国花鸟画“借物寓意”的造型理念，学会用中国画写意的方

法表现生活中花卉蔬果的情趣，在体验写意画的笔墨情趣的同时抒发自己的情感。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作品的赏析和评述、观察和比较，教师进行示范，学生实践

练习，并评价总结教学的过程和方法，完成本节课的知识与技能目标。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感受中国画家“借物寓意”的思想感情，体会中国写意花鸟画的艺术魅力，使学

生的审美能力随之而得到提高，崇高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教学重点：理解中国花鸟画“借物寓意”的造型理念，学会用中国画写意的方法

表现生活中花卉蔬果的情趣；

教学难点：感受中国画家“借物寓意”的思想感情，体会中国写意花鸟画的艺术

魅力，使学生的审美能力随之而得到提高。

教学方法:谈话法、情境创设法、欣赏启发法、讨论法

教具准备：毛笔、墨汁，中国画颜料、毛毡、调色盘、笔洗等。

教学过程：

（1）图片导入

出示齐白石作品《祖国万岁》

1955 年国庆的时候，齐白石老人以真挚的情感画了这幅《祖国万岁》，笔墨简略

但高度形似，色彩夺目，水分饱满，有强烈的感染力。

问：画面上画的这株植物同学们认识吗？

问：画面画的是一株生机勃勃的万年青象征着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希望祖国能像

这株植物一样万年长青。“祖国万岁”四个篆书大字点明主题，表达了老人强烈的

爱国之心。

今天，进入新课“借物寓意”。

（2）新课讲授

中国画的“借物寓意”是指画家借助表现值物本身的属性，来寓意自己的精神追

求和气节。它并不是硬加到作品上，而是要善于抓住动植物与人的某种思想情感

的联系，加以艺术的夸张，在表现自然、歌颂生命的同时借物抒情、托物言志，

给人以丰富的启迪与联想。出示《蔬果图》（吴让之清代）我们看画面画的是什么？

上方题：“士大夫不可一日无此味”。柿子和白菜是生活中很常见的蔬果，氮化镓



就是借它们来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和气节的。

活动一：赏析与评述

问：你认为画家是怎样运用蔬果的形象和笔墨表现情感和寓意的？

柿子寓意“事事”，白菜寓意“清白”，题款可了解作者通过蔬果来表达一种士大

夫应具有的“安贫乐道”的清廉品质和精神。作品中运用勾勒和没骨技法，设色

轻松淡雅，行笔灵巧，体现了一种清新雅致的君子情怀。

回顾元末著名诗人王冕，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

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请同学们感受这首诗的寓意是什么？

表露画家淡泊名利，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出示王冕的《墨梅图》

活动二：互动探讨，观察比较作品与实物照片区别

问：将画家作品与实物照片比较，说说在造型上有什么区别，其特点是什么？

教师总结：全画虽只用淡墨，却能将梅花的姿态表现的清新悦目，画家并没有画

出整个梅树和所有的花朵。而是只将最能表达意境的一枝梅花进行特写式描绘，

使枝干和花朵布局主次分明、疏密得当。也就是说作者再画梅花时候，融入了自

己的主观情感，把生活中的形象进行了提炼，得出了画中艺术形象。正所谓“艺

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画面体现了中国画的一种特殊的构图形式，空白的运用，给人一无限的想象空间。

出示齐白石的《家雀》《茶具梅花图》。根据所学知识，来尝试分析一下这幅画的

寓意。

（3）教师示范

中国画还追求笔墨情趣，正所谓“有笔有墨谓之画”。中国画的绘画技法也是多种

多样的，比如老师喜欢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质，被历代文

人墨客誉为“花君子”。

出示师的两幅写意荷花作品。教师示范写意荷花的基本画法，边示范边讲解。



“法无定法”同样是画荷花，不同的人会表现出不同的意境和情感。如朱耷的《荷

花水鸟图》、齐白石的《荷花》、潘天寿的《荷花》。

想必同学们用描绘生活中的花卉蔬果来表达情感，一定也是各有千秋。那下面让

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花鸟画的“借物寓意”吧！

活动三：体验与练习

运用所学内容，画一幅花卉或蔬果写意画，注意表达出情趣。

（4）评价总结

请同学展示自己的作品，谈谈再作画实践中的收获和体会，并对自己的作品作出

评价。请同学们发表见解后，教师点评。小结：通过同学们的体验可以看出，大

家对中国花鸟画“借物寓意”的绘画理念已经有了理解和掌握，而在造型上，中

国画重视神思而不拘泥于形似，甚至追求“不似之似”、“似与不似之间”，以便更

好的抒情、言志，同时体现画家自己的艺术个性。希望同学们以后除了能用文字

抒发自己的情感外，也能用画笔表达胸中逸气。

（5）课后拓展

请课下查阅清代画家朱耷的资料，以便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花鸟画的“借物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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