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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彩色铅笔、水彩色）过春节

写给亲爱的同学们

    在大自然中，在生活里，美

无处不在，丰富多彩。这套美术教

科书鼓励大家用自己的眼睛去寻找

美、发现美，并用各种方法去表现

美、创造美。

    本册教科书为同学们准备了

许多精美的图片及有趣的内容。

大家可以通过讨论和交流，通过

相互的学习与合作，在想想、画

画、做做、玩玩的过程中，培养

自己细心观察、独立思考的习惯，

努力提高探究和创作能力。

    在今后的学习中，同学们要

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用自己的

眼睛和双手去探索美的世界，创

造更美的生活。祝大家学习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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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自然

生活中的设计

第          课
色彩的纯度渐变 1

红、橙、黄、绿、蓝、紫，

是最鲜艳纯净的色彩。

色彩纯净的程度，

叫做色彩的纯度。

纯度高的颜色，

加入了

由黑色和白色调成的灰色

或对比色，

它的纯度就降低了。

逐渐地加入，

形成色彩的纯度渐变。

●一种纯净色在明度渐变时，也必然

影响它的纯度。一块纯色在纯度渐变

时也一定会改变明度吗？

抢答题
植物

从太空俯瞰大地

海滩

鸟头

商品包装

图形设计

茶具

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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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走进博物馆

第          课
色彩的纯度渐变1

学生作品（水粉色）
学生作品（水粉色）

展览图表设计

鞋（东晋）

学生作品（水粉色）

●选择一种原色或间色，逐渐

调入灰色，每调入一点就涂下

一个色块或色条，使每块纯度

不同，有序排列。

●也可选一种纯净色，逐渐加

入它的对比色，进行纯度渐变

的调色练习。

●用水粉色作业。 

学习建议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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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2漂亮的灯

五彩缤纷的花灯，

是节日的明星，

寄托着百姓的期盼，

体现了吉祥喜庆。

鱼、龙、虎、兔，

结队成群，

营造了童话般的情景。

●两千年前的汉代，我国就

有了元宵节看花灯的习俗。

花灯要经过选材、编扎、裱

糊、绘制、剪贴和刺绣等工

艺才能完成。今天的花灯在

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加上了

声、光、电等现代科技。

走进民艺坊

知识窗

生活中的设计

上
海
世
博
会
展
馆

公
园
环
境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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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漂亮的灯2

●说说你对传统花灯

的看法，你知道哪些

著名的传统花灯？为

什么要保护这种民间

工艺？

●观察或回忆节日里

见到的各种花灯。讲

讲花灯的形状和色彩

以及你喜欢与否的原

因。以“花灯”为题

创作绘画。

儿童美术馆

学生作品（彩色水笔）

学习建议

学
生
作
品
（
水
粉
色
）

节
日
之
夜

看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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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漂亮的灯 2

●在打包带和胶带纸做的灯

骨架上面糊上薄纸，然后涂

色或粘贴各种材料进行装

饰，再装上轮子，花灯就做

好了，里面点上蜡烛或放上

电筒就更漂亮了。

●可根据制作需要将打包带

进行剪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老师的话

走进博物馆

错
银
饰
青
铜
牛
灯
（
东
汉
）

知识窗

●走马灯是古代江南观赏

用的花灯。灯中的轮子上

贴有“人骑马”的剪纸，

点上蜡烛后空气流动，骑

着马的小人就动起来了。

心灵手巧

●博物馆里各种有趣的古代灯具，将人们带

入了那遥远的年代，遥远的生活。

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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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2 漂亮的灯

青铜十五连盏树形灯

（战国）

    仿战国青铜十五连盏

树形灯设计的现代景观灯

被誉为“天下第一灯”。

●现代建筑像一盏盏巨大的彩灯给黑夜增添了色彩、美丽和温馨。

奇思妙想

●灯具设计是一

门艺术，体现了

设计者的想象力

和灵感火花。你

有哪些创意？也

画出来吧。

落地灯

台
灯

微型照明灯

灯是传递光明的使者，

灯是夜晚开放的鲜花，

灯是黑暗中的亮眼睛，

灯是人类文明的奇葩。

雁
鱼
灯 
（
西
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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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台

第          课
漂亮的灯 2

● 从 成 功 保 存 第 一 粒 火

种，到电灯的发明使用，

走出茫茫黑夜的人类啊，

见到了现代文明的彩虹。

生活中的设计

学
生
作
品
（
色
纸
、
纸
盘
）

吊灯

落地灯

吊灯

吊灯

装饰灯

学
生
作
品
（
废
材
料
）

●我们用塑料瓶做了一盏灯。同学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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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漂亮的灯2

●观察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灯。讨论灯的形状、色彩、功能

特点，说说你最喜欢的灯的原因。

●描绘你最喜欢的灯，也可以制作你设计的灯。

儿童美术馆

学生作品（钢笔、彩色铅笔）吊灯

我设计的灯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

学生作品（色纸）

壁灯

装饰灯装饰灯

●用纸或其他废旧材料做灯，争

取在外形设计、材料使用和色彩

搭配等方面与众不同。

学习建议

学习建议 开一个灯会营造节日气氛，还可以猜灯谜呢。

装
饰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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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第          课3风

●试着用各种词语表述刮风

时的情景，如风沙走石、风

起云涌、秋风扫落叶。

●拉着彩色塑料袋或皱纹纸

做成彩带在风中奔跑，体验

风的感觉。

●以“风”为题进行绘画或

编写绘本。

●风是怎样形成的？猜猜看。

哪儿能看到风？

起舞的落叶，

摇曳的柳条，

云卷云舒的天空，

汹涌的波涛。

怎样能感受到风？

快乐地奔跑，

风疏理着发梢，让彩带飘飘。

学生作品（水墨、油画棒、废纸）

学习建议

秋

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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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3 风

访问艺术家

风（油画）19世纪  柯罗（法国）

风（油画）19世纪  七人画派（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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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风筝 4

儿童美术馆

学生作品（油画棒、水粉色）

人们借助风筝

放出飞翔的愿望。

风筝把美丽的形象

舒展地写在天上。

●二千多年前楚汉相争时，风筝已经用于战事，甚至可

以载人飞行，是人类最早的飞行器。到了宋代，风筝成

为儿童的玩具，还传入了其他国家。

知识窗

走进民艺坊

中
国
传
统
风
筝

中
国
传
统
风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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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风筝4

旅
游
节
招
贴
画

生活中的设计

现
代
广
场
雕
塑

郝
重
海

大千世界

    这种大型风筝起源于南宋，名叫“板

鹞（yào）”，上天后会发出奇妙的音响。

现
代
风
筝

●风筝升天，仿佛自

己也在俯瞰大地；风

筝收回，似乎自己也

从天上回到人间。你

有怎样的体验？把放

风筝的场面、气氛和

感受画出来。

●现代风筝的模样、结构、材

料和美感与传统风筝不同。但

是放飞的原理是相同的。

学习建议

●明朝的士大夫万户曾将多

枚大炮竹绑在座椅上，两手

各 执 大 风 筝 ， 然 后 点 燃 炮

竹，冲向天空。虽然实验失

败了，但却是人类飞行梦想

的首次实践。

走进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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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5飞机（一）

走进博物馆

儿童美术馆

学
生
作
品
（
铅
笔
、
彩
色
水
笔
）

现代飞机

电
话

鞋子

    中国自行研

制生产的直升机

学生作品（油画棒、水粉色）

学生作品（铅笔）

●五百多年前，画家、建筑家、设计家

达·芬奇就设计了像大鸟似的飞行器，

企盼实现遨游蓝天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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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5 飞机（一）

生活中的设计

乘飞机上天，多棒！

这是我从小的幻想。

收集各种飞机图片，

多想驾机翱翔。

先画个飞机穿云破雾，

表达心中的向往。

节
日
游
行

狂欢节头饰

大千世界

●有许多奇妙的飞机正在设计和研制，这些飞机的性

能格外优越，而且颜色和形状也超乎大家的预料，它

们体现了人类无限的想象力、创造力、审美能力和不

懈的探索精神。

概念飞机

概念飞机

概念飞机

概念飞机

概念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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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第          课
飞机（一） 5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

新型登月飞机

科幻电影中的飞行器

学生作品（彩色水笔、油画棒）

人力滑翔机

概念飞机

● 1903 年美国莱特兄弟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架

动力飞机，今天飞机的速度已六倍于音速，飞行

高度超过二万米。它们能将几层楼的重量升上天

空。科学家预计，未来飞机的载重量更大，功能

更多，耗能更少，速度更快，更安全、舒适，外

形更加动人。

知识窗

概念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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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飞机（一）5

生活中的设计

奇思妙想

现代建筑

现代建筑

●你乘过飞机吗？你见过哪些飞机？画画看。

●未来的航天器和科幻影视中的飞行器五花八门，早已颠覆

了传统飞机的概念和模样。研究课本上的图片或自己搜集的

资料，自由讨论、大胆想象未来飞机的性能和模样。

●将你的想象和设计画出来，还可以写上文字注释。

学习建议

科幻影视中的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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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飞机（二） 6

学
生
作
品
（
废
材
料
）

学生作品（废材料）

学生作品（废材料）
●为了制造飞机，设计师需要画无数的草图，

你做飞机前也可以在纸上画画草图。

未来的飞机，

将由今天的

小朋友来研制，

我们现在

就来一次

小小的演习，

用各种材料

做一架

奇异的

小飞机。

儿童美术馆

老师的话

（学生作品）

飞机设计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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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飞机（二）6

师生合作作品（废材料）

学生作品（黏土）

学生作品（黏土）

●研究现代飞机的造型特点。

●可以选用各种材料来制作立体飞机。

学习建议

已
经
面
世
或
正
在
研
制
的
各
种
飞
机
和
飞
行
器
，
有
的
还
出
现
在
影
视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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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生活中的设计

第          课
我设计的动漫形象

大家商量一下：

用哪种动物

作为我们集体的标志物？

是米老鼠、胖胖猪，

还是青蛙、小兔？

我们评出的最佳方案，

要比那些节日的吉祥物

更加神气可爱、惹人注目。

学生作品（水墨）

学生作品（铅笔）

学生作品（卡纸、彩色铅笔、铆钉）

四肢能活动的动漫

音箱
服装

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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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我设计的动漫形象7

挑战台

●大人穿的内衣裤加上枕头、纸盘和纸杯，变成了青蛙和小猪。

心灵手巧

师生合作作品（废材料）

●先在纸上设计动漫，还

可以用各种材料做动漫。

●你设计的动漫形象可以

作为班级、小组或其他团

体的标志物。

学习建议

糖果瓶

杯子

手套

钟

学
生
作
品
（
废
材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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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换一种工具 8

这里有所有的工具，

是应有尽有的工具箱，

这里可以尽情地挥洒，

在电脑的屏幕上。

数
字
化
绘
画
软
件

铅笔

钢笔

油画笔

水彩笔

喷笔

蜡笔

马克笔

颜料管

●电脑绘画工具非常多。你的作品选用什么工具最

合适呢？仔细想想，大胆试试。

老师的话

鼠标

自
画
像 

克
雷
格
·
马
林
斯
（
美
国
）

访问艺术家
电子绘画板（数位板）

麦兜菠萝油王子  麦家碧（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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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换一种工具8

●电脑绘画有什么特

点和表现力？有什么

优点和缺点？它能取

代纸面绘画吗？

●上网搜集计算机绘画作品，同学间相互观摩、交流、点评。

●挑选你喜欢的电脑工具进行绘画尝试。

●也可以使用电脑美术软件中的特效或风格化工具将现成的图

片处理成另一种画面。

●利用涂抹、复制、颜料管以及各

种特效工具，可以画出和其他绘画

工具不同的效果。

学习建议

辩论角

小窍门

拥
挤
的
公
交
车 
学
生
作
品

我
和
动
物
朋
友 

学
生
作
品

兔兔  学生作品

虾

儿童美术馆

●掌握电脑绘画软件，我们也可以像运

用其他绘画工具一样尽情地表现自己的

观察和想象。

学习建议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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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动起来  动起来 9
哈、哈、哈

一眨眼

卡通形象动起来啦！

我也是动画大师啰。

●皮埃尔·代斯威格内斯于1860年发明了一种游

戏，他在一个空筒的内壁上贴上图画。通过转子带动

它旋转，观众通过桶顶的槽观看，在内壁上的人物魔

术般地动起来。这种技艺一直被卖艺人沿用至今，它

也许是动画片的鼻祖了。

●说说你喜欢的动画片的片名和各种角色以及它们的特点。

麦兜  麦家碧（中国） 

抢答题

功夫熊猫

梦工厂（美国）

访问艺术家

鼹鼠和伞（动画片）

德涅克·米勒（捷克）

走进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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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动起来  动起来9

●点击动画软件的“操作工具”中的

“旋转操作”按钮，就可以对手臂进

行旋转和移动，动画效果就产生了。

电
影
胶
片

学习建议

●尝试着把你画的卡通

形象的手、脚从身体上

拆分下来，做一组简单

的动画。与大家交流心

得体会。

老师的话

知识窗

●动画师在多幅奔马的电影胶片中选取关

键动作，浓缩绘制成七张画面。然后将这

七张画面循环播放，马就奔跑起来了。

小窍门

●图层就像一张张透明的

玻璃纸，不同的部件画在

不同的图层，以便以后制

作动画。

操作工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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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第          课
厨房 10

热火朝天的厨房，

飘出饭菜的芳香，

摆满瓶瓶罐罐的厨房，

容易画得杂乱无章，

现代厨房简洁整齐，

却又显得气氛冰凉。

厨房特有的生活气息，

你应该怎样表现？

学生作品（铅笔、水彩色）

现
代
住
宅
厨
房

中
国
传
统
厨
房

访问艺术家

儿童读物插图（水彩）现代

●画家的作品值得小朋友学习，小朋友的作品也很吸引画家的眼

球。你可以学习画家的表现方法，更需要加上自己的观察和想象。

杜朗（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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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厨房10

学生作品（水粉色） 学生写生稿

●我们到学校食堂、宾馆饭店厨房观察写生

后，合作了下面这幅画。

学校的厨房  学生合作作品（铅笔、水彩色、废材料）

挑战台

同学的话

●观察家庭、学校食堂和饭店的厨房，注意

它们的不同风格、不同布局、不同气氛和人

员的不同装扮。

●围绕厨房题材写生或创作一幅画。

学习建议



28 干干家务活
第          课11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

学
生
作
品
（
废
布
拼
贴
、
添
画
）

晾
衣
服

烧晚饭

包饺子

你帮助忙碌的大人们

做家务活儿吗？

这个场景很有意义，

请画出你的记忆。

●画出做家务活儿的情

景，注意人物和劳动工

具、环境的前后层次和

大小比例。

●可以自由选择工具材

料和画法。

学
生
作
品
（
铅
笔
）

学生作品（油画棒、水粉色、废纸）

儿童美术馆

学习建议

除
尘

学
生
作
品
（
纸
贴
画
）

扫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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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民艺坊

走进博物馆

生活中的设计

装饰瓶
第          课12

●鼻烟壶虽小，却是享誉中外的民

间工艺，用特殊的工具在瓶子的内

壁画出精彩的微型画面可是一绝。

这里展现的是清代鼻烟壶。

三彩鱼瓶（唐代）

五
彩
花
鸟
纹
瓶
（
清
代
）

香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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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装饰瓶 12

学生作品（水粉色、彩色水笔） 学
生
作
品
（
水
粉
色
）

儿童美术馆

奇思妙想

生活中的设计

普普通通的瓶子

变得不可思议，

好像碰上了

魔术师的手指。

●把自己的想法先画在草稿纸上。仔细

想想，该怎样装饰瓶子。

●用不同的材料和方法装饰瓶子。

学习建议

商
品
包
装

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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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装饰瓶12

学生作品（豆子、花生、瓜子）

●用乳胶或快干胶粘贴，会

比较牢固。

●可以先在塑料瓶或玻璃瓶

上涂些液体皂，干后在上面

涂色、画画就比较容易了。

●瓶上刷上乳胶，撒上细沙，干后涂上水粉色，再用

硬性工具在上面画出纹饰，沙画装饰瓶就做好了。

小窍门

海
洋
世
界

学
生
作
品
（
水
粉
色
）

现
代
瓶
饰
艺
术

同学的话

现
代
瓶
饰
艺
术

沙
画
瓶

学
生
作
品

五
彩
瓶

学
生
作
品
（
色
纸
）

访问艺术家

瓶
（
陶
艺
）
现
代

毕
加
索
（
西
班
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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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第          课
纸版画 13

① ② ③ ④

学生作品（卡纸、瓦楞纸）

工具材料，普通常见，

画面效果，明快简练。

制版磨印，多么好玩，

心中所想，都能表现。

●有底版的纸版画在磨印时，主体磨重些，底版磨轻些，完成的画面会形成明显的黑、白、灰层次。

小窍门

●在吹塑纸或KT

板上用粗铅笔使

劲画上底稿，滚

上油墨，再用瓶

盖细细磨印，一

幅纸版画就印成

了。这种方法叫

刻线纸版画。

刻线纸版画步骤图

学
生
作
品
（
瓦
楞
纸
、
卡
纸
）

妈
妈

杂技演员

●无底纸版画在拼贴好底版后，将形象以外的部分剪掉，

只在形象上滚油墨，垫上干净的衬纸，再覆上宣纸、元书

纸、毛边纸磨印。完成的作品没有底色，简洁明快。

●纸版画在磨印时底版不能移动，以避免错位。

●制作纸版画的底版除了用厚薄不同的纸外，还可以添加

其他废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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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手巧

第          课
纸版画13

学生作品（卡纸、麻布、线）

●汗衫和包上的图样都是同

学自己制作的纸版画。

学习建议

●可以先做刻线纸版画，再做有底或无底的

纸版画。

●学做纸版画会有个过程，需要反复试验，

摸索经验才会取得满意结果。向大家讲讲在

做纸版画的过程中，你遇见的困难、犯的错

误和成功的经验。
学生作品（瓦楞纸、卡纸）

我漂亮吗

学生作品（卡纸）

拔萝卜 学生作品（瓦楞纸、卡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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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博物馆

儿童美术馆

远古的动物朋友
第          课14

恐龙灭绝后出现的凶猛巨型原始鸟

描绘那些已灭绝的生物

只能凭借想象，

可怕、神秘的

远古景象，

令人无限神往。

    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赏析、讨论，同学们也大胆

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向老师提出自己的问题。

 ●恐龙称霸地球达一亿六千万

年。据说六千五百万年前，由于

小行星撞击地球，引发海啸、地

震、火山喷发。火山灰隔绝阳光达

六个月之久，地球一片黑暗，植物

大量死亡。恐龙饥寒交迫，全部灭

绝了。而龟、蜥蜴、鳄鱼等爬行类

动物却在大难中幸存下来。

    恐龙比现在的

大象要大上许多，

它们成功地繁殖了

一千万代。

剑齿虎曾经称霸世界

史
前
鳄
鱼
的
头
有
三
米
长

知识窗

七千万年前的蛙有半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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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设计

远古的动物朋友
第          课14

●现在见到的远古动

物 是 根 据 化 石 推 测

复 原 的 ， 在 你 的 想

象中，这些动物的模

样、颜色、神态和叫

声和复原物一样吗？

床
上
用
品

服装设计

四亿年前像螃蟹似的海蝎

辩论角

挑战台

学生作品 （黏土）

学
生
作
品 

（
铅
笔
、
水
彩
）

小窍门

●泥工发生断裂，可以用毛

笔蘸稠泥浆弥补、粘接。

学习建议

●谈谈你感兴趣的远古动物，也可以编绘它们的故事。

●还可根据想象，添画上远古动物的生活环境。

    小组合作做恐龙，

真带劲！还可以用黏土

做远古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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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怪兽奇想
第          课15

大力神 学生作品 （铅笔、水粉）

老鹰的大嘴，

鸵鸟的爪，

人类的身体，

猩猩的毛发……

影视里的怪兽

还会说话，

观众既惊奇

又害怕！

我为电影设计的角色

学生作品 （剪贴、水粉色）

生活中的设计

学习建议

●用各种方法和材料去表

现怪兽这个主题。

●仔细思考，大胆想象，

争取表现得出人意料。

T恤衫

手提箱

椅
子

儿童读物插图（水彩）现代

访问艺术家

霍利克（荷兰）

服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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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15

奇思妙想

●怪兽出现在噩梦中，出现在

影视里，大家却很喜欢它们。

我们可以去任意想象它们的怪

腔怪调、怪模怪样。这丰富的

想象令人惊讶！

同学的话

走进博物馆 ●古代文物中面目狰狞的怪兽集多种动物的形

象于一身，体现了我们祖先丰富的想象力。

电影《异星战场》主角

电
影
《
未
来
》
主
角

电影《怪物公司》主角

镇
墓
兽
（
唐
代
）

青
铜
兽
（
东
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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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动物面具
第          课16

学
生
作
品

学生作品

戴上面具来合影，照片一定很奇异。

剪、卷、贴纸的小窍门

小窍门

面具尽管做得夸张，

却和真的动物有些相像。

戴上动物面具，

相互不知姓王姓张。

你成了小白兔，我成了大灰狼，

咦！他咋成了森林之王？

学
生
作
品

学
生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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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民艺坊

动物面具
第          课16

学
生
作
品

学
生
作
品

戴上面具来演戏，大家肯定赞扬你。

老师和我们一起欣赏、评论。

●用卡纸、色纸和其

他 材 料 ， 画 画 、 剪

剪、贴贴，做出你得

意的动物面具。

●可以参考例图做，

可以独立创作，也可

以合作完成。

●世界许多民族都有带着面具进行祭祀和表演的习俗。

中
国
彝
族
的
动
物
面
具

非
洲
黑
人
的
动
物
面
具

学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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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17

学生作品（水墨、水粉色、卡纸）羊

●尝试用油画棒、水粉颜料等材

料结合水墨进行绘画。

●尝试在布上画水墨画，看看和

在纸上画有什么不同。

学
生
作
品
（
水
粉
色
）

儿童美术馆 试试看，

用其他材料和方法

热情地加盟水墨画，

不失水墨画的情趣，

却拓宽了

水墨画的天下。

学习建议

●在没干的水粉颜料上

加画墨点，渗化开来，

看看会有什么感觉。

老师的话

学生作品（水墨、彩色水笔、油画棒）

风景

热闹的社区

春
游

学生作品（水墨、水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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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17

访问艺术家

同学的话

●妈妈把我们画上水墨画的布做成衣

裙和花伞。漂亮吗?

●画家林风眠将中西绘画的观念、方法和工具材料巧

妙地结合在一起，在水墨画中加进了水粉色和西画的

表现手法，却依然表现出浓浓的中国情调。

●画家张大千在丝绸

的旗袍上用中国画的

题材和表现方法进行

了别具一格的装饰。

●韩国现代画家

宋秀南用中国传

统水墨表现的主

题给人以耳目一

新的感觉。

律动（水墨）现代  宋秀南（韩国）

静
物
（
中
国
画
）
现
代 

林
风
眠

挑战台

画
旗
袍
（
中
国
画
）
现
代 

张
大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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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设计

第          课
重复的形 18

走进大自然

走进博物馆

地上的瓷砖块块相连，

高楼的窗户个个排列，

衣服上的花儿朵朵相同，

栏杆上的雕刻幅幅相接，

重复的形，

在自然里、生活中，

在画面上，

形成秩序和节奏的诗篇。

学生作品（彩色水笔）

●观察、表现自然和生活里重复的形。

●还可以用观察来的印象，参考图片资

料，设计重复形的图案或图形。

学习建议

彩陶（新石器时代）

图形设计

现代建筑

舞
蹈
造
型

书架

花卉

海洋鱼类

项链（商代）

冰箱

鞋

同学的话

●我设计的图样能用于窗帘、靠垫、

枕套、床单等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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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设计

儿童美术馆

渐变的形
第          课19

宝塔层层变小，

苹果慢慢变尖，

埃舍尔的画里，

鱼儿变成大雁。

有规律的渐变，

秩序加上幽默，

世界更加丰富，

图形更加新鲜。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

现
代
雕
塑

招
贴
画

访问艺术家

埃舍尔（荷兰）

渐变的图形（版画）现代

走进博物馆

走进大自然

●观察、寻找、描绘自然和生活中渐变的形。

●利用观察来的印象，参考图片资料，尝试画画渐变的图形。

学习建议

唐
代
宝
塔
模
型

竹
笋

花卉

图形设计

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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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民艺坊

第          课
小泥人 20

请祖辈讲讲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的趣事

观
摩
民
间
艺
人
的
工
作
过
程

把普通的泥巴

捏成了

艺术奇葩，

可敬的民间艺人

多聪明啊！

我们也用

自己的巧手，

让古老的艺术

发出新芽，

开出新花。

博物馆是我们爱去的地方。
闹春 无锡惠山彩塑 （清代）

●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的

泥塑艺术一直没有间断，到汉

代已成为重要艺术品种，唐代

泥塑艺术达到高峰，宋代小型

泥塑玩具发展起来。约一千年

前在苏州、无锡先后出现了彩

塑泥玩具。后来又出现了做工

精巧、扮装讲究、色彩美丽的

戏曲泥人，它们是民间泥塑工

艺的一绝。全国其他地方也陆

续出现过许多民间泥塑玩具。

知识窗

戏
曲
人
物

苏
州
彩
塑 

（
清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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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小泥人20

请
民
间
艺
术
家
给
我
们
介
绍
古
代
彩
塑

●胖娃娃敲锣干什么呢？原来春天到了，

他在喊大家春耕呢。古代，牛身上的五色

有天下丰收的含义。

无锡惠山彩塑 （清代）

江
苏
邳
县
彩
塑
泥
人

孙
悟
空

无
锡
惠
山
彩
塑 

（
清
代
）

老师的话

●有人说，苏州、无锡等地泥人玩具渐渐失传的

原因是现在儿童玩具多了；有人说，小泥人容易

坏，所以大家就不喜欢它们了；也有人说，这是

优秀的中国民间文化，连外国人也很喜欢。今

天，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保护这种艺术呢？

抢答题

戏
曲
人
物

苏
州
彩
塑
（
清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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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第          课
小泥人 20

●小泥人容易碰坏，在

制作时，凸出部分往往

需要加粗和缩短。

●可以先临摹或改做

例图上的作品，然后

自己去创作。

●同学间需要相互讨

论、相互观摩、相互

学习、相互帮助、相

互评论。

泥工工具

学
生
作
品 

（
黏
土
）

●民间艺人做彩塑泥人时，先将泥胎做好阴干后，

涂上白底，干后再涂其他颜色，进行勾墨点染。

邀请民间老艺人来学校演示并指导我们。

将自己的作品向大家做介绍，请大家提提意见！

戏
曲
人
物

无
锡
惠
山
彩
塑
（
清
代
）

学习建议

知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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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泥人

●民间艺人做彩塑泥人时，先将泥胎做好阴干后，

涂上白底，干后再涂其他颜色，进行勾墨点染。

●你是用什么方法做泥人的？说说为什么这样做。

●你在作业中遇到了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你能留意观察其他同学的做法并向老师提问吗？

学生作品 （黏土、水粉）

妞
妞
进
城

河
南
彩
塑
泥
人
（
清
代
）

学生作品 （黏土）

●用一团黏土先捏出个大概，

然后再细心捏出细节，这种方

法能训练自己的塑造能力。

请高年级的同学来做示范。

请家长、老师和专家来参观我们的作品展览会。

老师的话

老师的话

●用稠泥浆粘接泥工作品很牢固。

●假如做出的泥人不生动，只要将头

和身体的姿势朝不同方向转一下，再

把四肢的动作稍作调整就行了。

小窍门

妞
妞
进
城

学
生
作
品
（
黏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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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塑泥人（唐代）

彩
陶
人
（
新
石
器
时
代
）

陶俑（战国）

走进博物馆

大千世界

●约一万多年前，原始先民就会用黏土做东西了，因为年代久远，已难以见到那

时的完整器物，这里展现的是稍后时代制作的泥塑作品，说说你的感觉。

古代美洲陶俑

古
代
非
洲
陶
俑

女
神
像
（
新
石
器
时
代
）

古代美洲陶人



49

姓    名 性别 年龄 地    区 学    校 年级和班级

本册教材使用者签名

●本册教材中哪些小窍门很有用？你能灵活地运用它们吗？你还发现了哪些小窍门呢？老师的话

●色彩纯度●卡通形象●计算机绘画●纸版画●面具●水墨画●重复的形●渐变的形●泥塑

●彩塑●铅画纸●水彩色  

●通过本册教材的学习，你理解了以下哪些词汇并能用它们来表述自己或他人的作品呢？美术词汇

●你能用恰当的美术术语向小朋友介绍自己的作品吗？

●你能对自己和同学的作品从优点和缺点两方面进行认真的评论吗？

●你会使用电脑绘画工具画画吗？

●你学会用哪些方法来设计、制作自己想象的立体作品呢？

●你学会用哪些美术表现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呢？

回音壁

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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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下册

本教科书选用了部分已刊发的图片资料，我们已竭尽全力与其中绝
大部分作者取得了联系。限于人力，尚有少数作者未能联系上。敬
请有关作者速致电或致信我社，以便奉上稿酬，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