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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志堂

徽派木雕



宏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南麓的黟县，是明清古代民居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古村落，

它以优美迷人的自然风光、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形态、工艺精湛的徽派民居和丰富多

彩的历史文化内涵而闻名天下。

宏村的民居多为两层，以白墙灰瓦为主要特征。承志堂是其中最为宏大、精美

的代表作，被誉为“民间故宫”。堂中的木雕题材丰富，技艺高超，经过百余年时

光的消磨，至今仍光彩照人。宏村是一座“牛形村”，整个村庄从高处看，宛若一

头斜卧山前溪边的青牛。村中半月形的池塘称为“牛胃”，一条 400 余米长的溪水

盘绕在“牛腹”内，被称为“牛肠”。村西溪水上架起四座木桥，作为“牛脚”。

这种别出心裁的村落水系设计，不仅为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提供了方便，

而且调节了气温和环境。

200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西递、宏村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宏村月沼  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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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的美

故宫的太和殿  明清  

北京故宫的乾清宫内景

建筑为人类提供居住和

活动的场所，它的美不仅源于

建筑物的形体、空间、色彩、

质地等外在形式的审美处理

及风格的体现，还在于特定内

涵的赋予和人文情怀的表达。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

皇宫，它雄伟壮丽、庄严和谐，

处处都表现着皇权至上。走进

它，你一定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和美的享受。

你留心过古建筑屋脊上的仙人走兽

吗？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走进故宫你会发现，几乎所有建筑都

是黄色的屋顶、红色的宫墙，这会产生什

么样的效果呢？它们都代表什么含义呢？

大门上的门钉、

铺首有什么意思吗？

故宫的云龙大石雕 故宫的门

太和殿屋檐上

的仙人走兽

你知道浮雕上

图案的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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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宫镜厅 (法国)  1667-1688泰姬陵 (印度)  1632-1648

教堂是西方

代表性建筑之一，

不同地区、不同

宗教的建筑展现

着不同的风格。

思考与讨论：

欣赏书中第

一页的《宏村月

沼》和本课中的

中国古代建筑与

外国建筑，看看

它们在造型、材

质、外形、色彩

上有什么不同？

古罗马大斗兽场 (意大利)  72-82

科隆大教堂内景
3



随着时代发展，建筑有了巨大的

变化，你认为现代建筑与古代建筑相比

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

些变化？

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 (法国)  1977  

皮亚诺 (意大利)  罗杰斯 (美国)

艺术实践：

你家乡最古老的建筑是什么？你最喜

欢的建筑是哪一座？请你用画或拍照的方

法记录下来，并写出 200 字的短文对它进

行评述。

里昂国际机场 (法国)  1994  卡拉特拉瓦 (西班牙) 

悉尼歌剧院 (澳大利亚)  1973  伍重 (丹麦)

香
港
中
银
大
厦 

 
1
9
9
0
 
 

贝
聿
铭
（
美
国
）

评一评：

我学习了如何欣赏建筑。

看谁对建筑造型、色彩、装饰、

材料、空间等方面评述得好？

建筑欣赏小提示：

1. 看到建筑的第

一感觉。

2. 运用简单的美

术语言对建筑的造型、

色彩、装饰、材料、空

间等方面进行评述。

3. 建筑与环境的

关系。

4.建筑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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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的魔术组合

颠倒的人物、房屋，动物

眼中映射出的蓝天，像花草一

样握在人手中的果树……画家

对故乡的种种美好回忆叠映在

一起，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

童话般的奇妙世界。同学们，

你有没有想过，把生活中各种

不同内容的物象组合在一起，

也能变成一幅奇妙的作品呢！

我和我的村庄 (油画)  1911  夏加尔 (俄国)

工厂 (油画)  1918  莱热 (法国)

纳鞋底 (剪纸)  现代

说一说，本页展示的欣赏作品中

有哪些物象？它们是怎样进行奇妙组

合的？给了你什么感受？想一想，这

几幅作品与你以前见过的作品有什么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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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思考与讨论：

1. 你能从喜欢

的作品中找出哪些

形状？

2. 分析本课中

的作品，看一看，

图形的组合是怎样

体现“巧妙”的？

3. 你想利用哪

些图形进行巧妙的

魔术组合？

小体验：

你能重新组合它们，

摆出新的图形吗？试一试，

看谁组合得快，组合得好？

图形组合实例

小女孩

即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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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任选一组本课中提供的

形状，通过巧妙的组合，将

它们变成有创意的新图形。

看谁画的形象最有创意！

学生作品

评一评：

我学会了运用

不同形状的物象组

成新图形。

看谁的作品组

合得巧妙，又富有

新意？

魔术师

放风筝

生活的联想

汽车一族        

7



请将这幅动漫招贴画改绘成添画人像作品吧！

添画人像

查理·苏里耶 (素描)  约1536

汉斯·荷尔拜因 (德国)

持扇少女 (油画)  1906

毕加索 (西班牙)

添画人像的另一

半，是让你直接感受大

师的作品，激发你的想

象力，提高你的绘画表

现力。请你认真体会大

师的作品并自由发挥，

创造性地改画另一半，

希望你添加得恰到好

处。你能试一试吗？

学生作品

思考与讨论：

1. 分析原作品的绘画表现方

法和人物特征，再观察同学们添

画时运用了哪些绘画表现方法 ？

2. 分析收集的人像绘画作

品，说一说你准备用什么方法添

画人像？8



小女孩 (版画)  1996  陈辉

评一评：

我学会了

添画人像的绘

画方法。

看谁的作

品添画得恰到

好处，又富有

想象力？

苗
女 

(

中
国
画) 

 
1
9
8
9
 
 

刘
泉
义

艺术实践：

参照课中的图例，找一幅正面的人物头

像作品图片，剪成一半贴在作业纸上。用你

认为合适的绘画表现方法添画另一半头像，

使画面更具有新意。

学生作品

请将这幅动漫招贴画改绘成添画人像作品吧！ 9



线描画中的黑白对比

鸟的变化图案 (装饰画)  现代

有时候，手中的画笔也是一种“乐

器”，那黑白的色块、疏密的线条、

错落的点，犹如跳动的音符演绎出优

美的旋律。书中的线描作品，以生动

丰富的线条所表现出的变幻多姿的视

觉世界，正是因为巧妙地利用了线条

的疏密和黑白对比。

思考与讨论：

1. 通过欣赏蜡染和年画两

幅作品，找出线条和黑白对比分

别有哪些不同的变化？

2. 不同的线条变化与黑白

对比带给你怎样的美感？

3. 哪件作品对你的启发最

大？谈谈你的感想。

门神 (年画)  现代巢中的母子们

热带鱼10



艺术实践：

请你用线的粗细、长短、聚散等表

现方法画一幅具有黑白对比效果的作品。

学生作品

评一评：

我学会了运用线条画一幅

表现黑白对比的画。

看谁创作的作品中的点、

线、面运用得好，黑白效果富

有美感？

小体验：

欣赏《门神》

《印第安人》和《牛

仔裤》三幅作品，

看一看，它们在绘

画表现上有什么不

同？说一说，黑白

在画面中分别起到

了哪些作用？

牛仔裤

印第安人

小松鼠

瓶瓶罐罐

提梁壶转椅 11



亲亲密密一家子

我们的家虽然很平凡，

但是生活中也常常有许多甜

蜜的瞬间，令我们感受到家

庭的温暖和亲情。当然，你

愿意表现动物之间的亲情也

行，因为，在大自然中，动

物也有着幸福的家庭和快乐

的生活。

勤劳的一家

学生作品

说一说，你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还是小家庭？家

里都有谁？和你最亲近的人是谁？想一想，和家人

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最甜蜜、最温暖的表情是什

么？你有什么动作？

温馨家庭  教师范作

烙饼（农民画） 现代  李爽

12



艺术实践：

和同学一起

回忆家庭生活中

最动人的时刻。用

粉印版画的形式，

表现一家子亲亲

密密的情景。

思考与讨论：

1. 刻版时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2. 印制中夹子起到什么作用？

3. 什么样的构图能体现一家子

亲密的情景？

粉印版画制作方法：

小体验：

颜色尽量

不加水，填色

时不要盖住刻

好的线，你可

先在吹塑纸上

画画印印。快

来试一试吧！

用软铅笔直接刻画起稿。

评一评：

我学会了创作粉印版画。

看谁的作品对一家人的亲情表现

得生动感人，对印色彩效果好？

用夹子将稿子与彩色纸

夹牢。掀开彩纸，在刻稿上

填好颜色后，再对印。

伙伴

快乐的旅行

母女俩

甜蜜的梦

1 2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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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一幅色彩和谐的画

顾盼 (中国画)  1991  周彦生

红土地 (版画)  1996  李成忠

以邻近色为主的绘画作品，给人色彩

和谐统一的感觉。要想画一幅色彩和谐的

作品，其方法之一可多用邻近色，不用或

少用对比色。

思考与讨论：

1. 数一数，《红土地》用了几种

颜色？《顾盼》用了哪些邻近色？作

品带给你什么感受？

2. 想一想，邻近色和对比色有什

么区别？邻近色带给你哪些感受？

小知识：

邻近色就是色

相接近的颜色。如

红与橙、橙与黄、

黄与绿、绿与青、

青与紫、紫与红等。

色相环

《睡莲》是印象派画家莫奈晚年

之作。画家运用颤动的笔触和闪烁、

跳跃的色彩描绘出波光粼粼的莲池。

蓝色的湖水、绿色的莲叶和白色的莲

花和谐地相互辉映，使画面产生了一

种梦幻般的意境。

睡莲 (油画  局部)  1919  莫奈 (法国)

14



艺术实践：

选取一组自己喜爱的邻近色，

创作一幅色彩和谐的作品。

学生作品

评一评：

我知道了什么

是邻近色。

看谁的作品邻

近色运用得好，色

彩和谐效果美？

小体验：

小组同学可以从色相环中找

几组邻近色，试着把它们涂出来

并排列在一起。

天坛 快乐的小兔子

绿色的植物

秋天

街景

15



箱板上的新发现

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

作材料。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被我们

随手丢弃的废旧包装箱，也可以创造

出意想不到的好作品呢！巧妙地利用

瓦楞纸箱上的多层纸板和条纹的纹理

变化，用镂刻、撕剪、画、印的方法

就能制作出具有独特美感的作品。

思考与讨论：

1. 撕一撕、看一看，箱板上可供

挖刻创作的有几层？上面的纹理给你怎

样的美感和联想？

2. 除了本课介绍的方法外，你还

有其他增强画面纹理变化的方法吗？

3. 你想如何巧妙地运用纹理变化

来表现作品？

1.选择材料。

2.表面刷色处理。

3.剪刻图案。 4.镂刻处理。

制作方法：

中国龙

1

43

2

16



艺术实践：

巧妙利用瓦楞

纸的夹层和纹理变

化，设计制作妙趣

横生的作品。

学生作品

评一评：

我学会了用

瓦楞纸进行有趣

的艺术创作。

看谁的作品

纹理变化丰富，

制作有创意？

欢乐的歌

森林小屋

袋鼠

梦幻曲

17



参观券的设计

在 外 出 旅

游 和 参 观 时，

一定有一些设计

精美的参观券令

你爱不释手，它

们不仅是出入的

凭证，同时又是

一件小小的艺术

品，上面包含着

美术工作者的设

计和创造。如果

平时留心并把它

们收藏起来，放

在一起展示，你

会发现这其中确

实有不少学问。

18



思考与讨论：

1. 参观券由哪几部分组成？应有哪些内容？

2. 参观券的字体有哪些特点？文字、图片和色彩是

如何为主题服务的？

3.选自己喜欢的参观券，说出它的设计意图和特点。

标志 相关信息(时间、地点、主办单位等)

主标题 副标题 主体图片、图形

主券

背景

宋体美术字

黑体美术字

创意字体

英文字体

副券

参观券的设计建议：

1. 主题明确。

2. 图片要新颖。

3.文字要醒目、美观。

4. 图形、色彩和字体

要与参观券主题相协调。

19



艺术实践：

为自己喜欢的博物馆或

公园设计一张构思新颖、美

观实用的参观券。注意图形、

色彩和字体要与主题相协调。

学生作品

评一评：

我学会了设计参观券。

看谁设计的参观券构思新

颖，票面美观又主题突出？

20



神秘的礼盒

在节日、生日、纪念日等特殊

的日子里，人们常常将礼物用礼盒

包装起来，送给最亲近的人表达一

份心意。如果我们能巧妙利用身边

的废旧材料，自己设计一个环保、

礼盒制作的建议：

1. 要巧妙利用废旧盒子的形状。

2. 盒子外观装饰要美观新颖，还

要使礼物有神秘感。

3.盒子内部礼物的设计要有创新。

4. 盒内礼物设计和盒外装饰要体

现送礼人的心意。

美观、新颖又充满情趣

的礼盒，是多么有意义

的事啊！

盒子的外形有什么特点？丝带

的系扎和盒子的打开方式有什么不

同？盒子的装饰有什么特点？

盒子的外形

盒子的打开方式

盒子的装饰 21



选择好废旧盒子。 制作盒内的礼物。

将礼物放入盒内，进行装饰设计。 装饰盒盖，完成作品。

思考与讨论：

1. 你的礼物准备

送给谁？他有什么特别

的喜好？

2. 收集来的包装

盒哪些外观可以利用，

哪些需要装饰美化？怎

样使礼盒美观又有趣？

3. 装饰丝带都有

哪些不同的系法？

1 2

3 4

礼盒的制作方法：

蝴蝶结系法：

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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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收集生活中

废弃的盒子，选用

适当的材料，为自

己的小礼物设计

制作一个精美有

趣的礼品盒。

学生作品

评一评：

我学会了用废旧材

料设计制作礼盒。

看谁制作的礼盒美

观、有趣又有个性？

23



故事里的人

你听说过《草原小姐妹》的

故事吗？在这件雕塑作品中，艺

术家以洁白的石材、简洁而生动

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草原小姐妹

与暴风雪搏斗时的英雄形象。在

我们读过的故事中，总有一些人

物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你想怎

样去表现他们呢？

草原小姐妹 (雕塑)  1990  刘林

说一说，你喜欢这里的哪一件作品？

为什么？看一看，这些雕塑在表现人物

特征和雕塑手法上有什么不同？

捏塑步骤：

3.深入塑造，

安插金箍棒。

2.把每个局部拼接

起来，塑造出孙悟空的

动作。

1.概括塑造出孙

悟空的头、胸、四肢

和围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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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查找所表现

人物的相关资料，

用捏塑的方法表

现故事里的人物；

或小组合作完成

一组故事中的人

物。力求把他们

最传神的瞬间表

现出来。

思考与讨论：

1. 结合故事情节，分析

讨论人物形象和外形特征。

2. 什么样的动作最能反

映人物的特征？

3. 身体、四肢、关节应

该怎样支撑与加固？

学生作品

评一评：

我学会了用捏塑的方法表现人物。

看谁捏塑的作品人物动态、表情特征表现得好？

武士
李逵

《西游记》人物

指挥家

老汉 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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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花卉，有

着不同的品格和风韵，

如荷花的高洁、兰花的

幽雅、菊花的傲霜……

它们都有美丽的色彩和

优美的造型，在不同的

季节里装点、美化着我

们的生活。学习花卉摄

影不仅能体验自然的美

丽，同时也能丰富我们

的生活情趣。

镜头里的花

拍摄花卉小提示：

拍摄花卉时，取景要突出主体形象，抓

住中心内容，抛弃不必要的细节，把主体形

象放在最佳视觉点上。

构图参考

春舞  现代  陈林

取景示例

在构图上

既可以把主要

对象安排在中

心位置加以突

出，也可以为

了画面达到均

衡效果，把主

要对象安排在

偏离中心的位

置上。

作品采用了侧光，利用黑白对比的手法，有意识地虚化背景，突出了玉兰花的洁白

与婀娜多姿。在构图上，两朵玉兰花位于画面的中部，一前一后，一高一低，相伴争艳。

26



思考与讨论：

1. 你知道家乡

有哪些花卉？它们

有什么寓意？

2. 观察本课中

的花卉摄影作品，

看作者是怎样取景

的？构图有什么不

同？你想运用哪种

方法拍摄花卉？

3. 你想怎样处

理画面中主体以外

的背景？

艺术实践：

运用你所学到的取景、构图

和摄影方法拍摄一组花卉照。

利用花卉的背景，变换拍摄角

度，可以使作品产生不同的艺术效

果。拍摄方法一：给被摄对象选择

较亮背景，拍摄时按主体的亮度

曝光，使背景变亮，突出花卉。拍

摄方法二：给被摄对象选择较暗

的背景，也是按照主体进行曝光，

使背景变暗，突出花卉。

拍摄方法一

学生作品

评一评：

我学会了用照相

机拍摄花卉。

看谁拍摄的花卉

作品构图均衡，造型

优美而且色彩艳丽？

拍摄方法二

含苞欲放娇艳的花            

出水芙蓉 蜜蜂采蜜

                

       小知识：

  曝光是照相机形成影像的

过程。曝光过度照片的颜色会发

白，物体亮部会失去层次和细节；

曝光不足照片的颜色会发黑，

物体的暗部会失去层次

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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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巨大  雕刻精美

依山傍水  历史悠久

神州风采

八达岭长城 (北京)  明代

颐和园 (北京)  清代

承德避暑山庄 (河北)  清代

布达拉宫 (西藏)  始建于7世纪

你登过长城吗？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墙，你

能用什么词汇来描绘长城的美呢？你知道古代长

城的作用吗？今天，长城已成为中国人民坚韧不

拔的民族性格的象征。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中国 )

世界遗产标志

布达拉宫位于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坐落于海

拔3650米高的红山上，犹如飘浮在天空中的巨大宫殿。
28



乐山大佛 (四川)  唐代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中国 )

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面，以其秀丽的

湖光山色和众多名胜古迹而驰名中外，是中国著

名的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被誉为“人间天堂”。

敦煌莫高窟 (甘肃)  前秦

大同云冈石窟 (山西)  北魏

身体巨大  雕刻精美

依山傍水  历史悠久

网师园的“风到月来亭”(江苏)  清代

小知识：

文化遗产是历史和艺术价值都非常出色的建

筑遗址以及雕塑、绘画等遗产。自然遗产是自然

景观和陆地及海洋的生物与植物，或者是包括地

貌等在内的森林和山峰等的遗产。复合遗产是具

有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方面条件的遗产。

杭州西湖 (浙江)

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高的石刻

弥勒佛坐像 ,高 71米，背靠山崖，

面临江水，仿佛一直看护着来往船

只的安全。你能想象 1200 年前数

千名工匠在绝壁上凿刻的景象吗？

为什么要在这里凿刻大佛？你认为

这尊雕像最引人关注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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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 (四川)

泰山十八盘 (山东)

武陵源 (湖南)

艺术实践：

以小组为单位对你们最为关注

的遗产进行调查，可以用文字、图

片等形式介绍其地理位置、历史背

景、艺术价值等，在校内外做保护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宣传。

黄山 (安徽)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中国 )

武夷山 (福建)

武夷山以

独特的神韵和

富有特色的“丹

霞地貌”闻名

世界，同时它

还是一座有着

悠久历史的文

化名山。

评一评：

保护和宣传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

然遗产是我们的责任。

看哪个小组查找的资料充分，提出的

保护建议有价值，宣传工作做得好？

思考与讨论：

1. 你还知道哪些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

然遗产？请你介绍给同学们。

2.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必须符合哪些标准方

可获得批准？

3. 你的家乡是否有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的地方？请根据申请条件提出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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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199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授予库淑兰“民间工艺美术大师”

称号，《剪花娘子》是她的剪纸

佳作，作品纯朴、华丽，富有装

饰美感。

《闹天宫》则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惠山泥人传承人喻湘涟、王

南仙联袂合作的作品，孙悟空挺

拔屹立的英雄气概和天将龟缩一

团的沮丧神态形成鲜明对比，人

物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我国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它们展现了中华民族非凡的聪明

和才智。它们既是研究民族文化发展

的“活化石”，也是全人类的珍贵财

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相当多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绝境。因此，

我们从小就要担当起学习、保护、传

承它们的历史重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 )

剪纸剪花娘子 (陕西) 现代

惠山泥人闹天宫 (江苏) 现代

库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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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讨论：

1. 查找资料，了解我国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2. 我们学习了解非物质文化遗

产有什么意义？

3. 你喜欢本课中的哪一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它的特点是什么？

4. 你知道家乡有哪些非物质文

化遗产？还有哪些项目适合申报非

物质文化遗产？

5. 你对保护家乡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有哪些建议？

皮影曹操发兵 (陕西) 清代
漳州木偶青大花 (福建)

昆曲牡丹亭 (苏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 )

京剧花木兰 (北京)

故宫漱芳斋戏台 (北京) 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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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以小组为单位收集、整理家乡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资料，围绕保护或申报家乡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主题，用绘画、摄影和短文等

形式举办一次汇报展。

威风锣鼓 (山西)

杨柳青年画二十四节气图之三 (天津) 清代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 )

小知识：

2006 年， 国 务

院颁布了全国第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它们当

中有剪纸、风筝、

京剧、昆曲、傩戏、

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标志

风筝沙燕 (北京) 现代

评一评：

我知道了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意义。

看哪个小组对家乡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收

集、整理、研究得好，汇

报展览有特色？

木版水印、民间年画、皮影等 518 

项。2008 年，文化部还命名了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 777 位，他们有著名的京剧、地

方戏、曲艺、民俗艺术家和民间艺

人等。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

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云锦戏珠龙 (南京) 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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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小吃

家乡的小吃品种繁多、五颜六

色、外形各异，这些小食品虽然没

有名贵的包装，但是，它们是我们

的最爱。近年来，家乡引进了许多

各地的小吃，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

口味，与此同时，有些小吃走出了

国门，远销国外呢！

学生作品

小吃名片内容建议：

1.口味和外观特色。

2.材料和制作方法。

3. 历史故事。

4. 评价语。
时令小吃

逛夜市

庙会小吃摊

小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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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讨论：

1. 回忆一下，你的家乡都有哪些不

同种类的小吃？

2. 你最喜欢的小吃是什么？它是用

什么材料做的？请谈谈它的味道、色彩

及外形特点。

3. 你了解家乡小吃名称的由来和有

关传说吗？
艺术实践：

用彩泥、彩纸或其他材料制作一种家乡的

小吃，并为它制作一张名片，写明它的情况。

全班同学共同举办一次介绍家乡小吃的汇报展。

学生作品

评一评：

我知道了家乡小吃的由来和历

史文化。

看谁制作的家乡小吃表现得有

特点，宣传介绍得到位？

艾窝窝

牛肉面

小吃手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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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艺术

家乡的艺术多是一

些民间艺术，有的虽不

起眼，但我们从小就熟

悉它、热爱它，它给我

们的家乡带来了美和欢

乐。如今，这些艺术品

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宝

贵财富，也是当地重要

的旅游资源 。
惠山泥人大阿福 (江苏)  清代

陈家祠砖雕 (广东)  清代 

民居木雕 (浙江)  清代

泥马 (陕西) 现代
制作面人的民间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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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讨论：

要想了解家乡的艺术，应

该到什么地方去找？要不要

找一些民间艺人？怎样才能

把家乡艺术记录得更好？

面花 (山西) 现代

刺绣 (贵州) 现代

向老人了解家乡的艺术

人面猴 (河南) 现代

学习民间艺术提示：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搜集、收藏、

亲自制作等活动来学习了解民间艺术。

对民间艺术特色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

进行研究：1.表现形式；2.工艺制作；

3. 功能特点；4. 民俗内涵。

门和门墩 (北京)  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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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艺术实践：

调查、了解家乡有哪些特别出名

的乡土艺术，仿照家乡的乡土艺术制

作一件作品，并写出它的艺术特色。

如果寻找制作材料有困难，可用绘画

来完成。

评一评：

我感受了家乡民间艺术的魅力。

看谁对家乡艺术品的特色总结得好，

制作模仿得到位？

同学们学习民间剪纸的作品

花老虎剪纸 (陕西) 现代

兔儿爷

猪八戒

彩绘花棒 (河南)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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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老房子的美

绿釉陶楼 东汉

在你的周围，都有什么样的老房子？老房子的美，

就像一支悠远而淳朴的歌。当这些充满了往昔工匠们

智慧的老房子随着现代生活的来临而逐渐离我们远去

时，你有没有想过用我们的双手将它们留住……

四合院的门脸 (北京) 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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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不同的

工具和手法可以

制作出不同的纹

理，想一想、试

一试，你还有什

么好办法吗？

亭子乡张宅 (四川) 民国

思考与讨论：

1. 你想表现老房子的哪

些主要特征？

2. 怎样解决承重问题？

3. 怎样的纹理更能体现

老房子的美？

用手堆积泥片。

用木棍擀泥板做墙面。

挖出窗户。

做出带窗户的外墙。

1

2

3

4

房子的制作方法：

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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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灵活、综合地运用

泥板成型、泥条成型、

捏制成型等方法，抓住

家乡老房子的外形特

征 ,制作出具有地方特

色的老房子泥塑作品 ,

记录下这将要失去的

文化遗存。

朗色林庄园 (西藏) 明清

学生作品

评一评：

我学会了运用泥板成型 或泥条成型 的方

法表现老房子。

看谁的作品能体现老房子的特点和美感？

农家院

院门

农舍

小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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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老房子

家乡的老房子、老

宅门、租借地里的洋楼

……早已融进了历史的

岁月之中。如今，它们

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

向我们诉说着那段历

史，其中演绎着数不清

的动人故事。

老房子 (江西)  明清

老宅门 (北京)  明清

碉楼 (广东)  1905

土楼 (福建)  明清 原上海汇丰银行 (上海)  192142



艺术实践：

和小组同学寻访社区里的老房子 , 画一幅

它的写生画或拍一组照片。如果有条件，采访

老房子的主人，请他讲关于老房子的故事。最

后，将你了解到的老房子的时代、样式、材料

等方面的情况和你对它的感受写出来 , 并举办

一次介绍社区老房子的展览。

思考与讨论：

1. 家乡老房子的风格

有什么特点？建于何时？材

料和结构是什么样的？

2. 房子的原主人是什

么人？有什么故事和传说？

学生作品

评一评：

我知道了家乡老房子的历史和故事。

看谁对家乡老房子的历史文化了解得多？看谁的作品将家乡老房子表现得美？

老洋楼

北京老民居

吊脚楼

民国西式建筑

老
房
子
的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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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的三眼井

 (云南)

家乡的历史和发展
吊脚楼 (重庆)

你的家乡也

许在大城市，也

许在小镇，也许

在一个小村庄。

每个人都爱自己

的家乡，家乡是

我们的根，是祖

祖辈辈生活的地

方。可是，你了

解家乡的过去和

现在吗？你知道

先辈们在这块土

地上生存和奋斗

研究家乡历史和发展的建议：

以小组为单位，去了解家乡的历史和发展现状。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发生

在家乡的重要历史事件。2. 了解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 调查地方经济、地方资源、文

化教育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状况等。

的历史吗？请你去访问一些长辈，认真地了解家乡的历史和发展吧！

城市新面貌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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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讨论：

1. 家乡有哪些风土民俗，有什么

标志性建筑？又有哪些人文轶事？

2. 找找家中的老照片，看看家乡

的今昔有哪些变化？
同学们向长辈调查家乡的历史

凤凰县的虹桥 (湖南)

建水的三眼井

 (云南)

黄河边上的水车 (甘肃)

海之韵广场 (大连)

总有一些景物会成为家乡的象征：山、塔、桥、

新建的广场、一棵古老的树……你的家乡是以什

么作为标志性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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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以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了解家乡的

历史和发展情况，通过绘画表达你对家

乡的热爱，并且写下自己采访的感想，

合作完成家乡的历史和发展的一幅手抄

报，并在班上举办一次汇报展览。

学生作品

评一评：

我了解了家乡的历史和发展。

看哪个小组对家乡的历史和发展调

查得深入详细？看谁对家乡的热爱表达

得好？

水乡民居

城市新貌

家乡的桥

弄堂一角

46


	全国版美术-6年级上册-封面-20220222-教育部小PDf
	全国版美术教材-6年级上册-20220224-教育部小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