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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帆楼阁图 （中国画）　唐代　李思训

   李思训是皇亲国戚，唐代开元初年被封为左武卫大

将军，画史上有“大李将军”之称。李思训及儿子李

昭道，并称“二李”，是“青绿山水”的集大成者。

《江帆楼阁图》用大青绿着色，江天浩淼、风帆溯

流，画出了勃勃的盛唐气象。

   《游春图》是我国存世最早

的一件山水画卷，作品生动地

描绘了许多士人在山水中纵情

      谈谈你眼中的中国山水画和西方风

景画有什么不同。

游乐的情景。值得注

意的是，《游春图》

中的人物和山水有了

恰当的比例，远近透

视处理得较为妥帖，

具 有 一 种 “ 咫 尺 千

里”的艺术效果，这

是山水画逐步走向成

熟的标志。

1第   课    自然意趣——中国山水画

中国的山水画源远流长，山水画取得重大成

就是在宋元时代。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是大自

然的一部分，画家往往通过寄情山水，表达对宇

宙、对自然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感悟。如果你游

历过名山大川，你一定会对那些秀美的风景有深

刻的记忆。大自然以其特有的神奇和美妙，塑造

了这些优美的青山绿水，它们是大自然赐予人类

的礼物。你想知道这些秀美的山水在画家笔下是

怎样表现的吗？

中华博览

游春图 （中国画）　隋代　展子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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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宽是北宋卓越的山水画家，他所画

的《溪山行旅图》表现了北方山水雄壮的

自然风光，画面像一堵墙挡住了我们的

视野，迎面兀立的是森严的悬崖峭壁，

高耸、坚实，令人望而却步。我们可以猜

想，或许范宽曾经就住在这里，这就是他

每天能见到的山。

溪山行旅图 （中国画）　北宋　范宽

   山下溪水潺潺，一

队商旅车马正缓行于道

中，给这幽深的山色增

添了几许鲜活。

■高山仰止

      表现北方的山水画在构图上

有哪些特点，谈谈你的看法。

  我可没觉得《溪山

行旅图》压抑，恰恰相

反，我更喜欢这种高山

的大气！

    《溪山行旅图》让我觉

得有些压抑，我还是比较喜

欢清新淡雅的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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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山墨戏图（中国画）  南宋  米友仁

山径春行（中国画）  南宋  马远临流赋琴图（中国画）  南宋  夏圭

   米点山水开始于北宋画家米芾，儿子米友仁继承

父法，画山水多用水墨点染，别具风致，有“米氏云

山”“米派”之称。米芾的“米氏云山”善于用“模糊”

的笔墨表现云雾迷漫的江南景色，用大小错落的浓墨、焦

墨、横点、点簇来再现层层山头，世称“米点”。 

    马远和夏  是南宋著名的山水画家，马、

夏的山水画各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然而在构图

上，都一改五代北宋以来上留天、下留地、正

面摹写的全景式构图，而是留出大片的空阔天

地，将景物集中于一侧，表现浩淼的空间，后

人称之为“马一角、夏半边”。

■水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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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山水画更注重画家个人情感的抒发和理想意境

的创造。我们常说的“诗情画意”“画中有诗、诗中有

画”，正是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元代画家倪瓒和黄公望都生活在江南，山清水秀的

江南风光给了他们许多创作的灵感，他们笔下的山水画

往往描绘秀丽的江南景色，追求笔墨意境。倪瓒的《容

膝斋图》所展现的是幽静清凉的景色，而这些正是倪瓒

远离尘嚣的理想环境。黄公望晚年隐居杭州，他所作的

《富春山居图》画的就是富春江两岸初秋的景色。画中

林木深秀、峰峦起伏，将富春江两岸数百里的景色尽收

笔底。

容膝斋图（中国画）  元代  倪瓒

富春山居图（局部） （中国画）   元代  黄公望 

■寄情山水

  是吗？
   你知道吗，这幅名画

的流传，有过一段历险

记呢！

    一卷《富春山居图》

分成了前后两段，前段在

浙江省博物馆，后段藏台

北故宫博物院。

      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强调神韵，要求

诗文、书法、篆刻与画结合，讲究笔墨情趣。唐代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被

后世奉为文人画的鼻祖。

   这件作品曾经由明代一个叫吴洪裕的人收藏，吴临终前却

嘱咐家人将它烧掉作为殉葬，幸好他的侄子吴静庵不忍名画

成灰，把它从火中抢救出来，但画的一部分已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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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赏斋图　（中国画）　明代  文徵明

      明清时代，山水画的发展一直在延续，比较著名的画家有明四家，亦称为

“吴门四家”：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清代四僧：弘仁、髡残、朱耷、

石涛。此外，还有扬州八怪、金陵八家等。

   文徵明是一位画家兼诗人，他的

作品多描绘江南的湖山庭院和文人

生活，构图平稳，笔墨苍润秀雅。

真赏斋是作者好友华中甫的私人园

林住宅，建于无锡太湖边。

   开阔的画面上，右边有尖顶的是华不注山，左边呈浑

圆状者是鹊山，鹊、华两山一左一右。中央河汊纵横，

农舍散落，扁舟片片，秋叶叠叠，一派恬适而幽静的乡

居景致。

      “画中有诗”是中国画特有

的意境，请欣赏后谈谈你对这些

山水画的感受。

鹊华秋色图（中国画）　元代　赵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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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贤是金陵八家之一，他的《清

凉环翠图》描绘的是南京清凉山一

带的风光，画面上端影影绰绰的是长

江。如今，南京已是高楼林立，在清

凉山上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直接看到长

江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画家在

描绘自然山水的同时，也为我们记录

下了沧海桑田的变迁。

淮扬洁秋图　（中国画）　清代　石涛

清凉环翠图 （中国画）　清代　龚贤

■沧海桑田

      《淮扬洁秋图》描绘了古扬州变幻

莫测的风貌。全景布局十分别致，江

流弯弯，一波三折，坡岸呈“之”字

状萦回蜿蜒，近景中垂柳枝叶纷披，

水面芦苇柔韧挺秀。画面给人雅致明

洁、渺远清旷之感。

      石涛，本姓朱，名若极，明代王朝宗室，

明亡后出家。山水师法自然，主张“笔墨当随

时代”。他遍游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

稿”，他的作品有其独到的构思布局和笔墨技

法。著有《石涛画语录》。



欣赏·评述     

7

万山红遍（中国画）　现代  李可染

青城山（中国画）  现代  黄宾虹

江山如此多娇（中国画）   现代  傅抱石、关山月

■江山多娇

   《万山红遍》是李可染

以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

沙》中的名句“看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为主题进

行的创作。为了突出“红”

字，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朱

砂，又以浓厚的墨色为底，

画面色彩强烈醒目，形成冷

暖调子的对比。

　　1933年早春，已近古稀之年的黄宾虹前往四川青城山，

途中遇雨，全身湿透，索性坐于雨中细赏山色变幻，“泼墨

山前远近峰，米家难点万千重。青城坐雨乾坤大，入蜀方知

画意浓”。他的山水画讲究用笔用墨，《青城山》虽说笔墨

攒簇，却是层次井然，浑厚华滋。

　　《江山如此多娇》

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

义相结合的方法，充分

发挥了中国传统绘画不

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表

现 手 法 ， 采 用 全 景 图

式，把山舞银蛇的北国

风光与郁郁葱葱的江南

景色有机地统一在同一

画面之中，使人们更深

一层地欣赏到祖国江山

的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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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课    用心灵接触自然

任何时候，美妙的大自然都吸引着我们：树

木、田野、山川、河流……从窗口向外看，四季

的更替、朝暮的变化悄悄地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惊

喜。而走进自然，则更让我们陶醉其中。风景画

便是用画笔来描绘这样的感受。

■ 关不住的美景

如 果

走进这些

画中，你

能听到什

么？触摸

到什么？

窗景（铅笔）　学生作品  

窗里窗外的绿（蜡笔、油画棒）  1986  盛梅冰

    画家轻快的笔触将窗外的阳光带进室内，使画面的色
彩明亮而动人。

即使在教室里也可以透过窗户看风景

造型天地

先画窗格 还可以直接画外面的风景后补画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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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艳的蓝色铁门间隔着院外的景色，画家大胆的用色仿佛将我们带进了童话世界。

树（铅笔淡彩）  2012  学生作品

门（油画）　1930  拉乌尔·杜菲（法国）

    告诉你，生活中

处处有美景。

■ 走进大自然

    可以用取景框来

看一看，选择要画的

对象。   

    好看的风景展现在眼

前……太宽广了，都没办

法决定画什么了。

     取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厚

纸，按图所示，将中间的部分

裁掉。

     也可以用手指做成方框比

划一下。一边透过取景框观

察，一边决定想要画的范围。

取景框与眼睛的距离决定着你

收取景物的范围。
● 留意生活，关注自然的变化，享受美景。

● 面对教室中的一扇窗户，描绘窗外的自然景色。

● 结合郊游，做简单的风景速写。

八月的近郊（水彩）  师生合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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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树木的变化中寻找季节

四季更替使树木产生了

丰富的变化，观赏并描绘它

们，令我们更爱自然。

春光中  桃花盛开

盛开的桃花（油画）　1888  凡·高（荷兰） 

   我喜爱树木的迷人

形状，枝叶的错落像音

乐一样有节奏。

   在阳光下，树

的影子和色彩真像

天然的画。  

  我好像嗅到绿

色的清香了。

    盛夏来到森林中，凉

爽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     

盛夏里  枝繁叶茂

薰风（油画）  1991　苏天赐

在深秋  层林尽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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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秋  层林尽染

冬至·第一场雪（油画）  1994  庄重

掌握树的结构，是画树的

重要前提。

● 在校园中仔细观察一棵树。

● 写生一棵树，画出这棵树的个性，并写下你对

这棵树四季变化的感受。

    用心去观察树木枝

叶的细节，你会发现每

棵树都有自己的个性。

与西斯图合作的树的习作（素描）

　达·芬奇（意大利）

枝干上分生
许多小树杈

粗大坚实的主干 细细的枝干

层林尽染（中国画）　1963  李可染

寒冬里  树叶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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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课    变迁中的家园

大自然是一幅壮丽的画卷，人类的生息繁衍会在上面留下痕迹。让我们循着时

间的线索去了解，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居处的变迁，畅想未来的家园。

当房屋一栋栋增加以后，绿树便逐渐减少。这幅画

中暖色的光影笔触强化了阳光直射的感觉。

我的家在城市的中心，到处是密集的楼群。来找我

的家，像穿越迷宫，就像这幅画里，房屋都一模一样。可

是，听老人们说，过去的房子跟今天的房子大不一样。

枝叶清晰的深绿树丛中透出白色

的水泥公寓，轻盈的笔法描摹出房屋

密集的窗户，形成了有趣的反差。

■ 寻访的踪迹

蔚蓝色的江南风景（油画）　2001  沈行工 

爷爷奶奶的家在美丽的江南水乡，钴蓝的色调
传递出水乡的滋润。

林中的小屋 （油画）　1994  彼得·多依格（英国） 

六月的小区（油画）　1983  阿利卡（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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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画笔呈现理想中的家园

阳光下有树影映衬的院落，造型各异
的房屋。

小镇上飞翘的屋檐，石砌的台阶，青
石板的路面……今天已不多见。 

小街的尽头，

一座小小的院落，

是我父亲“童年的

乐园”。

    山野坡地上植物环抱的家园，给我们带来写生的灵感；水色

丰沛的笔触，点面错落的画面，体现了我们描绘的激情。

 现代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

宁静的午后（素描）　学生作品  古镇小巷（素描）　学生作品  

小巷人家（水墨画）　1992  李娜

绿城（水彩）　学生作品   

幸福家园（水彩）  2012  学生作品

● 向家人了解家乡的旧貌。

● 寻找老照片或旧图片，画一幅描绘过去

家乡的作品。

● 在生活中寻找、发现家乡的变化。

● 通过绘画、摄影、文字等多种形式感受

并记录家乡的变化。

● 描绘理想中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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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户外去游玩、赏景时，我们会发现环境

变化的种种痕迹。也会观察到阳光如何改变景

物的颜色，了解到树木、山丘、建筑和地平线

之间丰富的节奏与变化。我们能用一支笔一张

纸，随时随地进行户外速写。

■ 速写本上记下的变迁

      速写本可以是任何形式

的——装订好的、螺旋翻页

的、活页的，甚至是手边易

得的任何一张小纸片。

      柯布西埃是一

位建筑师、画家，

他是我们现在常住

的公寓式建筑的创

始者，他的建筑创

造了新型的群体居

住方式——社区。

柯布西埃在旅行中拿起画笔，边看边画，画下他喜欢的房

子；边画边记，记下他的感受和见闻。画家常常给家人写信，告

诉他们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画家常常给家人寄上几幅图画，告诉

他们那些地方是什么模样。

柯布西埃和好朋友背着行囊，或步行，或骑马，或

乘船，或坐车，开始了边走、边看、边画的大游历。

旅行速写（素描）　1907  柯布西埃（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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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速写本，里面会有我

们感受的痕迹，也包括了失败

的图画，错误的开头，还有看

上去毫无意义的涂鸦，但这些

都是一种很好的记录。

      画家德加以达·芬奇为榜

样画了很多本速写，巴黎的国

家图书馆保存着德加的38本记

事本，包含了超过2000页的速

写和研究笔记。

速写不一定要画出许

多细节，也不必很完整，但

是它们却能够流露出画家对

景象的大量感受。风景速写

画到什么程度是受时间限制

的，并由需要表达的感受所

决定的。记住，速写不一定

是完成画，它最初的目的是

记录信息，收录想法。

 绿色如茵（素描）  1920  哈萨姆（美国）

 空中停车场（素描）  1973  约芙尼·雅克特（美国）

森林风景（素描）　1833  西奥多·卢梭（法国）

风景速写（素描）　1986  查尔斯·莫伐利

东河与格雷西大厦和契伯桥（素描）　拉克斯特劳·道内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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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课    空间与层次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三维的，而绘画却是二维平面的，要将我们所看

到的景物画出真实的感觉，就必须清楚三维的两个主要构成要素——形

状与空间。

几何透视中的平行透视与成角透视便于我们表现景物的体积感、空

间感，而大气透视与空间透视则为我们营造景物的气氛提供了有效的方

法。透视法的应用大大丰富了画面的纵深感和层次感。

用彩色铅笔绘画的校园图书馆，体现了风景绘画的自然空间

关系。画纸的中间色调为阳光照耀下建筑物的色调，同时，透视

的现象与建筑物的稳固地平线形成了平稳的构图关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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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透视：风景画的

一种技巧，随着物体逐渐

向远处消退，明暗对比逐

渐减弱，明亮部分渐渐变

暗，深色部分渐渐变浅，

直到整个明暗对比成为一

个中性色调。

      空间透视：一种加强

层次感的绘画技巧，使画

面深处的颜色对比和明度

对比随着物体向远处延伸

而逐渐减弱，浅色部分越

来越淡，深色部分越来越

浅，直至所有的对比融为

统一的浅色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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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远去的教室

校园是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地方，

无数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喜欢回来

寻找记忆。今天你笔下描绘的景色，

明天将引发你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校园实景图片

注意建筑透视

站在远处观赏自己的校园，
你的心中会产生怎样的情感？

● 站在山顶或高楼俯瞰

大自然的景色。

● 画一幅远景或近景的

写生画。

● 大家把作品并排陈列

在教室，合成一个有趣

的全景展示图。

       地平线：焦点透视中与

观看者视平高度相关的一条

线，是天与地会合处的交界

线。消失点、中心消失点和

中线在最远方的结束点全都

位于这条线上。

焦点透视

水平线或观测线 水平线 水平线

灭点

灭点 灭点 灭点 灭点

成角透视中的正常视点图 成角透视中

的高视点图

原线

视平线

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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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汴梁市区南部，曾经有一条通达江、淮的水道，从西

到东，横贯全城，那就是汴河。汴河上南粮北运，北货南输，

《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北

宋汴梁城外东南七里的一段汴

河风光。

现在的城市已经

不用城墙保护了哦。

  看！关税老爷正在为来

往商队倒换通关文件呢。

■ 城市的咽喉——城门
■ 惊险的一幕——过桥 店小二真勤劳啊！

我们进去坐坐吧。

宋 代 中 国 民 间

已经广泛使用煤与改

良的厨灶来烹制各种

美味十足的菜肴。

正在为开始一天的营业
而做准备的店小二。

据记载，汴梁获朝廷授权的大规

模正店（酒楼）至北宋末有七十二间，

“孙羊正店”就是画上出现的一家，气

派极大。在社会娱乐不发达的时代，

“正店”是很重要的社交场所。

繁忙的河运带来了浓浓的商业气

息。热闹的沿河商业街道在画卷内不占

显眼的位置，但酒肆、茶坊、商铺等却

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汴梁城的繁华。

■ 热闹的沿河街道

史 料 记

载 ， 全 年 在

汴 河 上 的 运

粮 船 有 六 千

多 艘 ， 一 年

分 为 四 批 。

冬 季 歇 航 ，

第 一 批 运 粮

船 约 于 清 明

到达汴梁。

■ 大酒楼——孙羊正店

● 像《清明上河图》中的城

墙现在有些城市还存在，试

着找到它们，并站在城墙上

感受一下古韵吧。

●《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河是

条贯通汴梁的人工河，你能说

出我国有几条人工运河吗？

●《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

街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说说它跟现在的街道有什么

相同和不同之处。

● 寻找图中的运输工具，看

谁找的种类多，再说一说今

天的运输工具，用简单的图

文形式比较古今运输方式的

变化。

汴梁是北宋的政治、文化、经济

中心，每天往来的使节、商队络绎不

绝。城门是唯一出入汴梁的通道，因

而这里也是防御的重点。

汴梁有两重砖石城墙。正楼、

箭楼、闸楼、城墙、护城河，构成了

汴梁城立体的防御体系。攻城者将全

然暴露在开放的空间之中，相较于防

卫者坐拥坚固的城墙和往下俯射的优

势，攻城者显得相当不利。

清明上河图  （中国画）绢本设色  528.7厘米×24.8厘米　 北宋　张择端

中国古代多用牲口拉平板车来充

当运输工具。大型载货车辆每次得用

十多头牲口拖拉。

大大小小的客船货船往来不息，汴河两岸土地肥

沃，物产富饶，城镇林立，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大

动脉。《清明上河图》最高潮的一幕就发生在一

艘货船险过虹桥的瞬间。



你见过蓝印花布吗？那蓝与白构成的美丽、简洁、淳

朴，透着一股浓浓的乡土情。你想知道蓝印花布是怎样做成的

吗？那就请跟随我们进入蓝白之美的旅程吧！

蓝印花布的印染方

式很适合手工作坊生产

制作。它使用一种特制

的防染浆，并用花板将

花纹印在布料上，再用

蓝色染料浸染，最后将

防染浆刮掉，便透出了

蓝白分明的花纹。

狮子滚绣球方巾（江苏南通）

蓝印花布的装饰纹样吸收了民间剪纸的风格。

菊花纹样的蓝印花布

蝴蝶纹样的蓝印花布

蓝印花布的制作工艺始于宋代

   古语“青，取之于蓝

而青于蓝”，说的便是这

种染料的提取过程。

    也叫“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

蓝印花布桌布（江苏南通）

蓝印花布专营店（江苏南通）

五只蝙蝠围绕着中心的寿

字，寓意五福捧寿。

■走近蓝印花布

蓝印花布纹样十分丰富，一般多以植物和动物的纹样为主，常常具

有吉祥的含义，如喜上眉梢、五福捧寿、福在眼前、龙凤呈祥等，以表

达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蓝印花布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较为广泛的地域分

布，江苏、浙江、湖南、

山 西 、 陕 西 、 安 徽 、 山

东、四川等地的蓝印花布

都各有特色。

蓝印花布同蜡染和扎

染一样，都是我国传统的

民间手工印染花布。

第   课    蓝白之美6
设计·应用 造型·表现     

1921 26

■ 多种角度感受美景

圣安德鲁斯远眺（油画）　杜菲（法国） 

诺森伯兰郡的雨（水彩）　1995 诺埃尔·麦克里迪（英国） 

迷漫的雨景

在高处鸟瞰

景中有画，画中佳景。

面 对 优 美 的

景色，即使用照相

机的广角镜头，也

只能选取其中的一

部分景物。而绘画

让我们可以拥有更

多的自由，我们可

以愉快地画一个局

部，也可以用长卷

收录眼底的美景，

还可以用我们的眼

睛搬动景物，组成

自己心中的画面。

   往下看，往上

看，改变视角来观

察，真有趣。
   近看远看，

左看右看都很有

意思。

法国画家杜菲站在高处俯视巴黎全景，暮色

中的房屋鳞次栉比。画家用细碎而跳动的笔触画

出了巴黎的繁华景象。

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它的丰富和趣味，

激发着我们的感官。我们不妨用随意的笔法自由地

表达。厨
娘
在
做
菜

茶
馆
开
张
了

他们在找《清明

上河图》里的秘密！
这
里
有
七
头
猪

十
二
世
纪
的
汴
梁
城

有
一
百
五
十
万
人
，

是
当
时
世
界
第
一
大
城

我
只
数
到
七
百

七
十
八
个
人

汴
河
的
一
小
段

好
多
人
啊

才
不
，
有
八
百

一
十
四
个
人

街
头
商
店
，
前

铺
后
居
，
方
便
通
宵

营
业

他们在找什么？

　　用画笔在椅凳上体验古代风俗画的一些细节，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综合·探索

公平的俘虏（油画）　1931 马格利特（比利时） 

设计空间

还
有
出
家
人

噢
，
这
是
乞
丐

这
里
有
八
十
三
头
牲
口

对
极
了

世
界
上
没
有

一
幅
画
能
跟
这
幅
作

品
匹
敌

画
卷
如
果
再
长

一
点
就
可
以
见
到

看
不
到
记
载

中
的
望
火
哨
楼

有
一
只
瘦
猴

这
里
只
找
到
一
间
正
店

大
酒
家(

正
店)

在
汴
梁
大
约
有

七
十
二
家

骆
驼
驮
的
都
是

关
外
货
吧

这
个
看
起
来
不

像
是
外
城
的
城
门

界画是中国画的一种独特技法。界指界

尺，界画就是用界尺引笔画线的表现方法。

界画适于画建筑物，其他景物则用工笔技法

配合，通称“工笔界画”。

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之前，有些绘画需要担当

记录的功能。《清明上河图》便是作为界画、风俗

画的经典而写在美术史里的。此画的主要功能并不

只在怡情养性，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构成及社会

状况的重要资料。

宋代的汴梁（今河南开封）是当时世界第一大

城，其繁盛时期人口有150万之多。其实《清明上河

图》正是对那盛世胜景的一次信息量比较充分的记

录，画中包含了防御、商业、交通、文化等方方面

面的社会内容。因此，《清明上河图》不仅仅具有

美术上的价值，它同时也是史学家、社会学家们宝

贵的研究素材。

       

这
桥
应
该
离

城
七
里

中国画装裱形制：装裱是将绘画给予装

潢，以便展示和保存。中国画传统的装裱形

式有卷、轴、册、镜片等。卷：横长，两侧

有细木条，可拉线挂画。轴：竖长，下有圆

轴，可卷。册：近方形小画，装裱成折叠的

册子。镜片：裱成独张，不带挂轴者，亦称

片子。《清明上河图》就是很典型的手卷作

品，适合逐渐翻开观赏。

第   课    5 盛世    汴梁.

综合·探索经典魅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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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蓝印花布制作的杯垫 蓝印花布靠垫

用蓝印花布制作的拎包

用蓝印花布做

产品的包装

      这把用蓝印花布制作的折扇别有情趣。

蓝印花布的面料还可以做成鞋、帽、包等。蓝印花布童鞋

用蓝印花布制作的布老虎

蓝印花布是一种十分淳朴的民间艺

术品，它的纹样造型时常会吸收一些剪

纸、木刻、刺绣等艺术品中传统图案的

艺术风格，染成深蓝色后形成粗犷、单

纯、蓝白分明的形式特征。

蓝印花布的面料常常用

来制作居室用品，如被面、

床单、枕巾、门帘等。还可

以用来做成服装和各式各样

的工艺品。用蓝印花布设计

制作的服装往往受到许多人

的喜爱，因为它具有一种回

归自然的质朴之美。

   我的老家就有蓝印

花布，下次我要去收

集一些。
   用 不 着 下

次，学校不远的

商店就有卖。

■蓝印花布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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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白后的蓝印

花布经过漂洗晾

晒，就完成了全

部的工序。

■蓝印花布的工艺过程

1. 棉布：选用民间手工方法纺线织成的“土布”。

2. 刻版：是用来漏印防染糨糊的花纹型纸，一般用厚卡

纸刻制。

3. 防染浆：蓝印花布的防染浆一般用豆粉和石灰混合调

制而成。

4. 刮浆：将刻制好的花纹型纸覆盖在铺平的白棉布上，

然后用刮刀将防染糨糊刮到纸版上，这样糨糊就通过纸

版镂空的部分刮到布坯上，形成花型。

5. 晾干：刮印好花型的布坯在通风的阴凉处晾干后就可

以染色了。

6. 染色：蓝印花布的染料是从一种叫“大青”的植物中

提取浆汁而成的蓝色染料，通常又称为“靛青”或“靛

蓝”。蓝印花布的染色用浸染法，一般要经过多次浸

染，布坯才能染成沉稳的青蓝色。

7. 刮白：将浸染好的布料晾晒干后，刮去防染糨糊，花

纹就随之显现。再经过漂洗、晾晒，一块蓝印花布就完

成了。

民间蓝印花布的工艺美术师在刻版。

刮浆

刮浆后的布料

染色

刮白

成品晾晒

鱼纹蓝印花布  学生作业

刻好的纸版。

防染浆

染料

在刻好的纸版上刷

些桐油，可以增加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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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仿蓝印花布工艺的材料可以用纸来

代替白布；水粉白颜料、白油画棒、白蜡

笔或白蜡烛，都可用来替代防染浆。

● 合作尝试模仿蓝印花布的工艺过程，设

计制作一件模仿蓝印花布的作业。

● 谈谈学习蓝印花布工艺制作的感受。

■试一试替代的方法

　　我们可以在课堂上用一些替代的方法来实践蓝

印花布的工艺过程。

1. 刻版：将设计好的花纹用刻刀镂空刻在厚卡纸

上，形成花纸版。

2. 刮浆：可用纸张替代白布，用水粉的白颜料替代

防染浆。把纸版覆在白纸上，用刀将较厚的水粉白

颜料刮在纸版上。

3. 染色：将墨水（最好是碳素墨水）涂在纸上，要

全部涂满，替代浸染的方法。

4. 出白：等墨水完全干透后，用小刀将水粉颜料刮

掉，如果是不易脱色的碳素墨水，则可直接用水冲

洗白颜料。

学习刻版

这条裙子真美

      用白油画棒或蜡笔在纸上画好图案

后直接涂色，是更简单的替代方法。

体会浸染

尝试刮白

看，这是我自己创作的图案。

仿制的蓝印花布  学生作品

仿制的蓝印花布  

学生作品

     把作业包裹

成立方体，又

有一番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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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最早的文字是书写在

湿泥板上的，西亚两河流域

的苏美尔人发明了人类最早

的楔形文字和泥板书写。

    泥土是地球生命的摇篮，没有它地

球上就不会有绿色，也不会有包括我们

人类在内的许许多多生命的存在。

■ 泥土的特性
   

彩陶瓮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    
彩绘陶罐  塞浦路斯  

公元前850~前750年

陶马  西晋永宁二年  湖南省博物馆藏

    泥土可以记录历史，在这个陶马的身上出现了世界上最

早的马镫。马镫是中国人的一项影响世界的伟大发明。

彩绘陶薰炉  西汉马王堆

唐三彩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泥板文字  内容为买卖牛群的商业文件 

苏美尔王朝初期 公元前3000年     

　　在用黏土制作陶器的基础上，

中国人发明了用白色的瓷土烧制瓷

器。唐代的瓷器已经具有“洁白、

质坚、其美如玉”等特质。宋代

瓷器工艺开始高速发展，出现了

“汝”“哥”“官”“定”“钧”

五大名窑。明清时中国的瓷器生产

达到了顶峰。

    泥土是一种很特殊的物质，

它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可以用它

来塑造各种各样的器物；它还具

有一种烧结性，经过火的高温烧

结，可以把泥土塑造成既不怕

水、又坚硬的陶器。

青瓷伎乐俑  三国  吴

南京江宁上坊出土

第   课    泥土的味道7

           在泥土制作的陶

器上还产生了人类的

原始装饰艺术，新石

器时代出现了大量绘

有装饰纹样的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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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泥玩具
   

泥狗（陕西凤翔）泥猴（贵州）

● 请你说说还有哪些玩

具是由泥土制作的？

● 用黏土制作简单的玩

具造型，晾干后在表面

作装饰。                         

    民间儿童玩具有很多是用泥土捏

制、干结后再进行装饰彩绘的。

古代的陶狗玩具（贵州）

    无锡惠山泥人是

用当地的一种黑泥来捏

制，成型干结后再进行

彩绘的民间玩具。天津

的泥人张、陕西凤翔的

民间玩具都是著名的泥

彩艺术。

　　在相同的泥坯上涂装各种创意图案，就成

了“设计师潮流玩具”。

玩偶小猪（葡萄牙）玩偶小猪（德国）

           人类最早的玩具也是用泥制作的，并且一直延续到

今天，因为泥土是最容易得到和加工的天然材料。

大阿福  无锡惠山泥人  无锡市博物馆藏

　 　 小 时 候 我 们

都 玩 过 泥 巴 ， 做

过泥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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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提梁壶  现代  周桂珍

环龙三足壶  现代  高海庚

器皿的主体泥片成型

先将泥拍成厚薄均匀的泥片

揉泥，将泥里的空气全部挤出。

围合在同样由泥片切成的圆

形底上

将接缝用湿泥粘接后，拍打成型。

    紫砂壶是中国茶文化的专用器

具之一，它深含着品茗养心的文化

精神，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与精神

价值。

硕艳壶  现代  江建翔  

    除了充满韵味的造型之

外，精美的浮雕也为紫砂壶增

添了自然的气息。

  紫砂陶艺术汇集

了工匠和艺术家们的

智慧。

　   紫砂壶最有名的产地

是江苏的宜兴，这里云集

着许多紫砂壶的艺术家和

制作工厂。紫砂壶兴盛于

明清，历史上出现过许多

名器和名匠。宜兴紫砂陶

制作技艺是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

■ 魅力紫砂泥
　　

掇球壶  清代  程寿珍  泥片的构造

    紫砂泥是一种特殊的泥土，用它做成

的紫砂壶，经过火的冶炼，不仅变成了形

态雅致的生活实用器具，还成了独具魅力

的艺术品。

    紫砂壶是在泥片工艺的基

础上制作完成的，泥片工艺能

够使壶的胎体薄而均匀，密度

高而不易在烧制时变形。

汉云壶  现代  顾景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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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的造型
　　

泥条成型方法

捏塑成型方法

边上有蘑菇的花  学生作品 快要盛开的花朵  学生作品

  想 不 到 茶 壶

还 可 以 做 成 这

样！

  哈哈！这就是泥土

的特性，它的造型几乎

是任意的。

● 认识紫砂陶的艺术特色，

了解基本的制作工艺，赏析

名家的作品。  

●  体 验 陶 泥 的 可 塑 特 性 ，

实践几种基本的成型塑造方

法，融入自己的感受，进行

创意设计与制作。

  现代的陶艺，除了继

承传统的技艺之外，还出

现 了 更 为 多 样 的 艺 术 风

格，它甚至成为展现艺术

家创意的平台，吸引了更

多的艺术家用泥和火来表

达思想，传递情感。

现代壶艺　现代　彭发根

三头泥狗（镇江太平）

壶　司各特·多利（美国）  

壶  哈里斯·德拉尔

（美国） 

         陶泥的成型塑造除了紫砂壶常

用的泥片成型法之外，还有拉坯、

模具、泥条、捏塑等方法。                                                                                                    

■ 多样的创意
　　
    巧妙运用泥的可塑性，可以

设计、制作出许多既富有创意，

又有一定实用价值的作品。                                                                                                          

我的老师  学生作品杯子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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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风筝（北京）

肥燕（纸）  北京风筝

蜜蜂（绢）  

北京风筝　孟原    

花篮风筝（硬翅类风筝）

　　风筝是中国传统的民间玩具，已经有

三千多年的历史。放飞风筝是我国各地的民

俗，特别是在春天，漫天飞舞的风筝报告着

春的生机，带给人们无尽的快乐。

村居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清代）高鼎

■ 风筝的历史与传说
   

鹰（绢）  

山东潍坊风筝

杨同科   

蜻蜓骨架

蜻蜓风筝

软翅类风筝

脸谱七星板鹞

现代

郭承毅（江苏南通）  

     燕子风筝

是 北 方 风 筝

的特色。

      风筝的发明起源于先秦

时代的木鸢或木鹊，传说鲁

班就曾制作过它。宋代以后

出现了纸鸢，它比传说中的

木鸢更轻，飞得更高。

肥燕骨架

第   课    放飞希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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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魁纳福六角板鹞

（江苏南通） 

           挂在板鹞上的

口哨，放飞时会发

出各种响声。

中国风筝的基本造型

■ 中国各地的风筝
   

● 说说自己家乡的风筝，与其

他地区风筝的差异。

　　北京、天津、山东

潍坊、江苏南通是我国

四大风筝产地。         

孙悟空风筝

昆虫风筝  曹真荣（江苏南京） 

蝴蝶（微型风筝）（绢）  孔祥泽（北京） 

     板鹞风筝是江南

风筝的特色。

瘦燕骨架

“学足三余”（倒图、瘦燕）

（纸）　北京风筝　费保龄   

欢天喜地  硬板类风筝

      风筝，在中国各地都深

受人们的喜爱，它种类繁

多，异彩纷呈。有些地方的

风筝独具特色，如北京地区

的沙燕风筝、山东潍坊的龙

形风筝、江苏南通的板鹞风

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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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串风筝

■ 风筝的制作
　　

　　制作风筝的材料很多，一般有纸、无

纺布、绢绸等；风筝的骨架多采用竹丝、

细金属丝等。翼面的彩绘一般用普通的绘

画工具和材料。

       除了风筝，能够在天上放

飞的民间玩具还有古老的“孔

明灯”，这是根据热空气原理

进行的放飞。除此之外，还有

纸飞机、竹蜻蜓等。                

大型现代风筝

根据印制的图样确定骨架材料的长短

用火烤灸使竹条变软并能够弯曲

竹条的弯曲形状要与图样保持一致

用刀将弯好的竹条一分为二，得到完

全对称的骨架。

■ 风筝的放飞
　　

制作过程与工艺：

1. 设计图样

2. 扎制骨架

3. 裱糊翼面

4. 彩绘图案

龙头鹞子  南通风筝  郭承毅

软翅类老鹰风筝的制作 
图样 

骨架

线桄子是风筝放飞的工具

扎制风筝骨架的工艺

      板类风筝指形如纸板状，可在上部进行各种装饰的风

筝；翅类风筝是模仿各种有翅的飞鸟昆虫的风筝。

  

    不同类型的风筝，制作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别。一般分为软、硬板子及

软、硬翅类等，一些大型的风筝还会把许多风筝串联在一起，形成串类风筝。

    风筝能够飞上

天，是根据空气动力

学的原理，必须用引

线（放飞线）牵引，

依靠风力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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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要左右对称，以保持平衡。

看看我们制作的风筝既简单又有趣

■ 无骨折纸风筝
　　

折为90度角

A3大小  70克

打印纸、废报

纸、书写纸等

薄的纸张均可

放飞线的拴结位置

缝衣的细线

虚线为折的部位

同样的纸张做

风筝的辫子或

尾巴，长短应

根据平衡的需

要调节

胶水粘贴

折纸风筝的制作图

● 感受风筝的艺术特色；

● 动手制作折纸风筝；

● 参与集体的风筝放飞活动。

集体参与的风

筝放飞活动

双辫式

独尾式

     无骨风筝这么简

单易学！

折纸风筝适合在2~3级风中放飞

    无骨折纸风筝是风筝

制作中最为简易的一种，

很适合课堂教学，因为它

的制作材料简单、易得，

制作方便。

彩绘风筝  

学生作品

    放飞风筝是一项健康、快乐的户外活

动。风筝还具备很强的观赏特性，它可以

启发我们的智慧，陶冶我们的心灵。

      要想做得好，飞

得高也是不易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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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敏斯大桥（油画）  德朗（法国）

　　看看法国画家德朗画的《威斯敏

斯大桥》，你吃惊吗？风景画还可以

这样随意地画？不一定再现，不一定

逼真，只是画出景物的美，画出自己

对景物的感受。是的，有许多著名的

画家都是这样画的。

　　欧洲的风景画最早是作

为人物画的背景而出现的，

17世纪中期独自成为一派,并

发展到欧洲的各个地方,于是

欧洲各地区的风景画风格开

始互相影响交融，到19世纪

时进入巅峰时期。

当你面对红日初升的美景，或一簇盛开的鲜花时，你是否有一种想把它们画下来的冲动？而

当你真的拿出纸和笔的时候，却又不知道从哪里下笔了。事实上，有了这样的冲动，你已经可以

算半个画家了，剩下来的只是要通过学习来掌握一些技法。在这一课里，我们就走近那些绘画大

师，看看他们在面对美景和鲜花时，是怎样涉笔成趣、点景成画的。

风暴后的埃特雷塔峭壁（油画）　库尔贝（法国）

这样的美丽天空你是不是时
常见到呢？

画刀在画布上堆砌出厚实的
颜料，表现了岩石的肌理层次。

　　这算什么大师的杰

作？我也会画！

　　唔，可不那

么容易哦。

9第   课    自然的定格——外国风景画

世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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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在地，猎人倦归。
画中每一个细节都向我们展
示着这个季节的特征。

英国著名画家透纳在他的作品中，将弥漫在伦敦城上空的大雾画成了紫色，结果引起了许多

人的不解甚至非议，因为人们总是认为，雾就应该是白色的。可是当人们看过画家的作品以后，

再去仔细地观察那飘忽不定的雾气，这才发现，原来，雾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所呈现的颜色是千

变万化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画家的作品引导我们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 自然的镜子         重新认识的世界

　　深色的猎人和猎

犬空手而归，严寒的

冬日景象由此展开并

弥漫整个作品——也

许他们将面临一个艰

苦的冬季！

　　最初的风景画一

般是带有人物的，只

不 过 这 些 人 物 不 是

画的主角，他们常常

只是一种点缀。1 6

世 纪 的 尼 德 兰 画 家

彼得·勃鲁盖尔画的

雪中猎人（油画）  彼得·勃鲁盖尔（尼德兰）

疲乏的猎犬和
疲惫的猎人，还有
光秃秃的树。

肃杀的天空，苍茫的远山，一种真
切的寒冷透出画面。

熊 熊
的篝火

（近景）
山谷、湖泊、在冰上的人

群，皑皑的白雪掩盖了细节却
突出了一个寒冷的整体。

（中景）
（远景）

《雪中猎人》就是这样的例子。虽然作品

在近景的山坡上画有几个踏雪下山的猎

人，在山谷的冰河上也画了许多人，他们

在钓鱼、溜冰或嬉戏，但画家在这里主要

想表现的是那一片银装素裹的冬日美景，

突出一种天寒地冻的感觉。

　你这么一说，我倒

拿不定主意了，下次起

大雾时我得仔细观察观

察，眼见为实。

　　在艺术史上，风景画成为独立的绘画体裁，已经是很晚的事

情了。直到17世纪，荷兰的画家们才画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风景

画。而它们的产生和发展，跟当时的荷兰城市平民的心态有着密

切的联系—那时流行美化居室，崇尚表现生活的富足。

　你相信雾会是紫色

的吗？如果不相信，那

就说明我们对周围的事

物观察得不太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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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霍贝玛的《林间小道》

中，通过两排树木高低不一、疏

密有致的组合和排列，创造出一

个透视极强的空间。观者被树木

和小路引向画面的深处，从而产

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荷 兰 早 期 的 风 景
画中，人物所占篇幅很
小，只是风景中的一种
点缀，几乎可以忽略。

林间小道（油画）　霍贝玛（荷兰）

辛格拉温的磨房（油画）  鲁斯达尔（荷兰） 

像《雪中猎人》一样带有人

物的风景画还有很多，比如，法

国画家洛朗的《海港日出》，也

是以人物点缀风景的。

海港日出（油画）　洛朗（法国）

　　优美宁静的自然风光，成为画家们

倾注热情去描绘的对象。

视平线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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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风景画家透纳在绘画中试

图重新创造光线的效果，而不是再

现它。最让透纳心醉神迷的是光。

《莫特莱克台地》将阳光在空气中

颤动的瞬息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

莫奈的《日出·印象》，表现的是勒阿弗尔港口一个多雾早晨的景象。在弥漫的浓雾中，所

有的物象——太阳、海浪、小船以及远处工厂的烟囱和船上的吊车等，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在此

之前，还没有哪一位画家敢这样大胆地去处理画面，这是一幅革命性的作品。作品展出后，引起

了轰动，促使许多画家开始对绘画的追求和表现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从此印象派产生了！

■ 用色彩唤起情感

　　印象派：19世纪欧洲艺术发展的一个阶

段，也是现实主义艺术向现代主义艺术过渡

的一个阶段。印象派画家主张到大自然中去

写生，直接表现光与色的无穷变化。代表人

物有莫奈、毕沙罗、雷诺阿等。

　　1874年“落选者沙龙”的一次展览上，《日

出·印象》和参展的其他作品一样不被当时的观众

所接受，并被讽刺为“印象派”。也正因此，这幅

作品成为了这一艺术流派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初夏的傍晚，泰晤士河静静地流

淌，树木在微风中摇曳，船只向远方驶

去。河边的路人，跳上矮墙的小狗以及

横在马路中央的树影……画面平静祥

和，却又充满了勃勃生机。

日出·印象（油画）　莫奈（法国）

莫特莱克台地（油画）　透纳（英国）

莫奈用蓝色和绿色来衬托黄

色和橘黄色，以取代色调的明暗

对比。

事实上，这幅画中没有一样

东西是清晰的。画面中的烟、雾

以及港口的倒影，都是短暂时刻

的一个记录。当太阳升起时，眼

前的景象将不复存在，画家记录

下的这一时刻也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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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奈为首的印象派画家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画家应该画他所看到的东西，去捕捉那些闪

烁的缤纷色彩在物体表面和空气中的多变光线，而不应该像传统的风景画那样，仅仅在褐色的基

调上去寻求一些层次的变化。为此，莫奈还用小船改装了一个水上画室，仔细观察水上景色的气

氛和效果。他的光色亮丽、影影绰绰的《睡莲》作品系列就是在那儿完成的。

睡莲（系列之一）（油画）  莫奈（法国）

  莫奈：法国画家，印象派创始人之一。

睡莲（系列之二） 睡莲（系列之三）

　看了莫奈的《睡莲》，再去看看公

园里的那些池塘小溪、荷花水草，你眼

中的色彩一定会变得丰富起来。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

动笔尝试过。

　好像没有啊，我

怎么觉得它们还和

从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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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池

莫奈在画室创作《睡莲》时的情景，摄于1920年。

睡莲（系列之四）

　　在创作《睡莲》时，莫奈已年迈体弱，视力衰退，但

他仍以极大的毅力完成了这一组作品。1922年法国政府想

购买他的《睡莲》，莫奈表示愿意奉送。根据他的愿望，

法国政府决定在巴黎土伊勒里宫的橘园椭圆厅中，永久地

陈列他的这幅作品。

垂直用笔

水平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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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于心      用风格定义自然

在对光、色的研究和表现方面，西涅克和修拉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以光学原理为基础，发明了

一种全新的绘画方法——点彩法，《教廷的皇宫》和

《大碗岛星期日的下午》便是代表作品，这种画法后

来被称为新印象派。

事实上，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

的艺术主张和追求也曾经受到过许多批

评，塞尚就觉得他们过于热衷描绘稍纵

即逝的景象，使得被表现的物体显得模

糊不清。他希望在绘画中寻求一种坚固

稳定的东西，甚至还试图把自然界的物

质归结为各种几何体，这给后来的立体

派画家带来很多启发。

　　新印象派认为印象派表现光色效果的

方法还不够“科学”，主张不要在调色板

上调和颜料，应该在画布上把原色排列或

交错在一起，让观众的眼睛进行视觉混

合，然后获得一种新的色彩感受。该画派

又被称为“点彩派”。

 

　　“后印象派”不是“印象派”和“新

印象派”风格的延续，而是对印象派的突

破与反叛。美术史家为了将他们与印象派

区别开来，冠之以“后印象派”的名称。

● 留心你身边的景物，再看看大师的作品，是不是有一种奇特的感

觉？说出来，与你的同学一起分享心得。

大碗岛星期日的下午（油画）  修拉（法国）

　　这是一幅夏日风景画。游人在巴

黎郊外的塞纳河畔，阳光下的河滨树

林间休憩、散步、垂钓、河面上隐约

可见有人在划船，午后的阳光拉长人

们的身影，整个画面宁静而和谐。

   为完成这幅作品，修拉画了三十

多幅习作和色彩稿，用了整整两年时

间来绘制这幅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作

品，它是现代艺术的重要事件之一。 

 

风景（油画）　塞尚（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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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塔克的房子（油画）   勃拉克（法国）

　　勃拉克是沿着塞尚的脚印进行

艺术探索的画家，风景画《埃斯塔

克的房子》成了立体派的代表作，

这幅作品与人们传统观念中的风景

画已经相去甚远了。

灰色的树（油画）  蒙德里安（荷兰）

　 这 些 画 我 真 的 看 不

懂，但又觉得它们非常有

趣。如果你要当画家，会

选择哪一种风格呢？

　当然是……我也不

知道。我也许会有自己

的“风格”！

　　在蒙德里安的笔下，“树”既是

树，又不是树，并最终形成了一种数学

模式的抽象主义艺术风格。

看 过 蒙 德 里 安 的 《 灰

色 的 树 》 以 后 ， 我 们 更 应

该意识到，绘画风格原本就

是多种多样的，究竟是用写

实的，还是表现的，或是抽

象的，这仅仅是一个选择。

只要你喜欢，只要你认为可

以，它就是最佳风格！



后  记

同学们：

八年级上学期的美术课程，在内容编排上又有它的特点。本书

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以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为题材，将本册教

科书中的欣赏课、造型课和综合课串联在一起；二是由三节民间美

术课（蓝印花布、泥玩具和紫砂、风筝）组成的设计课。

中国山水画和外国风景画在题材选择、画意追求、画材运用和

表现手法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同学们不妨

将中国山水画和外国风景画进行对比欣赏和评述，效果会更好。书

中三节造型课，前面的两节为写生课，后一节重在风景透视知识。

综合课以《清明上河图》为媒介，将本册风景画的教学推上了一个

新的高潮。

根据初中学生的身心特点，教科书在课程设计和体例安排上，

加强了内容的衔接，完善了课程的结构。在内容选择上突出了优秀

的民族文化，使教科书体现更为浓郁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兼顾了世

界多元文化。

希望同学们通过美术课程的学习获得乐趣，从学习中拓展自己

各方面的能力，并能够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参加本套教科书编写、课文加工、提供图例的还有 ：高英姿、沈兰、张云芳、阚晓燕、彭

博、罗戟、朱晔、王文燕、张晓玲等老师 ；广大一线教师为本书的编写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

与素材，并协助我们完成了部分课例的课堂实验工作，使得本套教科书更为丰富、实用，具有

较强的可操作性，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初中美术》教材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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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班 级

学 习 感 悟

学 校

地 区

姓 名

班 级

学 习 感 悟

学 校

地 区

姓 名

班 级

学 习 感 悟

学 校

地 区

第一位使用同学签名                                    年   月   日

第二位使用同学签名                                    年   月   日

第三位使用同学签名                                    年   月   日

同学们好！

根据国家教育部规定，凡循环使用的课本，前后有三人使用。具体做法是：开学时学校应

发给每人一册美术课本，并由学生保管，一学期使用完毕后，交学校留给下一届同学使用。因

为一本书要供三位同学每人使用半年，所以，同学们应该特别爱护书籍，如有意外损坏，应及

时报告学校补上新书。

                                                                                               《初中美术》教材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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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