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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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美术》教材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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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难忘夏天 1

学生作品（水粉色）

学
生
作
品
（
彩
色
水
笔
）

●色彩能使人感到太阳的

热和树阴的凉，你也可以

像下图一样大胆地用颜色

去表现夏日印象，并请大

家看看是否有同感。

在我们的记忆里，

夏天有火热的太阳，

有绿树下的浓阴，

有暴雨雷电，

也有游泳时的欢乐。

儿童美术馆

夏日印象

瓜田

炎热的夏季

荷
塘

学生作品（油画棒、水粉色）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水粉色）

老师的话

●夏季为什么这么热呢？

●哪些颜色使人感到炎热，

哪些颜色又使人感到凉爽？

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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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台

第          课
难忘夏天1

学
生
作
品
（
铅
笔
、
水
粉
色
）

运
瓜

学
生
作
品
（ 

彩
色
铅
笔
、
水
粉
色
、
废
纸
）

●油画棒画过的地

方，水粉色就涂不

上去，会产生特殊

的绘画效果。

●画画贴贴好有趣！你可以大胆尝试，要注意画面上的肌理对比哟！

●农民伯伯说：“人在

家里热得叫，庄稼田里

哈哈笑。”你能用自己

的话说说夏天的特点吗?

●用你喜欢的方法和材

料去表现夏天。

●相互评论，看看各自

的作品是否给人以夏天

的感觉，说说理由。

小窍门

学习建议

游
泳

●夏季为什么这么热呢？

●哪些颜色使人感到炎热，

哪些颜色又使人感到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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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1难忘夏天

吃西瓜 学生作品（纸贴画）

乘
凉

学
生
作
品
（
纸
贴
画
）

●我们国家夏天的时候，别的国家也是夏天吗?

●和其他季节相比，夏天的色彩有哪些特点？

夏
天
的
冰
激
凌

学
生
作
品
（
纸
贴
画
）

●有的纸贴画显得死板，有的显得生动，你知道其

中的窍门吗？向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发现。

●纸贴画以各种纸张为材料，可以加一点其他的材料为辅助，有的地方要撕、有的地方要剪，

一些部分贴的不要太死，画面才会生动、有立体感。

老师的话

抢答题

心灵手巧

小窍门



5

第          课
机器人伙伴2

木牛流马复原模型

科幻影视中的机器人威力无比

科学家研制的火星探测器已经登上了火星

走进博物馆

●画画机器人伙伴，可以在画面上

使用废旧材料。还可以向大家介绍

自己描绘的机器人的神奇功能。

●史书记载，三千年前有位叫“偃师”的匠人

造出过能歌善舞、眉目传情的“机器人”献给

了周穆王。现代第一台可编程的机器人是美国

人乔治·德沃尔于1954年制造的。

学习建议

击鼓车复原模型

    一千八百年

前 发 明 的 击 鼓

车 是 最 早 的 计

程器，每走一千

米，上面的小人

便会击鼓提示。

机器人真了不起，

它们是人类创造的奇迹。

我要创造出我的奇迹。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游戏，

关系特别亲密。

知识窗

    你知道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的故事吗？

它们可能是机器人的祖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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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机器人伙伴 2

●未来的机器人会比人更

聪明吗？

●机器人虽能帮助人，但

也会对人造成伤害哟！

儿童美术馆     机器人在危险的工作

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
力
士

学
生
作
品
（
废
材
料
拼
贴
添
画
）

辩论角

●科学家预言，2030年将出现能说话、有感

情、会思考、善学习的机器人，这将是我们都能

见到的奇迹。你还有哪些设想呢？

老师的话

访问艺术家

踢足球（铅笔淡彩）现代 芭贝·柯尔（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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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2 机器人伙伴

学生作品（废材料）

同学之间相互学习、相互讨论、相互帮助。

你听过机器人演奏音乐吗？

    国际象棋大师和机器人

多次过招，各有胜负。

●先在纸上画画你的设想，再用废旧材料做做立

体的机器人。可以用快干胶或胶带进行粘接。

●还可以在作品上添画。

学习建议

心灵手巧
学
生
作
品
（
废
材
料
）

学
生
作
品
（
草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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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贺卡（一） 3

小小的贺卡是美丽的信使，

在节日、新年、生日里……

传递着美好的祝福和深厚的情谊。

千篇一律的东西太乏味了，

绘制风格别致、充满诗意的贺卡

还得靠我们自己。

① ②

访问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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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贺卡（一）3

学生作品（色纸、彩色铅笔）

学
生
作
品
（
色
纸
、
冰
棒
棍
、
添
画
）

●给老师、同学或亲友做一张贺

卡，贺卡的封面和内页的联系要巧

妙，制作要精美。

●贺卡的色彩要给人吉祥、喜庆和

温馨的感觉。

●贺词要写得热情、幽默、有趣。

●设计家做的贺卡给生活带来了惊喜，欣赏后，说说你的感受，也模仿着做一做。

学习建议

学
生
作
品
（
刻
纸
）

老师的话

儿童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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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4贺卡（二）

学生作品（色纸、添画）真挚的情意

要化为巧妙的构思。

最好的作品

往往简洁新奇。

也不要忘记

为写贺词留出空地。学生作品（油画棒、色纸）

②

②

学生作品（油画棒、色纸）

奇思妙想

●相互研究、相互观摩、相互帮助，

可以从他人身上学到许多东西。

●相互评论时，既要赞扬优点，也要

指出不足。

老师的话

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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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台

第          课4 贺卡（二）

师生合作作品（色纸、添画）

学
生
作
品
（
色
纸
、
添
画
）

    随着贺卡的开合，动物的嘴也跟着张

开和闭上，知道这是怎样做的吗？

学生作品（色纸添画）

●做过简单贺卡后还可以做新颖的立体贺卡。

●比比谁设计的贺卡更巧妙、图画更漂亮、贺词

更有趣。

学习建议

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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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诱人的瓜果 5

诱人的香气，

形状和色彩的美丽，

瓜果总是

人们喜爱的“画题”。

学生作品（水粉色、废材料）

●仔细观察并描绘水果的外形和颜色特点。

●可以用水粉色、油画棒、彩色铅笔或彩色

水笔等各种工具材料去表现瓜果的特色。

●农村的小朋友更可以观察和描绘瓜果从种

子发芽到结果的生长过程。

学习建议

学生作品（铅笔、水彩色）

儿童美术馆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水彩色）

挑战台

●画面上可以粘贴废旧材料。

学生作品（水粉色、废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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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诱人的瓜果5

学
生
作
品
（
彩
色
铅
笔
）

学
生
作
品
（
水
粉
色
）

生活中的设计

桌子

相框

花
布

图
形
设
计

服
装

果酱包装

沙发

靠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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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6瓜果的想象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

学生作品

学生作品（色纸、色粉笔）

学生作品（铅笔、水粉色）

学生作品

学
生
作
品

常见的瓜果变得

那么出乎意料，

“化平凡为神奇”，

你的本领真是高超!

只要敢于尝试，

积极动脑，

我们都能做到!

●利用瓜果的外形以及皮和肉的不

同颜色、质地和肌理去联想，做出

富有想象力的作品。

老师的话

奇思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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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6 瓜果的想象

学生作品

果汁包装

凳子

壶和杯

包

●选合适的瓜果，利用瓜果的元素画想象画。

●也可以把真的瓜果加工改造成奇特的形象。

●千变万变，必须使人看出是由瓜果变的。

●作业过程中尽量不要造成浪费。

●设计师的作品给了你哪些启发，可以将你的设计画出来！

生活中的设计

学生作品（铅笔、水粉色）
学习建议

拖鞋

概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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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瓜果的想象 6

●水果各部分可以利

用 大 头 针 或 牙 签 固

定，也可以用乳胶或

快干胶黏合。

●盛宴上的瓜果设计是智慧和想象力的化身。

走进民艺坊

奇思妙想

小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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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博物馆

第          课
瓜果的想象6

●传统紫砂壶的造型常有瓜果的模样，你发现了吗？

生活中的设计

●看了这些图片，你有哪些设计灵感？可以画出来。

紫砂壶（民国）

紫砂壶（清代）

包
车

现代建筑

未来建筑模型

紫砂壶（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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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博物馆

第          课
相同图样排排队 7

图样、图样，

多么有秩序。

向两个方向，

一字儿排下去。

重复又重复，

就变成了

纹样的“二方连续”。

●生活和大自然中哪些排排队的相同或相似

的图样比较漂亮？说说理由。

生活中的设计

走进大自然

●大自然中也有排队的图样，你发现了吗？

帽子

盘子

毛衣

鞋子

彩陶罐（新石器时代）

织
锦
（
魏
晋
南
北
朝
）

图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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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相同图样排排队7

学
生
作
品

学生作品

● 找一找，大自然和生活中漂亮的连续图样。

● 想一想，用什么方法来表现这些图样？

● 比一比，谁的作品有趣、漂亮、有美感。

傣
族
织
锦
（
清
代
）玉项链（商代）

学习建议

儿童美术馆

心灵手巧

学生作品（油画棒、水粉色、彩色铅笔）

学生作品（花涂上水粉色印制）

学生作品（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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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小挂件 8

画画贴贴，

剪剪接接，

挂挂看看，

装饰房间。

学生作品（各种纸张）

生活中的设计

学生作品（各种纸张）

小猴制作图

①

②

③

●有的小挂件制作方法难一点，

你也可以模仿着做一做。

挑战台

门
帘

吊
灯

相
框

储
物
袋

儿童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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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小挂件8

●哪些小挂件挂起来美，哪些不美，找找原因。

●用纸或其他材料设计并制作各种有趣而独特的形

象，既可以单独悬挂它们，也可以成串地悬挂。

    爷爷奶奶童年挂

在胸前的小挂件，都

是漂亮的民间手工艺

品，可惜现在已经很

难见了。

学生作品（各种纸张）

学生作品（色纸）

学
生
作
品

学习建议

京剧脸谱小挂件

走进民艺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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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亮眼睛 9

●人眼的瞳孔在光线强时会缩小，

光线弱时会变大；惊恐时会变小，

兴奋时会变大。你注意过吗？

●根据人眼看东西的原理，人类发

明了照相机。

学生作品（剪纸）

学生作品（铅笔）

●从正面和侧面观察眼睛的形状。

●比较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不同形状的眼

睛，说说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对着镜子做出不同的表情，观察眼神和眼形的变化。

●也可以仔细观察各种动物的眼睛。

●可以画人的眼睛，也可以画动物的眼睛。

辛
苦
的
眼
睛

眼睛

友好的眼睛

大眼睛（摄影）  解海龙（中国）

学
生
作
品
（
水
粉
色
）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

你有没有认真注视过

明亮的、动人的眼睛？

它像一扇透明的窗户，

让我们看出窗后的心灵。

知识窗

儿童美术馆

奇思妙想

学习建议

    这双求知的眼睛，引起

了人们对失学儿童的关注。

眼
睛
偶
戏

这双“眼睛”可真大！

知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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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亮眼睛9

走进大自然

生活中的设计

现代建筑（西班牙）

挂钟

壁灯

招贴画

城市雕塑

舞台布景

●这些眼睛是真的吗？动物用这些

眼睛装扮自己，还是有其他目的？

●你注意过哪些动物的眼睛，它们

有什么特点。说说看。

猜猜看

花螳螂 孔雀开屏

蛾子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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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设计

第          课
感觉肌理 10

树皮毛糙，

羽毛细腻……

不同的物质，

有不同的肌理。

它丰富了世界，

也训练了我们

爱美的眼睛。

●肌理可以用来美化生

活，还包含科学原理。

如汽车轮胎和鞋底的纹

路可以防滑，你还能举

出别的例子吗?

古典园林设计中不同肌理的对比。

鞋面、鞋底的不同肌理

●古人在陶器和青铜器

上运用了不同的肌理对

比，为什么要做这些肌

理呢？想想看。

●自然界的不同肌理形成

了丰富的美，更有它们形

成的道理，你知道吗？

墙面、门窗、玻璃的肌理形成了对比。

菠萝

青铜簋（guǐ）（商代）

陶鼎（商代）

蜥
蜴

走进博物馆

走进大自然

抢答题

猜猜看

●人行道上为何铺上不

同肌理的瓷砖？

从太空俯瞰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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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感觉肌理10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磨印贴画）拔萝卜

小狗

●观察并触摸不同质地、材料的肌

理，说说不同肌理的不同感觉。

●在不同肌理的物体上磨印拓片，

并拼贴成画面。

●还可以将纸揉皱后在上面画画。

互相观摩作品，谈谈感受。

●有的毛茸茸、有的皱巴巴、有的地方比

较光滑，不同的肌理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学生作品（磨印画）

女孩（绘画）  现代
（石膏、胶、颜料、麻）
冷冰川（中国）

现
代
服
装 

现
代

三
宅
一
生
（
日
本
）

访问艺术家

幻觉（绘画）  现代

（麻绳、颜料） 奥特罗（巴西）

儿童美术馆

学习建议

学生作品

（将纸揉皱后染色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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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什物拼贴 11

●仔细欣赏教材上的不同作品，观摩别人的做法。

●寻找不同肌理的材料，完成一件作品。

●可用小镜框把作品装起来，装饰教室和自己的房间。

木块、布片……

豆粒、绳线……

不同的质地和肌理，

给人不同的美感。

还有哪些肌理，

你能不能发现？

学生作品（废布料）

●什物拼贴的趣味和美感从哪里来？

是来自于不同肌理材料的巧妙利用和

颜色、形状的巧妙组合搭配。

学生作品（废旧材料）

儿童美术馆

学生作品（稻草、豆子、松果）

学生作品（废材料）

老师的话

学习建议

风吹草低见牛羊

小鸟的一家

学生作品（废布料）街道风景

装饰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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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什物拼贴11

●学习了这课后，可以利用更丰富的材料肌理去创造艺术品。

●民间艺人用不同的肌理材料

做成艺术品来美化生活。

师生合作作品（废旧材料）

师生合作作品（废旧材料） 花（丙烯） 卡萨宁（法国）

●先用粗细不同的布料贴好画

面，再画上颜色，风格独特。

访问艺术家

走进民艺坊

挑战台

城市风景

墙面装饰

挂
饰

挂
饰

工
艺
装
饰
品



28 印出来  印出来
第          课12

学生作品（废旧材料）

学生作品（废旧材料）

学生作品（鸡毛）

学
生
作
品
（
废
旧
材
料
）

●准备剪刀、铅笔、颜料、滚筒和各种材料

及各种纸张制作纸版画。

学生作品（叶子、布）

儿童美术馆

学习建议

厚厚薄薄的纸，

画画剪剪撕撕。

加上废旧材料，

拼贴做成底子。

滚上油墨印制，

作品生动别致。

●选择材料不要复杂，粘贴层次也不能太

多，可以用乳胶封住底稿的缝。

●拓印的油墨不能太稠，量要适中，油墨

要滚均匀，印纸要平铺在滚好油墨的底版

上，轻轻抹平，再覆上一层纸。

●用软纸团、瓶盖等磨拓，细部可用指甲

盖来磨印，用力要轻重适宜；磨印中途可

揭开一部分印纸，检查效果，如出现问题

可及时补救。

●油墨的多少、拓印的力度等都会影响拓

印效果，经过反复尝试会取得层次丰富的

有趣作品。

小窍门

羽毛的联想

花篮

我自己

老
房
子

打鱼



29印出来  印出来
第          课12

先
选
材
，
后
拼
贴
，
再
滚
上
油
墨
进
行
拓
印
。

①

②

③

④ ⑤

走进博物馆

●约一千五百年前，古

人就用拓印的方法将青

铜器、石刻上的书法和

画面拓印下来进行学习

和收藏。学者们认为这

是印刷术的先声。

●这种拓印技术很

讲究，在原理上和

小朋友的纸版画拓

印方法有些相似。

北魏摩崖石刻书法拓片

汉代砖雕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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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虾和蟹（一） 13

●透过透明塑料袋或透明容器，

从 各 个 角 度 去 观 察 虾 和 蟹 的 外

形、颜色和动态。也可以到水族

馆或海鲜饭店去观察它们。

●选择你感兴趣的角度去表现它

们的奇特相貌，可以尝试从各种

角度多画几只。

学生作品（铅笔、水彩色）

虾和蟹，

长得怪模怪样，

小朋友

都觉得好玩。

你能否用画笔

来描述一下

它们的

动作与形状？

大
龙
虾

大龙虾

学
生
作
品
（
铅
笔
、
水
彩
色
）

横着走 学生作品（木炭铅笔）

儿童美术馆

学生作品（瓦楞纸）

奇思妙想

学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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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虾和蟹（一）13

图形设计

走进博物馆

● 龙 虾 和 蟹 类 在 恐

龙 时 代 就 出 现 了 ，

科 学 家 发 现 了 约 五

亿 年 前 约 一 米 多 长

的巨虾化石。

●约五亿三千万年前寒武纪的

“奇虾”有两米多长，你还知

道哪些？

挂钟

烟缸

奇虾

龙虾

钥匙扣

书包

游戏机

龙虾节的游行

生活中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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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虾和蟹（一） 13

学生作品

（黏土、水粉色）

学生作品（黏土）

螃蟹 学生作品

（纸杯、色纸、废材料）

学生作品（黏土）

学生作品（废旧材料）

●虾和蟹在水里和在地上的动作相同吗？

●海里和河里的虾蟹形状、颜色相同吗？

学生作品（黏土）

螃蟹

螃蟹

螃蟹

螃蟹

虾

挑战台

猜猜看

●在纸上画过虾和蟹后，用黏土和其他材料

做立体的虾和蟹，可以在作品上添画或涂颜

色，表现它们的外貌特征。制作时可以夸张

变形。

学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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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虾和蟹（一）13

龙虾

大自然创造的虾和蟹，

已经够奇特的了！

可是我们的巧手，

能够创造出

更加好玩的虾和蟹来!

小虾米 学生作品（废材料）
虾

（木柴）螃蟹

学生作品（纸杯）螃蟹

学生作品（纸）

学生作品（废扫帚）

制
作
螃
蟹
的
示
意
图

大千世界

●生物学家认为，在海洋深处还

有许多生物不为人知，未来需要

小朋友们去探索和发现。

师生合作作品（色纸）
虾

虾

师
生
合
作
作
品 

（
木
柴
）

深海毛虾

海洋巨蟹



34 虾和蟹（二）
第          课14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贴纸）

螃蟹理发师 学生作品（水粉色）

虾兵蟹将多滑稽!

古怪的身体，

穿着坚硬的盔甲，

瞪着突出的眼睛，

挥舞着吓人的大钳子，

好像来自《西游记》。

还有哪些新鲜的故事，

出自你的想象和画笔。

学
生
作
品
（
水
粉
色
）

●想象一些独特的虾和蟹的

形象，自编关于虾和蟹的小

童话、小故事，并把它画出

来，可以配上文字。

●可以画得恐怖，也可以画

得可爱或滑稽。考验你想象

力的时刻到了！

儿童美术馆

学
生
作
品
（
彩
色
水
笔
）

学习建议



35虾和蟹（二）
第          课14

    科幻电影中的

虾和蟹好可怕哟！

●艺术家的创作中有很多虾和蟹的形

象，这些虾和蟹的神情、颜色和外形有

哪些特点？你还能举出其他例子吗？

电话机 现代 达利（西班牙）

访问艺术家

生活中的设计 海
鲜
饭
店

服装设计

风筝

相框

古代美洲陶壶



36 自然现象
第          课15

火山爆发  学生作品（水粉色、废纸）

学生作品（水粉色）彩霞

我们在雾里捉迷藏
学生作品（铅笔、水粉色）

●你见过哪些自然现象

呢？将它们描绘出来，

将各自的作品给同学看

看，请他们提提意见。晨曦

彩虹

云雾

海
市
蜃
楼

月
出

学习建议

●自然现象会带来灾难，也能利用它

们为人类造福：水和风能发电、火山

灰是肥料……你还能举出哪些例子呢?

抢答题

儿童美术馆



37自然现象
第          课15

火山、地震是地球在发怒，

电闪、雷鸣是天空在咆哮。

当大自然展示它的威力时，

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

欣赏和利用大自然的时候，

我们又感到无比自豪。

让我们用画笔

表现大自然的愤怒和欢笑！

生活中的设计

海啸

雷
电

北
极
光

洪水地震

室内装饰

奥运会开幕式演出

球鞋

龙卷风

沙
发

看流星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色纸）



38 老人和儿童
第          课16

老人满脸是岁月的刻痕，

儿童像幼芽一样稚嫩。

朝阳、晚霞各有各的灿烂，

从儿童到老人，

展示了生命的历程。

学生作品（木炭铅笔）

学
生
作
品
（
铅
笔
、
水
粉
色
）

学
生
作
品
（
黏
土
）

儿童美术馆

访问艺术家

维
格
兰
德
（
挪
威
）

佚
名
（
宋
代
）

老
人
和
儿
童
（
雕
塑
）
现
代

奶
奶
和
孙
子

门卫老爷爷

婴
戏
图
（
局
部
）
工
笔
画

祖
孙
俩



39老人和儿童
第          课16

青
铜
人
（
汉
代
）

●观察老人和儿童外貌、动作及神态的不同特征。

●上台摹仿老人和儿童的动作、神态及腔调。

●画出或制作出老人和儿童在一起时的有趣情景。

●在博物馆发现了老人和儿童的形象了吗？

生活中的设计

走进博物馆

图形设计
壁灯

展
览
会
设
计

手
提
袋

学习建议

磁州窑罐（元代）

古代美洲陶壶

（玛雅文化）

木
偶
（
清
代
）

祖孙俩

学生作品（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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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wwwwww

纸线绳小浮雕
第          课17

粗粗细细，五彩绳线。

弯弯卷卷，贴成画面。

牵牵连连，别致新鲜。

学生作品（纸绳子）

学
生
作
品
（
毛
线
、
绳
子
）

学生作品（毛线、软纸）

学
生
作
品
（
线
绳
）

●使用剪刀、胶水、各种绳线以及用柔软的纸搓出的粗细不

同的纸绳，完成一幅作品。可以将纸绳染上颜色。

●也可用卡纸或铅画纸等厚纸裁成纸条完成小型浮雕作品。

●还可以用第41页“小窍门”介绍的方法完成作品。

儿童美术馆

学习建议

鸟

小妹妹

树

●做件什么作品呢？先仔细想想，在纸上

画画，然后再去粘贴，效果会好一些。

老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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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wwwwww

纸线绳小浮雕
第          课17

学生作品（软纸绳）

学
生
作
品
（
线
绳
）

学生作品（毛线）

学生作品（乳胶、卫生纸）

学生作品（废线绳）

●用水将卫生纸等软纸泡烂，和上乳胶就可

以在卡纸、塑料板、废旧桶或瓶以及瓷砖上

堆砌浮雕画面了，还可以在上面涂颜色。

走进民艺坊

●民间艺人用纸、线、绳做的艺术品别有风味。

房
子

车

树

虫

小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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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纸线绳小浮雕 17

学生作品（色纸条）

毛线、绳子、小纸条，

贴成画儿像浮雕。

配颜色，选材料，

贴前最好画底稿。

还要想法儿粘粘牢。

学
生
作
品
（
色
纸
条
）

学
生
作
品
（
色
纸
条
）

①先在纸上画好图形。

②沿图形轮廓涂上胶水。

③将纸条贴上。

生活中的设计

小窍门

挑战台

●将纸条立起来贴成画面，

有一定难度，你敢试试吗？

在做的过程中间可以将自己

发现的好方法告诉同学。

●生活中，用纸、线、绳作为材料装饰环境可以美化生活。

软雕塑壁饰

纸浮雕壁饰

螃
蟹

猫咪

纸浮雕壁饰

  可以在纸的底边剪些小

口子，折一折后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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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画触觉
第          课18

光滑还是毛糙，

坚硬还是柔软，

滚烫还是冰凉……

你能用色彩和笔触，

把它们表达出来吗？

黏
糊
糊

学
生
作
品
（
水
粉
色
、
洗
涤
液
）

●我在肥皂水里加了水粉颜料，用吸管把肥皂泡

吹在纸上，干了以后就成了右上角那幅作品。

摸
起
来
很
粗
糙

学
生
作
品
（
水
粉
色
）

●用线条和色点、色块

画出不同的触觉。

●相互评论，哪些作品

表达的触觉比较确切，

哪些表现的不像，哪些

作品又能使人联想到什

么样的触觉。

●可以先不说自己画的

是什么，请别人猜，看

看和自己想要表现的触

觉是否一致，如果意见

不同，请各抒其理。

②沿图形轮廓涂上胶水。

学习建议
烫 学生作品（水粉色）

同学的话

访问艺术家

光滑（油画）现代 德库宁（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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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想想说说写写画画 19

武打影片脚本 学生作品（铅笔、水粉色）

●用文字配上图画叙述生活中的趣事，也可以写信、记日记或自编滑稽故事，将作品的内容向大家介绍一下。

●作品完成后，相互传阅，看看别人能否看懂。如果看不懂，找找问题出在哪里。

妈妈减肥记 学生作品（彩色粉笔）

儿童美术馆

学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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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想想说说写写画画19

●用文字配上图画叙述生活中的趣事，也可以写信、记日记或自编滑稽故事，将作品的内容向大家介绍一下。

●作品完成后，相互传阅，看看别人能否看懂。如果看不懂，找找问题出在哪里。

世界上的许多文字，

开始都有点儿像画；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画儿，

都喜欢配上文字。

字和画，

都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心声，

为了叙述生活的故事。

学
生
作
品
（
彩
色
粉
笔
）

我
是
班
级
足
球
队
教
练
，
所
以
画
了
这
幅
作
战
图
。

你
看
得
懂
我
的
信
吗
？

学
生
作
品
（
铅
笔
、
彩
色
铅
笔
、
水
粉
色
）

走进博物馆

●古代美洲印

第安人用图画

来记录他们的

历史和传说。

●云南纳西族的

象形文字是文字

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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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笔蘸花青色或蓝

色在纸盘、白瓷盘和剪

成圆形的宣纸上作画，

用笔要简练流畅。

●想一想，画面怎样安

排才适合盘子的形状。

第          课
青花盘 20

学生作品

●可以用一年级下册第5课《美丽的盘子》中

学过的方法自制纸盘，再在上面画画。

几百年来，无数的人喜欢

洁白的瓷，深深的青蓝。

单纯而鲜明的色彩对比，

朴素、雅致、清新、自然。

儿童美术馆

学习建议

老师的话

拔萝卜

学生作品大老虎

学生作品鱼

学生作品骑大马

学生作品小鸭子



4720第          课
青花盘

老师的话

学生作品

学生作品

朋友

青花盘

学
生
作
品

风
景

学生作品

●作业完成后，可以把

它 们 挂 在 墙 上 做 装 饰

品，同学间互相欣赏、

相互评论。

●我们在一起讨论，互相学习，每个人都想画得很独特。



48 青花盘
第          课20

走进民艺坊

挑战台

民间青花盘（清代）

民间青花盘（清代）
民间青花盘（清代）

民间青花盘（清代）

民间青花盘（清代）

民间青花盘（清代）

●中国民间青花盘是收藏家的最爱。你能说出

它们美在哪里？图画的吉祥含意又是什么吗？

●到陶瓷厂参观，在瓷盘坯上用钴料画画，然后施

釉，再经过窑炉的烧制，就成了真正的青花盘。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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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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理●纸贴画●水粉色●形状●色彩●想象画●雕刻●二方连续●彩陶●磨印●拓印

●小浮雕●纸版画●想象力

●通过这学期的美术学习，你理解了下面词汇的意思并能用它们表述自己或他人的作品吗？美术词汇

●你喜欢上美术课吗？上美术课时你养成了带齐美术工具的好习惯吗？

●你学会了用2种以上的材料制作一件平面或立体的作品了吗？

●你会安全使用小刀、剪刀了吗？

●你能常常向亲人、老师、同学表达自己在大自然和生活中发现和感受到的美吗？

回音壁

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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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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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