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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写雁荡山花（中国画） 1962  潘天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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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认真观察,画面表现的是什么？给你怎样的感受？请你说一说。

雁荡山中生长着各种山花、野草，生机勃勃。你看，那山花的自然、烂

漫，青蛙的小巧、灵动，无不表现出山间的闲情野趣，它们和伟岸的山石相

互衬托，使作品产生了大气磅礴、雄浑壮阔的美感。雁荡山的山花、野草经

画家的描绘具有了特殊的艺术魅力，作品表达出画家对大自然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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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爱无法忘

记，有一种情刻骨铭

心，那就是老师的教

诲。有人说老师是燃烧

的蜡烛，其实老师更像

春雨，用知识滋润着我

们的心田。感谢您，亲

爱的老师！节日快乐！

我的发现

为教师节制作的礼物多是鲜花、红烛、

贺卡等，上面还写着同学们深情的话语，表

达出同学们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羊羊笔筒
教师范作

花簇
教师范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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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巧用身边的材料和折纸的方法，制作一件

作品送给老师，并写上一句祝福的话语，表达

你对老师的美好祝愿。

我爱探究

1.如何巧用折

纸方法制作出不同

的礼品？

2.怎样装饰美

化才能使小礼品，

既美观又能表达出

我们的心意？

3.写上什么文

字最能表达我对老

师的感激之情？

学生作品

三棱柱成型方法

我会评价  我的礼物表达了对老师的   情感。  看谁的礼物最有创意。

小马笔筒

六棱笔筒
方形笔筒

相框  教师范作

红烛  教师范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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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是家的一部分，它与我们

的生活息息相关。

夏尔丹热衷于反映人们的日常

生活，他总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物

品中发现美。在他的笔下，那些常

见的、平凡的家庭用品，被赋予了

鲜活的生命力，激发了人们热爱生

活的情感。

我的发现

描绘厨房一角时，首

先要善于发现它的美感。

杏罐（油画） 1758  夏尔丹（法国）

选取厨房一角的示意图

4

2 厨房一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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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发现家中厨房美的一角，用线描的

方法表现出来。注意物象的前后关系。

学生作品

我爱探究
1.怎样安排画面

中物品的高低错落和

前后关系，才能使画

面饱满又有美感？

2.如何用线条的

疏密变化表现物象的

前后关系？

我会评价  我画出了物体的前后关系。  看谁的画面线条组织得更好看。

厨房一角

厨房水池

水晶玻璃（素描）
现代 布拉沃（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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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现
凡·高用有

疏有密和粗细

变化的线条，

表现出了四条

渔船。作品的

整体感强，线

条变化丰富，

船内细节刻画

精到。

玩具陪我们度过了许多美好时

光，把你最喜欢的玩具带来与同学一

起分享吧。

观察本课展示的玩具和同学们带

来的玩具，比较它们在造型、线条和

材料上各有什么特点。

圣马里海滩上的渔船
(素描) 1888 
凡·高 (荷兰）

彩绘老虎（布） 
现代 山东

燕车（木） 
现代 山东

山羊（麦秆） 
现代 山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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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艺术实践

用富有变化的线条画一件自

己喜欢的玩具，并向同学介绍一

下你是怎样表现它的特点的。

我爱探究
1.本课作品用了哪些不同线条？这些线条

分别表现了物品的哪种质感？

2.分小组讨论，画面中的线条哪些地方

密、哪些地方疏，哪些地方细、哪些地方粗，有

什么变化？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画？

我会评价  我用了  线和  线来画玩具。  看谁画的线条表现出了玩具的质感。

小熊维尼

马戏团新年快乐

伙伴 教师范作

机器人 玩具汽车

毛绒玩具

玩具机器人

变形金刚

过新年（中国画） 2014 田原

7



8

牌楼，又名牌坊，是一种

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古代

牌楼多建于庙宇、陵墓、衙署

和园林前或街道路口，起到组

织空间、点缀景观的作用。

庄严精美的牌楼，像颗颗

明珠点缀在古都北京。让我们

走近它，去了解这种中国传统

建筑艺术吧！

我的发现

图中的牌楼共有四柱三间。牌楼上的夹杆石起

到了稳固楼柱的作用，上面的麒麟、狮子有祈福、

辟邪的寓意。

花板上的装饰纹
样有什么特点？

景山公园牌楼  清代

楼顶 牌匾

斗拱

夹杆石

花板

柱

8

4 庄严的牌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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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搜集有关牌楼的资

料，并到实地考察拍照，

写出自己对牌楼的感受、

评价和相关故事，并提

出你对保护牌楼的建议

（150字左右），讲给同

学和家长听。

十三陵牌楼  明代

北海公园牌楼  清代
新旧正阳门牌楼

我会评价  我学会了从______、_______、______等方面对牌楼进行欣赏。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牌楼是___________。

我爱探究

    1.查阅资料，分析景山公园、北海公园、

十三陵的牌楼在建筑形式、建筑材料和装饰方

法上有什么不同。

2.新建的正阳门牌楼与古牌楼相比少了些

什么，为什么这样设计？

3.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这些牌楼？

提示

1.牌楼给你的
第一印象。

2.牌楼的建造
时间。

3.牌楼有什么
作用。

4.牌楼的特点
与建筑材料。

5.你对这一建
筑的保护建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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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现

牌楼由柱

子、夹杆石、楼

顶、斗拱、柱

头、牌匾等构

成，上面还有精

美的彩绘。

国子监牌楼  清代

国子监街共有四座规格样式相似的牌

楼，都为两柱三楼。两柱外侧各有一跨楼，

跨楼外侧为悬空边柱，上端雕饰云冠，下端

为垂莲柱头。牌楼通体高大秀丽。坊壁雕飞

舞盘龙，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建筑文化。
国子监牌楼外形

夹杆石雀替

楼顶斗拱

楼柱

柱头

10

5 画牌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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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参照本课图片，用线描的方法画一座牌楼。注意牌楼的高低错

落和线条的疏密、粗细变化。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到现场写生。

学生作品

香山之坊 (中国画) 1988  邵宇

我爱探究

说一说本页这些作品中所画牌楼外

形有什么特点，表现方法有什么不同？

我会评价  我最满意自己作品的   部分。  看谁画的牌楼外形准确、描绘细致。 

北海公园牌楼国子监牌楼

老北京牌楼（铅笔淡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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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潜海，“神十一”

飞天。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

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娱乐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的发现

1.现代科学技术给我们生活

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在社会各

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我

们小时候的科学幻想终有一天会

实现。

宇航员在太空漫步
“蛟龙”号潜水器

航天飞机

磁悬浮列车

12

6 科学与幻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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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艺术实践

课前搜集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的资料，通过科学的想

象，运用以前学过的绘画知

识，画一幅科幻画，创造性

地表达你对未来人类美好生

活的遐想。

我爱探究
1 .科幻画与其他绘

画有什么不同？小画家们

是怎样表现对科学的渴望

的？他们的作品中都有哪

些大胆的想象？

2.你认为生活中有哪

些不方便的地方？对此你

有什么新想法？

我会评价  我的科学幻想是           。  看谁的科幻画想象力更丰富。 

多功能机器人

飞翔伞

空中农场

想象有一天 现代
罗伯·冈萨维斯 (加拿大）

未来城 教师范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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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辑们召开选题会议

我的发现

报纸由报头、插图、文

字、花边装饰等部分组成。一

些精美的报纸在版式设计上别

具匠心。每一种有特色的报纸

都会给我们留下不同的印象。

科技小报

是 我 们 学 科

学、爱科学的

园地，是学习

研究世界奥秘

的乐园。它就

像一只可爱的

知更鸟，为我

们 带 来 新 科

技、新知识。

文字竖排版式

报头

插图

文字

出版信息题头

花边

文字横排版式

青少年科技报

14

7 我们的科技小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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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艺术实践

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并确定选题，

然后收集资料、采访、编辑、设计制

作，共同完成一份科技小报。

我爱探究

1.分析本课提供的版面设计和

本组同学所收集报纸的版面设计，看

看我们能借鉴些什么？

2.分析本组小报设计稿。要把

小报的版面设计得醒目、有趣、吸引

人，应该注意些什么？

我会评价  我们的科技小报内容新颖。  看哪一组设计的科技小报更美观。 

小编辑向同学介绍版式设计

版式设计参考（德国）

探索宇宙奥秘

科技小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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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1864—1957），
湖南湘潭县人。年轻时干
过农活，学过木匠。40岁
起离家出游，饱览祖国名
山大川。67岁开始长达10
年的“衰年变法”。他一
生勤奋，不断创新，创作
了大量的绘画、书法、篆
刻作品。1953年获得文化
部授予的“人民艺术家”
的光荣称号。1956年获得
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
“国际和平奖金”。

齐白石像

齐白石热爱生活，他的绘画多取材于生活中平

凡、普通的事物。他所画的虾活泼、灵敏、机警，有

的躬腰向前，有的嬉戏游动，姿态各异，活灵活现。

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齐白石的作品，认识这位“人

民艺术家”吧。 

虾（中国画） 1944  齐白石

我的发现

1.齐白石笔下的虾活

泼灵动，他是在“形似”

的基础上追求“神似”。

2.昆虫与蔬果、花

卉 的 画 法 不 同 ， 给 人                                                             

不同的感受。

我来体验  你觉得把昆虫画在上面两图中的哪儿好呢？试着用笔画一下吧。

16

8 画家齐白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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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万岁（中国画） 1955  齐白石
北京市跨车胡同13号 齐白石故居

和平（中国画） 1951  齐白石

我爱探究

1.《祖国万岁》

《和平》两幅作品的

创作背景是怎样的？

它们表达了画家怎样

的情感？

2.齐白石独创的

“红花墨叶”画法你

喜欢吗？

中国长沙湘潭人也（篆刻）
近代  齐白石

艺术实践

1.选择一幅你

喜欢的齐白石作

品，写出你对作

品的认识和感受

（150字左右）。

2.为什么称

齐白石为“人民艺

术家”？

我会评价  我了解了人民艺术家齐白石。  看谁能说出齐白石的主要艺术成就。 

提示

1.作品给你的
第一印象。

2.作品的表现
方法和特点。

3.作品的主题
和创作背景。

4.画家所要表
达的情感和作品的
意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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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的花头、叶、梗的画法

荷花是高洁的象征。它美丽端

庄，清洁无瑕，所以中国文人喜欢以

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作为提高自身修养的座右铭。

我的发现

荷花有红色、白色等多种颜色，荷花的

花瓣上尖下圆，荷叶像一把大蒲扇。

我爱探究

《映日》这幅作品是用哪种笔法表现

荷花的花头、荷叶的？墨色有哪些变化？

映日 (中国画) 1962  潘天寿

18

9 中国画—— 学画荷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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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体验

用中锋画荷花的

花头、花梗，侧锋画荷

叶。注意焦、浓、重、

淡、清的墨色变化。

艺术实践

用中国画的技法画一幅

荷花小品，并试着在合适的

地方题款。

荷花的画法

我会评价  我的作品墨色有变化。  看谁的荷花画得更生动。 

清荷 (中国画) 1986  陈大羽

益清

盛夏

学生作品1.大笔侧锋画荷叶。

2.中锋画荷花的花头、花梗。

3.落款完成。

小知识

题款，又称落款。中

国画的题款包含“题”和

“款”两方面内容：在画

上题写诗文为“题”；在

画上记写年月日，签署姓

名、别号和钤盖印章等，

称为“款”。

出淤泥而不染（中国画) 1982 李苦禅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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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如鼓吹 处处有之（中国画）1950 齐白石  

青蛙的画法步骤

清水池塘（中国画）
     1991 崔子范

“人民艺术家”齐白石笔下的青蛙是多么

活泼可爱！我们好像能听到它们在大声喧哗。

分析画面上的青蛙，看看画家的画在墨色上有

哪些变化？

我来体验

青蛙是怎样跳跃的？你能给大家表演一下吗?

我的发现

青蛙是由头、躯干和四肢三部

分组成的，善游泳，颈部不明显，

四肢肌肉发达，有两只大而突出的

眼睛。

1 2

3 4

5

1.重墨画出青蛙头部。
2.画背部。
3.画出后肢及爪。
4.画前肢及爪，勾画眼
圈、嘴和腹部。
5.浓墨点睛。

20

10 中国画——学画青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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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艺术实践

用中国画的表现方法画几只

可爱的小青蛙并添加环境，构成

一幅小品画。可以独立创作，也

可以合作完成。

我会评价  我会用中国画的方法画青蛙。  看谁画的青蛙形象生动、墨色变化丰富。 

荷塘戏蛙 (中国画)  2013  司马连义 

潜水

观花

青蛙的动态示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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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是一幅单色版画。

画面上两只可爱的小松鼠在

树枝间自由穿梭，主体形象

突出。整幅作品给人一种生

动、活泼、轻松的感觉。

我的发现

1.观察《林间》，

可以发现黑白版画由

黑白两色组成画面，

多以黑色为图形，白

色为底色。

2.在画面中正

确处理黑白、疏密关

系，能使所画的动物

形象更突出、更富有

艺术感染力。

林间 (版画) 1980  力群 1.起稿。

2.刻版。 3.上墨。

4.印制。 5.完成作品。

石膏版画的制作步骤

22

11 动物石膏版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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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艺术实践

根据自己喜爱的动物形象，

设计一张底稿，然后把它制成

版，印出几幅动物石膏版画。

我能创新
我能根据自己的想

法和画面需要，灵活运用

黑白关系来表现图形和底

色，使画面更丰富。

我会评价  我学会了制作动物石膏版画的方法。  看谁的作品画面美观、形象生动。 

狮子大王大象 咯咯哒犀鸟

鲸 (版画) 1910 杜菲（法国）

我爱探究
1.小组研究，本页作品在黑白运用上有哪些不同？

2.石膏吸水性强，在印制时要注意些什么？

黑白画参考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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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六骏》造型优美，雕刻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圆润，是我国历史上著名

的浮雕艺术珍品，它成功地塑造了唐太宗征战时骑过的六匹骏马的形象。上图表现

的是其中一匹“青骓”飞奔时的姿态。

昭陵六骏之一    青骓 (浮雕)  唐代

云水鸟（浮雕） 现代  王培波

我爱探究

浮雕这种艺术形式有什

么特点？给你什么感受？

小知识
浮雕是雕塑的一种，是

在平面的底板上塑造或琢刻形

象。形体的轮廓线近似绘画，

前后压缩体积，依据表面凸出

的厚度不同，可分为高浮雕、

中浮雕、浅浮雕等。

24

12 浮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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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设计制作

以十二生肖为

题材的石膏浮

雕作品。

我爱探究

1.如何通过凹凸变化的设

计，使浮雕动物产生立体感？

2.如何处理主体与背景的关

系，使作品更好看？

学生作品

我来体验
体验石膏浮雕的

不同刀法和效果。

我会评价  我能创作出一幅石膏浮雕作品。  看谁的石膏浮雕形象生动、立体感强。 

石膏浮雕的制作步骤

小白兔

鼠

4.完成作品。

老虎老鼠

1.起稿。 注：雕刻时先在石膏表面
喷水，会使雕刻更顺畅。

2.雕刻。 3.上色。

凤舞朝阳（浮雕 局部)  2012 陈若菊 周令钊

白虎（瓦当) 汉代

朱雀（瓦当) 汉代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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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头（农民画） 现代 常振芳

秧歌是指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

广大农村的一种民间舞蹈，用锣鼓

伴奏，有的地区也表演故事。跳这

种舞又叫扭秧歌或闹秧歌。左面这

幅画重点描绘了一位秧歌队的总领

队，她身着蓝衣红裤，上下舞动花

伞，神气地引领着秧歌队，人们称

她为“伞头”。

我的发现

人们在扭秧歌时身着色彩鲜艳的服饰，动

作舒展、夸张。场面热烈，色彩鲜艳，使节日

充满了欢快喜悦的气氛。

扭秧歌（摄影） 现代

打腰鼓闹秧歌（摄影） 现代

我来体验

分析上面作品的色彩有什么特点，试着

找出画面中的暖色，把它们填在自己的练习

本上。

26

13 快快乐乐扭秧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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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以暖色为主创作一幅扭

秧歌的画。注意表现出人物的

动态和欢快热烈的气氛。

学生作品

我会评价  我知道了暖色可以表现欢乐的气氛。  看谁的画色彩热烈、动态生动。 

我来体验

随着秧歌舞

曲学扭秧歌，体

会人物动态。 

秧歌姐妹 喜庆秧歌

我爱探究

人们扭秧歌

时的什么动态特

点最突出？哪些

颜色更能表现出

节日的气氛？

我的家乡沂蒙山（中国画） 现代  陈玉先

欢乐庆 教师范作

27



28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上网给

同学或老师发一张电子贺卡，是我

们传递友情的方式之一。电子贺卡

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节日贺卡和

生日贺卡等。快来做一张电子贺卡

表达我们的美好祝福吧!

我爱探究

1.一张精美的电子贺卡由哪些要素组成？

2.电子贺卡的大小怎么设置？

3.颜色渐变效果是用什么工具生成的？

1.新建文件，输入你想要的贺卡尺寸。

中秋贺卡

新年贺卡

2.曲线工具绘制区域后用倒色工具倒色。

3.用画笔工具绘制画面主体。 4.用特制笔工具丰富画面。

电子贺卡的制作步骤

28

14 电脑美术——电子贺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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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体验二

用文字工具可以输入文

字、设置字体和字号。此外，我

们还可以通过数位板写出自己

的“手迹”，这样更有意义。

我来体验一
运用图形工具和倒色工具，可以实现

形状和颜色的自由组合。快来试试它们千

变万化的效果吧！

艺术实践
为同学、老师或父母做一张电子贺

卡，表达你的祝福，并通过电子邮件发

送给他们。

图库单元

背景 

背景—图库单元里
的大量图片可以做动漫背
景、制作相框等；录音/播
放按钮还可以录制声音。

我会评价  我学会了用电脑制作贺卡。  看谁的贺卡制作精美、色彩丰富。

学生作品

动感生日贺卡

中秋贺卡

动感圣诞贺卡

我能创新

将完成的贺卡复制到新

建图层上，利用反相工具将颜

色反相调整后，将文件保存

为.g i f格式，就能做出绚丽、

闪动的动感贺卡了。

录音/播放

5.用文字工具输入文字，完成作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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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陶是一种新型材

料，它色彩鲜艳，可塑

性强，加热冷却后可由

软变硬，并会有光泽，

被称为“低温陶泥”。

瞧，这些琳琅满目

的软陶小饰品，都是出

自老师和同学的巧手。

我的发现

生活中有各式各样

的软陶装饰品，花纹十

分丰富，色彩搭配得非

常好看，饰品通过规律

地重复和组合会产生出

奇妙的美感。

多彩的手机链 教师范作

30

15 多样的小饰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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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探究

请根据步骤图研究一下，本页

这些有着美丽花纹的小饰品是怎么

做出来的，怎样搭配色彩才好看?

1.将三色软陶叠在一起压成片。
2.卷起来。
3.卷成条。
4.将六根彩条均匀地粘在一根红色的条

芯四周，搓成一根花形的彩泥条。
5.将彩泥条沿横截面切成片，依次粘在

珠胎上。
6.粘满彩球表面，完成。

精美的软陶饰品 教师范作

5 6

31

软陶球形珠的制作方法

1 2 3

4



艺术实践

用你喜欢的方法，为自己或家人

制作一件或几件软陶小饰品。

在教师指导下对作品进行烤制。

我能创新

1.我能用软陶设计

新颖的小珠饰，并安排

好它们的色彩关系。

2.在穿手串时，我

能有规律地搭配好珠子

的形状、大小和花纹。

学生作品

我会评价  我学会了用软陶制作小饰品。  看谁的作品样式独特、花纹好看。

软陶桶形珠的制作方法

3 4

完成作品

32

1.用二色软陶条混合搓成新的泥条。
2.把它整齐地绕牢在一个软陶柱上。
3.用硬物在软陶柱上钻洞。
4.穿线后完成。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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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现

通过拉动纸造型

的某些部位，可以使

它动起来。

从前我们看到过的

各种纸造型，往往是静

静地伫立在那里，不能

与人互动。如果我们通

过巧妙的设置，让它们

动起来，该是多么神奇

有趣啊！

开花了 教师范作

快乐的大公鸡 教师范作

猴子上树 教师范作

16 会动的纸造型16

鳄鱼 教师范作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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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探究  

1.这些纸造型的

哪些部位在动？    

2.它们是怎样与

形象巧妙结合的？

3.怎样设计才能

让纸造型动得有趣？

4.把自己的设计

方案讲给同组的同学

听，看看有没有需要

改进的地方。

设计草图之一

设计草图之二

学生作品

飞鸟

会动的小孩

小房子
猫头鹰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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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会动的小熊制作步骤

1.粘一个纸筒。

2.将画好的小熊沿轮廓

剪下。

3.将纸条对折成“Y”

字形做拉杆，把小熊粘贴在

拉杆纸条的中间。

4.纸条两端分别从纸筒

上的切口抽出，抽动拉杆，

小熊便能上下动起来了。

我会评价  我会做会动的纸造型。  看谁的纸造型美观又有趣。 

大鱼吃小鱼

长舌头

机器人

小鸟

娃娃

猫头鹰

艺术实践

做一个新颖、会动的纸造型玩

具。给同学表演时可把自己设计

满意的地方介绍一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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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物园游览图

老北京风俗地图 故宫游览图

导游图能让人们

迅速了解相关地域的

整体布局、行进路

线，使该区域的相关

内容简洁有趣地展示

出来，是引导人们参

观游览的好助手。

17 手绘导游图17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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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探究
1.说一说，地图由哪些要素组

成，为什么地图上要标“北”字。

2.分析地图和手绘导游图有什

么不同？

小知识
地图是说明地球表面的事物和现象分布

情况的图，上面标着文字和符号，有时也着

上颜色。

学校地图

城市立体地图

公园地图

  北京轨道
交通示意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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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图的绘制步骤

我能创新

我能用更新颖的形

式来制作导游图。

学生作品

艺术实践

绘制一幅导游图，标绘出景点游

览的路线图以及途中的主要建筑。

1.按比例安排主要街道和建筑。

2.绘出主要标志性建筑。

3.画出线路图。

我会评价  我学会了导游图的简单绘制方法。  看谁设计的导游图实用又美观。 

立体导游图

中关村导游图

龙潭湖公园导游图

颐和园导游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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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笺又称“门笺” 

“挂钱”等，是一种传

统剪纸艺术，一般用红

纸或彩纸剪刻而成。春

节时人们喜欢把挂笺贴

在门楣上作吉祥装饰

物。过新年剪挂笺这种

风俗延续上千年，成为

新春佳节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我的发现

挂笺形如锦旗，色彩丰富，

多以吉祥纹样或吉语文字组成画

面，一张一个吉语或一张一字，

成套悬贴，其用意是迎春纳福。

小知识
一门五张挂笺，

颜色各异，除夕时贴
于门楣，由左至右依
次为头红、二绿、三
黄、四水(小红)、五
蓝，寓意五福临门。

18 剪挂笺 过新年18

挂笺（剪纸） 现代  佚名

我会评价  我学会了导游图的简单绘制方法。  看谁设计的导游图实用又美观。 

同学们为教室贴挂笺

农家院门楣上贴挂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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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探究一

这两张挂笺

中心纹样与边框

的连接方式有什

么不同？制作时

应注意什么？

我能创新

我能把美

好寓意设计在

挂笺里。

主体图案与边框的连接方式

各种挂笺穗

挂笺的制作步骤

1.画出挂笺的中心纹样。

2.沿中心纹样剪挂笺。

我爱探究二

传统挂笺都有哪些

美好寓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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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艺术实践

小组合作查找资料，学习挂

笺的相关知识和寓意，分工设计

制作一组挂笺。春节时用制作好

的挂笺来美化门楣。

我会评价  我会剪具有吉祥寓意的挂笺。  看谁设计的挂笺新颖又有美好寓意。 

我爱探究

怎样使一组挂笺的风格统

一，内容寓意美好？剪好的挂

笺该怎样张贴才好看？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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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面具的制作步骤

1.制作老虎外形。

1.撕穗子。

2.裁衣服（后背可打开）。 3.完成作品。

4.画出五官细节，完成作品。

2.制作虎鼻子。 3.粘合虎鼻子。

课本剧就是把课文

中叙事性的文章改编为戏

剧形式，以戏剧语言来表

达文章主题。课本剧将戏

剧、文学、美术、音乐融

合在一起，使我们在娱乐

中增长知识和才干。

我的发现

上图的作者用彩纸为剧中的老

虎、狐狸设计了面具、服装、背景等

道具，很好地表现了动物的特征，使

故事表演起来更加形象生动。

虎皮的制作步骤

我爱探究

1.分组研究，

哪些课文适合编排

成课本剧？

课本剧《狐假虎威》场景

19 课本剧19

2.表演课本剧需要哪

些准备工作？如何发挥每

位同学的特长？

同学们在研究剧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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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每组选一篇

课文改编成课本

剧，分配角色并

相互合作制作道

具，在全班汇报

表演。

我能创新

我能根据角色

来选用材料，并有

创意地设计各种道

具，使道具更加真

实有趣，更好地为

剧情服务。

我会评价  说一说自己为小组演课本剧做出的贡献。看看哪个组表演得更生动有趣。 

课本剧《狐假虎威》

             场景

课本剧《昆虫》场景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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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公园、车站、饭店……

在我们身边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壁

画。它们与建筑物融为一体，被称

为墙壁上的艺术，起着装点城市、

美化环境的作用，为我们的生活增

添了绚丽的色彩。

北京地铁平安里站壁画——事事平安 (陶瓷）
2012 马晓腾  李晴

北京地铁西四站壁画——京华旧梦 (陶瓷 局部） 2012  马晓腾

20 我们身边的壁画20

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哪吒闹海 (彩绘 局部） 1979  张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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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探究

1.壁画设置在建筑物的什么地

方，有什么作用？它们与周边环境有

何关系？

2.这些壁画在内容、材质和表现

形式上有什么不同？

3.你了解北京的古代壁画吗？

人民大会堂壁画——文房四宝 (汉白玉板 局部） 1993  
高万佳 徐晓红

首都国际机场壁画——森林之歌 (陶瓷 局部） 1979 
祝大年

成吉思汗陵壁画——华夏伟人 (布面丙烯 局部） 现代  孙景波 

我的发现

壁画是墙壁上的艺术，它的

装饰和美化功能十分重要。

北京地铁西四站壁画——京华旧梦 (陶瓷 局部） 2012  马晓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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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艺术实践

   在老师的指

导下，完成壁画

的主题和设计

稿。全班或小组

合作，体验壁画

的创作过程，用

壁画来美化我们

的教室或校园。
我来体验 

你喜欢本课哪一幅壁

画？请参考所学的评述方

法，与小组里的同学交流。

我会评价  我对壁画有了初步了解。  看谁知道更多的壁画知识，并能积极参与绘制。 

眼睛

理想国

北京地铁健德门站壁画——血肉长城（浮雕 局部） 2008  侯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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