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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上册

同学们好，新学期又开始了，这套崭

新的美术教科书将带领同学们踏上探寻美

的历程。

这套教科书是根据教育部《义务教育

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编写的。所

编课程内容注重对同学们的个性、实践能

力以及创新精神的培养。注重内容与同学

们的生活经验的联系，激发大家的学习兴

趣，培养基本的美术素养。教科书关注文

化与生活，介绍了美术与社会、美术与传

统文化、美术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目

的在于培养同学们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和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和人

文情怀。

在跟随这套教科书探寻美的历程中，

同学们将会发现：

德育与美术学习融合。红色革命经典

能让同学们在美术学习实践中感悟革命精

神，继承革命传统。

课程内容丰富多样。针对中西部地

区的教育发展现状，既适合城市又兼顾农

村，教师易教，学生易学。

注重美术学习的趣味性和愉悦性。同

学们能在快乐的学习中领悟美术的独特价

值。

传统文化特色浓厚。教科书弘扬中国

传统美术文化，同学们得以丰富知识，启

迪智慧，感悟祖国灿烂而伟大的文明。

美术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更加紧密。美

术学习与语文、音乐、数学以及科学等学

科的知识融会贯通，将带给大家一种学以

致用的成就感。

本 套 教 科 书 结 构 体 系 按 小 学 低 年

级、中年级、高年级及初中划分为四个学

段。每一学段均以美术学习活动方式划分

为“欣赏·评述”“造型·表现”“设

计·应用”“综合·探索”四个学习领

域，围绕这四个学习领域的美术活动，教

科书又设立了相应的单元，通过“谈一

谈”“相关知识链接”“动动手”“自我

评价建议”，形成自主、探究、合作的学

习新方式，培养同学们认真观察、勤于思

考、积极实践、努力创新的能力。 

翻开本册教科书，同学们将进入一

段新的美术学习旅程。首先从欣赏中外古

代雕塑进入，你将会被壮观的兵马俑群像

所震撼，也将被大卫那健美的体格所吸

引；在培养绿色环保意识的过程中学习板

报知识；在人物画中相遇神态各异的人物

形象；通过捏与塑的学习体验圆雕与浮雕

的塑造方法；通过对书的认识了解书籍装

帧的知识；在欣赏以难忘的岁月为题材的

系列版画作品中，了解版画表现形式的多

样性；编织的乐趣是无穷的，这种乐趣将

给生活带来更多的快乐；而学习策划一个

班级、一个校园艺术节的活动将能学习到

与同学沟通、交流，让自己成为一名活动

的参与者。最后，你会在充满奇思妙想的

现代雕塑中浏览一番。回顾这次学习的旅

程，是不是又多了许多的收获呢？

法国艺术家罗丹说过：“生活中并不

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同学

们，希望你们通过美术学习，学会用自己

的眼睛去发现美、认识美、感受美，并且

不断用自己的双手去表现美、探究美、创

造美。

美好的世界属于同学们！



中国庐山（世界遗产）

1

保 护 世 界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庐
山位于江西省北部的长江

之滨，层峦叠嶂，山谷幽

深，巍峨挺拔，气势雄伟。有

著名的三叠泉、五老峰、含鄱

口等景点。它以自然景观为载

体，以人文景观为内涵，蜚声

海内外。庐山作为“世界文化

景观”于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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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结合对中国历史的学习，

请你谈谈在欣赏秦始皇陵兵马俑时

的感受。

２．中国传统雕塑中已被列入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的有

哪些？请列举几件并分别谈谈它们

的艺术特点。

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 ( 局部 ) 秦

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位于陕西省西

安临潼区秦始皇陵东侧 1.5 公里处，是 1974

年农民打井时发现的，面积约14260平方米。

里面藏着与真人真马大小相似、形态各异、

表情逼真的陶俑、陶马 8000 多件，场面极

为壮观，体现出秦代高超的雕塑技艺。

秦始皇陵于 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跪射俑 秦 

身着沉重的盔甲、手握石弩

的武士准备射击。

生动的形象，历史的见证

—汉、唐陶俑名作

谈一谈

三彩骆驼载乐俑（彩陶） 唐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

驼背上三个胡人、两个汉人

组成的乐舞队，以及他们使用的乐

器，都是唐代文化风情的见证。造

型生动，色彩华美。

击鼓说唱俑（陶）

东汉 1957年四川成

都天回山出土

袒 膊 光 脚 、

抱鼓而坐的民间说

唱艺人，眉飞色舞

地表演着，活泼诙

谐中透露出憨厚之

态。它为研究汉代

民俗和陶塑艺术提

供了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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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1 空间艺术的杰出创造 —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欣赏

中国传统雕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成就，是一个丰富的艺术宝库。秦始皇陵兵马俑，汉、

唐的陶俑和纪念性雕塑，以及反映古代人民理想和信仰的佛教雕塑，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让我们走近中国古代雕塑，以丰富我们的艺术知识，拓宽我们的艺术视野。

  

世界文化遗产属于世界遗产范畴，全称为“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72 年通过了《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其宗旨在于鼓励各国合理保

护和恢复全人类共同的遗产。

世界考古史上的奇迹——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兵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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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链接

欣  赏



伏虎（花岗岩） 汉 霍去病墓雕刻 

虎的神情机警而威猛，突出了猛虎在猎物前的神态。创作者因材

施艺，顺着石块的天然纹理，以线条勾勒出虎的斑纹，给人以真实而

丰满的感觉。

宗教雕塑 我国的宗教雕塑主要集

中在石窟和各种寺庙之中。它们原是为

宣传宗教教义、供信徒膜拜而创造的，

并非单纯的艺术品。但它们大都是当时

匠人精心创造的，具有很高的艺术水

平，凝聚着人们的理想和信仰。所以，

宗教雕塑也成为一种艺术欣赏对象。

菩萨像（泥塑着色） 唐 

敦煌莫高窟第194窟

菩萨原来是男性，但在中国佛教美术中

逐渐女性化了。在唐代则完全采用贵族妇女的

装束，且容貌端庄、美丽，寄托了当时人们美

好的理想。

莫高窟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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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骠（石灰岩） 唐 昭陵六骏之四

原在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前，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此马壮硕有

力，作品抓住它行进时的姿态，表现出它坚定、自信的神情。

  1.请联系中外其他纪念性雕塑作品，谈谈纪念性

雕塑的特点和表现手法。

  2.请谈一谈宗教雕塑的特点和表现手法。

谈一谈
云冈石窟第20窟坐佛（砂岩） 北魏   

我国早期佛像的代表作。佛像形体高大，神态庄严，

在艺术风格上明显受到印度佛像的影响。

云冈石窟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

化遗产”。

四川乐山大佛（石灰岩） 唐

   

罗汉坐像（陶） 辽 大不列颠博物馆藏

罗汉内着斜襟圆领长衫，绿釉敷彩，外穿橘黄釉色袈

裟，间以绿色条纹，衣纹转折有空间形体变化。造像比例

准确，动态和谐，塑造手法写实，表现出辽代雕塑工匠高

超的写实技艺。

5  

   乐山大佛是迄今发现的现存世界上最大的坐佛像，

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合流处。大佛端坐江

边，庄严、慈祥，对于在滔滔江水中行船的古代船工来

说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乐山大佛于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



   雕像生动地展示了东方

女性的美，遗憾的是一只眼

睛已遭损坏。

与中国传统雕塑相比，外国传统雕塑有它自己的特点。

其题材大都取自神话故事或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和故事。

从艺术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来讲，古埃及、古希腊和文艺复

兴时期意大利的雕塑最为突出，产生了许多世界著名的雕塑

杰作，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古希腊神话世界中的艺术形象

古希腊悠久的神话传说是古希腊雕塑

艺术的源泉。古希腊许多著名的雕塑作品题

材都来自古希腊神话。古希腊人认为，神灵

和人具有同样的形体和思想情感。因此，古

希腊人按照完美的人的形象去塑造神的形

象，并赋予其理想和美丽的幻想。写实而又

追求完美是古希腊雕塑的主要特点。

拉荷特普及其妻诺夫尔

特公主像（石灰岩）

约公元前 2600（古埃及）

    为了追求人物相貌的逼

真，用水晶和微粒黑檀木做

雕像的眼睛。妇女虽着衣，

仍透露出其优美的形体。雕

像的手的姿势是古埃及雕像

程式化的表现。

涅菲尔蒂王后像（石灰岩）

约公元前 1365（古埃及）          

村长像 ( 木 )  约公元前 2600（古埃及）

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

木雕。雕刻的人物是古埃及的大臣卡珀。

因雕像在发掘出土时不知其身份，而其相

貌酷似当地村长，故称其为“村长”，并一

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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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课     

欣  赏

现实与理想 ——外国传统雕塑艺术欣赏

命运三女神 （大理石） 公元前 449 ～前 400 （古希腊）

原是著名的帕特农神庙上装饰性高浮雕，头和手臂都已失去，但那健美的身躯、怡静而潇洒的姿态，特别是纤细

而又繁复的衣褶，仍给人以极其优美的感觉，仿佛是一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妇女形象。

在体育锻炼、比赛及宗教节日活动中，

古希腊男子往往是赤身裸体。人们对人体美

具有一种纯真而高尚的情感。所以，古希腊

的人像和神像雕塑，经常以裸体的形式来表

现，并且在塑造完美的人体方面取得了突出

的成就，奠定了西方美术中崇尚人体美的艺

术传统。

相关知识链接

古埃及木乃伊的替身

古埃及人相信人的灵魂不灭，认为只要保存好尸体，灵

魂就可以返回躯体，并且得以永生，因此古埃及人不仅把人

的尸体做成木乃伊，同时还会制作酷似墓主的石雕像。古埃

及时期的人像雕刻技艺十分高超。

掷铁饼者（复制品）（大理石） 约公元前 450 米隆（古希腊）



阿波罗与达芙妮（大理石） 1622～1625  

贝尔尼尼（意大利） 罗马波尔盖塞美术馆藏

雕像取材于古希腊神话。阿波罗爱上了达芙妮，达芙

妮不爱阿波罗，阿波罗紧追不舍，快要追上时，达芙妮求

助于父亲将她变成一棵月桂树。作者将两者间的矛盾表现

得十分精彩，即将发生的由人变成树的场景，已经开始显

现。一件静止的雕塑，能将这些复杂的情节表现得如此生

动，尚不多见。 

加莱义民（青铜）

1884～1886 罗丹（法国）

法国加莱市里席尔广场

作品取材于14世纪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一个历史

事件。雕塑家打破传统的纪念碑雕塑常用的象征手

法，生动刻画出六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市民面对

死亡时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心理状态，歌颂了一种崇高

的理想主义精神。

摩西像（大理石）  1515  米开朗基罗（意大利）

罗马圣伯多罗教堂 

作者又一次选取了古代以色列的一位民族英雄作为

创作题材，表达了他对英雄人物的期待和崇敬。作者塑

造健美人体的高超技巧，也再一次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请欣赏课文中的雕塑作品，再谈一谈

外国传统雕塑艺术的特点。

2．仔细观察《大卫像》和《摩西像》这

两件英雄人物形象的雕塑作品，谈一谈你对

这两件作品的理解和感受。

谈一谈

拉奥孔（大理石）

约公元前 1世纪末

哈格桑德罗斯等 ( 古希腊 ) 

作品取材于希腊神话中特洛伊

木马计的传说。作者在表现这一悲

剧性题材时，对雕像的构图做了精

心的设计，三个人物的动作、姿态、

表情既统一又有变化，显得很有层

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塑造

健美人体的高超技巧。

大卫像（大理石）

1501～1504 

米开朗基罗(意大利)  

佛罗伦萨美术学院藏

大卫是《圣经》

中的英雄人物。作者将

他视为实现意大利统一

而奋斗的理想中的英雄

人物来塑造。准确、生

动、健美的人体造型，

长期以来一直是美术学

院学习人体艺术的经典

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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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美 术 与 环 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人类对地球人为的破坏也

越来越严重，森林锐减、气候

变暖、荒漠化土地面积扩大、

旱涝灾害频发……一场全面的

环境危机正摆在人类面前。

宣传、推广绿色环保知

识，让我们加入到“绿色行

动”中去吧，让更多的人爱护

森林、善待地球！

报头 尾花 花边 题头标题 正文编写班级

1979年3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我国第一个植树节里参加植树造林活动

字体设计

写宋体字的步骤

宋体字的基本笔画 黑体字的基本笔画

基本笔画

点

横

竖

撇

捺

挑

折

钩

基本笔画

点

横

竖

撇

捺

挑

折

钩

3 绿来自我们的手
字体的设计是在宋体字和黑体字的基础上进行装饰、变

化、加工而成的，字体生动活泼，笔画多变化。变化手法主

要有形象化、重叠式、连接式、添加式、立体式、阴影式、

综合式等。

重叠式

形象化

阴影式

综合式

添加式

版面设计要体现设计者的构想，总体艺术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报头应安排在版面最醒目的位

置。2.重要文章一般放在显要位置，使版面重点突出、主次分明。3.文章之间要有穿插变化，根据文

稿的内容及长短进行编排设计,使其生动活泼。4.文章篇与篇之间及黑板报四周要留空隙。

版面设计

选几组在你身边

经常遇到的变体美术

字，从设计手法上做

重点分析。

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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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头设计体现着板报、墙报的风格与面貌，

体现着板报、墙报的主题与内容，是整个版面构成

的“眼睛”。报头的构图要围绕文章的内容和标题进行

构思设计，它包括报头标题字和报头画面这两部分内

容。

报头设计
1.请你运用所学的板报知识，并结合“绿色行动”的内容设计出相关的美术字、

报头、题头、尾花与花边。

2.以植树节为主题，设计制作一期黑板报或手抄报。

题头、尾花、花边是板报、墙报

的“配件”。它们烘托和强化着整个

版面的气氛，使之更为生动、更有感

染力。

题头、尾花与花边设计

题头

花边

尾花

1.通过本课的学习，你对

“绿色行动”的活动是否有了更

多的了解？

2.在学习本课后，你能否把

所学的知识灵活运用在手抄报、

黑板报或展板设计中，并运用这

些美术形式来宣传环保知识？

动动手

自我评价建议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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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第         课     

15  

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

13岁的自画像 1515  丢勒（德国）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油画） 1665

维米尔（荷兰）

朝元图（壁画局部）元

肖像 17世纪 鲁本斯（佛兰德斯）

自画像（油画） 1889 凡·高（荷兰）

自画像 现代 徐悲鸿 

父亲（油画） 现代 罗中立

哭泣的女人（油画） 1937  

毕加索（西班牙）

   画人物，要观察人物的脸形、五官的比例关系，结

合人物的表情和神态的变化，真实地再现一个人的基本

相貌特征和性格特征。

人物速写 现代 钱绍武

男青年 20世纪 尼古拉·费欣（美国） 

人物速写 19世纪 安格尔 (法国) 

人物一直是画家们经常表现的对

象。他们把自己内心对人物的理解，用

或细腻或粗犷的表现技法，用或写实或

夸张的造型手法，表现出不同时代、不

同人物的特征与个性，让看画的人一眼

就能辨识与了解画中的人。

1.你还看过哪些有个性特征的人物

画？请简略叙述。

2.观察身边的同学或老师，说说他

们的相貌特点和性格特征。

谈 一 谈

三停

1/5

1/3

五眼

美 术 与 环 境



画家的妻子（油画） 20世纪  埃贡·席勒（奥地利）

人物速写  20世纪  大卫·霍克尼（英国）

丽达的头像 约1505－1510 

达·芬奇（意大利）

仰视 平视 俯视

人物速写  20世纪  阿利卡（法国）

仔细观察画家们表现的人物形象，画面中人物的头部

由于视线的改变会出现仰视、平视和俯视的变化。了解这

些变化规律，对我们表现对象的面部表情、性格特征和精

神状态很有帮助。

1.仔细观察，用你擅长的工具和方法，画一幅以同

学或老师为对象的人物画，要表现出他（她）的特征和

有个性的脸部表情。

2.回家后给自己的家人画一幅凸显个性的人物画。

动动手

学生作品

1.通过本课的学习，

你对人物的五官、表情和

神态特征是否有了更多的

了解？

2.总结一下，你能否

敏锐地抓住人物的特征，

并用自己喜欢的表现手法

来绘制？同学和老师对你

哪方面的表现比较认同？

自我评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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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课     捏塑造型

泥土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东西，看似平

凡，但一块泥土经过三转两捏后，一个造型简练而

传神的生命就诞生了：天真可爱的小孩、憨态可掬

的小动物……从中我们不仅能体验捏塑造型的乐

趣，还能提高动手能力和审美情趣。

泥塑制作的基本手法

渔
家
女
（
天
津
）

老虎（陕西凤翔） 兔儿爷（北京）

泥塑是雕塑的一种基本形

式，有圆雕和浮雕之分。

泥塑的材料一般采用含沙

少、质地细、黏性强的泥土，农

村烧瓦的泥也是很好的材料。

大阿福（无锡惠山）

大阿福有“一团福气”的寓意,表达了人们祈

福的愿望。作品在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上体现了民

间艺术淳朴、稚拙的特点。

谈一谈

1.说一说你在生活中还见过

哪些造型有趣的泥塑。

2.和同学们一起探讨一下：

还有什么材料可以用来造型？

小伙伴（河南郸城）

①反复揉搓，让泥团变得更坚韧，可塑性高。

②用拍打的方法做成泥板，可用来塑形。

③用手捏塑出各种造型。

④蘸上泥浆，进行粘贴。

⑤利用工具，进行细部刻画。

⑥借助手法，添加纹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设 计 与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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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黏土粘贴在木板上,画上图稿。

2.将“头部”“身躯”“手脚”部分

用水粘贴在泥板上。

3.将“鞭炮”“火星”粘贴好。

泥板浮雕是用泥来塑制的小浮雕。可选择简单的人物或动物造型,

从外形入手,学会堆泥、划线、刻型、捏泥等基本方法。某些细部可用

工具来压印花纹或制作肌理,这样会使作品丰富多彩。

4.将做好的浮雕作品用水粉颜料上色，色调要表现出喜庆、热闹

的节日气氛。

学生作品

1.在捏塑的实践中，你

是否能运用所学的知识来造

型，并从中感受到造型的乐

趣？

2.对自己的作品在造

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做个总

结，找出可以改进的地方，

并与同学一道分享。

动动手

  自我评价建议

用易于造型的细铁丝把小马的基本动态搭出

来，再将揉好的泥块堆贴在骨架上捏塑出小马的

大体造型。注意细节的刻画，最后上色，一匹活

泼可爱的小马就做好了。

1.用泥塑的方法塑一个有趣的人物或动物形象,从中

体验一下泥塑的独特魅力。

2.以儿时的快乐回忆及童话故事中印象最深刻的画

面作为题材，用泥板浮雕的形式表现出来。

20  21  



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书籍装帧艺术伴随着书，和读者亲

密无间，让你爱不释手。当你在阅读文字的时候，还能从中得到一

种美的享受，这就是装帧艺术的魅力所在。

对开

4开

8开

16开

32开
64开

64开

书籍装帧设计主要是通过开本设计、封

面设计、版式设计以及装订形式、使用材料等

内容来体现书的整体形象。它遵循的基本原则

是：形式和内容统一，艺术和技术统一，局部

和整体统一，装饰与新颖统一。

封底

书脊

封面
勒口 扉页

线装书
竹简

纸张的开切方法（对开至64开）

6第         课     

设 计 与 生 活

书籍装帧艺术

  这是一套《子夜》的精装本，整本书以深蓝

色为设计的主色调，深蓝色为夜的天空色，呼应了

“子夜”这一主题。包装盒的侧面以简单的白色菱

形和黑色圆形来放置主题，象征着天方地圆。

书名

作者

出版社名称

图形

文字：不但有表意功能，还要有审美功能。

形象：要与书籍内容相关，使封面更生

动、美观。

色彩：能反映书的某些性质和特点。

构图：利用美的形式法则把文字、形象、

色彩组织起来，充分、完美地表现构思。

   封面设计的基本元素

1.课前对自己所读过的书做个分类,和同学

分享一下你所分的类型。

2.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对图书的整体

装帧设计做个总体评价。

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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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链接

自我评价建议

1.从文字、图形、色彩和构图等方面来评价自己的设计，你对哪部分设计较为满意？请说明理由。

2.你喜欢哪位同学的作品？用你所学的知识做个简单评价。

学生作品

  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的欧

洲。它以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

是属于谁的。它是书籍收藏者的

藏书标志，贴在书籍的扉页上。

它通常是小幅版画形式，增添书

的美感，使书更为珍贵，作用如

同中国传统的藏书印章。

用交互系统强大的电脑软件来设计封面，是现在设

计师的首选。使用电脑软件可以随时更换图片素材、字

体、色彩和改变构图，使设计变得更方便、快捷。

   1.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运用拼贴、手绘或电脑制作等

表现形式，为其重新设计一个新颖独特的封面。

   2.举办一次班级或年级书展，展示自己设计的封面、书签、

藏书票、插图等，比比谁的作品新颖、有创意。

藏书票的构造

票主

图案

拉丁文

突出主题文字的
封面设计

突出内容图形的
封面设计

利用电脑软件对
同一本书进行不同的
封面设计

封面设计可依表现手法分为五大类

文字式 图案式 绘图式 摄影式 数码式

书籍中的插图不但能增强

书籍的形式美，提高读者的阅

读兴趣，而且能再现文字语言

表达不足的视觉形象，以帮助

读者理解书籍内容。插图既能

美化单纯的文字版面，又能创

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动动手



第         课     

红 色 记 忆

难忘的岁月
鲁迅先生说过：“当革命

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

顷刻能办。”我国革命战争年代

的木刻家们创作了大批反映战时

生活的版画、插图、传单、地图

和邮票等，大力拓展了木刻版画

的宣传教化功能和实用流通功

能，体现了其巨大的艺术力量。

1931年8月，鲁迅先生与木刻讲习会的学员们合影留念

起
来
，
饥
寒
交
迫
的
奴
隶 

(

黑
白
木
版
画) 

 

现
代 

李
桦

版画按制版材料或印制方法的不

同分成许多种类，按制版的材料分，

有木刻版画、纸版画、铜版画、石版

画、丝网版画和实物拼贴版画等,其

中木刻版画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

小八路（石版画） 现代 孙滋溪

相关知识链接

1.说说版画与其他画种在工具、

材料及制作形式等方面有什么不同。

2.查阅有关资料，了解1-2位版画

家，并列举他们的代表作与同学们分

享。

 谈一谈

诉苦（铜版画） 现代 张奠宇  赵宗藻  曹剑峰

7

中国新兴木刻艺术，是鲁迅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培植起来的一朵鲜艳的艺术之花。1931年在日

本著名版画家内山嘉吉来华之际，鲁迅举办了木刻讲习会，并亲自负责翻译。为了版画事业的发

展，他编辑出版了《艺苑朝华》《近代木刻集》《新俄画选》等一批有影响的版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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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动手

黑白木版画是绘画艺术的一种形式，但它不是用笔、

墨、颜料直接在纸上完成的，而是用木刻刀依据画稿的形象

刻成版图，再在版图上滚上油墨，用纸拓印而成的。这种用

木刻的工具、材料和工艺制作出来的画就是木刻版画。

木刻版画的工具

①刻刀

②滚筒

③拓印器

④调墨刀

1.先将设计好的画稿拷贝到木板上。

可以尝试用萝卜、土豆、肥皂

等材料刻出简单图案，然后涂上颜

色印出来，感受版画的趣味。

 

安
源
煤
矿
总
平
巷
（
黑
白
木
版
画
） 

完
成
稿

2.用木刻刀刻掉画面的空白部分。

3.在版图上滚上黑色油墨。

4.将纸覆盖在版图上，用木勺的圆面轻

轻地反复摩擦。

5.拓印后，轻轻将纸揭开，一幅黑白木刻

版画便完成了。

圆口刀的刀痕 斜口刀的刀痕

三角刀的刀痕 平口刀的刀痕

①

②

③
④

单版套色版画的制作

1.先刻走画面中最亮部分（即背景的白
色线条，套印中黄色后露出刻出的线
条）。

2.将梨的亮部刻去，套印橙色，露出头
一版的中黄色部分。

3.将梨的暗部刻出，套印草绿色，露出
第二版印上的橙色部分。

4.将背景部分刻除，留出梨的投影部
分，套印深绿色，显出梨的投影部分，
套印结束。

  阴刻是将笔画标示出板材

平面上需要刻除的内容，刻后

的部分都为凹陷形状。 

   阳刻是用笔画标示出板材

平面上需保留的内容，刻后留

下的部分都为凸起形状。

   单版套色法（也叫减

版套色、绝版套色），因

为只在一块印版上进行刻

制套印，且套印时不易错

版。这种套印方法在刻制

上更自由，更具有套版印

刷的创造性和趣味性。它

的缺点是刻完即印完，不

能再进行第二次印刷。

阳刻

阴刻

送别（套色木版画） 现代 邹达清                                  



通过多种材料、工具进行造型表现活动，你能否体

验到版画表达思想情感的特殊性？

自我评价建议

水乡情（套色木版画）

迁徙（实物拼贴版画）

红军烈士纪念塔（吹塑纸版画）

自画像（黑白木刻版画）

肖像（实物拼贴版画） 现代 庞海燕

 动动手

请尝试用树叶、竹编等有特殊肌理的材料设计一个画

面，涂上颜色后再印出来，感受运用综合材料制作版画的

乐趣。（使用工具请注意安全!）

材料

实
物
拼
贴
版
画
的
制
作
过
程

学生作品

版画家们在创作中往往不会拘泥于一种表现手

法，有时他们还会利用生活中一些特殊肌理来表现

自己的创作物质。我们把这种综合运用的版画创作

手法称作实物拼贴版画。

花卉（实物拼贴版画）

1

4

2

5

3

6

30  31  



用麦秸、毛线编的鸟和羊

在生活中,编织已融入千家万户的生活。吉祥如意的中国结处处可见。

1．你还见过哪些编织品？请评价一下它们的功能、造

型、材料和色彩。

2．只要有心，生活中很多材料都可以用来编织，说

一说你能利用的材料。

谈一谈

棕草编花猪（四川新繁）

33  

8第         课     

传 统 的 魅 力

巧手编织
远古时期，当原始先民们用大

自然中的线形材料，如草、藤、麻、

棕、竹、葛、枝条等，经过拧扭、交

叉，用来穿系、捆扎果实及猎物时，

最原始的编织就产生了。

如今，同样的编织方法，因材料、

造型的改变，而赋予了编织新的内涵。

草编金鱼玩具（台湾）

竹编（浙江东阳）

街头老艺人在用马莲草编织小动物

32  



藤编与现代材料的组合

学生作品

动动手

1.选择身边的可取材料编织一件作品。

2.组织一次编织品展览。

1 .通过本课的学习，

你能体会到编织的艺术魅力

吗？请简单说明。

2.你能动手编织吗？请

从材料、造型、色彩和功能

等方面对自己的编织作品做

评价，并谈谈在编织过程中

的体会。

彩色纸编壁挂

酢浆草结编织步骤

自我评价建议

4

1

2 3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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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的每一次主题活动都要广而告

之，一张漂亮的海报贴在醒目的位置，总能

吸引很多同学的目光，激起同学们浓厚的兴

趣。设计海报时要注意构思巧妙，形象、文

字、色彩简洁单纯，具有较强的视觉效果，

并要标明活动时间、地点等。

 动动手

收集一些海报的设计资料，与同学们

一起设计并制作一幅关于艺术节活动的征

集海报。

第         课     

主 题 策 划

校园艺术节

36  

学校在举办各种大型活动时，为了营造浓厚的文化气氛，总离不开设计。一个好的设计方案

能充分展示活动的主题，获得良好的宣传效果。让我们共同策划与组织一次有意义的校园艺术节

活动，并做好设计方案。

同学们在一起讨论活动策划和设计方案

中国艺术节标志 上海国际艺术节标志

9



为了更好地举办艺术节，我们还

要为这次活动设计一个吉祥物。

对征集到的吉祥物做认真的甄

选，反复商讨、修改后再定稿。

把确定好的标志、吉祥物用在

海报和其他宣传物中，能给活动起到

统一标识的作用。
设计标识可以起到指示和导识的

作用，标明活动时间、地点等。

学生作品

学生作品

39  38  



举办美术作品展览，首先要确定画展的主题和名称，

然后征集作品，确定规模，再选择展出场地，进行整体规

划并布置展厅。

 自我评价建议

1.在为整个艺术节活动策划、设计过程中，能否发扬团结

协作的精神，把活动组织得更完美？

2.是否能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技巧灵活运用,并充分利

用多种材料设计并布置校园各处的场地和环境？

新颖别致的请柬、节目单等设计能强化主题，烘托气氛，

体现文化内涵，使艺术节活动给同学们留下更深的印象。

 动动手

收集、观赏精美的请柬和节目

单，然后自己动手设计制作一张与艺

术节内容相关的请柬和节目单。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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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工业革命和20世纪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心理体验，也引起

艺术领域的巨大变革。20世纪以来，西方雕塑艺术家摆脱

了诸多传统的约束，引入新技术和新材料，以变形、抽象

或超级写实的手法，进行了各种探索，表达了丰富的思想

与情感，使现代雕塑呈现出多彩多姿的面貌。

坐着的女孩（铸铜着色） 1990 展望 修复嬷嬷人（木雕、铁） 2004 殷晓峰

竹（铜） 1997 文楼

行走的男子
（金属）1960

贾科梅蒂（瑞士）

  火柴杆状的人

形，粗糙皱缩的表

面，疏离的身影，贾

科梅蒂用非常独特的

雕塑语言，表现了现

代人脆弱、焦虑、孤

独、迷茫的一面。

快乐的步伐（玻璃钢） 1997 蒋铁骊

云门（不锈钢） 2006 阿尼什·卡普尔（英国）

  作品采用抛光不锈钢材料，具有高度的反射

性。作品反射并扭曲了周围的天与地、人与物，为

观众构筑了新的视野和一种新的视觉经验，观众自

己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运动时时刻刻反映在作品

中，使作品融入了时间要素，并成为与观众交流互

动的奇异空间。

1.查阅相关资料，谈一谈现代雕塑与传统雕塑的主

要区别。

2.结合自身感受，谈一谈现代雕塑与生活的联系。

3.说一说在你身边看到的现代雕塑，谈谈你对雕塑

本身的评价和雕塑与环境结合的感受。

 谈一谈

10

43  

欣  赏

我们走在大路上（铸铜） 2008 李象群

多彩多姿的现代雕塑 —现代雕塑作品欣赏

自行车—人群（焊铁） 2004 李东江



本学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课

本学期的收获

我的小建议

堂对话课

本学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课

本学期的收获

我的小建议

堂对话课

本学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课

本学期的收获

我的小建议

堂对话课

这套义务教育教科书是我们根

据教育部实验教材修订要求，在充

分贯彻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美

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精神的同

时，结合十年来实验使用中所积累

的经验和发现的问题，组织了新的

编写班子，对教材进行了修订、完

善和提高。

在本套教科书出版之时，我们

对原主编陈慧荪先生，副主编龚嗣

炎、万国华、丘玮先生以及对这套

教材提出修改意见、提供过帮助和

支持的所有专家、学者和教师表示

由衷的感谢！

本册编写人员
万建威 孙李晶 陈 瑶 万勇军  
冯晓玲 陈　罡　胡 静 陈硕辉
邓陆军 胡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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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茹意 熊亚琼 万勇军 胡 静
郭雪玲 陈硕晖 冯晓玲 平 蕾

江西美术出版社教材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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