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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使聋校学生也能更好地享受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了这套聋校义务教育

美术实验教科书。

    我们编写这套教材，主要根据《聋校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6年

版）》规定的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要求，力求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套教材通过凸显美术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和方法、增

加体现优秀美术作品的经典性，引导学生增强自信，提高社会责任感，培养

健康的心理和人格；通过精选视觉元素、精选美术作品，重视表达民族情怀

和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视觉感知、形象思维和美术表现，培养

学生的感知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动手实践能力、表达和交流能力，帮助学

生融入社会；通过学习美术欣赏和评述的方法，将美术课程内容与实际生活

紧密联系，不断提升学生的生活情趣和生活质量；通过发挥美术学科特有的

魅力，使学生了解人类文化的丰富性，提高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感受力，尊重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希望学生在美术学习的过程中，丰富视觉、触觉和审美

经验，获得对美术学习的持久兴趣，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

    美术课程总目标依据“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三个维度设定。本套教材内容由“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

赏·评述”“综合·探索”四个学习领域组成。“造型·表现”领域引导学

生通过描绘、雕塑、拓印、拼贴等多种手段进行学习与探索，在创作过程

中体验造型乐趣，提高感知能力和美术表现能力；“设计·应用”领域引导

学生通过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进行设计及制作活动，在发现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初步的设计意识；“欣赏·评述”领域引导学生在文

化情境中认识美术，通过对自然美和美术作品进行描述、分析、解释和评

价，逐步提高视觉感受能力、理解能力与评述能力；“综合·探索”领域通

过综合性的美术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研究与创造，将美术知识与其

他学科知识相联系，在艺术实践中提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这是一套实验教材，各校在实验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教材进行适

当调整。由于编写时间仓促，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校将实验情况和

对教材的意见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适时进行修订。

    这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省、市教育部门和有关科研单位、

特殊教育院校的专家和教师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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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玩具，好朋友，我要为你画张像。

毛绒猴

小车

学习要求

看一看：	 你的玩具都有哪些

特点？

想一想：	 应该怎样表现你的

玩具？

试一试：	 画出你最喜欢的玩

具，或画出你和玩

具在一起的样子。

学生作品

绘制方法：

① ② ③ ④

⑤

造型 ●   表现造型 ●   表现第1课	 我的玩具

毛 滑

《我和玩具在一起》

机器人

《小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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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开屏真美丽，造型漂亮色彩艳。

开动脑筋巧用手，把它特点做出来。

开屏的孔雀孔雀羽毛纹理

《孔雀》（彩色玻璃）［法国］约瑟夫·雅南

造型 ●   表现造型 ●   表现第2课  美丽的孔雀

孔雀

造型

（一） （二）

2



学习要求

看一看：	 孔雀的形体和色彩有哪些特点？

想一想：	 你喜欢用什么材料和制作方法表

现孔雀？

试一试：	 创作一件立体或者半立体的孔雀

作品。

学生作品

制作方法一：利用彩纸粘贴制作半立体的孔雀。

制作方法二：利用折叠方法制作立体的孔雀。

4. 5. 6.

3.2.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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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用毛笔，一起来做水墨游戏。

造型 ●   表现造型 ●   表现第3课  水墨游戏

毛笔

（一）

（二）

宣纸

（一） （二）

《小石榴》（中国画）［现代］吴冠中

4



学习要求

看一看：	 感受画家作品的笔墨趣味，

体会他们的用笔方法。

试一试：	 用毛笔在宣纸上表现出各种

不同的墨色效果。

用笔、用墨示意图：

侧锋和中锋 干和湿

浓和淡

学生作品

《无题》 《荷花池里》 《花儿》

5



鱼儿游，鱼儿游，摇头摆尾真自由。

《金玉满堂》（中国画）［现代］吴作人

造型 ●   表现造型 ●   表现第4课  鱼儿游游

鱼摆摇

6



学习要求

看一看：	 吴作人的《金玉满堂》中的

鱼有什么特点？

试一试：	 参照画鱼的步骤图，画出墨

色有淡有浓的金鱼，表现出

鱼儿游动的欢乐样子。

用笔的演示：

中锋画出鱼身 侧锋画出鱼尾

墨色的浓淡变化：

浓

淡

学生作品

《鱼儿游游》

1.用淡墨中锋和侧锋画
出金鱼的身体。

2.用淡墨侧锋画出金鱼的尾
巴，注意表现出金鱼游动时
尾巴摆动的姿态。

3.用浓墨画出金鱼的头部和
脊背，再用浓墨勾出鱼嘴和
眼睛。

画鱼的步骤：

7



叼来树枝和树杈，鸟儿搭建自己家。

为了造好温暖巢，左右上下巧穿插。

巢

穿插

第5课	 小鸟的家 造型 ●   表现造型 ●   表现

8



学生作品

我们可以尝试用多种方式表现小鸟的家。

学习要求

看一看：  鸟巢有什么特点？

找一找：  哪些材料适合表现鸟巢？

想一想：  可以用哪些方法制作鸟巢？

试一试：  用合适的材料和方法创作一个鸟巢。

《温馨的家》 
教师示范作品

《多彩的家》 
教师示范作品

《乌鸦一家》
教师示范作品

《鸟巢》 
教师示范作品

《绿色的家》

《有趣的小家》

1. 使用剪刀时请注意

安全！

2. 制作前后，请注意

卫生，勤洗手。

注意事项

9



在梦中，你是否曾拥有一座美丽的城

堡？大胆想象，制作出这座城堡。

摩洛哥艾本哈杜古城堡

造型 ●   表现造型 ●   表现第6课  奇特的城堡

奇特

（一） （二）

几何

（二）（一）

10



学习要求

想一想：  你想象中的城堡是什么样子的？

试一试：  尝试用不同方法制作一座城堡。

制作方法：

3.剪出外形。 4.折。

2.涂色。1.画出城堡的造型。

将城堡分解成若

干几何图形，再自由

组合，能创造出奇特

的造型！

学生作品

1. 使用剪刀时请注意

安全！

2. 制作前后，请注意

卫生，勤洗手。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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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绿水青山，为了美好生活，人们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建设自己的家乡。

寻找家乡的变化，用色彩、线条画出

家乡最新最美的图画。

城市风光 农村风光

《阳光下的水乡》（油画）［现代］陈逸飞

造型 ●   表现造型 ●   表现第7课	 家乡的变化

变化

家乡

（一）

（二）

12



《家乡变了样》（拼贴）

《家乡新貌》（签字笔画）

《水墨城市》（水墨画）

《乡村变了样》（水粉）

学生作品

学习要求

找一找：	 和家长一起观察了解家乡的

发展与变化。

说一说：	 你喜欢现在的家乡还是过去

的家乡？

试一试：	 用绘画或者拼贴的方式表现

家乡的变化。

《小桥流水》
（报纸撕贴）

《家乡的果园》
（彩笔画）

13



我的老师最美，教我们学知识，陪伴

我们成长。我最爱我的老师，我把对老师

的爱都倾注在画中。

《恩师徐悲鸿》（中国画）［2005年］杨之光

爱老师

造型 ●   表现造型 ●   表现第8课	 我的老师

《女教师》（油画）［朝鲜］李英光

14



学生作品

《体育老师》

《英语老师》

《二年级的老师们》

《数学老师》

《我和我的老师》

《美术老师》

学习要求

看一看：	 画家是如何表现

老师的？

想一想：	 你准备画哪位老

师？这位老师有

哪些特征？

试一试：	 画画自己喜欢的

老师。

15



照片记录了生活中的瞬间，相框让照

片更精彩。

第9课	 富有创意的相框 设计 ●   应用设计 ●   应用

拼贴

（一） （二）

照片

（二）

（一）

各式各样的相框

16



学习要求

看一看：  各种相框都有什么特点？

想一想：  可以用什么材料来制作相框？

试一试：  用你找到的材料制作一个相框。

学生作品

制作方法1:

1.用彩泥捏出相框基本形状
及外侧花瓣。

2.组合花瓣并进行
压印。 3.进一步装饰并调

整相框形状。 4.装上相片。

5.装上相片。

制作方法2:

1.用彩泥捏出花瓣造型装
饰材料。

4.进一步装饰美化支架。3.拼好相框支架。2.将彩泥花
瓣组合成彩
泥花朵。

1. 使用剪刀时请注意

安全！

2. 制作前后，请注意

卫生，勤洗手。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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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纸人，真有趣，左右摆，前后摇，

又蹦又跳做游戏。

第10课  会动的小纸人 设计 ●   应用设计 ●   应用

游戏

跳

18



学习要求

看一看：  制作小纸人的方法和先后顺序是什么？

想一想：  是哪个部分让小纸人动起来的？为什么？

试一试：  制作会动的小纸人。

学生作品

2.制作小纸人的底座和头部，粘贴组合完成。

制作方法：

1.剪出一边粗一边细的纸条，用它反复折叠出小纸人的身体。

1. 使用剪刀时请注意

安全！

2. 制作前后，请注意

卫生，勤洗手。

注意事项

19



找一找，拼一拼，摆一摆，拼拼摆摆

乐趣多多。

德国汉堡艺术与工业博物馆门厅吊灯（综合材料）

第11课  拼拼摆摆乐趣多 设计 ●   应用设计 ●   应用

叠加 图形

（一） （二）

20



学习要求

找一找：	 生活中有哪些东西可以用来拼拼

摆摆，变成图形？

想一想：	 你想拼摆出什么图形或形状？

试一试：	 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拼摆一件作品。

学生作品

制作方法：

1.准备材料。

2.拼出局部。

3.细心拼出整体图形。

21



第12课  中国画家笔下的动物 欣赏 ●   评述欣赏 ●   评述

《熊猫》（中国画）［现代］吴作人

大熊猫
表达

（一）

（二）

观察

中国画家有敏锐的眼睛和灵巧的双

手，他们用不同的技法画出了好多活灵活

现的动物。

22



《苏武牧羊》（中国画）
［清］任颐

《老鹰》（中国画）
［现代］李苦禅

《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国画）
［现代］李可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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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兔》（中国画）［现代］刘继卣

《马》（中国画）［现代］徐悲鸿

《雄鸡图》（中国画）［现代］陈大羽

24



学习要求

比一比：	 真实的动物与艺术家画的动物相

比有哪些相同点，哪些不同点？

说一说：	 你最喜欢哪幅作品中的动物？为

什么？

试一试：	 用自己喜欢的美术表现方法创作

活灵活现的动物。

《鹌鹑图》（中国画）［清］朱耷

《瓜果》（中国画）［现代］娄师白

25



古今中外的画家都喜欢描绘儿童形象。可以借助多样的线

条、形状，运用丰富的色彩，表现儿童五彩缤纷的生活。

第13课  五彩缤纷的生活 欣赏 ●   评述欣赏 ●   评述

《拔萝卜》
（年画）
［现代］特伟

题材

（一） （二）

儿童

26



《假期》（中国画）［现代］周思聪

《雏鹰展翅》（中国画）［1973年］鸥洋

《春分》（马克笔画）［现代］吴冠英

27



《儿童游戏》（油画）［1560年］［尼德兰］勃鲁盖尔

《旅游出发和回来》（油画）
［1947年］［美国］罗克韦尔

《暑假》（油画）［2005年］
［俄罗斯］库兹米乔夫

28



学习要求

看一看：	 画家们都描绘了什么样的儿童生活？

说一说：	 你最喜欢哪幅作品？为什么？

试一试：	 模仿艺术家的方法，或者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画一画儿童生活。

《小八路》（版画）［1977年］孙滋溪《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年画）
［1964年］沈家琳

《渔港少年》（油画）
［现代］张文新

《牧笛》（版画）［现代］杨永青

29



我们来建小剧院，制作指偶当演员。

一起商量分分工，共同表演齐快乐。

综合 ●   探索综合 ●   探索第14课	 指偶剧院

表演 演员

（一）

（二）

30



●
 

流
程

① 

编
剧
本

② 

做
指
偶

④ 

表
演

③ 

分
工

编剧本 做指偶

制作方法一：在一张椭圆形的纸
上剪出两个洞做指套，把它的上
部与角色形象粘贴在一起。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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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制作方法二：把橡皮
泥搓成长条，绕在手
指上做指套，再把用
橡皮泥制作的角色形
象粘在指套上。

①

②

③

制作方法四：收集笔帽等废旧材料，创作出
不同形象的小指偶。

①

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⑦

制作方法三：用折
纸的方式做出生动
的指偶形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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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求

说一说：	 和你的同伴一起

讨论一个指偶故

事剧本。

想一想：	 故事中有几个指

偶角色？应该怎

样制作？

试一试：	 一起做指偶，尝

试为指偶搭建一

个舞台。

演一演：	 分角色扮演不同

指偶形象。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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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学会表现不同玩具的造型特点。

教学建议：

能够帮助学生感知不同玩具的材质和色彩特点，让学生从多角度观察不同玩具

的造型。随着课程的深入，进一步引导学生表现出不同玩具的特点。

评价建议：

1.	能比较不同玩具间的材质特点。

2.	能用绘画的形式描绘出玩具的外形特征。

3.	尝试制作一件玩具。

第1课  我的玩具（1课时）

第2课  美丽的孔雀（1课时）

教学目标：

学会用不同方法制作立体或半立体的孔雀。

教学建议：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对孔雀造型的分析与讲解，教学难点是如何引导学生自主搭配

合适的色彩进行表现。

虽然教材中呈现的是两种立体制作的方法，但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绘画和

拼贴等平面表现方式，或者运用泥塑、陶塑等形式进行创作。

评价建议：

1.	能认识到孔雀的色彩和造型特点。

2.	能用不同方法制作立体或半立体的孔雀。

教
学

.

第3课  水墨游戏（1课时）

第4课  鱼儿游游（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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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第3课  水墨游戏（1课时）

教学目标：

感受大师的笔墨趣味，学会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出不同的墨色效果。

教学建议：

教会学生使用水墨画工具材料，注重学生的实践体验与感受，带领学生感受水墨

在宣纸上的有趣变化。引导学生调出浓淡和干湿不一的墨色并在宣纸上画出点、线及

各种图形。引导学生观察用笔变化，认识到不同用笔方法与造型之间的关系。组织学

生进行各种变换用笔的体验，感知水墨画中点、线、面的特有变化。

评价建议：

1.	能用毛笔画出干湿浓淡不一的线条。

2.	能初步掌握中国画的基本笔法与墨法，尝试创作一件水墨作品。

第4课  鱼儿游游（1课时）

教学目标：

学会用水墨技法表现鱼儿游动的样子。

教学建议：

让学生尝试用水墨画的形式表现生活中造型各异的鱼儿。通过教师演示、小组探

究、亲身体验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尝试创作一幅富有生活趣味的《鱼乐图》。

在创作的过程中，让学生感受中国水墨画的魅力，逐步激发学生对水墨画的兴趣。

评价建议：

1.	能学习国画大师笔下水墨鱼的画法。

2.	能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创作思路，用水墨的形式创作一幅充满趣味的《鱼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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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课  奇特的城堡（1课时）

教学目标：

学会用不同方法制作城堡。

教学建议：

通过对图片的赏析，开拓学生思路，启发学生对城堡展开想象。指导学生用

“剪”“折”“镂刻”“绘制”等不同方法创作出富有个性特点的城堡。

评价建议：

1.	能在创作过程中将城堡分解成若干几何图形并进行自由组合。

2.	敢于大胆想象并创作出造型新颖的城堡。

第7课  家乡的变化（1课时）

教
学

.

第8课  我的老师（1课时）

第5课  小鸟的家（1课时）

教学目标：

学会用不同材料和技法制作鸟巢。

教学建议：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认识穿插创作的特点。教学难点是如何让学生掌握穿插

创作的基本方法，并能主动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创作。

在教学时，可以结合语言讲述和动作示范进行讲解。在具体创作前也可以加入

穿插方法练习。

评价建议：

1.	能感受到穿插创作的特点。

2.	能大胆运用穿插方法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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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课  家乡的变化（1课时）

教学目标：

学会用绘画或者拼贴的方式表现家乡的变化。

教学建议：

本课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逐步养成对比观察和表现的习惯。本课的教学重点要放

在“对比”上，除了可以利用课本中的照片外，最好还能让学生与家长配合，寻找自

己家乡新旧对比的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引发学生的观察兴趣。本课的教学难点是如

何引导学生运用好对比形式表现家乡的变化。希望通过本课教学让学生了解和体会到

人们在建设家乡和改变家乡面貌时付出的辛勤劳动。

评价建议：

1.	能够运用对比方式发现家乡的新旧变化。

2.	能大胆运用自己熟悉或者喜欢的绘画方式表现家乡的变化。

指

南

第8课  我的老师（1课时）

教学目标：

观察人物特征，为自己的老师画一幅画像。

教学建议：

本课的教学目的并不是简单地画一幅人像作品。本课的教学重点应该放在对特定

人物特点的理解与表现上。本课的教学难点是如何引导学生通过人物的外在特点去体

现人物的内在精神。除了相貌特点，独特的肢体语言和服装、服饰等都可以成为表现

人物时的助力。

评价建议：

1.	能通过欣赏艺术家的作品体会到他们对老师的尊重与热爱。

2.	能够从不同角度寻找自己要表现人物的特点。

3.	能够借助自己熟悉或者喜欢的绘画方式为老师画一幅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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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第11课  拼拼摆摆乐趣多（1课时）

第12课  中国画家笔下的动物（2课时）

第9课  富有创意的相框（2课时）

教学目标：

学会用多种方法制作富有创意的相框。

教学建议：

本课通过传授有关相框的相关知识，让学生意识到美就在身边，利用身边的材料

就能创造出独特的美。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本土自然资源开展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设计和制作富有创意的

相框，并用来美化、装饰自己的生活空间，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创造获得快乐，从而实

现“学以致用”的设计理念。

评价建议：

1.	能设计出造型美观、色彩搭配和谐的相框。

2.	能运用绘画、剪贴等综合表现方式制作相框。

教学目标：

学会制作会动的小纸人。

教学建议：

这是在学生对科学原理有一定认知后再进行创作的课程，对科学原理的认知与运

用是本课的重点所在。本课的难点是如何指导学生创作出有特点的会动的小纸人。

评价建议：

1.	能掌握小人会“动”的原理。

2.	能制作会动的小纸人，并对小纸人进行装饰和美化。

第10课  会动的小纸人（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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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课  拼拼摆摆乐趣多（1课时）

教学目标：

学会用拼摆的方式创作一件作品。

教学建议：

本课重点是引导学生分析作品的特点，找出拼摆作品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规律。教

师应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且易收集的材料进行制作并展示自己的作品。在制作的

过程中让学生进一步熟悉材料的特征，分辨其形状、色彩，并利用其特性进行重组

和拼摆。

在展示阶段，让每个学生介绍自己的作品和设计思路。教师应创设轻松的教学氛

围，鼓励学生提问，以此增强每一个学生的语言表述能力，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评价建议：

1.	能掌握拼摆作品的创作规律和方法。

2.	能用拼摆的方式创作一件在造型和色彩上具有美感的作品。

3.	能对他人作品进行合理点评。

第12课  中国画家笔下的动物（2课时）

教学目标：

欣赏中国画家笔下的动物作品，尝试用不同方法表现动物的特征。

教学建议：

作为“欣赏·评述”课程，主动性选择观看非常重要。建议教师在带领学生欣赏

作品的同时，引导学生去回忆自己与小动物的故事，鼓励学生将欣赏过程与自己的生

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紧密相连。

第一课时：结合欣赏教材中的作品与图片，寻找艺术作品与真实动物之间的相同

点与不同点。让学生按自己的理解说说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同点。

可以从造型或者色彩的角度进行对比，还可以从自己主观感受的角度去体会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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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课  五彩缤纷的生活（2课时）

教学目标：

欣赏画家笔下有关儿童生活的作品，尝试画一画儿童生活。

教学建议：

作为“欣赏·评述”课程，如何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欣赏非常重要。

第一课时：可以让学生先讲讲自己小时候的有趣生活故事，为欣赏艺术家的作品

奠定基础。然后在一幅幅艺术作品的欣赏过程中，请学生试着讲讲艺术家的创作故

事，感受艺术家们各不相同的创作特点。

第二课时：结合艺术家作品的表现内容，介绍一些简单的造型和色彩表现方式。

最好让学生同步运用线条和色彩去表现类似的内容，通过实践感受艺术家的创作特

点。因为是“欣赏·评述”课程，所以不应以学生运用工具材料或某种表现技巧的娴

熟程度作为评判标准。

评价建议：

1.	能将自己的生活与艺术家表现的生活内容进行对比并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2.	能感受到艺术家们的不同创作特点。

3.	尝试大胆运用自己喜欢的美术材料创作有关儿童生活的作品。

第14课  指偶剧院（2课时）
第二课时：结合第一课时的欣赏与分享，引导学生通过多元材料进行自由创作。

因为是“欣赏·评述”课程，所以不应以学生运用工具材料或某种表现技巧的娴熟程

度作为评判标准。

评价建议：

1.	能借助对比观察的方法，体会到艺术家作品表达出的特色。

2.	能感受到艺术作品中不同笔法的表现特点。

3.	敢于表达自己对作品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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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课  指偶剧院（2课时）

教学目标：

学会制作指偶并进行相关表演。

教学建议：

本课学习重点是根据所做指偶分组讨论、编写故事，分角色进行表演，并与大家

分享有趣的故事。本课要求用“剪贴”“折纸”“泥塑”等方法制作自己喜欢的指偶。

建议教师在示范指导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更多的指偶制作方法。可以让学生

根据制作好的指偶进行故事创编，也可以根据故事情节需要制作指偶。最后将全班同

学的指偶作品汇总进行集中展示。

评价建议：

1.	能与同伴一起欣赏指偶故事。

2.	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创作指偶作品。

3.	能与同伴协作进行一次表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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