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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教科书



     

同学们好，新学期又开始了，这套崭

新的美术教科书将带领你们踏上探寻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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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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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一 想 ” “ 画 一 画 ” “ 做 一 做 ” “ 说 一

说”“玩一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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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课程映

入同学们的眼睛。一个个“幽默的形象”

能逗得大家开怀畅笑；“永恒的动感”中

的人物雕塑，带领大家感悟雕塑的形体美

和动感美；同学们可以在一幅幅儿歌配画

中见识美好的家乡“快乐丰收忙”的热闹

景象；还可以通过“今天我值日”“我的

美术日记”等课程学习用绘画的形式，表

现同学们有趣的生活；而同学们天马行

空、勇于创新的天性可以通过制作“巧思

妙贴”“我的留言夹”等活动得到展示；

通过美的体验，同学们将会尽情感受中国

画毛笔与墨色变化的独特效果，不同色彩

在绘画中表达的不同美感；还有呢，多才

多艺的同学们可以组建一支“快乐的小乐

队”，用自己制作的乐器、设计的布景和

服装开个小小音乐会，可有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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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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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 世 界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凡尔赛宫是欧洲最宏伟、

最美丽的皇家宫殿和园林。镜

厅（又名“镜廊”，长73米，

宽10米）是当时法国国王的接

待大厅，其作用相当于中国北

京故宫的太和殿。它的设计极

富创造性，内侧墙上镶着17面

大玻璃镜子，正对着朝西的17

扇落地窗户，窗户外花园的景

色和厅内华丽的装饰与灯光，

从镜子中映现，形成了空间和

光影若虚若实、扑朔迷离的幻

觉，极其华美。

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将凡尔赛宫镜厅作为

文化遗产，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凡尔赛宫镜厅（世界文化遗产）

1  



自给自足  现代

卡尔·施罗德 (德国 )  

脚踏车  1925 年  丰子恺

父与子—废寝忘食  1934—1937年  卜劳恩 (德国)

德国漫画家卜劳

恩从他与儿子身上，

找到了父与子的形象

和故事，经艺术加工，

塑造出了幽默动人的

艺术形象。一幅幅画

面闪烁出幽默与情

趣，表现了纯真的父

子之情与融融的天伦

之乐。

六个和尚  20 世纪 90 年代  方成

1 2 3

4 5 6

1 2

3 4

幽默是智慧的火花。它是使

人发笑的一句话、一种瞬间的表

情与动态、一段小小的故事……

漫画是表现幽默形象的主要

形式。它运用简约、夸张的手

法，强化人物的某一特征，或通

过比拟、象征的方法，提炼概括

出种种画面，从而表现出幽默诙

谐的形象和画面效果，在逗人开

怀一笑之余，给人以启示。

两只大大的

耳朵和瘦长的马

褂，是相声艺术

大师马三立漫画

像的主要特征。

三毛流浪记—炭画黑衣 

1935—1947 年 张乐平

三根活泼的头发是我

国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笔下

三毛形象的重要标志。在

《三毛流浪记》中，画家

用简练的手笔，将孤苦伶

仃、辗转流浪，但又善良

聪明的三毛表现得生动而

感人，并对悲苦冷酷的旧

社会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使读者产生一种笑中有泪

的情感体验。

小胡子、小礼帽、翘头皮鞋

和文明杖，配上幽默滑稽的形

体语言，成为美国喜剧大师卓

别林留在亿万观众心目中永恒

的幽默形象。

1 2

3 4

2  3  

1第     课

儿童的世界

幽默的形象

小提示：我们可

以用漫画的形式来表

现生活中值得称赞或

批评的现象。

决
心 

 
1
9
6
7

年 
 

华
君
武

你认为什么样

的形象才具有幽默

感？

请选择一幅你

最感兴趣的图例，

说说作品的含义和

特点。

一说说



接力（锻铜）

现代　白澜生 

永恒的运转（铸铜）

现代  李象群

挑战（铸铜）　现代　俞畅  掷铁饼者（大理石）  

约公元前 450 年

米隆（古希腊）

大力神海格力斯（铸铜）

1909年  布尔德尔（法国） 

中国女排（不锈钢、铜） 

现代　雷宜锌

体育赛场上运动员矫健的身姿，充满

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人们渴望这蕴含着

无穷的美、凝聚着永恒的力的动感形象能

够在一瞬间凝固。

早在古希腊时人们已可以欣赏到雕塑

这种特殊艺术形式的美感，今天让我们来

体会一下雕塑的形体美和动感美吧！

走向世界（铸铜）

现代　田金铎 

4  5  

2第     课

感人的形象

永恒的动感

请说说你对以上三个

“掷铁饼者”作品的感受

有哪些不同之处，并谈谈

以体育运动为题材所创作

的雕塑作品的美感。

雕塑是造型艺术

的一种，是雕、刻、

塑三种制作方法的总

称。以各种可塑的（如

黏土等）或可雕可刻

的（如金属、石、木等）

材料，制作出各种有

实在体积的形象。

按其形态一般分为圆

雕、浮雕和透雕，按

材质划分为泥塑、石

雕、木雕、铸铜、水泥、

陶等。

崛起（不锈钢） 

现代　黎明

一说说

你           吗知道



“猪儿肥，牛儿壮，鱼儿虾儿满池塘。

鸡儿鸭儿一群群，养殖场里喜洋洋。”

当你读儿歌时，眼前能浮现出动人的画面，那

就是你深刻的感受。

6  

3第     课

美好的家乡

快乐丰收忙 （儿歌配画）

选择一首你喜欢的儿歌，请

用彩色吹塑版画或其他绘画形式，

表现出丰收热闹喜悦的景象。

太湖鹅群（油画） 1974 年  吴冠中

请描述你看到过的

丰收的景象。

同学们一起欣赏、

评论作品，说说哪些作

品最精彩，它们带给大

家什么感受。

评   一评

小花鸭，小白鸭，

脚像扇子扁嘴巴。

唱起歌来嘎嘎嘎，

游到水里捉鱼虾。

小提示：画面安

排得饱满，色彩运用

得浓郁，形象生动活

泼，热闹的气氛就能

表达出来。

7  

学生作品　粒粒珍珠滚进仓

学生作品　丰收了

1. 用铅笔或圆珠笔等硬质画材在吹

塑纸上刻画出图形。

2. 用水粉颜料在吹塑纸上填画各种

色彩。

3. 将卡纸固定并反复压印在吹塑纸

上，使吹塑纸上的造型和色彩转印

到卡纸上。

学
生
作
品
　
养
殖
场

一画画

方法步骤 :



学生作品  擦窗户

学生作品  擦桌子

学生作品  值日

学生作品  大家一起来劳动

4第     课

有趣的生活

今天我值日

8  

请观察同学值日时的情景，把

他们的动作特征表现出来，可以画

单独的人物，也可以表现一个场景。

保持校园的整洁环境，

维护校园的良好秩序是值日

生的责任。

回忆值日时的情景，描

绘出生动的瞬间。

小提示：可以用简单的线条描绘对象，注

意线条要有轻重、虚实、粗细变化，画面才会

生动而丰富。

9  

学生作品

一画画

观察同学值日时的动作特

征，他们的姿态是如何变换的。

看一看

一说说
请选择一幅你最感

兴趣的图例，说说你对

作品的感受。



你喜欢哪些体育比赛？你参加

过哪些体育比赛？比赛场上你追我

赶、奋力拼搏，在你的记忆深处，

一定会有最难忘的一幕。

10  11  

5第     课

有趣的生活

比赛场上
人物动态的各种变化都

是由于头、躯干和四肢的屈

伸及摆动形成的。抓住这些

部位的转折点进行刻画，人

物姿态就能准确生动起来。

请把你记忆深

刻的体育比赛情景和

场面画出来，特别要

表现出人物的动作特

征。

小提示：写生时要抓住从
头、颈、躯干直到着力的脚
所形成的一条动态主线。

学生作品　冲刺

学生作品　起跳入水

决
战
之
前
（
中
国
画
）
　1

9
8
4

年 
 

徐
启
雄

红腰带（油画）　现代　孙九斌

你           吗知道

一画画



有趣的生活

我的美术日记

用心观察，你便会发现

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许多

事情，有趣的、新鲜的、难

忘的……我们不仅可以用文

字记录下来，还可以尝试用

画面表现出来呢！

观察生活，感受生活，

请画出一天中记忆最深刻

的情景，也可以用多格连

环画描述更多情节，表达

出你的所见所想。

地球的红飘带 (连环画 )　1988—1992 年　沈尧伊

欣 赏 优 秀 的 连 环

画作品，什么样的情节

最能吸引你呢？

小提示：美术日记

要记录一天中最精彩的

内容和情景，并配上少

许文字，才会更生动。

6第     课

12  13  

学生作品  我会查字典了

学生作品  美术日记

学生作品  美术日记

学生作品  美术日记

一画画

看一看



学生作品

（材料：毛线、彩纸）

(

材
料
：
碎
布
条)

（材料：橡皮泥、铁丝、牙签等）

（材料：棉花）

（材料：彩纸、彩绳）

不同质地的材料，不同特征的造

型，巧思妙贴一番，呈现意想不到的效

果。毛线变成了绵羊的厚外衣，碎纸条

变成了狮子神气的鬃毛，棉花变成了天

上飘浮的白云……很有创意吧！

学生作品

（材料：枯树皮、瓦楞纸）

（材料：毛线）

（材料：碎纸条）

（材料：铅笔屑、彩纸）

1.用铅笔在白纸上画出图形。

2. 选择相适应的材料贴在图形上。

14  15  

7第     课

巧手创新

巧思妙贴 请选择适合表现并可粘贴

的废旧材料，如各种纸张、废

布料、铅笔屑、枯树皮等，创

作一幅作品。你选择的材料可

要用得巧妙哦！

一做做

方法步骤 :



学生作品

窗户上的彩色玻璃镶嵌画（俄罗斯）

（材料：纸泥、卡纸）

（材料：彩泥、干果、贝壳、鹅卵石等）
（材料：黏土、碎瓷片）

方法步骤 :

1 2 3 4

镶嵌是一种工艺，指把东

西卡在空隙里或嵌进凹陷处。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用这种技

术制作精美的工艺品，还将大

理石、彩色玻璃等材料，镶嵌

在建筑物的墙壁和窗户等地

方，进行装饰和美化。

文明的飞越（陶片镶嵌壁画）　现代　袁运甫

苏州园林的铺地

别具匠心的卵石、瓦片、瓷片等铺地，

是江南园林的一大特色。

将螺钿、金银片、珠宝等名贵材料组合成各种

图案，镶嵌在家具或器具上，是极富中国特色的民

间传统工艺。

嵌螺钿南官帽椅　明代

16  17  

8第     课

巧手创新

巧镶妙嵌

在日常生活

中，哪些地方运

用了镶嵌工艺？

用来镶嵌的材料

很多，方法也多样。

制作一个工艺品或一

幅镶嵌画，要争取做

得与众不同哦！

家
居
镶
嵌
装
饰
瓷
砖

一做做

一想想



  

生活中的编织

编织,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

见，如实用的生活用品、美观的工

艺品。各种线型材料交织缠绕，既

显造型的美，又显材料质地的美。

你的作品将是怎样的呢？

（材料：彩纸、旧报纸）

民间玩具

编织示意图

学生作品

（材料：稻草、彩绳）

学生作品

18  19  

9第     课

巧手创新

巧手编织

请选择身边易取

的材料，编织一件实

用又美观的小作品。

在生活中，

你身边的哪些东

西是运用编织的

方法做成的？

一做做

一说说



巧手创新

10第      课第      课
我的留言夹

小小留言夹，精致又美观。小小留言

夹，留下想说的话。一声问候，一句祝福，

一个叮嘱……小小留言夹，情系你我他。

请利用身边的各种材

料，制作一个独特而精美

的留言夹。（使用工具请

注意安全！）

小提示：可

利用现有的衣夹

或铁丝等材料进

行改造和美化。

夹子编绕示意图

20  21  

1

3

4

5

2

（材料：彩色卡纸、

废旧物、木夹等）

（材料：彩色卡纸、

废旧物、木夹等）

一做做

这 些 精 美 的 留

言夹设计新颖，造型

多样，你喜欢吗？

看一看

学生作品

学生作品

方
法
步
骤
：



巧手创新

11第      课
形态各异的奥林匹克建筑

国家体育场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它的形

态和构造如同一个由树枝编织成的鸟巢，因此又被称作

“鸟巢”，是 2008 年奥运会独一无二的地标性建筑。

国家体育场（2008年　中国北京）

设计者　赫尔佐格、德梅隆（瑞士）

雅典奥林匹克体育场（2004年　希腊雅典）

设计者　卡拉特拉瓦（西班牙）

学生作品

小提示：在构思阶段，可先画出设计

草图 , 以便捕捉住自己的设计灵感。

与同学合作，挑选构思新

颖、易于操作的草图来制作一

个有个性和创意的奥运会场馆。

（使用工具请注意安全！）

欣赏奥林匹克建

筑，说说你还看过哪

些奥运建筑的图片，

做个小小导游员与大

家一起交流。

国家游泳中心（2008年　中国北京）

设计者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澳大利亚PTW建筑师事务所

ARUP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2008年北京奥运会游泳比赛场馆的外

形看似简单的方盒子，外面裹了一层酷似

水分子结构几何形状的泡沫外衣，具有独

特的视觉效果，故名“水立方”。

伦敦奥林匹克体育场（2012年　英国伦敦）

设计者　菲利普·詹森（英国）

伦敦奥林匹克体育场是 2012 年夏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的主场馆。它的外形上窄下宽，酷似一个汤碗，

俗称“伦敦碗”。

雅典奥林匹克体育场是 2004 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场馆。

其精巧通透的超大流线型钢架顶棚，好像在凌空飞翔，是雅典奥运场

馆的标志性建筑。

奥林匹克建筑与奥林匹克运动会

紧紧相连,彰显出体育建筑的文化魅

力。它造型独特，风格各异，将现代

科技与艺术完美相融。它又是一部

凝固的历史，见证和亲历了人类追求

“和平、友谊、团结”的伟大盛事。

22  23  

（材料：泡沫、卡纸、废旧物等）

23  23  

一做做

一说说



一支红色的队伍，

踏上二万五千里的征程，

一首《十送红军》的歌谣，

唱出军与民深深的鱼水情。

方法步骤：

学生作品

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

（江西省于都县）

斗笠

当年苏区红军的生活用品

依依惜别情（油画）　现代　施绍辰

1 2 3 4

（材料：彩纸、麻绳、粽叶）

（材料：彩纸、塑料绳）

24  25  

红色记忆

我编斗笠送亲人

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

里长征，是人类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工农红军以

超人的胆略、顽强的毅力、乐观的精神、炽热的鲜

血与生命谱写了一部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诗篇，在

中国人民心中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

做斗笠得先塑造出

型架，然后再用编织

带、麻绳、竹柳和稻草

等材料缠绕。将编好的

斗笠展示出来，看谁做

得最美。（使用工具请

注意安全！）

请查阅有关资料，说一说当年

工农红军与老百姓之间的感人故事。

12第      课 一做做

一说说

你           吗知道



你想在宣纸上画出生动有趣的水墨画

吗？那就必须掌握规范的执笔方法和用笔

方法。用笔方法分中锋、侧锋、逆锋。用

笔的轻、重、快、慢可形成不同的线条变

化，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
中锋执笔垂直，笔尖正好在墨

线中间，画出来的线条浑圆、挺拔。

侧锋执笔稍倾斜，笔尖不在

墨线中间而靠在一边，画出来的

线条灵活多变。

逆锋执笔逆向推出，画出来

的线条凝滞、苍劲。

中国画的各种用笔方法及轻、

重、快、慢的运笔变化，在传统花

鸟画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学生作品　雨竹图

竹石图（中国画）　清代　郑燮

竹石图（局部）

竹石图（局部）

26  

美的体验

13第      课
水墨画（一）

1. 用淡墨中锋

画竹竿，趁墨

迹未干时用浓

墨点竹节。

2. 从竹节上画

出枝。

3. 画竹叶要分

组，三笔如“个”

字，四笔如“介”

字。组与组之

间相叠成丛。

27  

依
样
（
中
国
画
）
　
近
代
　
吴
昌
硕

一画画
临摹一幅名家作品，

请尝试运用不同的用笔方

法，体验笔与墨有趣的变

化效果。

1

2

3

绘画步骤：



中国画的用墨与用水关系很大。墨与不同分

量的水的巧妙调和，产生出了墨色的焦、浓、

重、淡、清的变化，在画面中能表现出明暗、远

近、质感等笔墨效果。

螃蟹（中国画）　现代　齐白石

墨色的变化

学生作品  猫头鹰

藏原放牧·局部（中国画）　现代  吴作人

听语（中国画）  现代　李苦禅

小鸡的画法

用墨干而淡的效果

用墨湿而淡的效果

用墨湿而浓的效果

用墨干而浓的效果

28  29  

美的体验

14第      课
水墨画（二）

作品中几只牦牛的用墨有什么

变化？产生出什么样的画面效果？

仔细观察画家作品中墨色的

丰富变化，临摹一幅水墨画。你

也可以尝试运用墨色的浓淡和干

湿变化创作一幅水墨画。

1 2 3 4

一说说

一画画

以浓墨和淡墨分别表现一

前一后两只螃蟹，灵活地运用

墨色的干湿浓淡，把螃蟹表现

得栩栩如生。



画什么？怎么画？如何安排画

面才最理想呢？把观察到的东西完

美地表达出来，构图是很重要的。

不太合适的构图

太偏

太小

太散

太满

这幅画的

构图比较合适，

物体的大小和

造型有变化，

位置安排与组

合疏密有序。

学生作品

学生作品

小提示：主体物应放在

画面中心略偏的位置上，这

样既能突出主体，又不会显

得呆板。

静物写生（水粉画）

静物和衣柜（油画）　近代　塞尚（法国）

30  

美的体验

15第      课
瓶瓶罐罐

画静物时首先要进行

构图。将物体安排在合适

的位置上，要注意物体的

大小比例、造型特征和疏

密关系，使画面具有美感。

请观察生活用品或厨

房用品，认识和理解它们

的造型特点，再组合成一

组静物画出来。

你           吗知道

一画画

31  



美丽的鲜花芬芳多彩，

插入瓶中温馨浪漫。

对比强烈的色彩,

有一种强烈的冲击力；

和谐统一的色彩,

给人以平和沉稳的感觉。

运用色彩强与弱的对比，

表达画面的不同美感。

瓶花（中国画）　现代　林风眠

整束花既统一在偏暗的红色

之中，又有深浅不一的色彩变化，

表现出平静、温馨的画面效果。

邻近色

邻近色

对比色 对比色 对比色

向
日
葵 

(

油
画)

　1
8
8
8

年
　
凡
·
高
（
荷
兰
）

小提示：描绘

花卉时，要表现出

花的体积、形状，

处理好花与枝叶的

主次、虚实等组合

关系。

学生作品  窗前的瓶花

橘黄色的向日葵和花瓶，在偏

蓝色的背景衬托下，显得鲜艳夺目。

32  

美的体验

16第      课
瓶花

运用对比强烈或和谐的色彩画一幅花卉静物。

画花时应注意点、线与色块的整体组合，使画面既

丰富又有序。

你为什么喜欢鲜

花，你准备运用哪些

颜色来表现它们呢？

33  

一说说

一画画

学
生
作
品  

美
丽
的
瓶
花



传统的魅力

17第      课
祥瑞狮

你在生活中看过哪些有

关狮子的民间作品？它们有

什么特点？

狮，强大、威猛、无敌，自古便是中国

人心目中的瑞兽，象征着威仪与吉祥。在我

国民间传统的门墩、年画、玩具等各种物品

中，都有狮的身影，它寄托着人们驱邪纳福

的美好愿望。

纸扎·狮头（湖南省湘西自治州）

舞狮灯（广东省佛山市）

布玩具·狮（陕西省宝鸡县）

墙花·狮（陕西省安塞县）

面
花
狮
子
头
（
陕
西
省
合
阳
县
）

白釉点彩狮形灯台
（河南省禹州市）

北
京
故
宫
太
和
殿
前
的
铜
狮

1

3

2

4

舞狮子是我国民间的传统活

动，至今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

每逢重大节日或庆典，人们都要舞

狮助庆，以增添欢乐喜庆的气氛。

34  35  

一做做
一说说

你           吗知道
制作步骤：

与同学合作，请用身边容易取得的

材料做一组舞狮的道具，并进行舞狮子

表演，感受活动的乐趣。（使用工具请

注意安全！）



演员化妆

学生作品（材料：

蛋壳、纸杯、彩纸）

黑脸包公 红脸关羽 白脸曹操 丑 脸

戏曲脸谱多变的

形象，夸张的色彩，

在各种民间美术作品

中得以广泛表现。
社火马勺（陕西省宝鸡县）

36  37  

传统的魅力

18第      课
戏曲脸谱

临摹几个脸谱，做成面具戴起来。也可以画在

纸杯、蛋壳或鹅卵石等材料上，成为一件有特色

的小工艺品。

脸谱是中国戏曲独有的图案化的性格化

妆，一般用于净、丑角色，具有以象征寓意

为手段，强化角色性格的艺术特征，成为中

国戏曲在世界剧坛上独放异彩的鲜明标志。

听见阵阵锣鼓响，各种人物来登场。

黑色包公最无私，红脸关羽是忠良。

阴险曹操白面孔，舞台一片闹洋洋。

一做做

你           吗知道

方法步骤：

1

3

2

4

提线木偶（福建省漳州市）泥塑（山东省苍山县）



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

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

汇集成绚烂多彩、风格多样的

中华服饰。他们或斑斓厚重，

或丰富华丽，或简洁朴美，最

为完整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

慧和审美理想。

傣族傣雅姑娘服饰（后观）

布依族少女的布头饰

按民族习俗，头上

所缠绕勒条的数量，代

表了少女的年龄。

汉族妇女绣花衣

这种绣花衣多在节日庆典中穿着，上面绣

满花卉、虫鸟等图案，象征吉祥如意。

龙纹衣袖花

银帽

维吾尔族服饰

藏族服饰

苗族妇女服饰

银帽是苗族服饰的

标志，装饰图案以龙凤

花卉和象征吉祥的植物

为主，寓意高贵、华美。

刺绣是苗族最普遍的衣饰艺术，表

现内容有各种动植物和民间故事，手法

夸张，极富装饰味。龙是苗族衣饰图案

中的永恒主题，具有丰收、兴旺的寓意。

学生作品

（材料：彩纸等）

各民族人民欢聚在一起

38  39  

传统的魅力

19第      课
民族服饰

多变的款式、鲜艳的色彩、丰富的装饰纹

样、精巧的戴饰，构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

中国服饰文化。织锦、刺绣、挑花、蜡染等民

间工艺，在服饰上被充分地展现出来。美丽的

民族服饰蕴含了各民族的风俗、礼仪和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

你最喜欢哪些民族的

服饰？这些服饰的款式和

色彩搭配有什么特色？

一说说

你           吗知道



学生作品

1 2 3

（材料：彩色皱纹纸等）

动手裁剪之前，要量好衣服的长短、大小尺寸，这样服饰

穿戴起来才会合适。

美术和音乐都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

用我们自己制作的乐器、设计的布景和服装来组织一

场小型音乐会，多么有趣！

学生作品

41  

我们来合作

20第      课
快乐的小乐队

40  

 选择合适的材料,采取分组合作的

形式，制作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

和配饰。（使用工具请注意安全！）

 举办一场民族服饰表演会，展示

出自己设计制作的民族服饰。

把空的金属筒蒙上布，画

一个可爱的小动物，就变成了

一个漂亮而又可以敲响的鼓了。

装了豆子的易拉罐能晃出

奇妙的声音。

装饰一组玻璃瓶，再装不

等量的水，可以发出高低不同

的声音，就是漂亮的“编钟”了。

（材料：卡纸、锡箔纸等）

一做做

你           吗知道

（材料：金属筒（罐）、玻璃瓶、布等）



乐器在我们手中诞生了 大家一起画布景 化一个有趣的妆 换上自己设计的服装，演出开始了

掌声不断，快乐无限

鼓

编钟

快板

响铃

砂锤

这些是舞

台上演奏用的

打击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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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还能利用什么材料制作出可以演奏的

乐器。

 装饰和美化乐器，使它们变得漂亮又可爱。

 编个小小童话剧，自己画布景、做道具，

又演又奏，可有意思呢！

一做做



堂对话课

堂对话课

堂对话课

我觉得很有趣的课

自我评价

我的小建议

我觉得很有趣的课

自我评价

我的小建议

我觉得很有趣的课

自我评价

我的小建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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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        危佩丽    熊雪琴  
郭晨茹    周    巍    阮秀萍
平    蕾    徐    玫    熊亚琼

本册课件制作人员
危佩丽    姚        熊雪琴
周    巍    阮秀萍    黄    珊
李    丹    熊亚琼

江西美术出版社教材编委会

学   校：

班   级：

姓   名：

学   校：

班   级：

姓   名：

学   校：

班   级：

姓   名：



定价：5.75元
批准文号：赣发改价管[2020]602号
价格举报电话：12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