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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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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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设计

儿童美术馆

小实验

第          课
色彩的对比与和谐 1

红和绿，

黄和紫，

蓝和橙，

都是强烈的

对比色。

对比的色彩

给人鲜明、

有力、

刺激的感觉。

●无论是绘画、设计，还是生活用品的色彩，对比与和谐都不可少。只是有的偏对比，有的偏和谐。如果以

和谐色为主，适当加上对比色因素，作品的色调就会显得既统一又生动。如果觉得色彩对比过于强烈，使人

感觉不和谐，可以用适当降低色彩的纯度或明度以及调整色彩面积等方法进行调整。

●在阳光下盯住一大块鲜艳的红色或绿色或紫色或橙色，10秒钟

后，视线再猛然移到白纸或白墙上，看看眼前会产生什么现象？

●拿两块相同的鲜艳红色或绿色或紫色或橙色纸距眼前一尺远，分

开一厘米的缝隙，眼睛从缝隙中看较远处的白纸或白墙，看看会产

生什么现象？

●将红与绿、橙与紫等对比色彼此分开再彼此并列，观察这些颜色

会发生哪些有趣的变化，并找找原因。

营
业
台

菜
肴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水彩色）

知识窗

学
生
作
品
（
水
粉
色
）

●用相互和谐的色彩作画，可

以表现颜色相近的景物和柔和

的情感，并形成色彩统一的画

面。用对比的色彩作画，可以

表现阳光灿烂的日子、五彩缤

纷的景物和强烈激动的情绪。

老师的话

统
计
图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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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民艺坊

第          课
色彩的对比与和谐1

●观察自然界和生活中见到的对比色

与和谐色，讨论它们各自的特征。

●用水粉色练习调配几种对比色与和

谐色。可以参考或改画例图，也可以

用对比色或和谐色进行创作。

服
装手表

你能看出例图的色彩哪些偏于对比、哪些偏于和谐吗？

童车

民间社火表演中有对比色

●影响画面色彩对比与和谐的因素很多。除

了色相的对比与和谐之外，还有色彩的纯

度、明度、面积等因素。

●设计师常常用金、银、黑、白、灰这些颜

色使作品的色彩更加和谐。和谐色并不都是

灰暗的颜色，它们常常也是非常明快的。

走进大自然

知识窗

蓝和绿，

红和橙，

紫和红，

是色相较接近、

关系较和谐的色彩。

和谐的色彩

给人协调、柔和、统一、

层次丰富的感觉。

学习建议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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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博物馆

第          课2穿穿编编

原始人类的早期生活

就和穿、编有关。

各种材料编织的物品，

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它们不仅实用，

而且洋溢着朴素的美感。

约
七
千
年
前
的
席
子

约
七
千
年
前
原
始
先
民
编
席
的
纹
样

    七千年前的原始先

民已经学会了用自然植

物编织各种图案的席子

了，在当时陶器的底部

也发现了席子的印纹。

走进民艺坊

知识窗

    在 文 字 发 明

前，人类祖先用编

织的绳子打上不同的

“结”来记录大小事

情，历史上称之为

“结绳记事”。

“结绳记事”示意图

    约六千年前

的彩陶上就有绳

子的编织图样。

    约四千多年前的

彩 陶 上 有 穿 编 的 图

样，它们是织物还是

捕猎的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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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穿穿编编2

三
千
多
年
前
草
编
提
篓

    古人将吉祥

的中国结拴在美

玉上随身佩挂。

    六千年前人们将

葛、麻等植物制成纤

维，并用腰机纺成布，

有些少数民族现在还在

沿用这种方法。

六千年前的麻布遗物

一
千
七
百
年
前
的
织
物

古
代
民
间
纺
机

原
始
经
纬
线
纺
织
示
意
图

用腰机纺织

    源源不断、川流不息的吉

祥图案被雕刻在了玉石上。

走进大自然
 

 

织
巢
鸟
用
穿
编
的

方
法
建
造
鸟
窝

玉
饰
牌
（
辽
代
）

唐
代
妇
女
发
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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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穿穿编编 2
儿童美术馆

①画底稿 ②刻出横的或竖的小口

③剪下比小口子

略窄的纸条

    顺着画的线

剪出口子，再用

其他颜色的纸条

穿编是一种简单

的穿编法。

④用纸条上下穿编

⑤将穿好的纸条向

上挑起成弓状，再

将纸条两头在纸的

反面固定

⑥漂亮的作品完成了

●欣赏古今生活中见到的

穿编物品。说说图例中不

同的穿编作品美在哪里。

●选用色纸和布条、线绳

等材料进行穿编练习，可

以模仿例图做，也可自己

创造方法做。

学习建议

壁
挂

走进民艺坊

学
生
作
品
（
废
纸
）

学
生
作
品
（
绳
子
、
废
布
）

    享誉中外的南

京云锦是丝绸织绣

业的顶尖技艺。

古代提花织机专纺各种珍贵的锦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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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2 穿穿编编

北京奥运会鸟巢体育馆

    先在纸盘、纸盒上绕上线，

用胶水固定后进行穿编。

生活中的设计

竹
编
艺
人

办
公
楼

凉鞋

靠椅

女同学的辫子有各种编法



8

儿童美术馆

第          课
下雨啰 3

下雨啰！下雨啰！

我们莫名其妙地欢喜。

撑开伞，

披上雨衣，

好像在做游戏。

●你能解释下雨这种自然现象吗？

观察小雨、大雨、雷阵雨的不同景

象。说说自己对雨的感受？

●选用各种工具材料，表现下雨的

景象和自己的感受。

心灵手巧

●我们用棉花、瓦楞

纸等废旧材料撕贴、

绘制出下雷阵雨的景

象，动物和人物是画

好后剪下来，再让它

们 立 起 来 的 ， “ 地

面”上的“小水坑”

是用锡纸做的。

同学的话

学习建议

学
生
作
品
（
铅
笔
、
水
彩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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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下雨啰3

学生作品（色纸、彩色铅笔）

学生作品（雨伞、纸条）

●立体的雨点和雨伞不是贴上去

的，你猜是怎样做出来的？

舞台表演

访问艺术家

风雨（油画）现代  卢梭（法国）

风雨（水彩）现代  霍克尼（美国）

敦煌壁画（唐代）

同学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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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设计

儿童美术馆

第          课4纸卷魔术

学生作品（色纸）

学生作品（色纸）

现代服装设计

牛

狮子

鳄鱼 学生作品（废旧纸张）

●准备色纸和各类废旧纸张，以及剪刀、小刀、胶水或双面胶带等工具。

●可以模仿范图做，也可以自己设计造型。

学习建议

室内装饰

学生作品（色纸） 卷得细，成瘦子，

卷得粗，成胖子。

上边小，成帽子，

下边大，成裙子。

卷一卷，真有趣，

卷什么，想仔细。

小鸟



11

第          课4 纸卷魔术

学生作品（废旧纸张）

师
生
合
作
作
品
（
图
画
纸
）

小
乐
队 学

生
作
品
（
色
纸
）

鼠

风从这座现代雕塑穿过会发出美妙的声音

小狗

现代雕塑（金属）

一个卷儿是身体，

加个卷儿成鼻子。

剪了几下变头发，

添上几条成胡子。

亚历山大·利伯曼（乌克兰） 

访问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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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第          课
套色纸版画 5

学游泳 学生作品

①

②

③

艺术的园地

总是一步步扩大。

有了单色的纸版画，

就逐渐出现了

拼版套色

和分版套色

的纸版画。

（
两
套
色
）
多
版
多
色
的
纸
版
画
步
骤
图

学生作品

学
生
作
品

学
生
作
品

小
狗

厨房用品

母
女
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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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套色纸版画5

滑板

●①多版多色的套印方法需要

制作多张底版，分别在各分色

版上滚上不同的颜色，按先后

顺序印制。

②分版套色时，要在印版和印

纸的边角对应处做上标记，以

保证套印准确。

（
多
套
色
）
多
版
多
色
的
纸
版
画
步
骤
图

①

②

③

④
⑤

●我们将纸版画印在衣服和靠枕上，你也可以试一试。

学生作品

老师的话

心灵手巧

学生作品

●自由选择一版多色或多版

多色的方法创作纸版画。

学习建议

③等一版上颜色干透，再套

印另一版。也可在半干时就

套印，以获得特殊效果。

④ 可 以 用 印 刷 油 墨 进 行 油

印 ， 也 可 用 水 粉 色 和 水 彩

色、中国画颜料、生宣纸或

过滤纸进行套色水印。用水

粉色作业时，可在水中加入

适量的甘油，防止颜色干得

过快。

⑤套色水印法是将纸盖在印

版 上 ， 用 喷 壶 将 纸 适 当 喷

湿，覆上一层报纸，然后逐

步揭开部分印纸，再在底版

上涂色，一步步磨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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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第          课6鸟和家禽

喜欢画鸟，

爱它们美丽的羽毛。

得先把

蛋形的身体、

圆圆的头和眼睛、

三角形的嘴画好。

还有脖子、翅膀、

爪子和尾巴的

形状、长短、大小，

都要好好比较。

●观察动物园、花鸟

市场、家养或影视作品

中的鸟和家禽，选择你

觉得最美的画出来。

●表现出不同鸟类、

家禽的外形、色彩和

动作特征。

●也可以用色纸或废

纸撕贴表现。

学生作品（铅笔）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色纸、废布）
●你知道世界上有哪些受保护的珍稀鸟类吗？

生活中的设计

食品包装

鸡

小鸟

电话

学习建议

剪刀

水壶

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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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6 鸟和家禽

●画鸟儿和家禽，常会

画得站不稳。你只要仔

细观察，适当调整两条

腿的高低位置即可。

学生作品（色粉笔）猫头鹰

鹅

鸵鸟

知识窗

    恐龙绝灭后，一种高约三米的

巨鸟称霸过地球，被称为原鸟。

学生作品（纸贴画）

学
生
作
品

老师的话

台灯

手
提
袋

鞋孔
雀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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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博物馆

儿童美术馆

第          课
鸟和家禽 6

学
生
作
品
（
铅
丝
、
废
纸
）

用铅丝做骨架，上面裹上胶带，再贴上各种纸张，鸟就做成了。想想看，鸟怎样才能站得稳呢？

●用各种材料来做鸟或家禽。

●可以几位小朋友分工合作。

●把大家的作品聚集在一起，成为“百鸟园”，大家一起来欣赏评点。

●自由飞翔的美丽鸟儿是自古迄今人类喜爱和崇拜

的对象，它们的模样出现在历代文物和用品上。

小窍门

① ② ③ ④

学习建议

瓷钵（晋代）

同学们的作业

是可爱的艺术品。

自然的美，

带来发现的惊喜；

艺术的美，

带来创造的乐趣。

陶鹰尊（新石器时代） 青
铜
鸮
（xiāo

）
尊
（
商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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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鸟和家禽6

学生作品（黏土）

学生作品（黏土）

陶鸟哨（清代）

玉鸟（汉代）

知识窗

    科学家已经研究出人工智能鸟，

它们可以像真的鸟一样自由飞翔。

●这是黏土做鸟的方法步骤图。你还有其他方法吗？泥工作品要烧制就要做成空心的，你知道原因吗？

① ② ③ ④ ⑤

学生作品（玉米）

学生作品（玉米）

鸟壶（古印加文化）

镀
金
铜
鸟
（
古
印
加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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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第          课
我是一只小小鸟 7

生活中的设计

套上大人的衣服，我们变成了企鹅。

饮
料
包
装

背
包

动
画
片

学
生
作
品
（
废
旧
材
料
）

●科学家说鸟是恐龙的后

裔，它们是一种和人类生

活 习 性 最 相 近 的 脊 椎 动

物。哪个地方生存着鸟，

那个地方的生态环境一定

很好。

●鸟是天生的歌唱家，它

们的鸣叫，有时是在交流

信 息 、 有 时 是 在 沟 通 感

情、有时只是自娱自乐。

知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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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我是一只小小鸟7

●可以选取各种材料，把自己化装成鸟儿，进行游戏、表演。

●还可以分别化装成老鹰、母鸡和小鸡，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挑战台

谁都希望，

像鸟儿一样

自由地飞翔，

像鸟儿一样

动人地歌唱。

假如我

是一只小小鸟，

会是怎样的模样？

学习建议

狂欢节帽饰

挂
钟

商品包装
杯子

儿
童
服
装

还认识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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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鸟的纹样 8
走进博物馆

大尾巴能不能更大？

长嘴巴能不能更长？

在鸟儿天然的美丽上，

加上规矩整齐的花样。

虽然不是真实的形象，

却也展示奇思妙想。

战国深衣服装上的鸟纹样织锦

深衣（战国）

约五千五百年前的玉鸟

青铜簋（guǐ）和拓片（西周）

凤袍图案（明代）
彩陶（汉代）织

锦
（
唐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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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鸟的纹样8

儿童美术馆

走进民艺坊

狂欢节上的鸟模型

生活中的设计

学习建议

●创造鸟的纹样，既要参考真鸟的形状、颜色，又不要受

它的束缚。大胆夸张变形，并注意点、线、面的搭配。

学生作品（彩色铅笔、水彩色）

学生作品（油画棒、水彩色）

贺卡

盘
子

花
布

图形设计

图
形
设
计

苗
族
绣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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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第          课
水墨画鸟 9

●根据自己写生的鸟和

家禽，或根据图片、影

视资料，用水墨画鸟或

家禽。

●向艺术家学习，要选

择那些公认的经过历史

检验的经典作品，既可

以临摹，也可以改画。

每一团渗化开来的水墨，

都让人想起鸟儿毛茸茸的羽毛。

用最动人的墨痕，

表现大自然最可爱的创造。

朱耷

猫
头
鹰
（
局
部
）
（
中
国
画
）
现
代

鸟（局部）（中国画）  清代

林
风
眠

学生作品（水墨）

学生作品（水墨） 学习建议

访问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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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水墨画鸟9

●鸟在古代生活用品上活灵活现。

走进博物馆 吉州窑罐（宋代）

学生作品（水墨）

学生作品（水墨）

学生作品（水墨）

学生作品（水墨）

小窍门

●画鸟儿的眼睛、嘴和爪子时，用水要少些，以免

过于渗化。

●在宣纸上作画，当第一遍水墨未干时即在上面画

第二遍，使水墨产生渗化交融的效果，这种方法叫

“破墨”。常用的破墨法有：浓破淡，即用浓墨加

在未干的淡墨上；淡破浓，即先画浓墨，未干时用

淡墨画第二遍。点、线、墨块、干擦，在破墨时可

交替使用。

学生作品（水墨、国画色）

鸭子（中国画）现代 陈子庄

●向画家学习时，既

要学习、借鉴他们的

方 法 和 表 现 风 格 ，

也可以加上自己的观

察、想法和情趣。

老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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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设计

第          课
巧包装 10

鞋
类
包
装

抽
纸
盒

现代社会的眼球，

永远追求新奇。

新的商品层出不穷，

商品包装日新月异。

你的包装设计

是否既美观，

又富有创意，

还更有情趣？

●大胆评论在生活中见到的优秀商品包装和俗气

低劣的商品包装，给它们提提改进的意见。

食
品
包
装

快
餐
包
装

食品包装

文
具
包
装

食品包装

老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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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巧包装10

●有人说商品只要货真价实，

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也有人

说，商品只要包装得吸引人，

就能畅销。你的看法呢？

辩论角

食
品
包
装

食
品
包
装

饮
料
包
装

礼
品
包
装

商品包装

服装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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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巧包装 10

儿童美术馆

●用各种材料设计制作一个商品

小包装。

●可以几位同学合作完成作业。

●开个包装设计展示会，请大家

提出宝贵意见。

●欣赏设计师的奇思妙想，大胆

说说这些商品包装的巧妙之处，

还可以给它们提提意见。

学习建议

学
生
作
品
（
废
材
料
）

学
生
作
品
（
废
纸
盒
）

师
生
合
作
作
品
（
色
纸
）

学
生
作
品
（
废
纸
盒
）学

生
作
品
（
废
纸
盒
）

学
生
作
品
（
废
纸
盒
）

乳
品
包
装

礼品包装

糖
果
包
装

抽
纸
盒

礼
品
包
装

抽
纸
盒

①

宠
物
食
品
包
装

②

生活中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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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巧包装10

●我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做

出许多包装的方案，然后挑选其

中巧妙的构想完成作业，老师称

我们是优秀的包装设计师。

学生作品（废纸盒）

运动鞋盒

食品包装

糖果包装

①

牛奶包装

饮
料
包
装

食
品
包
装

②

③

同学的话



28 对比的艺术
第          课11

事物因对比而特色鲜明，

艺术因对比而分外动人，

对比让节奏更鲜明、画面

更强烈，语言更单纯。

    精致的昆虫和粗放的枝叶形成了粗细对比。

    柔软与尖利的对比

    除了鲜明的色彩对比之

外，还有哪些对比呢？

方和圆的对比    

柔
细
的
长
线
与
一
团
墨
块
的
对
比
，
疏
密
也
有
对
比
。

水
墨
小
品
（
中
国
画
）
现
代

天
山
积
雪
（
中
国
画
）
清
代

鲜
艳
的
红
斗
篷
与
素
净
的
雪
山
对
比
鲜
明

●欣赏艺术作品，说说其中运用

了哪些对比。

●运用对比原理创作一幅画。

学习建议

齐
白
石

华
喦

水墨小品（中国画）现代 齐白石

马蒂斯（法国）剪纸  现代

米罗（西班牙）星星（油画）现代



29对比的艺术
第          课11

厚
重
与
纤
巧
、
沉
稳
与
灵
动
的
对
比

你在下面两幅作品中发现了哪些对比？大胆说说看。

老师的话

●对比是美的要素。我们学过肌理的对比，点、线、面，黑、白、灰，色彩的冷暖等对比。此外，你还发现

了哪些对比？

●有时候对比十分强烈，有时却十分微妙，你能举例说明吗？

走进大自然

    摄影家不仅捕捉大自然中光与影的明暗层次对

比，还有色彩冷暖、物体大小以及点、线、面的对

比。到大自然中去吧！你也能找到。

招
贴
画

木
刻
画

猜猜看

毕加索（西班牙）杂技（油画）现代

米罗（西班牙）

风景（油画）现代
享德瓦瑟（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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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第          课
儿歌与童话 12

动人的儿歌，难忘的童话，

它们伴随着我们渐渐长大。

一定要给它们配上图画呀！

让美好的童年在心中留下。

学
生
作
品
（
油
画
棒
刮
画
）

学生作品（铅笔、水彩色）来到小人国
爱
叫
的
公
鸡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童话和儿歌？把它画

出来。要画出文字所传达出来的情趣哟。

●也可以自编儿歌或童话，然后配画。

学习建议

小窍门

●油画棒刮画：先

用浅色油画棒在纸

上涂，再用深色油

画棒涂一层，最后

用废圆珠笔在上面

划出各种形象。

生活中的设计

盘子
T恤衫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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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儿歌与童话12

学
生
作
品
（
铅
笔
、
水
彩
色
）

狐
狸
和
仙
鹤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童话和儿歌？把它画

出来。要画出文字所传达出来的情趣哟。

●也可以自编儿歌或童话，然后配画。

访问艺术家

童话故事（水粉画）现代  江建文

球鞋

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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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最快的作品

大千世界

发现了精彩的瞬间，

美丽的画面立即呈现。

只需手指轻轻按下，

摄影真是神奇、简便！

●传统相机分为基本的

三部分：一是镜头（或

者小孔）；二是密闭的

盒子；三是平直地放置

感光材料的地方。有了

完整的三部分就可以拍

照了。

●现在的数码相机，不

再使用胶卷，照片保存

在储存卡里。

照相机的成像原理和眼睛看东西的原理大致一样

快门释放钮

 显示屏  开关

 功能键区

放大缩小键

 闪光灯

 镜头

知识窗

●各种造型奇特的相机是小朋友的最爱。

同学 学生作品

13



33

第          课
最快的作品

●想拍好照片，需要一双敏锐的眼

睛，能够发现生活和大自然里的精

彩瞬间。还需注意画面的构图布

局、光影的处理、色彩的搭配以及

巧妙的裁剪。你需要大胆尝试。

上
学 

学
生
作
品

亲人 学生作品

学习建议

儿童美术馆

奇思妙想

这张照片是怎样拍摄出来的呢？

老师的话

●欣赏研究摄影大师和摄影记者的优秀作品，

分析这些作品的取材、构图、色彩和用光，说

说它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拍拍风景、老师同学和亲人。

●举办小型摄影展。

访问艺术家

    将中国画的元素应用到摄影上

是摄影家郎静山作品的特色。

独立寒秋（摄影）现代 郎静山

致命邂逅（摄影）现代 陈坤荣

13



34 听音乐画音乐
第          课14

在艺术王国里，绘画和音乐

是关系亲密的好兄弟。

音乐向绘画借来了“音色”，

绘画向音乐借来了“调子”。

今天我们来

用色彩的旋律，点线的节奏

表达听音乐的感受。

钢琴曲 学生作品（水粉色）

四重奏 学生作品（水粉色）

●欣赏钢琴、小提琴、二

胡、竹笛等乐曲，还可听

听 民 乐 合 奏 、 交 响 乐 、

协奏曲等规模较宏大的乐

曲，用点线、形状和色彩

表达你的感受。

●也可画你喜欢的歌曲。

●可以出示表现某种乐曲

的图，让大家猜猜表现的

是什么，和自己的意图是

否相近？

●互相观摩、互相评论，可

邀请音乐老师或音乐家参加

讨论。

大千世界

儿童美术馆

●使用电脑软件播放你喜欢的音乐，打开可视化效果窗欣赏各种变化的图形。

●也可以按下键盘上的“拷屏”键，用电脑软件粘贴、裁剪图形，然后再用电脑绘画工具进行添画或改画。

知识窗

●电脑软件将音乐声音的振动转化为可以看到的

有趣图像。

访问艺术家

特罗斯勒 （瑞士）

吉它曲（招贴画）现代

学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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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吹气投篮
第          课15

学
生
合
作
作
品
（
图
画
纸
、
水
粉
色
）

学生合作作品（卡纸、水粉色）

先做好这些

有趣的“篮”，

让我们来做个

小小的游戏：

对着小球吹口气，

比一比，

哪一位有最高的

命中率。

●可以利用放衬衫的盒子和其他废旧

材料，在盒盖的反面制作、粘贴各种

有趣的小篮子。再用锡纸或泡沫塑料

做成小小的球。分组或单个比赛，看

谁吹气投篮的命中率最高。

●注意调节球的轻重大小，调试吹管

的位置与篮的距离。可以挑选粗细不

同的吸管做吹管。 

请高年级的大哥哥做个示范！

35听音乐画音乐第          课14●使用电脑软件播放你喜欢的音乐，打开可视化效果窗欣赏各种变化的图形。

●也可以按下键盘上的“拷屏”键，用电脑软件粘贴、裁剪图形，然后再用电脑绘画工具进行添画或改画。

师
生
合
作
作
品
（
废
旧
材
料
）

学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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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变戏法的纸盒
第          课16

学生作品（废纸盒、毛线）

纸盒向动物靠近，

动物向纸盒变形。

糅合了两种特征，

产生了奇妙的造型。

学
生
作
品
（
废
纸
盒
）

●自编演出角本，然后让选出的

演员穿戴起纸盒道具进行表演。

别忘了在纸箱上开出眼睛和双臂

能穿过的孔洞。

奇思妙想

同学的话

●收集大小、形状、色彩各异的

废纸盒及各种材料。

●通过粘贴、拼装、绘制做出各

种造型。可以用快干胶、胶带纸

等来黏接。充分利用纸盒原来的

外形进行联想和创作。

学习建议

学
生
作
品
（
废
纸
盒
）

学生作品（废纸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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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16

学生作品（废纸盒、瓶子）

●纸盒抽动以后，效果一定要出人意料。

你的想象有哪些呢？

老师的话

学生作品（废纸盒）

学生作品（废纸盒）

学生作品（废纸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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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16变戏法的纸盒

④
用
塑
料
绳
穿
过
纸
洞
。

②
用
美
工
刀
和
剪
刀
裁
剪
纸
盒
。

⑤将绳子捆紧。

⑥
用
胶
枪
黏
接
纸
板
。

③裁纸板时注意刀和纸的角度。

⑦用订书机也可以连接小的纸板。

师
生
合
作
作
品

学生合作作品

挑战台

①
用
剪
刀
在
纸
板
上
戳
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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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16 变戏法的纸盒

●用美工刀裁纸板时，要

注意刀和纸的角度。

●用快干胶、宽胶带、胶

枪、订书机连接较小的纸

板，而连接大的厚纸板则

要用剪刀或锥子先在两块

纸板上戳出小洞，再用塑

料绳将它们捆结实。

⑦用订书机也可以连接小的纸板。

剪剪贴贴，

拼拼装装。

方正的盒子

不再方正，

简单的形状

变了模样。①先将设想画在纸上。

在搭成的迷宫或建筑中做各种游戏

学生作品

学生合作作品

②经过研究，确定方案。

③在纸盒上画些有趣的图形。

④大家分工合作完成作品。

小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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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设计

儿童美术馆

字的联想
第          课17

书
架

封
面
设
计

大
门

祖先创造文字，

是从生活和自然中得到的启示。

文字的笔画和结构，

都与万象紧密联系。

扬起你想象的翅膀，

重新创造出如画的文字。

知识窗

面
馆

学生作品（铅笔）

学生作品（彩色水笔）

学
生
作
品
（
彩
色
水
笔
）

用电脑软件可以使汉字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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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思妙想

字的联想
第          课17

●进行汉字的联想装饰。

●你能将学到的本领应用到板报

设计和其他宣传活动中去吗？

未来建筑

公
益
招
贴
画

展
览
海
报

雨伞

折

走

杯子

●远古先民将自然和生活中见到的场景、事物和现象

转化成各种图形符号用来交流思想、记录语言和发生

的事情，这种符号经过千百年的演变，渐渐成了现在

的文字。象形文字是早期汉字的一种，它出现在三千

年前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是较为成熟的早期汉字。

学习建议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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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罐和壶（一） 18
陶鬶（guī）

 （新石器时代）

●自从原始先民发现黏土经过火

烧后，会变得更坚固，制陶工艺

就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陶罐（魏晋）

人形壶（宋代）

自从人类用黏土制陶，

罐和壶就是其中主要。

几千年来材料、造型

不断更新，

罐和壶是人类

离不开的生活用品。

人
形
罐
（
古
代
美
洲
）

陶
罐
（
古
代
美
洲
）

约二千八百年前

陶壶（意大利）

青铜鸟尊（商代）

走进博物馆



43罐和壶（一）
第          课18

现代陶壶

现代陶壶奇思妙想

被老一套框住，

你很难别出心裁，

只有开辟与众不同的思路，

才能创造出人意料的精彩。

现
代
陶
壶

现
代
搪
瓷
壶

到
博
物
馆
去
参
观
学
习

现
代
陶
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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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术馆

第          课
罐和壶（一） 18

学生作品（黏土）

学生作品（黏土）

学生作品（铅笔）

访问艺术家

毕加索（西班牙）壶（陶艺）现代

学
生
作
品
（
黏
土
）

学生作品（黏土）

从原始到现代，

罐和壶千姿百态。

古时有古时的情趣，

现代有现代的风采。

你做的罐和壶，

属于哪个新“流派”？

●画一画生活中造型有趣的罐和壶。

●可以到博物馆或商店去寻找、欣赏，

并描绘造型奇特的罐和壶。

●可以用黏土模仿例图做一做壶。如果

有自己的创意就更好了。

学习建议



45

走进博物馆

第          课
罐和壶（二）19

紫砂壶（清代）

紫砂壶（清代）

●传统紫砂壶有各种优雅简洁的造型，有的紫砂壶上刻、画了许多

引人入胜的文字和图画。紫砂土以紫红色为主，还有被称为“五色

土”的有色砂泥，艺人巧用它们做出了各种仿生造型，惟妙惟肖。

古代紫砂壶进传统龙窑，经一千度的高温烧制而成。

提梁紫砂壶（清代）

提
梁
紫
砂
壶
（
清
代
）

紫
砂
壶
（
清
代
）

紫
砂
壶
（
清
代
）

紫砂壶（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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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罐和壶（二） 19
走进民艺坊

用
传
统
的
泥
板
成
型
法
制
作
紫
砂
壶
的
步
骤
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宜兴产含铁量较高、色泽多

呈紫红色的陶土，被称为紫砂

泥。用它制成的茶壶，透气保

温，沏茶后长久保留茶香，不

易变馊。古代紫砂壶造型朴实

大方，色泽沉静，常常集诗、

书、画、印艺术于一身，是实

用性与艺术性兼备的工艺品。

闻名世界的紫砂壶于宋代在江

苏宜兴烧制成功，明清两代达

到顶峰。

知识窗

寻找紫砂泥矿，并亲自在紫砂上画画、刻刻，体验紫砂壶工艺的奥秘。

现代紫砂壶

● 欣 赏 古 代 经 典 紫 砂

壶，说说它们和其他壶

相比有哪些特色。

●可以用黏土模仿例图

做做壶。

学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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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和鱼儿，

在彩陶上慢慢变了形象。

单看最后的模样，

谁又能猜出，这是从哪里变出的纹样。

●考古发现，制作彩陶的

先民住在水边，已经会结

网捕鱼、农田耕作和养殖

生畜了。大胆猜猜，彩陶

纹样和他们的生活、劳动

有哪些联系？

约六千六百年前的彩陶

约五千八百年前的彩陶

约五千年前的彩陶罐

    约四千五百

年前的彩陶罐

    约四千六百

年前的彩陶罐

走进博物馆

彩
陶
上
鱼
纹
样
的
演
变
过
程
图

彩
陶
上
鸟
纹
样
的
演
变
过
程
图

    通过比较，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秘

密：一些晚期彩陶上简练的几何形纹样是

从早期彩陶上的具体形象演变而来。联想

汉字的演变过程，说说你的想法。

知识窗

●最初认为彩陶上的纹样是为装饰陶器而画，研究后专家发现，它们

和当时的天文地理、祭祀崇拜、生育后代、劳动生活有密切关系。

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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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的纹样简洁、大方，黑、白、灰、点、线、面和疏密安排得当，

六千年前的先民已经具备了不逊于今人的审美能力，专家推测当时人们

用动物的血和矿物颜料进行绘画，已经有了类似毛笔的绘画工具。

    繁殖力强的青蛙和

鱼类被原始先民视为多

子多福的象征，彩陶上

画的是人还是青蛙？专

家们各持己见。

    原始先民将花卉作为自

己部落和氏族的标志，据说

现在的“华”姓可能是原始

“花”姓部落的后裔。

约
六
千
年
前
的
彩
陶
缸

约
六
千
年
前
的
彩
陶
壶

    约四千三百

年前的彩陶罐

走进博物馆

①先在纸上画出

有纹样的彩陶。

②

③贴好后，在里

面用软纸塞上。

    模仿彩陶的模样做半立体的彩陶，还

可以在上面绘画，或用色纸粘贴。

②剪下画好的图，留

出供粘贴的小角。

④做成的半立体的

彩陶可以放东西。

儿童美术馆

①

●说说对各种彩陶纹样的认识和看法，对

专家的看法也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同学间

的不同看法可以辩论。

●可以将自己画的彩陶剪下来，贴一贴做

成半立体的作品。

学习建议

    侧面看和俯视

彩陶有不同的美感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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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  和谐●灰暗  明快●社火表演●美感●壁挂●套色纸版画●刻撕纸版画●破墨●墨

痕●包装设计●元素●图像●摄影●节奏●生宣纸●构图布局●色彩●用光●紫砂壶

●通过本册教材的学习，你理解了以下哪些词汇并能用它们来表述自己或他人的作品呢？美术词汇

●你能用在美术课上学到的本领为生活和学校艺术节等活动服务吗？

●你能用草图设计一些生活用品吗？在设计活动中，你感到设计活动与绘画、泥塑、纸

工活动有哪些联系？哪些区别？

●你了解哪些美术表现形式？能运用计算机、照相机收集处理素材，进行艺术表现吗？

●你学会用毛笔画水墨画了吗？你能体验并说出水墨画的风格、美感与情趣吗？

回音壁

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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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彩色铅笔、色纸、废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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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