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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艺术课堂！

经过数年的艺术学习，相信你在音乐、美术、戏剧、

舞蹈、影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你的艺术能力也一

定有很大的提高。艺术的学习一定让你无比开心、无比

惬意！

随着对艺术课的进一步学习，你会感到身处艺术的百

花园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艺术的学习不仅让你受到美

的熏陶、得到美的享受、获得美的表现与创造能力，还会

让你一天比一天更加活泼、可爱、聪明呢！

好好学习艺术课吧，好好爱惜《艺术》课本吧，她将

真实记录你的艺术成长脚步，留下你最珍贵、最美好的

回忆。

编者 　

致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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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心中的圣火

第一课　运动员进行曲

第二课　我们的运动会

第三课　健康歌

第四课　大家来锻炼



奥林匹亚山的圣火，

普罗米修斯将它点燃。 

圣火燃烧在人们的心中，

体育有了自己的乐园。

五洲人民齐相聚，

橄榄枝的传递没有终点。



小百灵

学唱歌曲《爱的使者》，感受歌曲亲切、深情、真挚的情感。

在歌曲《运动员进行曲》背景音乐中，用鼓、镲等为乐曲伴奏，用运动员

的姿态随着音乐踏步走，体会乐曲表现出的奋发昂扬的精神风貌。

学习建议

爱 的 使 者

第
一
单
元　

心
中
的
圣
火

6 第一课  运动员进行曲

让我们和福娃一起享受阳光，让我们和福娃一起迎接和

平！学唱歌曲《爱的使者》。

迎接和 平 享受阳光



音乐厅

7

欣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运动员进行曲》。



第
一
单
元　

心
中
的
圣
火

8 第二课  我们的运动会

听一听歌曲《2008北京奥运》，观察其他同学竞技时的精彩场面，回想自

己印象最深的比赛情景，用记忆画的形式把它画出来。

学习建议

我们总是期盼着学校运动会的召开，因为运动会上不仅能展现健康与活

力，更能体现出我们的团结友爱与拼搏精神。

拔　河 跳　远

瞧，我们的学生运动会多么热闹。



小
画
笔

音乐厅
《2008北京奥运》这首歌曲表达了当时十三亿中国人对伟大

时刻的期待之情。

2 0 0 8 北 京 奥 运

画一画我们运动会

的场景。

学生作品

9



小百灵

天天锻炼身体好，让我们跟着《早操歌》，快快乐乐

做早操。

早 操 歌

第
一
单
元　

心
中
的
圣
火

10 第三课  健康歌

学唱歌曲《早操歌》，并试着用肢体语言表现歌曲的情绪和节奏。

聆听歌曲《健康歌》，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一练韵律操的基本动作，尝试创

编韵律操动作，随着音乐表演。

学习建议

快

每



一起来

音乐厅
大家都来跟着《健康歌》里的节奏运动运动，看谁做得好。

健 康 歌

学一学，练一练韵律操的基本动作。

　　1. 右弓箭步，双

手在胸前绕拳。

　　2. 脚与肩同宽，双

手叉腰，左右扭胯。

　　3. 跑跳步向右吸左腿，右

手在胸前左手向左上方摆动。

11

才

许常德 词 



第
一
单
元　

心
中
的
圣
火

12

1. 用铁丝按设计的形态绑扎骨架。 2. 根据人物形体在骨架上敷泥。

第四课  大家来锻炼

小画廊

闻鸡起舞（中国画）　田　原

一起来
按下面提示的泥工步骤做一个人物泥塑作品。

千钧一箭（雕塑）　朱　成

3.整理完成。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迎

接黎明，迎着朝阳共同来锻炼吧。

请把你的作品保存好,

以便期末展示和评价。

艺术档案夹



13

音乐厅

欣赏歌曲《四季锻炼歌》，跟着音乐运动一下吧！

听一听歌曲《四季锻炼歌》。

欣赏雕塑《千钧一箭》，感受作品的材质所产生的效果。

从中国画《闻鸡起舞》中，感受线条所达到的艺术效果。按教材提示的方

法和步骤，用陶泥或橡皮泥塑造一个体育运动形象。

学习建议

四 季 锻 炼 歌
光

。



第一课　化装舞会

第二课　银色的马车

第三课　特别的贺卡

第四课　多彩的记忆

第二单元

快乐伴随我



快乐是一股细细涓流，

在校园里面静静流淌。

快乐是对未来的渴求，

伴我们在知识里翱翔。

快乐是师生间的真情，

永远闪耀在幸福脸庞。



第
二
单
元　

快
乐
伴
随
我

16 第一课  化装舞会

音乐厅
在快乐的节日里，让我们随着优美的舞曲，踏着优雅的舞

步，一起走进神秘的化装舞会。

杜 鹃 圆 舞 曲

想一想两首舞曲的节奏、风格有什么不同，让我们随着音

乐翩翩起舞吧！小

舞
鞋

舞曲是以舞蹈节奏为基础

谱成的器乐曲或声乐曲。特点是

形式结构整齐清晰，节奏鲜明统

一。通常有专供伴奏和专为独立

演唱、演奏的两种。后者往往具

有更高的艺术性。

G 大 调 小 步 舞 曲

［瑞典］约纳森 曲



17
一起来

大家动手化装或者做一

个面具，为表演做准备。

欣赏音乐作品《G大调小步舞曲》和《杜鹃圆舞曲》，感受 
3
4  拍音乐

的节奏特点。

大胆发挥想象，同学间相互化装或做一个面具，参与舞蹈表演，随着音

乐跳一跳。

学习建议



第
二
单
元　

快
乐
伴
随
我

18 第二课  银色的马车

音乐厅
冬爷爷的银色马车载满着欢乐，给了我们许多的惊喜和

欢乐。

银 色 的 马 车
（童声无伴奏合唱片段）



19

一起来

制作美丽的雪景画，感受

一下冬天的乐趣。

学生作品

听一听童声无伴奏合唱歌曲《银色的马车》，感受一下歌曲的意境以及无

伴奏合唱的特点。

用拼贴画的方法制作一张雪景画，或者画一幅表现雪景的水粉画。

学习建议



小百灵

一张薄薄的贺卡，能托载最真挚的祝福；一句轻轻的问

候，也能道出无限的情愫。

贺 　 卡

第
二
单
元　

快
乐
伴
随
我

20 第三课  特别的贺卡

请把你歌唱的录音和制作的作品存入艺术档案夹。

艺术档案夹

折



一起来

用自己熟悉的软件做一张有音乐的贺卡。

学唱歌曲《贺卡》。

用电子贺卡制作软件为亲人或朋友做一张音乐的贺卡，或者选择绘画、手

工制作来绘制一张贺卡。

学习建议

21



第四课  多彩的记忆

小画廊
美术作品中的色彩让人印象深刻，而强烈的对比色却能打

动人心。

第
二
单
元　

快
乐
伴
随
我

22

即兴31号（油画）　［俄］康定斯基 民间工艺品

第四课  多彩的记忆

红色的和谐（油画）　［法］马蒂斯



23

请在这些色彩中找

出它们的对比色。

色彩对比效果

小
画
笔

学生作品

观察生活中的色彩对比现象，掌握色

彩对比知识，用水粉颜料按照这一规律画

出自己感兴趣的人或物。

学习建议



第一课　美丽的田野

第二课　我的小鸡

第三课　田园野趣

第四课　剪出的喜庆

第三单元

田园风情



田园风光美如画，

鸟儿昆虫叫喳喳。

丰收景象一片好，

农民笑声田间洒。



一起来

小百灵

听，布谷鸟一声声的啼鸣，把我们带到田野上，大家快来

寻找美丽的春天。

你能编出一个故事，并分角色来表演一下吗？

第
三
单
元　

田
园
风
情

26 第一课  美丽的田野

请把你歌唱的录音和表演的照片存入艺术档案夹。

艺术档案夹

春 天 来 到 田 野 上
锡伯族民歌

李幼容 填词



小

舞
鞋

27

学唱锡伯族民歌《春天来到田野上》，小组合作创编保护小动物和昆虫的

故事,并用身边的材料作道具进行表演,或者在老师的指导下创编舞蹈动作来表

现这首歌曲。

学习建议



第
三
单
元　

田
园
风
情

28 第二课  我的小鸡

雏鸡幼鸭（中国画）　齐白石

童年的记忆里，常浮现

可爱的小鸡在嬉戏的场面。可爱的小鸡在嬉戏的场面。

小画廊

鸡雏待饲图（中国画）　〔南宋〕李　迪

音乐厅

我 的 小 鸡

叽       叽 叽                 叽 叽  叽 叽  

格·穆塔里博夫 词
格·古谢因里 曲

曹　小 译配 

［阿塞拜疆］ 



29

欣赏歌曲《我的小鸡》，在

音乐声中，自由地用体态语言表

现歌曲的节奏。

欣赏以鸡为题材的中国画和

中国民间工艺品，感受作者对鸡

形态的把握和神态的刻画，体会

中国画的水墨韵味，学用水墨画

画小鸡，注意墨的浓淡变化。

学习建议

小
画
笔

按提示步骤学画小鸡。

他日相呼（中国画）　齐白石

①

②

③

④

鸡
石
图
︵
中
国
画
︶　

徐
悲
鸿



小百灵

拾稻穗的小姑娘，赤脚走在田埂上，头上插朵野菊花，手

臂上挽着小竹筐。山歌儿悠悠呀，小辫儿晃晃。

拾 稻 穗 的 小 姑 娘

第
三
单
元　

田
园
风
情

30 第三课  田园野趣

呦  嗬
呦  嗬



学唱歌曲《拾稻穗的小姑娘》,感受歌曲活

泼、欢快的情绪。

参考伴奏样式，用课堂乐器为这首歌配伴

奏。在老师的指导下，小组合作用舞蹈来表现

歌曲。

学习建议

小

舞
鞋

一起来
用课堂乐器为歌曲伴奏。

31

颂　今 曲
艺术教材组 编曲



第
三
单
元　

田
园
风
情

32 第四课  剪出的喜庆

丰收是辛勤耕耘的回报，喜庆是源于心灵的祝福。聆听民

乐合奏曲《喜洋洋》，并欣赏民间剪纸作品。乐合奏曲《喜洋洋》，并欣赏民间剪纸作品。

小画廊

　　1.  画。 　　2.  剪。 　　3.  展开。

一起来

看了剪纸作品后，试着剪出自己喜欢的图形。



33

音乐厅

学生作品

欣赏民乐合奏曲《喜洋洋》，感

受乐曲对热烈、喜庆等场景的表现。

欣赏民间剪纸作品，了解剪纸的

知识和主要方法，在老师的指导下，

尝试创作一幅简单的剪纸作品。

学习建议

喜 洋 洋
（旋律片段）



第四单元

我们的剧场

第一课　彼得与狼（一）

第二课　彼得与狼（二）



王子骑着飞奔的白马，

寻找自己拯救的公主。

美人鱼发出深情呼唤，

向世人叙述动听故事。

彼得与狼的美妙童话，

给了少儿智慧与启迪。



第
四
单
元　

我
们
的
剧
场

36 第一课  彼得与狼（一）

音乐厅 同学们，交响童话《彼得与狼》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故事

有哪些角色呢？你最喜欢的是哪个角色？能把它的主题音乐旋律

唱出来吗？

彼 得 与 狼

观看动画片《彼得与狼》片段，说说自己对故事和角色的理解。

《彼得与狼》剧照

小影院

这是表现彼得的主题音乐，用弦乐四重奏演奏，它描写了机智、勇敢、自信

的彼得的形象。

这一段用三支圆号演奏的音乐，描绘了凶恶的大灰狼的形象。

［俄］普罗科菲耶夫 曲



37
一起来 在《彼得与狼》的交响乐中，当不同的角色出场时，分别

是使用什么乐器演奏的你能听辨出来吗？请用线把童话中的角

色和相应的乐器连起来。

双簧管

弦乐

定音鼓

法国号

长笛

大管

单簧管

欣赏交响童话《彼得与狼》，体会音乐所表现出的不同角色，试着演一演

这些不同角色。

按上文提示将角色与对应的乐器用线连接起来。

这些乐器的音色各有什么特点？请与同学们互相交流。

学习建议



第
四
单
元　

我
们
的
剧
场

38 第二课  彼得与狼（二）
一起来

按照剧中角色来装扮自己。

生活中很多物品都可以变成

我们的道具和化装用品。

小
画
笔

画一幅你最感兴趣的表演

情景。

画出故事情节时注意选择比

较关键的情节，画面中要突出主

要人物与场景。

选择棉花、卡纸等身边易找

的材料，按剧中角色装扮自己，

制作表演所需要的背景。

一切准备好后，结合自己创编

的歌词、动作，进行音乐剧表演。

学习建议



39

小剧场
请同学们按音乐主题所提示的形象，分角色进行表演。

音乐剧是类似轻歌剧的一种舞台剧，它是从19世纪90年代盛行于伦敦的

“喜歌剧”与“滑稽剧”发展而成的，由歌曲、说白、合唱和舞剧结合在一

起。音乐通俗、内容轻松，多为日常生活题材。



第五单元

锦绣江南

第一课　紫竹调

第二课　摇啊摇

第三课　无锡景

第四课　太湖美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宋〕王安石



小百灵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既有粗犷奔放的东北

风情，又有婉转细腻的江南神韵。

紫 竹 调

第
五
单
元　

锦
绣
江
南

42 第一课  紫竹调

江苏民歌
红　岚 编词



小

舞
鞋 练一练江南舞蹈的基本动作，再用肢体语言来表现歌曲。

学唱歌曲《紫竹调》，体会具有鲜明地域特色

的江苏民歌的风格和特点。

学习江南舞蹈的主要动作特点，在老师的指导

下，创编舞蹈动作来赞美江南。

学习建议

　 　 2 .  右 脚 向 左 前 进 一

步，双手向右摆动。

　　4. 并右脚，双手

从下画弧线于右侧。

　　3. 右脚向前迈一步，双

手从上前画半圆。

　　1.  左脚向右前进一

步，双手向左摆动。

43



小画廊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江南水乡，河渠成网，两岸青青，碧波荡漾，乌篷船来来

往往，这如诗如画的美景，给画家带来了无数创作灵感！

春风又绿江南岸（油画）　陈逸飞

音乐厅

摇 啊 摇

第
五
单
元　

锦
绣
江
南

44 第二课  摇啊摇

上海童谣
朱良镇 曲



欣赏油画《春风又绿江南岸》感受江南水

乡的特点，感悟画家对自然美的再现与创造。

听 一 听 或 跟 着 音 乐 唱 一 唱 歌 曲 《 摇 啊

摇》，对比欣赏湖北儿歌《摇橹》，按提示的

方法，画一幅水乡的水粉画。

学习建议

小
画
笔

用我们的画笔来表现水乡情韵。

45

　1. 用白色在红色卡纸上

构图。

　2. 画出远、中、近景的

层次。

　3. 把握整体，大胆用色。

　4. 整体调整，细致刻画。



锦绣江南，水波粼粼，孕育出珍珠般的民歌一串串，学

唱江苏民歌《无锡景》。

小百灵

第
五
单
元　

锦
绣
江
南

46 第三课  无锡景

无 锡 景



学唱江苏民歌《无锡景》，试着把歌曲的衬词唱好。

欣赏江南风光摄影作品，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有感情地朗诵白居易的《忆

江南》；在老师的指导下，尝试创编舞蹈动作，抒发音乐所表达的情绪。

学习建议

小

舞
鞋

47

小 鞋

忆江南

〔唐〕白居易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第
五
单
元　

锦
绣
江
南

48 第四课  太湖美

江南三月（中国画）　宋文治

　　1.先用油画棒画出水

面上的景物。

　　2.然后用刷笔来画大

面积的水。

　　3.涂了油画棒的地方

就显露出来啦。

请把自己的绘画作品存入到艺术档案夹中。

艺术档案夹

听一听歌曲《太湖美》，并欣赏中国画《江南三月》，体会画家是怎样表

现浩瀚水面的。

按教材提示的步骤,用油彩分离的方法画一幅水乡小景。

学习建议



49

音乐厅

波光粼粼的太湖，水天一色，每逢霞光初照，更是美不胜收。

太 湖 美

装



第六单元

飞越太空

第一课　遥望银河

第二课　未来的家



五彩长虹是我的梦幻，

蓝色的天空是我的乐园。

闪烁小星是我的双眼，

浩瀚的宇宙你有多少秘密。

我要向你进发，

探索科学奥秘一串串。



小百灵

假如说地球只是浩瀚的银河中的一滴水珠，那么银河就

是那无边无际宇宙中的一条溪流。

驾 着 太 阳 ，驾 着 月 亮

遥望银河，我多想飞向那深蓝色的天空，尽情地遨游。

第
六
单
元　

飞
越
太
空

52 第一课  遥望银河

国际空间站 宇航员在太空中行走



学唱歌曲《驾着太阳，驾着月亮》，体会二声部的特点。

欣赏空间站和人类在太空行走的图片，用肢体语言体验飞向银河的感受。

大胆想象，用我们的画笔来表现飞向银河的梦想。

学习建议

神八飞船对接天宫一号

53



小画廊

世界上有没

有快乐的房子？

“有！”奥地利

画家弗里克·亨

德瓦塞尔大声告

诉我们，“它就

在你心中。”

有心情的房子（油画）　［奥］弗里克·亨德瓦塞尔

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音乐厅

第
六
单
元　

飞
越
太
空

54 第二课  未来的家

霄



小
画
笔

学生作品

欣赏油画《有心情的房子》，了解画家如何通过形、色、线等造型语言来

表现房子的。

听一听歌曲《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音乐声中模拟表演人类和外星人在

其他星球上相会的情形。

用大胆的想象、巧妙的构思、流畅的线条、鲜艳的颜色，画出我们未来的

家园。

学习建议

请把你绘画创作的草图连同完成后的作品一起存入

艺术档案夹中。

艺术档案夹

55



第七单元

民族大家庭

第一课　民族大家庭

第二课　黄河魂

第三课　苗岭飞歌

第四课　我爱你，中国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小画廊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

家。”这就是对我们民族大家庭的真实写照。

爱 我 中 华
小百灵

第
七
单
元　

民
族
大
家
庭

58 第一课  民族大家庭

哩

哩

哩哩



学唱歌曲《爱我中华》，用歌声表达对民族大家庭的热爱。

欣赏一组反映民族大团结的邮票，观察各民族的服饰、乐器、舞蹈动作的

不同特点。

在教师的指导下，用自己掌握的民族舞蹈知识，创编一个反映民族大家庭

融合相处的舞蹈。

下图中有藏族、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汉族的演员，你能从演员的

服饰上分辨出他们分别属于哪个民族吗？

学习建议

59

小

舞
鞋



第
七
单
元　

民
族
大
家
庭

60 第二课  黄河魂

音乐厅
从黄河船夫号子和黄河鼓舞的音乐声中，你是否能感受到

像黄河波涛一样的汹涌澎湃、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黄 河 船 夫 曲

在激流中前进（油画）　杜　键

歌曲片段



61

一起来

小画廊

黄 河 哺 育

了华夏民族的文

明，所以千百年

来 ， 人 们 叫 她

“母亲河”。

用刮画法来表现那变幻莫测的波涛，表达对黄河母亲的崇敬

之情。

　　1. 用油画棒或蜡

笔在纸上涂上厚厚的

一层。

　　2. 将画好蜡底的画纸

用刮刀刮出画底。
　　3. 粘贴上船、海鸟等其他

景物。

欣赏歌曲《黄河船夫曲》，感受歌曲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

欣赏油画《在激流中前进》，体验船夫自强不息的精神；欣赏中国画《黄

河魂》，感受画面虚与实、墨与色的对比。

用刮画法表现波涛，注意线条既有变化又要有条理。

学习建议

黄河魂（中国画）　周韶华



小百灵

银饰响叮当，走来苗家小姑娘，苗家小妹爱唱歌，唱得

小溪也欢乐。

门 前 有 条 小 溪 流

第
七
单
元　

民
族
大
家
庭

62 第三课  苗岭飞歌



小

舞
鞋 唱起苗家歌，跳起苗家舞，感受苗家人的幸福与欢乐。

学唱歌曲《门

前有条小溪流》。

用课堂乐器为歌曲

伴奏，创编一段舞

蹈表现歌曲。

学习建议

63

苏小沙 词曲
艺术教材组 编曲

铁



第
七
单
元　

民
族
大
家
庭

64 第四课  我爱你，中国

小画廊
无数艺术大师在他们的作品里，抒发了对祖国江山的热爱

之情。

江山如此多娇（中国画）　傅抱石　关山月

听一听歌曲《我爱你，中国》。欣赏大型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感受

中国画用散点透视处理空间关系的特点。

在老师的指导下，尝试画一幅彩墨山水画。

学习建议

学生作品

小
画
笔



65

祖国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是

她的一枝一叶，枝枝叶叶充满着勃勃生机。

音乐厅

我 爱 你 ， 中 国



 

成长的足迹



小小艺术家，表演顶呱呱。

唱歌跳舞做游戏，表演朗诵画图画。

小小舞台展才艺，蓓蕾绽放乐哈哈。



成长的足迹

——本学期艺术学习评价表

艺
术
学
习
基
本
情
况

我最喜欢的单元

我最喜欢的歌曲

我最喜欢的
美术作品

我最喜欢的舞蹈

我最喜欢的戏剧

我最喜欢的
摄影或影视作品

我最得意的佳作

我最得意的表演

艺术学习积极性

艺术作业完成率

课堂学习参与度

本学期结束了，我来对自己的艺术学习进行一下评价，也邀请同学对我的

学习情况进行一下评价。

在本学期中，我的学习情况怎么样呢？还想请家长和老师对我作一个评价。

我对自己的学习评价 同学眼中的我

爸爸妈妈的话 老师说

6968



成长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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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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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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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学习参与度

本学期结束了，我来对自己的艺术学习进行一下评价，也邀请同学对我的

学习情况进行一下评价。

在本学期中，我的学习情况怎么样呢？还想请家长和老师对我作一个评价。

我对自己的学习评价 同学眼中的我

爸爸妈妈的话 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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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原教科书是严格遵照《全日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实验稿）》的精神编写的，2011 年

我们又根据新修订的《艺术课标》，以及教材实验地区广大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对该教科书进

行了认真修订。本次修订坚持了针对当前我国艺术课程教学实验中的诸多实际问题和广大城乡

中小学校普遍存在的艺术课师资严重匮乏的现状，力求使这套教科书在贯彻和落实《艺术课标》

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普遍适用性。另者，修订中我们牢牢把握弘扬时代主旋律和核心价

值观，运用了许多新成果来更新教学资源，应该说是一套既紧扣《艺术课标》，又特别注重了

综合课的可操作性；既具有较强综合感、时代感和文化感，又具有视觉美感的艺术教科书。

本教科书的特色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科书充分体现了学科综合的特点，编排上采用了“单元内大综合，课内小综合”

“艺术类姊妹学科间综合”以及“艺术与非艺术类学科间综合”的原则，既有“单科切入，兼

及数科”的形式，也有“多科综合”的形式。在教学安排上，我们根据目前普通中小学艺术教

师的工作实际，以排课先后之序，将每单元教学内容划分为“单数序列课”（简称“逢单课”）

与“双数序列课”（简称“逢双课”）两种。这样的处理既适合素质比较全面的“艺术课教师”

独立操作使用，又能满足音乐或美术专业背景的教师合作备课、分头教学之用。如“逢单课”

可由音乐教师执教（有关音乐、戏剧、舞蹈等知识、技能的学习内容多隐含于此），“逢双课”

则由美术教师执教（有关美术、摄影、书法、环境艺术等知识、技能的学习内容多隐含于此）。

这种架构与布局，不失为解决当前艺术课程教学可操作性问题较为理想的设计，也是我国艺术

课程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初级阶段”的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

其次，在学习内容的安排上，本教科书充分体现出了综合艺术学科的特点，在着力培养学

生的人文素养的前提下，又不偏废各艺术门类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学习，两者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

再次，为了贯彻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也为方便教师的教学，在第一、

二学段的教科书中，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知识基础，安排了“小百灵”“音乐厅”“小画笔”“小画廊”

“小舞鞋”“小剧场”“小影院”“一起来”和“艺术档案夹”等版块，并以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

充分体现艺术课的“参与、体验、创造、发展”的教学理念。

最后，与本套教科书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音像光盘资料（包括相关挂图）也将一并出版

发行，便于老师们在教学中结合使用。

我们认为，艺术课程是一门全新的课程，如何构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

《艺术》教科书，尚在积极的探索和实验之中，恳请广大师生提出宝贵意见。

全套教材由朱则平主编并统稿。

本册教材副主编为金厚友、王萍、徐郭凌、陈玉萍。

本册教材摄影导演：王萍。

本册教材编写人员：王志强、荣婕、吴勇、曹登萍、任晓红、郭智慧、陈卓彦、杨古君、

周芳、邱寿仙、宋彩荣、袁丽兵、张胜红、孙晖、吴恒。

本套教材由广州市教育研究院、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

社共同组织修订，特此说明。

在本教材的修订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湖北省、广东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和中小

学校的热情支持，特别是得到知名教育专家朱华伟、张祖春、黄宪、林少杰、方晓波、谭国华

等人士的热情支持，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　者　 



敬　告　作　者

本册教科书选用了许多图片、歌曲等，得到了相关作者的大力支持，但由

于部分作者的姓名与地址不详，暂时无法取得联系，敬请原谅。我们将继续多

方查寻和联系作者，也希望有关作者主动与我们联系。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268号

　　　　　湖北教育出版社　教材分社

邮政编码：430015

联 系 人：孙艳魁

联系电话：027-83626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