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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本课中的一幅摄影作品，

结合它的色彩、构图、形式美感和主

题等方面加以评述。

2. 自己拍摄一幅作品，写一小

段说明文字表达自己的艺术观点，并

与同学一起展示交流。

学习要求

这是具有中国水墨画韵味的风光照片，

自成一种超逸、俊秀的风格。

艺术摄影让创作者自己选择有独到性的事

物和领域去表现世界。在表现手法上，艺术摄

影是塑造形象，而新闻摄影是形象纪实。

现在还有创意摄影，它改变了俗话说的“相

机从不说谎”的观念，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

个人性格和情感。

约塞米蒂峡谷，冬 1940 安塞尔·伊士顿·亚

当斯（美国）

长城 现代 陈长芬

松荫仙侣 1955 郎静山

大家在

看到这幅作

品后，觉得

他们是现实

生活中的孩

子吗？

雪地 现代 贝尔纳·弗孔（法国）

镜头中的缤纷世界1
自从照相机出现后，人类就多了一

个记录自然与社会的工具。随着数码相

机的普及，摄影已成为一门极富创造性

的大众艺术。无论是纪实性的新闻摄影，

还是表现性的艺术摄影，或是创意性的

摄影，都充分运用了艺术的手段：色彩、

构图、形式、光影……利用镜头展示出

缤纷多彩的世界。

我要上学 现代 解海龙

艺术家准

确抓住对象跃

起的瞬间，而

这恰好与背景

里招贴中的跃

起的人物呼应，

实属经典。 圣拉撒路教堂的后门 1932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法国）

摄影家将那瞬间的眼神捕捉到了，深深

地感染了观众。

纪实摄影是把拍摄的焦点放在事件对社

会产生的影响上，或是放在揭示人们现实生

活的处境上，注重通过画面表现事件与人类

生命相关的重大、直接的意义，是现实社会

的真实记录。

热身 现代 储永志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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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乱帖（局部）（行书） 东晋 王羲之　 诸上座帖（局部）（草书） 宋代 黄庭坚 

1. 选择你最喜欢的一幅

书法作品，略加评述并与同

学交流。

2. 临摹一下课本中的楷

书作品，体会作品中的艺术

特点。

学习要求

铜鼻钮“渭成令印” 汉代

寿山石“金石千秋”（篆刻） 清代 赵之琛

篆刻是将书法的美与

章法表现的美、刀法展现

的美及金石的自然美融为

一体的艺术，在方寸之中

可以令人获得审美的愉悦

和艺术享受。

书法与篆刻之美2

书法与篆刻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

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书法和篆刻通过章

法布局、结构、线条来表达人们的内心情感。

我们可以从中深深感悟到中国文字所蕴含

的独特艺术魅力。

大盂鼎铭文（局部）（篆书） 西周

乙瑛碑（局部）（隶书）东汉

神策军碑（局部）（楷书） 唐代 柳公权　

武威汉简（局部）（隶书）西汉

书法是笔墨与汉字统一而形成的艺术。

篆书体现了象形生动的美，隶书表达了平衡

多变的美，楷书抒发了端庄典雅的美，行书、

草书则表现了豪迈奔放的美。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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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小组交流，相互

介绍自己身边小街的环境与

风貌，把印象深刻的事写出

来。体会和了解小街的文化

内涵。

2. 了解当地的风土人

情，用生动有趣的画面，

表现出自己对小街的独特感

受。绘画时注意景物透视现

象的表现。

古镇街景（色粉笔）

傍晚的小街（色粉笔）

老街（版画）

古镇一景（线描）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小街3
城镇村落大都保留有一些古色

古香的小街。街虽小，却可以通过

环境展示出地方历史和文化风貌。

小街两旁的房屋、通向前方的小路

和古镇美景成了艺术家向往的地方

和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

在雪中行走（油画） 现代 高育武

幸福生活（摄影） 现代 陈海汶

平行透视示意图：

消失点

小街斜阳（油画） 现代 白羽平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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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处能体现乡镇美

感的风景，用线描把它们表

现出来。注意线条要有疏密

变化，层次要有前后关系。

小提示：

近景要表现得简练、

概括，中景要细致表现，

远景则要淡化。

古镇的桥（线描）

老宅（线描）

家乡一景（线描） 水乡古镇（线描）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线描家乡

步骤图：

1. 画大轮廓。 2.画出景物整体效果。 3. 添加小船完成作品。

4

添加了人物和船，使画面更加生动 小桥流水人家（线描）现代 华其敏

家乡美，家乡的情更

浓，它宛如一首诗、一幅

画。拿起手中的画笔，去

描绘出我们心中的家乡美

景和情趣吧。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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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真实场景与美术作品

的不同之处。学习运用取舍和

添加的方法画一幅风景画。

多彩水乡（彩笔）

古桥（水粉）

小镇（彩笔、油画棒）水乡（彩色铅笔）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小提示：

在画面中，舍去

繁琐的景物，再添加

凸显画面主题氛围

的情景，可以使作品

更生动有趣。

彩绘家乡5

3.刻画房子细节并上颜色。

2. 画出房屋群的小结构。1. 概括房屋群的大轮廓。

步骤图：

4. 完成作品。

水乡乌镇（水彩）现代 卢承庆

小桥流水的古镇人家、

远近排列的砖瓦民宅、错落

有致的大小门窗，一幅幅生

机勃勃的水乡美景正吸引人

们去欣赏、去彩绘。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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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组同学合作完成彩色纸球的设计和制作，用

做好的纸球装饰校园、美化环境。

1. 按折五角星的方法，把

对折纸的角分成五等分。

2. 把折好的纸剪一条斜线

呈五角星。

3. 把剪好的五角星打开，

将五个顶点画在另一张稍

厚的纸上。

4. 根据画出的五个顶点，

分别连线，完成一个正五

边形。

5. 在五条边外设计相同造

型后，再剪开每条边的一半，

作插接口。将它作为样板。

6. 用样板纸分别再

复制 12 张纸片。

7. 将 12 张剪好的纸片

分别插接、组合成一个

球形。
8. 完成作品。

步骤图 :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用剪刀时要

注意安全！

炫彩纸球6
普通的硬质纸片是生活中常见的材

料，它可以制作成各种美观的装饰品。

用边长相同的多边形硬纸板，依照规

律进行组合插接，可以做成许多形态各异

的纸球。如果加以适当的装饰并染上色彩，

可以悬挂展示，美化环境，营造气氛。

商场布置 现代 丘志刚

纸片示意图 :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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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课本的图例中，选出一件你最喜欢的

台灯作品，说一说喜欢的理由。

2. 设计一个你喜欢的灯具样式，并尝试用

简易材料制作出模型。

小提示：

在做台灯时，

要注意台灯的重

心，摆放时才能

稳定。

11. 完成作品。

1. 把纸盒、纸卷

组合成动物身体。

4. 剪出合适的装

饰纹样。

3. 插接上尾巴。2. 在头部粘贴上

耳朵，角做开关。

5. 粘上斑纹。

步骤图 :

6. 剪出装饰细节。 7.粘上剪好的装饰。 9. 接上电线。 10. 置入灯泡。8. 粘贴眼睛。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用剪刀时要注意安全！

创意台灯

随着科技的发展，灯具品种日益丰

富，造型设计不断进步，在方便人类照

明的同时，给人们带来了艺术的享受。

灯具的设计，反映出人类美术与工艺的

进化和发展进程，凝聚了人类的智慧与

艺术素养。

海胆台灯（工业产品设计） 1989 乔约森·戈德曼（美国）

台灯（工业产品设计）1997

毕鲁曼（意大利）

台灯（工业产品设计）1925

汉宁森（丹麦）

台灯（工业产品设计）

现代 罗夫格罗夫（意大利）

台灯（工业产品设计）1972 

赛波尔（意大利）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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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纸上画出美丽的纹样，再将

纹样卷在硬纸筒上，做成漂亮的装饰

柱。

2. 在纸筒上用剪贴、刻镂、添加

等多种方法，制作一个美丽的装饰柱。

1. 用铅笔画纹样。

2. 着色。

3. 卷粘成圆筒。

4. 完成作品。

步骤图 1: 步骤图 2:

1. 用铅笔画纹样。 2. 剪出形状。

3. 折叠立柱凹面。 4. 制作立柱底座。

5. 在边缘涂上胶水。6. 粘贴底座。

7. 完成作品。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用剪刀时要

注意安全！

装饰柱8
装饰柱不仅具有承受重量的

作用，还可以美化装饰环境。

做一个装饰柱，尝试在用纸

做成的柱体上加以装饰，展现一

下自己的艺术才能吧。

中国国家邮政局门前的装饰柱（北京） 龙柱（曲阜孔庙）（山东）

装饰花柱（天安门广场）（北京）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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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找资料，了解石磨、石碾的相

关知识，用绘画形式创作一幅表现石磨、

石碾的作品。

你见过生活中的石碾吗？

这三幅图中哪一幅最合理？说

一说自己的理由。

①

②

③

石磨（彩笔）

农家院落（线描）

石磨（线描）

示意图：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9 石磨 石碾

石磨、石碾是过去乡村中加工

粮食的主要工具。它们可以勾起人

们对过去生活场景的回忆。它们既

是具有观赏性的劳动工具，也成为

许多艺术家进行艺术表现的对象。

延安写生五·石碾（素描） 现代 张仃 石磨的故事（水彩） 现代 福新

乡村石磨

乡村石碾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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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察自己妈妈或村里人回娘家

时的情景。

2.用绘画方法表现回娘家的故事，

注意情节的选择和人物的表现。

一家三口回娘家（版画）

热热闹闹回娘家（彩笔）

回娘家（版画）

欢喜回家（彩笔）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回娘家

“风吹着杨柳啊，

刷啦啦啦啦啦啦！小河

的水流啊，哗啦啦啦啦

啦啦……”

这首歌曲《回娘家》

表现了回娘家时明媚、

温馨的情景。用绘画形

式来表现回娘家的情形，

更是趣味盎然。

回娘家（摄影） 现代 陆震伟

回娘家（面塑）山东

走娘家（农民画） 现代 陈文艾

10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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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一说庙会上的所见所闻，把你最感

兴趣的场面和同学交流一下。

2.把庙会上你印象最深的人和事画出来，

注意场景气氛的渲染和人物动作的特点。

庙会上的牛肉面（水粉）

热闹的庙会（中国画）

看戏（水粉）

庙会上的演出（水粉） 逛庙会（中国画）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11 逛庙会

庙会是中国民间广为流

传的传统民俗活动。每逢庙

会，村里的乡亲们便成群结

队地去逛庙会。庙会上有购

物的，有交流情感的，有看

文艺表演的……那热闹欢乐

的场景，构成了一幅新农村

幸福和谐的画面。

赶庙会（摄影） 现代 佚名

天 桥 图 ( 中

国画 ) 现代 

马海方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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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同样的纸作材料，剪纸、撕纸与

折纸的艺术效果有什么不同？

2. 在创作中，如何巧妙利用纸材本身

的色彩、图案进行再创造？
人物（撕纸拼贴）

踢足球（折纸拼贴）

足球比赛（撕纸拼贴）

老鼠嫁女（折纸拼贴）

1. 了解拼贴人物动态的变化和简单

造型的方法，表现生活中的人物。

2. 用纸折叠、拼贴出人物的动态，

添画人物细节和场景。

宇航员（剪纸拼贴）

学习要求

思考与探究

学生作品

用剪刀时要注意安全！

人物拼贴画12
“纸工折叠拼贴画，形体动态

有变化，巧妙组合成故事，生动精

彩有情趣”。我们身边有许多材料，

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美。比如各种纸

材不仅丰富多样，而且便于剪折、

拼贴，能塑造出各种形象。

5. 完成作品。

1. 折叠头部并剪头发。

2. 折叠身体。

步骤图：

3. 折叠腿部。

4. 拼贴合成。

自画像（拼贴）现代 大卫·霍克尼（英国）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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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小组同学

一起研究本课中的

作品，说一说它们

的创作与设计思路。

2. 选择自己喜

欢的形象，用粘贴

或绘画的方法塑造

蛋壳人物。

步骤图 :

1. 设计草图。

2. 剪五官、胡须等。 3. 粘贴脸部细节。 4. 制作身体。

5. 组合头部和身体。 6. 制作手臂。

7. 完成作品。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用 剪 刀 时

要注意安全！

蛋壳人物造型

利用蛋壳，结合生活

中的人物形象，发挥想象

力，和同学共同创作一组

生动有趣的形象。需要特

别动脑筋的是形象塑造和

设计创意。

13

自相矛盾 现代 嘉佳

莲子 

现代 平平

钟馗 现代 杨阳 张飞 现代 仁真

小丑布偶 现代 东冬

小丑人头造型 现代 舒书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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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剪头部。 2. 粘衣服。 3. 粘裤子。 4. 完成作品。

和小组同学一起研究课本

中的作品，说一说如何利用废

旧布料的美感进行设计，创作

一件新颖、生动的布贴画作品。

步骤图 :

瓶花（布贴）

我和奶奶（布贴）

城堡（布贴）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用 剪 刀 时

要注意安全！

布贴画14
各种布料也是造型艺

术常用的一种材料。我们

可利用布面的多种花纹和

色彩，组成许多漂亮的画

面。根据构思，创意制作

布贴作品，相信你也一定

能成功。

乡村歌谣（布贴插图） 现代 李汉玉 美人鱼与红蜡烛（布贴连环画） 现代 季红跃 丁羽中

农妇的构成二（布、乳胶等材料） 现代 李向明 

京剧脸谱（布贴）现代 加东

上
海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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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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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课本中图例的局部，临摹一幅

白描梅花图，体会白描线条的特点。

2.用铅笔或水笔画一幅梅花的线描画。

步骤图 :

1. 先起铅笔稿。

不同角度的花叶

2. 用墨线勾勒。 3. 完成作品。

梅花（线描）

寒梅（白描）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小知识：

白描是中国画技法之一，指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

象而不施色彩的画法。

白描勾线时都是中锋用笔，执笔要正。

15 白描梅花

严冬时节，百花凋谢，唯

有梅花一枝独俏。用白描画梅

花时，要注意它的结构与特征。

塑造它的形状时要表现出梅花

枝干的苍劲挺拔、穿插有韵、

宛如游龙的风骨。

梅花（摄影）现代 赵子祥

梅花 清代 金俊明

梅花（局部）

白描拿笔的姿势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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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起铅笔稿。

2. 用墨线勾勒。 3. 完成作品。

1. 选择课文中的范例，画一

幅白描水仙图。

2. 用铅笔或水笔完成一幅水

仙的线描画。

步骤图 :

水仙（线描）

水仙（线描）

小提示：

画前要看清花头的

向背结构和叶的穿插变

化，另外还要注意疏密

关系。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白描水仙16
严寒的冬日，屋内的

水仙花花朵洁白，绿叶修

长，卷舒自如，更有清逸

素雅的淡淡幽香，为冬季

的生活增添了美景。欣赏

之余，我们用白描的方法

尝试画出水仙花那婀娜多

姿的形态吧。

水仙（中国画） 现代 莫高翔

水仙（中国画） 现代 吴冠中水仙（摄影） 现代 严林福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第 课

36 37

1. 将纸对折，剪出脸型。

步骤图 :

2. 剪出纸样。 3. 借助纸样在白纸上画出

脸型。

4. 用铅笔画脸谱样式。 5. 用浅灰色勾线。 6. 着色。 7. 完成作品。

1. 搜寻你喜欢的京剧（或戏剧）人物

脸谱，分析脸谱与人物身份和性格的关系，

了解脸谱的有关知识。

2. 临摹制作一幅脸谱，用学过的美术

知识进行评述，在班级或小组内交流。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用剪刀时

要注意安全！

17 京剧脸谱

脸谱是塑造戏剧人物性格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能体现剧中人物的身份、地

位、性格和特征等。脸谱也具有独特的

审美价值，它的图形设计、色彩配置等，

已构成一个艺术品种，并融民间美术与

高雅艺术、戏剧艺术与美术于一炉，体

现出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风格。

北京长安大剧院门前的雕塑

关羽（整脸） 张飞（十字门脸） 姜维（三块瓦脸）

京剧脸谱的几种形式：

项羽（绢人）　 窦尔墩（陶泥） 现代 杨玉栋

上
海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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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间泥玩具的相关资料，参考泥塑

彩绘的一般方法，制作泥塑彩绘生肖动物或

用彩泥塑生肖动物。

步骤图 :

1. 用胶泥塑出动物的造型。 2. 待干后涂上白色。 3. 用铅笔起画稿。

4. 笔根蘸粉红，笔尖蘸深红

点花，做装饰。

5. 涂上红、黄、绿等颜色。

6.勾墨线后完成作品。

学习要求

学生作品

18 十二生肖

生肖是我国农历

和许多东方国家历法中

普遍采用的一种纪年符

号。在我国大约从东汉

开始，人们就用十二种

动物来配地支，表示人

的出生年，这就是属相。

让我们一同感受生肖所

展示的造型和文化吧。

生肖马

生肖鸡

十二生肖邮票

生肖牛生肖猴生肖鼠 生肖羊

上
海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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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彩色纸、剪刀、胶水、纸筒

等工具和材料，仿照鬃人设计创作一

个筒形人物形象。

2. 和同学一起把几个人物形象放

在铜盘或铁盘中，编个节目演一演、

唱一唱。

1. 在圆筒上部做

帽子。

2. 剪出胡须。 3. 粘上胡须。 4. 粘上剪成条状的

纸条。

5. 加衣饰，画脸谱。 6. 用纸条做雉翎。 7.粘贴，整理。

8. 完成作品。

步骤图 :

1. 想一想，鬃人为什么会动？为

什么通常用戏剧人物做造型？

2. 如果不用猪鬃做底托，也可用

旧牙刷或硬卡纸剪成条状代替。想一

想 ,还有什么好办法？

学习要求

思考与探究

学生作品

用剪刀时

要注意安全！

盘中戏—筒形人19

鬃人是一种传统的民

间玩具。用猪鬃做底托，

再按戏剧的角色创作一些

人物，放在铜盘中，敲打

铜盘边沿，戏剧人物竟然

活灵活现地舞动起来！

我们借助废旧的纸

筒，结合自己熟悉的戏剧

人物角色形象，用彩色纸

和彩笔也来试着做一做。

三英战吕布 白大成（北京）

芝麻官 仁真（北京）

崂山道士 杨平（北京）
京剧人物 妙霞（北京）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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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彩纸贴画）

学生临摹凡·高绘画的作品

将作品处理成浮雕效果

同一幅画，用滤镜可以制作出许多不同的效果 滤镜制作出的不同效果

鱼（电脑处理）

学习运用滤镜的功能，尝试对自己

的作品进行变化，体会一下滤镜里不同

的处理会出现哪些变化。

1. 使用滤镜处理的作品与原先的图

画有很大不同，效果奇特有趣，看看哪

种滤镜效果最符合你心中的构思。

2. 同一张图上，多次使用滤镜会有

什么效果？

学习要求

思考与探究

学生作品

20 作品变变变

电脑绘画的方法有很多，用滤镜

功能处理绘画作品，能变化出许多特

殊的效果，显现出新的视觉感受。

打开一张图片

运用滤镜制作从电脑中选择绘画作品

将作品在电脑中制作成风速效果（两次相同的滤镜处理）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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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本课学习的电脑工具和技法，制

作一张图文并茂的毕业友谊卡。要注意构

图的合理、字体的变化和色彩的美观。

2. 把卡片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老师

和同学，传递我们的情意。

1. 打开一张图片，轮廓羽化选取，复制。

2. 新建一个页面，粘贴。

3. 加上毕业留言。

电脑制作的卡片与手绘的卡片有哪些

区别？

步骤图：

4. 完成作品。

学习要求

思考与探究

学生作品

21 毕业寄深情

即将毕业了，让我们一

起动手，把美好的祝愿变成

贺卡，赠给老师、同学和母

校，传递我们的感谢和友谊

之情。

我们的友谊卡

纽扣和拓印设计的友谊卡

把校园的记忆制作成光盘，

赠给老师和同学

上
海
教
育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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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求

1. 同学互相装扮。

2. 布置演出场地。

1. 全班同学共同讨

论完成演出方案与计划。

2. 分工合作，分别

承担招贴设计、道具制

作、服装设计与制作等

任务，完成一次精彩的

毕业演出。

活动步骤图 2：毕业演出22

服饰设计

做草裙步骤图：

活动步骤图 1：

演出节目单

1. 策划毕业演出。

2. 设计、制作服饰和道具。

经过小学六年的学习，

我们即将毕业升入中学学

习。我们长大了，想展示

自己的才艺，组织一场毕

业演出。让我们自己设计

海报、请柬，自己设计服

装和道具，向母校汇报美

术课学习的成果。

花环设计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后记

本教材自 2004 年开始进入全国实验区实验，在此基础
上，编写组根据教育部 2011 年颁布的《义务教育美术课程
标准》基本要求，进行了全面地修订，于2013年审查通过。
本次修订中，编写组广泛听取了师生意见，进一步取得了学
科专家、教育专家等诸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使得本套教科
书在原有基础上，力求更好地反映课程标准的要求、更贴近
学生生活、更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全面
发展，有利于培养多样化的学习方式。修订后的教材力求突
出农村特色。从农村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农村教师和学生的
实际状况，充分利用农村的文化教育资源，适应农村办学条
件有限的状况，在教学内容的筛选、编排，教学方法的选择，
教学材料的要求，教材逻辑的构建上，都以内容精到、要求
明确、方法可行、就地取材为原则，更重要的是在教材目标
上，突出提高农村学生的审美能力、文化修养和实践能力。

本教材在实验和修订的过程中，得到了教育部体育、
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的指导与许多省市专家以及广大教师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参加本册教科书编写的作者有：周元、李雪燕、李莉、
吴爽、王彩萍、叶明、赵昌竹、周颖。

欢迎广大师生来电来函指出教材的差错和不足，提出
宝贵意见。

电    话：021-64319241
电子邮箱：jcjy@seph.com.cn
通讯地址：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声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关于“为

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

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

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单幅的美术作

品、摄影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的有关规定，我们已尽量寻找原作者支付报酬。原作者如有关于支

付报酬事宜可及时与出版社联系。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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