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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当你看到一幅美术作品时，是否有心潮澎湃的感觉？当你

拿起画笔时，是否有绘就一切美好事物的冲动？美术就像一扇窗，借助

它，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美，领略古今中外不同艺术作品的风采。学

习美术不仅是学习画画或制作手工，还能使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

睛，有容纳一切美丽事物的纯洁心灵。

本套教材以育人为本，旨在帮助同学们养成健康的审美观念，树立

文化自信，获得适应未来发展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成

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材编写以“欣

赏·评述”“造型·表现”“设计·应用”“综合·探索”四类艺术实

践为基本框架，内容涵盖绘画、雕塑、工艺、建筑、书法、篆刻、设

计、现代媒体艺术等主要美术门类。

教材注重以单元模式构建内容，每课设置“学习任务”“学习导

航”“走进经典”“感知发现”“探索实践”“活动拓展”“联想迁

移”几个栏目，引导同学们带着问题走进课程，从鉴赏、感知到实践、

拓展，循序渐进地进行深入学习。教材落实核心素养，强调在真实情境

中贯穿问题意识和探究式学习，以美术学科为主线，与其他艺术门类有

机融合，在创意活动中实现知识迁移，依据小学到初中的认知规律安排

学习内容，强调连续性和进阶性，同时强调个性化学习，让同学们都能

发挥所长，积极参与到美的创造中去。

艺术是人类对美的向往和创造。让我们在艺术的世界里徜徉，在发

现美、感知美、创造美的过程中，认识自己、探索世界，找寻生活的意

义与生命的真谛。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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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书法篆刻
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徵明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创作了《兰亭修禊图》，该图

描绘了 1000 多年前王羲之、谢安等名士于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举行的

风雅集会。在这场雅集上，众人坐在兰亭曲水边，饮酒作诗，畅谈胸中抱负。王羲之

即兴写下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今天的我们能通过怎样的方式追

溯这场盛会并与古人对话呢？从《兰亭序》这件书法作品中我们或许会找到答案。

书法和篆刻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本单元，我们将了解中国书法中不同

字体的风格特征，学习印章的种类、篆刻的艺术特点及刻印方法等，感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传承并发展书法和篆刻艺术。

兰亭序（书法）  晋  王羲之  唐  冯承素摹本  故宫博物院

兰亭修禊图（中国画）  明  文徵明  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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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书写艺术，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形成了许多著名的书

法流派，出现了灿若群星的书法家，留下了难以尽数的书法珍品。你写过书法作品吗？

你了解中国书法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吗？

《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

辞》由牛的肩胛骨制成。这片甲骨保存完

好，字迹清晰，上面的文字书风雄劲、挺

拔爽利、笔力遒健，在镌刻感之外，更有

浓厚的毛笔书法的意蕴。找一找，这件甲

骨珍品上的文字你认识多少？它们有什么

特点？

本课我们将从了解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入手，领略中国书法的文化底蕴，

总结中国书法中五种字体的特点，临摹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在翰墨纵横间感受书法的

魅力。

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正面）  商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

    甲骨片上的“车”
字是不是看起来十分
形象？

赏书法之韵1

学习导航

走进经典

学习任务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
最早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是刻写在龟甲和兽骨
上的文字。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发现最早的体系较为
完整的文字。

知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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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象 火

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单字有 4000 多个，可识读的还未超过一半。甲骨文与现行文

字在字形上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汉字为何能传承数千年？

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形成

了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

古印度印章文字

古巴比伦楔形文字

古埃及象形文字

楔形文字是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

拉底河流域的古老文字，又称“钉头字”。

早在公元前 3200 年前后，楔形文字就在

苏美尔地区发展起来。

古埃及象形文字也称为“圣书字”，

始创于约公元前 3000 年的埃及第一王朝，

在公元 400 年后开始衰亡，目前仅存于古

埃及遗址中。

古印度印章文字即古代印度河流域

通行的文字，因大多刻在石头或陶土制成

的印章上，被称为“印章文字”。

    在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只有中国的甲骨

文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流传至今。

感知发现2

感知发现1

任务一   找出甲骨文与现行汉字之间的联系。

任务二   比较四大古文字体系，分析它

们之间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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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至小篆、隶书，到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草书、楷书、行书等。汉字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形成了

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艺术。

目雨 羊牛 门龟

甲骨文体现出文字处于最初发展阶段的稚拙和生动。请你根据甲骨文象形的特点，

用线将下列汉字与对应的甲骨文连起来。

楷书（皇甫诞碑 
唐  欧阳询）

草书（洛神赋  宋 
赵构）

隶书（史晨碑  汉）篆书（临石鼓文 
清  吴昌硕）

行书（粮院帖 
宋  米芾）

感知发现3

探索实践 1

任务三   总结下面不同字体的“车”字在点画和结构上的特点。

篆书：广义的篆书指隶书之前象形意味较强的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玺印上的文字等；狭
义的篆书指秦代通行的文字。篆书特点是字形呈竖长方形，结构端整匀称，线条婉转流畅、粗细均匀。
隶书：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将篆书圆转的线变成方折的笔画，把象形结构简化，以便书写，字形
多方扁，始于秦代，普遍使用于汉魏。
草书：形成于汉代，大量采用连笔、省略等方式，以实现快速书写。
楷书：字体工整方正，横平竖直，是现在通行的汉字手写正体字。
行书：介于草书、楷书之间，楷法多于草法的称“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称“行草”，相传始于汉末。

知识窗
中国书法的五种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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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字体之一。“永字八法”是楷书的用笔法则，它

以“永”字八笔的顺序为例，阐述正楷的笔势特点。请你临摹颜真卿和欧阳询碑帖中

的“永”字，体会两者在点画的提按与快慢、力量与节奏、连断与行止等方面的不同，

体会楷书结构的均衡稳定与参差变化。

1. 点为侧（如鸟之翻然侧下）。

2. 横为勒（如勒马之用缰）。

3. 竖为弩（用力也）。

4. 钩为趯（跳貌，与跃同）。

5. 提为策（如策马之用鞭）。

6. 撇为掠（如用篦之掠发）。

7. 短撇为啄（如鸟之啄物）。

8. 捺为磔（磔音哲，裂牲为磔，笔锋开张也）。

九成宫醴泉铭（拓本，局部）  唐  欧阳询 
故宫博物院

颜勤礼碑（拓本，局部）  唐 
颜真卿  故宫博物院

探索实践 2

点

短撇

捺
竖

横

提

撇

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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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书写的材料也多种多样。下列经典

书法作品分别写在纸、竹简、帛上或刻在石或青铜器上，你

能说出它们属于哪一种字体吗？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各有哪

些特点？它们的笔画形态与书写材质有何关系？

居延汉简（书法，部分）  汉 
1930 年内蒙古和甘肃额济
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
出土  甘肃简牍博物馆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有讲学、研究、

藏书等功能。岳麓书院正门匾额和门联上的文字

在字形结构和点画上有何特点？匾额和门联在中

国古典建筑设计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岳麓书院正门

探索实践 3

联想迁移

任务四   选择喜爱的书法作品进行临摹，感受书法之美。

平复帖（书法）  晋  陆机  故宫博物院 伯远帖（书法）  晋  王珣 
故宫博物院

峄山碑（书法）  秦 
西安碑林博物馆

子弹库楚帛书（书法，摹本） 
战国  湖南省长沙子弹库楚墓
出土  赛克勒美术馆（美国）

毛公鼎铭文（书法）  周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篆刻是书法和镌刻结合的艺术，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你了解篆刻艺术吗？你

知道印章有哪些特点吗？

篆刻是篆法、章法、刀法三者的结合。一方小小的印章中，既有飘逸的篆书笔

意，又有赏心悦目的印面布局，且兼得刀法生动的雕刻神韵，可谓“方寸天地，气象

万千”。本课我们将学习并了解篆刻艺术的特点，理解其背后蕴含的文化价值。

“日庚都萃车马”朱文巨玺，大约七厘米见方，

是战国时期燕国的烙马玺印。玺面六字中，“日庚都”

是地名（“都”是都邑的意思），“萃车马”是官名。

印面文字布局别具一格，中心空出，连接左、右、下

三边，形成一个“U”形构图。该印印面纵横错落、

疏密对比强烈、镌刻苍劲有力、笔画古朴雄强，是古

玺印中杰出的代表。

“日庚都萃车马”烙马玺  战国
1892 年山东省齐国故地出土
京都藤井有邻馆（日本）

你 能 分 辨 出 玺 印 上

的“日庚都萃车马”这六

个 文 字 吗？ 猜 一 猜， 烙

马玺印的用途是什么？

品篆刻之美2

学习导航

走进经典

学习任务

中国篆刻在 2009 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

知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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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字的不断演变，印章名称几经演变，不同朝代的称呼也各有不同。

玺：早期的印章称为“玺”，当时人人可用，并无等级差别，但自从秦始皇建立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便规定“玺”只能是天子专用，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

印：秦汉时期的官方印章通称“印”。

章：两汉官印和魏晋六朝将军印有的被称作“章”。

印章：将“印”和“章”连称为“印章”是从汉代开始的。

印信：汉魏的大量私印中有称某某“印信”的，所以印信也被看作是印章的一种名称。

“皇后之玺”玉印  汉  1968 年陕西省咸阳市
韩家湾（今属渭城区）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

王业之印信  汉凌江将军章  南朝

河间王玺封泥  汉  上海博物馆

    封泥也称“泥封”，是中国古代文书的
封缄形式之一，可以防止文书在传递中被人
偷看。

    此印为汉代
玉印精品，是皇
后佩带的饰物，
也是权力和地位
的 象 征。 此 印
刻工精致、线条
细腻、字形匀整
端方。

感知发现1

任务一   经典印章作品赏析。

“关中侯印”金印  晋
1985 年江苏省南京市直
渎山东晋墓出土
六朝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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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书画、篆刻艺术的发展，印章除了具有实用功能外，也

被赋予了艺术属性。诗、书、画、印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在

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有机组合。你能从内容、形式、篆刻方

式上看出下图的印章属于哪一类吗？它们各有什么用处？
宣统御览之宝

墨梅图（中国画）  元  王冕  故宫博物院

在这幅作品中，作者、收藏者、

鉴定者钤盖在作品空白部分的形制

各异的印章与书画内容相互映衬，

耐人寻味。

齐白石  近代  齐白石 白石  近代  齐白石

王元章 方外司马几暇怡情 
得佳趣

文王子孙

感知发现2

篆刻主要有阴刻和阳刻两种方式。
阴刻：印文刻成凹状，用印泥钤盖后为红

底白字，称为“白文”。
阳刻：文字刻成凸状，用印泥钤盖后为白

底红字，称为“朱文”。

知识窗 阴刻与阳刻

任务二   欣赏下方中国画作品，了解印章的艺术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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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为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名家，善以石鼓文入印，风格苍厚淳朴，自

成一派。西泠印社成立后，吴昌硕被推举为第一任社长。

吴昌硕（1844—1927）
    著名中国画家、书法
家、篆刻家，诗、书、画、
印俱佳，且能博取众家之
长而自立一格，是一位善
于 学 习、 善 于 创 造 的 艺
术家。

一月安东令  近代  吴昌硕

我爱宁静  近代  吴昌硕

我爱宁静（边款） 
近代  吴昌硕

西泠印社
    清光绪三十年（1904），由篆刻家丁仁、王福庵、吴
隐等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目的而发起。
    西泠印社是海内外成立最早的金石篆刻艺术团体。印
社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景区孤山西麓，因临近西泠桥，
故取名“西泠印社”。

无须老人  近代  吴昌硕

西泠印社中人 
近代  吴昌硕

感知发现3

边款是刻于印侧的题识。
隋唐以来，官印周围多刻有制
印年月、编号、释文等。

知识窗

任务三   欣赏吴昌硕的篆刻作品，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一枚，与同学交流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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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选用合适的工具材料，按照下图的步骤方法，篆刻一枚姓名章或闲章。

准备材料

印床

印泥

印石 连史纸

刻刀

砂纸

执刀的两种方法

篆刻的两种刀法

三指执刀法
    用大拇指、食指执刀，用中指
抵住刀杆，无名指、小指抵住中指，
刀口向左，刀杆微微倾斜。

冲刀法
    冲刀，顾名思义就是刀锋入石后由右至左，
或者向身体的反方向直接冲刻。具体操作时，刀
锋向外，刀杆微卧，与印面形成一定角度。

五指握刀法
    五指握刀，大拇指在外，呈握
拳状。

切刀法
    切刀就是将刀锋切入石面，然后顺着笔画的
方向一起一伏地切刻前进。这样切刻出来的线条
留有刻刀逐步移动时的痕迹，显得沉厚苍劲。

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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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印章步骤图

中国的很多企业或店铺的标识都采用篆刻

的形式。它们呈现出怎样的审美趣味？找一找，

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

使用刻刀时需注意正

确执刀，安全使用。

中华书局标识 人民文学出版社标识

5. 钤印于纸。4. 操刀刻印。

3.印稿上石。2. 设计印稿。1. 磨平印面。

单元评价表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自我评价

 
知道与表达

1. 能了解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知道甲骨文的特点，总结

中国书法中不同字体的风格特点。

2. 能了解印章在材质、用途、镌刻方式等方面的特点，知

道篆刻的刀法和步骤。

    

掌握与运用

1. 能基本把握不同字体的写法，选择喜爱的碑或帖进行

临摹。

2. 能掌握篆刻的技法，并选用适合的材料刻制一枚印章。

    

理解与交流

1. 能感受文字之美，体会不同字体的审美特点，并与同学

交流。

2. 能理解篆刻的实用功能与艺术价值。

3. 能理解中国书法和篆刻中蕴含的民族智慧与文化底蕴。

    

联想迁移

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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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色彩魅力
四川九寨沟的秋天色彩斑斓，树的颜色艳丽无比，倒映在水中，更加如梦似幻，

美不胜收。下面这张图最触动你的是什么？那瑰丽多姿的色彩是否让你感受到强烈的

视觉冲击？让我们一起走进色彩的世界，学习如何运用色彩表现自己的个性、精神追

求和文化的意蕴。

在本单元，我们将通过学习冷暖色调、互补色、对比色等色彩知识，体验不同色

彩带来的不同感受，尝试运用多种色彩表现形式和方法创作美术作品，运用色彩表达

自己对自然的感受及内心情感，了解中国传统色彩取之于自然，并理解其中蕴含的中

国传统审美格调和诗意情怀。

九寨沟秋天色彩斑斓的美景



大自然变幻无穷，向人们展示着迷

人的色彩，如蔚蓝的海洋、金色的沙漠、

皑皑的雪山、苍翠的山峦……说一说，大

自然中的色彩都有哪些，分别带给你什么

感受？

大自然的色彩无比丰富，带给我们

截然不同的审美体验，或和谐舒适，或对

比强烈，渗透着无穷的生命力。让我们运

用互补色、对比色等色彩知识，像艺术家

一样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感受吧！

自然的色彩1

走进经典

学习导航学习任务

凡·高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描述了《麦田与柏树》这幅作品，他说这幅画是最美的

夏天，“画中有麦穗、柏树、一片蓝天，它像一幅五彩的拼图”。其中，金黄的麦田

与蓝天和绿树形成对比，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

一幅作品或一个环境中往往存在多种色彩，它们形成的整体关系构成色彩的调子，

称为“色调”。《麦田与柏树》的色调是怎样的？为什么画家运用了对比强烈的色彩，

画面却仍然显得十分和谐呢？

麦田与柏树（油画） 
1889  凡·高（荷兰）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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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季节的景色中我们能看到哪些色彩？请参照秋天色彩的归纳法，对其余三

个季节的色彩进行归纳，思考一下这些色彩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冬天

夏天

秋天

春天

色相环

任务二   大自然中无穷无尽的斑斓色彩

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请你

找一找大自然中的互补色。

感知发现1

在色相环中，任一色相和与其相对（180°）的
颜色互为补色，如红与绿、黄与紫、橙与蓝等，在并
列时会给人强烈的排斥感，若混合在一起，会调出浑
浊的颜色。

知识窗

任务一   根据下列图片归纳四季色彩，并在色相环中找出这些色彩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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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想一想，画家是如何调和色彩并运用对比色创作美术作品的。

冷暖对比明度对比

纯度对比

可选用右侧模板，也可

用自己创作的线描样式，在

冷暖对比、明度对比和纯度

对比中任选一种，完成一幅

色彩对比小练习。 色彩对比小练习

圣维克多山（油画）  1902—1906  塞尚（法国）
费城艺术博物馆（美国）

鱼鹰小舟（中国画）  1961  林风眠 
中国美术馆

红莲（油画）  1997  吴冠中  中国美术馆

明度对比突出色彩的亮暗对比，可以

是相同或不同的色相，可使画面节奏感增强。

冷暖对比突出色彩的冷暖关系，无

论是鲜明强烈还是柔和含蓄，都能够营造

出丰富而有变化的色彩效果。

纯度对比突出色彩的鲜灰对比，用

带有灰色调的色彩来突出高纯度色彩的视

觉冲击力，这种对比既可以体现在单一色

相中，也可以体现在不同色相中。

探索实践 1

感知发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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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明度对比、纯度对比、冷暖对比的色彩知识完成一幅风景写生作品，在作画

的过程中注意色彩的丰富性和画面色调的和谐。

教师示范步骤

风景独好

探索实践 2

学生作品

秋韵一路生花

    1. 用稀释后的群青勾画出景物的基本位置，
需要注意构图的韵律感。

    2. 从天空的云和远山开始铺色，定出大致色
调。以纯度最高的几笔黄绿色点出近处草的起伏。

    3. 开始大面积铺出近景中草原的亮部和最前
端的暗部。颜色可以相对暖一些，和远山的冷色
形成对比。

    4. 精心刻画近处的景物，颜色多层次覆盖，会
增加色彩的丰富性。用笔前后要有区别，小笔点出
紫红色的花和人物，会使画面自然活泼、生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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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悦、 愤 怒、 悲 伤、 平 静、 欢 乐、

焦虑……我们的内心世界丰富而细腻，怎

样用色彩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呢？

画家喜欢借助色彩抒发或宣泄情感。

让我们感受色彩之美，从中聆听画家的心

声，学会用色彩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

从这幅画的色彩和构图中，你觉得画家想传达怎样的内心情感？

舞蹈（油画）  1910  马蒂斯（法国）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

在表现舞蹈的绘画作品中，这幅画显得尤为明快、简约。蓝色的天空、绿色的大

地是背景的全部，其中的人物姿态各异，富有节奏和韵律，手拉手循环舞蹈的造型充

满了动感，张扬着生命的能量。画面不仅表现出奔放、热烈的氛围，还有一种平衡的

美感，这也是画家一直追求的艺术效果。

心灵的色彩2

走进经典

学习导航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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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色彩能传达出不同的情感。对比下面两幅作品，体会画面的色彩运用。

森林白马（日本画）  1972  东山魁夷（日本）
长野县信浓美术馆（日本）

决战之前（中国画）  1984  徐启雄 
中国美术馆

不同的色彩会带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例如红色让我们联想到火焰、旗帜等，既

代表着吉祥、喜庆，又代表着热情、温暖……

色彩归纳表达味觉 : 酸、甜、苦、辣

色彩

联想 火焰、旗帜…… 阳光、葵花…… 秋叶、晚霞…… 草地、树叶…… 天空、大海……

感受 热情、温暖…… 灿烂、辉煌…… 华美、成熟…… 生命、希望…… 宁静、忧郁……

感知发现1

让人感觉或联想到温暖的颜色，如红、橙、黄等，属于暖色；
让人感觉或联想到寒冷的颜色，如蓝、绿、紫等，属于冷色。冷暖
也是相对的。同样是红色，加黄调配出的橘红和加蓝调配出的紫红，
冷暖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冷暖对比能突出色彩的冷暖关系。

知识窗

任务一   说一说，画家想通过色彩传达怎样的心灵独白。

任务二   想一想，不同的色彩会让人产生哪些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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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情感表达与色彩的冷暖、明暗及色块的形状有直接关系。对比欣赏下面两

幅作品，说一说画家想表达怎样的情感。

试着运用具象、意象或抽象的表现形式，选择合适的色彩，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

呐喊（蛋彩画）  1893  蒙克（挪威）
奥斯陆国家美术馆（挪威）
    画中浓烈的色彩构成与夸张扭曲的
线条运用令人震撼。作者将恐惧不安的
内心情感表达到了极致。

即兴 - 峡谷（油画）  1914  康定斯基（俄国）
伦巴赫美术馆（德国）
    画家用没有规则的线条、色块和轻盈快乐的
笔触表达了内心的情感。画中仿佛有许多跳跃的
音符，具有音乐般的流动性。

感知发现2

探索实践

任务三   掌握如何在作品中运用色彩的构成表现自身的情感。

学生作品

愉悦的心情 多愁善感的情绪明亮温暖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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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白、半见、梅红、玄天、石青……这些充满诗意的词语，都是中国古人对色彩

的命名，其中蕴藏着流传千年的东方审美意趣。中国人是如何赋予色彩诗意的？

中国传统色来自古人对天地万物的体察和感悟，其藏迹于山川、草木、鸟兽之间，

沉淀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让我们通过欣赏古画来领略这份独属于东方的浪漫与想象，并

一起来将自然中的色彩升华为诗意的表达吧。

《千里江山图》全卷青绿设色，山石先以墨色勾皴，后施青绿重彩，用石青、石

绿等矿物颜料烘染山峦顶部、描绘青山叠翠之景，表现出了河山大好、一望无际的气势，

是我国青绿山水画中的无价之宝。

千里江山图（中国画，局部）  宋  王希孟  故宫博物院

诗意的色彩3

走进经典

学习导航

学习任务

任务一   从《千里江山图》中找出标志性的中国传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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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买到各种

各样的颜料，但在古代，想要获取颜料是

一件困难的事。你知道《千里江山图》所

用到的这些石青、石绿颜料来自哪里吗？

蓝铜矿是一种碱性铜碳酸盐矿物，也称石青。孔雀石是一种含铜的碳酸盐矿物，

是石绿的原料，用以表现鲜艳纯正的绿色。《千里江山图》中的青绿山水正是使用这

两种矿物质颜料绘制的。

古人描绘锦绣江山，常以石青、石绿为主色，敷色夸张，具有一定的装饰性，被

称为“青绿山水”。

千里江山图（局部）
孔雀石

蓝铜矿

感知发现1 任务二   了解中国古代颜料的来源及其

在画面中呈现的色彩效果。

风入松
    其色出自词牌名，此名源自嵇康所
作古琴曲《风入松》。

东方既白
    黎明时太阳跃出地平线时的高空天
色，出自苏轼《前赤壁赋》。

香炉紫烟
    此色有仙气，李白独爱紫烟意境，
出自李白《望庐山瀑布》。

紫薄汗
    紫薄汗是汗血宝马的汗色，出自王
昌龄《从军行七首》。

感知发现2

任务三   了解中国传统色名称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精神。

中国先民不仅通过天地万物认识色彩，还为之赋予了一个个雅致的名字，它们承

载着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蕴藏着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审美基因和经典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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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色蕴含在历朝历代的艺术作品中。你知道哪些中国传统色？它们背后有

什么故事？

汝窑天青釉盘  宋
故宫博物院

天青色

相传，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时，烧造所司请其色，

世宗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

后来，工匠经过长时间试验，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之下

才能烧出如此颜色的天青釉。天青色介于蓝色和绿色

之间，青中透蓝、蓝中透绿，给人安静和谐之感。

天水碧

据说南唐后主李煜喜欢碧色，

宫中的妃子们争相穿碧色的衣服。

有一回，宫女给衣裳染色后，晚上

忘记收衣，被露水打湿，第二天却

惊喜地发现衣服呈现出一种清雅的

碧色。“自是宫中竞收露水，染碧

以衣之”，天水碧由此得名。

《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人物

请你从树叶、花瓣、蔬果中提取出自然色彩，涂染在纸上 , 并找到符

合其意境的诗句写在上面，制成书签。

以花瓣为原料提取色彩制作书签的步骤

    4. 制作书签并写上相应诗句。

3. 制成染料。2. 捣碎，提取颜色。1. 收集花瓣。

    《韩熙载夜宴图》中舞女衣服的颜色推
测应为天水碧

探索实践 1

任务四   从古代文物中寻找雅致且具有诗意的中国传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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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评价表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自我评价

 
知道与表达

1. 能欣赏美术作品中的色彩运用，了解互补色、对比色、

冷色调、暖色调等色彩知识，体验不同色彩带给人的不同

审美感受。

2. 能欣赏艺术作品中色彩的运用和情感表达，了解冷暖色

调及色彩的心理联想，理解色彩与情感表达的关系。

    

掌握与运用

1. 能运用互补色、对比色以及色彩的调和方法进行绘画创

作，表达对自然的感受。

2. 能运用色彩创作绘画作品，表达内心的情感。

3. 能从自然物中提取色彩 , 能运用中国传统色的配色知识

制作工艺品。

    

理解与交流

1. 能理解不同的色彩搭配方式能够表现不同的美感。

2. 能理解不同色彩的情感寓意，运用彩色颜料创作美术作

品，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3. 能了解中国色彩的审美传统，体会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

    

怎样运用所学的色彩知识，将富有诗意的色彩

应用到产品设计中，为中国产品创新助力？

G20 杭州峰会国宴餐具

联想迁移

学习中国画、敦煌壁画中的传统配色，选择自己喜欢的纹样做配色练习。用剪贴、

拓印或绘画等方式，将配好色的纹样作品装饰在团扇、手帕、雨伞、围巾等生活物品上。

探索实践 2

风铃

雨伞

扇子

手帕T 恤

G20 杭州峰会国宴餐具的颜色取自西湖的绿色。

整套餐具以西湖美景为主题，表现出西湖烟雨朦胧、

诗情画意的景致，尽显江南山水的醉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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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古韵悠长

建筑既是人类生活的居所，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生活在车水马龙、处处是高

楼大厦的现代化城市中的你，关注过身边的古建筑吗？你所在的城市都有哪些古建筑

呢？让我们一起穿越时间长河，在雕梁画栋间感受古建筑的魅力，在檐角瓦边体会瑞

兽的神奇寓意，寻找中国古建装饰中蕴藏的审美追求与文化内涵。

在本单元，我们将以雕梁画栋和神奇瑞兽为切入点，欣赏中国古建筑的装饰之美，

并尝试设计制作古建筑模型，通过文物修复、陶艺制作、建筑模型制作等学习活动，

感受古建筑之美，让古建焕发新生。

雄伟壮观的故宫建筑一角  北京



古代建筑的造型、结构、装饰等无

不体现出古人对美的追求。古建筑中的雕

刻与彩画装饰表达出中国古人怎样的审美

理想？雕梁画栋如何体现人文精神？

雕塑、绘画等建筑装饰在中国古代

建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建筑具有丰富

的外观和无与伦比的艺术表现力，给人们

的生活增添了美的享受。

太和殿是故宫三大殿之一，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殿宇。该建筑巍然屹立在由

高大洁白的汉白玉石雕琢的台基上，中间的御道专供皇帝行走，上面刻有雕工精绝的

九条龙。殿内外装饰着和玺彩画。整座建筑金碧辉煌，庄严富丽。

故宫太和殿  明清  北京

雕梁画栋1

走进经典

学习导航学习任务

任务一   以太和殿为例，说一说你在哪些地方能找到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的身影，二者

是如何自然地融于建筑物的？

御道上的石雕

和玺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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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美的古建筑邂逅，你会发现雕塑装饰无处不在，它们既有实用功能 , 又是可

供欣赏的艺术品。这些雕塑装饰是中国古建筑中独具特色的元素，充分体现出工匠智

慧和民族特色。

天坛云龙形浮雕望柱头与螭首

想一想

除了雕塑装饰，你在古建筑中还见过哪些起装饰作用的艺术形式？

藻井外
圆 内 方， 往
上隆起六层

内 壁 采
用 圆 雕 的 形
式，雕琢了许
多精致华丽的
建筑模型

其 上 装
饰有许多小型
木雕建筑

井 心 是
一幅精美的星
宿图

隆福寺正觉殿天宫藻井  明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感知发现1

望柱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栏板与栏板之间的短柱。民间建筑中的望
柱头种类多样，动植物、人物故事都可作为装饰素材，而以龙凤纹装
饰的望柱头一般只有在宫殿建筑中才可以使用。

知识窗 望柱头

螭是传说中的一种龙，螭首也就是龙头。螭首常安置在建筑下面
的台基外侧，除了具有装饰作用，雨天还可作为排水口，排出高台上
的雨水。

螭首

藻井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室内顶部的独特装饰，一般做成向上隆起
的井状 , 有方形、多边形或圆形，四壁饰以各种花纹、雕刻和彩绘。

藻井

任务二   了解古建筑中雕塑艺术的不同类型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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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上的彩绘主要绘于梁和枋、柱头、窗棂、门扇、斗拱、墙壁、椽子、栏杆

等建筑木构件上，不仅能起到保护建筑、延长其寿命的作用，同时还极具观赏性。

常见的古建筑彩画依据画法的主要

特征，分为和玺彩画、苏式彩画和旋子彩

画三种。

故宫皇极殿里的和玺彩画  明清  北京

颐和园长廊里枋梁上的苏式彩画  明清  北京

北海天王殿的旋子彩画  明清  北京

旋子彩画线描图

“花瓣”

“花心”

旋子

感知发现2

彩画中等级最高的一种，以龙凤图案为主，是
采用青绿色与沥粉贴金混用手法装饰皇家建筑的一种
彩画形式。

知识窗 和玺彩画

等级仅次于和玺彩画，实际上是一种以圆形为
基本线条所组成的团花图案 , 其外形是旋涡状的“花
瓣”，中心为“花心”。

知识窗 旋子彩画

以山水风景、人物故事、花草鸟兽等为装
饰图案的彩画形式，又因源自苏州，所以得名“苏
式彩画”。

苏式彩画在梁上以大面积画出包袱形的外
廓，里面的彩画是一个完整的布局，因此苏式
彩画又俗称“包袱彩画”。

知识窗 苏式彩画

任务四   通过欣赏，总结和玺彩画、苏

式彩画和旋子彩画的特点，并尝试描绘彩画

的纹样和图案。

任务三   了解古建筑中彩绘艺术的不同类型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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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以泥、陶板、石膏板等为材料，制作一件浮雕作品，并将作品装饰在校园或

家中。作品需体现古建筑的装饰特点。

3. 拓制线稿。

5. 雕刻细节。 6. 完成作品。4. 雕刻轮廓。

2. 裁切外形。1. 拍制泥板。

北京颐和园内有一条中国园林中最长的长廊，长廊内绘有 14000 多幅苏式彩画，

其内容包括民间传说、历史人物、神话故事、亭台楼阁、花鸟鱼虫等，画面精美，色

彩艳丽。请你根据下面几幅图，自己绘制一幅苏式彩画。

花鸟

山水动物

亭台

探索实践

活动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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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中有许多小兽的形象，有的

“蹲坐”于屋脊，有的“盘旋”于梁上。

它们既装饰建筑，又彰显美好寓意，所以

被称为“瑞兽”。这些瑞兽如何体现中国

古建筑的审美特质和人们的精神寄托呢？

古建筑中的瑞兽形象是一种有象征

意义的装饰物，具有消灾避邪、祈福纳祥

的美好寓意。本课我们将通过欣赏经典的

屋脊兽形象，认识其造型特征，运用雕塑

的方式制作出具有美好寓意的神奇瑞兽。

在古建筑的屋顶上，我们经常能见到一些动物形象的雕塑忠诚地守卫着宫殿，它

们就是“屋脊兽”。屋脊兽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安放在屋脊上的构件，对屋脊的连接部

起到固定和保护作用，同时有着吉祥美好、消灾避邪等寓意。

故宫太和殿的屋脊兽种类极其丰富，并按照固定顺序排列，分别是龙、凤、狮子、

海马、天马、押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前端是骑凤仙人，后有垂兽。

故宫太和殿屋脊兽  明清  北京

神奇瑞兽2

走进经典

学习导航学习任务

任务一   了解太和殿屋脊兽的数量、顺序和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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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笏园中的屋脊兽  明  山东潍坊

望天犼  天安门华表  明  北京

象鼻凤凰  云南西双版纳

天坛屋脊兽  明  北京

立于天安门前的华表用汉白玉制成，

顶端的蹲兽名为“望天犼”。犼，是传说

中一种凶猛的神兽。

门墩是中国传统住宅四合院中用来

支撑正门或中门的门框、门槛和门扇的石

构件。门墩上多有瑞兽造型，其中又以狮

子造型居多。

四合院门墩  北京

趴狮

鼓身

鼓座

基座

感知发现

古建筑的等级、功能和所处地域不同，屋脊兽的数量、形象和材质也会不同。请

你查找资料，了解其中的原因，并说一说不同类型的屋脊兽造型各有什么特点。

任务二   找一找古建筑中不同的瑞兽形

象，分析其审美特点和寓意，并尝试描绘其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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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陶艺制作一件你喜欢的瑞兽形象，并写一份作品说明，向大家介绍你制作的

瑞兽有怎样的美好寓意。

6. 烧制完成。

5. 施釉。4. 塑造细节。

3. 粘接组合。2. 掏空内部。1. 捏塑大形。

细
节

部
件

    作品名称：行什

    形象：生有双翼的

猴子，手持宝杵。

    寓意：太和殿屋脊

上出现的第十只走兽，

名即排行第十之意，传

说有降服妖魔的能力，

样貌似雷公，可佑建筑

避雷火。

    作品名称：天马    形象：马形，马的 两肋处有两个翅膀。    寓意：它是汉朝时对于西域良马的称呼，相传可日行千里，追风逐日，象征尊贵吉祥。

凤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在屋脊兽中常

常排在第二位，象征着尊贵和圣德。

探索实践

学生作品

教师范作

32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古建筑的传

承与保护工作也面临种种挑战。怎样才能

更好地保护古建筑？古建筑在新时代如何

焕发新的生命力？

我国幅员辽阔，每个地区都有标志

性的古建筑。总结并归纳你家乡古建筑的

特色，并思考如何将古建筑元素巧妙运用

到现代生活中。

近千年前，中国古代工匠运用超凡的智慧修建了一座高约 20 层楼的木结构高

塔—应县木塔。应县木塔坐落于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城北，建成于辽清宁二年（1056），

是中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塔式建筑。

应县木塔历经近千年的风雨、地震、战火的考验，依然巍然屹立。你知道原因吗？

应县木塔  辽  山西朔州

细
节

部
件

    作品名称：行什

    形象：生有双翼的

猴子，手持宝杵。

    寓意：太和殿屋脊

上出现的第十只走兽，

名即排行第十之意，传

说有降服妖魔的能力，

样貌似雷公，可佑建筑

避雷火。

    作品名称：天马    形象：马形，马的 两肋处有两个翅膀。    寓意：它是汉朝时对于西域良马的称呼，相传可日行千里，追风逐日，象征尊贵吉祥。

古建新生3

走进经典

学习导航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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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应县木塔，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塔身上层层叠叠的斗拱，一朵朵宛如百尺莲

开。斗拱在建筑中起到什么作用，又如何在新时代的建筑设计中焕发新生？

斗拱示意图

应县木塔上的斗拱

应县木塔整体架构所用全为木材，没用一根铁钉。全塔斗拱众多，共计 54 种，

被称为“中国古建筑斗拱博物馆”。整座塔设计科学严密、巧夺天工，再加上当地科

学有效的文物保护措施，因而长久屹立不倒。

古人还利用榫卯原理制成造型多样的鲁班锁。

鲁班锁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益智玩具，充满趣味。

鲁班锁

榫卯结构示意图

柱

梁

榫卯结构

感知发现1

任务一   了解斗拱与榫卯结构的原理和特点。

任务二   了解鲁班锁的内部构造。

榫卯结构是斗拱的重要组成部分。器物或构件利用凹凸方
式相接，其相接处凸出的部分为榫，凹进去的部分则为卯。

知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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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东

方之冠”的设计是在传统斗拱造型基础上

进行的颇具创造性的现代转译。四根粗大

的方柱托起主体建筑，斗冠由 56 根横梁

借助斗拱下小上大的结构叠加而成。层层

出挑的主体造型形似华冠，反映了“东方

之冠”的主题。

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设计效果图  何镜堂 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设计图

中国古建筑的屋顶主要有什么样式呢？你都见过哪些？

悬山顶庑殿顶 歇山顶 硬山顶 卷棚顶 四角攒尖顶

苏州博物馆新馆  2006  贝聿铭（美国）  江苏苏州
    苏州博物馆新馆屋顶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苏州传统的坡顶飞檐翘角。经过设计师的巧思，新的屋
顶既简洁又大气，兼具中式传统风格与现代感。

感知发现2

任务三   比较中国古建筑屋顶的传统样式与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屋顶设计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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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选择身边的古建筑作为研究对象，了解其特色和结构，并尝试用陶艺、纸艺

等制作模型，并向大家介绍、宣传古建筑的制作工艺，让更多人了解古建文化。

4. 制作完成。3. 塑造细节。2. 粘接组装。1. 制作基本形态。

修复工作能够为古建筑带来新的生命力。请你体验古建筑修复师的工作，找一找

家乡的古建筑有哪些损坏的部分，并撰写一份保护方案。

单元评价表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自我评价

 
知道与表达

1. 能分别列举出三种以上经典建筑中“雕梁”与“画栋”

的表现形式。

2. 了解太和殿屋脊兽的名称、形象、寓意，并能列举出三

种以上其他瑞兽。

3. 了解榫卯在古建筑中的重要作用，说出三种以上古建筑

常见屋顶的名称及特征。

    

掌握与运用

1. 能运用泥板或石膏板雕刻传统建筑中的浮雕装饰。

2. 能掌握陶泥捏塑工艺，生动形象地制作出自己喜爱的瑞

兽造型。

3. 能运用泥板成型工艺或纸艺等形式制作出自己身边的古

建筑模型。

    

理解与交流

1. 能根据本课所学知识理解古建筑中的绘画美与雕塑美。

2. 能通过对传统瑞兽的创作实践感受其背后的吉祥寓意。

3. 能从古建筑模型制作中认识榫卯结构和屋顶类型，感受

古人营造建筑的智慧。

    

探索实践

联想迁移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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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艺术装饰校园

第四单元

艺术校园

一年一度的校园艺术节即将开幕，同学们要用绚丽的画笔描绘美好的校园时光，

用艺术元素装饰校园。艺术节是展示同学们思想、情感和创造能力的舞台，想要办好

艺术节，校园艺术元素的提取和运用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该如何将艺术节主题与校园

文化相结合并进行艺术节设计呢？

在本单元，我们首先要从校园中寻找具有学校特质的建筑、色调等元素，设计出

独具特色的艺术节标识，再围绕艺术节标识设计宣传海报、邀请函和艺术节的周边文

创产品。最后，同学们要根据校园的空间和环境进行艺术节的宣传布置，营造艺术节

活动氛围，让校园里处处绽放艺术的光芒！



艺术节标识是校园艺术节重要的视

觉形象符号，它具有极为丰富的象征意义

和内涵。标识可以运用在艺术节活动的各

个方面。那么如何设计出蕴含校园文化特

质和艺术节主题的标识呢？

一个好的标识不仅应该具备信息传

递功能，还应具有艺术美感。我们在设计

校园艺术节标识时要先了解标识的特征和

构成要素，再根据需求提取对应的元素进

行设计。

为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清华大学设计了校庆标识。标识以阿拉伯数字

“110”与清华大学校徽的组合为主体图形，并辅以阿拉伯数字“1911—2021”。校

庆标识围绕校庆主题—“自强成就卓越，创新塑造未来”，从传承和创新两个角

度出发进行设计。想一想，设计师是如何运用图形和色彩来设计标识、传递校庆主题

的呢？

校园寻美1

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校庆标识 
2020  陈楠 

清华大学

学习导航学习任务

感知发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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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观察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校庆活动的标识，你能发现它每一部分的设计灵

感来自哪里吗？你从中感受到了怎样的校园文化？

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校庆活动标

识创意源于同心渐进的方圆几何图形。

清华大学的校花是紫荆花和白丁香，代表色为紫色和白色。你能发现它们与校庆标

识的色彩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吗？

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校庆标识色彩清华大学校色——紫色、白色

清华大学校花——紫荆花、白丁香

    同心圆寓意水之涟漪、木之年轮，生动呈现水
木清华的特色。三圈同心圆中嵌入校徽图案，增加
了标识的识别性与独特性。

    开放式的同心方设计，线条简约、大气。
一道道直线犹如翻开的书页，寓意着对知
识的不断探索。

    标识以数字“110”为基本
形态。两个“1”由 11 根线条
构成，从细到粗渐变，从低到
高上升，清晰阐释即将到来的
110 周年。

圆

方

110

感知发现2

感知发现3

任务一   结合案例，思考标识中图形设计的灵感来源。

任务二   思考艺术节标识中的色彩提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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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思、设计体现校园特质和艺术节主题的标识？同学们可以从调研和采风开

始，搜集与校园艺术节有关的资料，包括与校园艺术节主题、校园标志性建筑、校园艺

术活动等有关的文字、图片，为下一步设计标识寻找具有象征意义的元素。

美术展览舞蹈演出音乐演出

校园里的花广场雕塑图书馆 学生在校园里调研、采风

尝试像设计师一样设计校园艺术节的标识，并说一说你的设计思路。

绘制正稿设计草图 标识设计说明

    小小的画
板象征着美术
活动。

    橙色的中间图形由优美
的舞蹈姿势与“艺”字结合
构成，传递艺术节的主题，
体现校园艺术的多样性。

    校园广场雕塑的造型
与颜色彰显出校园文化特
色与艺术气息。

    黑白琴键与乐
符象征着艺术节音
乐会。

哪些元素最能
体现校园文化特质，
适合在校园艺术节
标识中使用？

探索实践

任务三   搜集资料，设计艺术节标识。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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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艺术节是师生交流、家校共育

的盛会，通常我们会先张贴海报进行前期

的宣传，还会派发邀请函邀请老师、家长

和同学共同参与。如果你是设计师，你会

如何通过海报和邀请函来宣传校园艺术

节呢？

海报与邀请函作为便利有效的宣传

手段，在校园艺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课我们将学习海报与邀请函的设计方

法，将前一课设计好的校园标识巧妙运用

到海报和邀请函中，为校园艺术节设计一

整套宣传品。

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海报名为“创

生万象，幕后为王”，灵感来源于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大闹天宫》。

海报力求贴近电影的视觉效果。拉开的水

幕既是影片中经典场景的变形，又让观众

联想到电影节即将拉开的帷幕。而象征第

22 届的字样“22”则巧妙点缀在孙悟空

头上的紧箍儿上。“美猴王”从台前走到

了幕后，灵动俏皮的双眼聚焦在紧盯着舞

台的观众身上，仿佛与观众共同期待着电

影创作者们为大家带来惊喜。

想一想，你觉得一幅好的海报应该

具备哪些要素？

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海报  2019  黄海

校园创美2
学习导航学习任务

感知发现1

海报又叫招贴，主要用于文艺演出、展览会、
体育比赛等活动的宣传，是信息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介。

知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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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海报和邀请函的构成要素，说一说它们分别由哪几部分组成。设计师是如何

通过海报、邀请函来宣传和展示校园文化特色和活动主题的？

毕业展邀请函

邀请函是举办某些活动时邀请

亲朋好友或相关人士参加所发的约

请性书信，一般由标题、称谓、正文、

敬语、落款构成。

毕业展海报 

副标题

主标题

图案

时间

活动内容

标识

地点

主办单位

    文字：主标题是
海报所传达的主要信
息，内容应该简洁、
精练，能吸引人们的
目光；说明文字应言
简意赅，字号应大小
错落，注意在版面中
整体把握文字的主次
关系。

    色彩：海报颜色
要符合主题，突出画
面层次，引人注目。

    版式：海报的尺
寸以及文字、图案的
版面布局应突出主次
关系，整体和谐美观。

    图形：海报设计
通常图文并茂，图形
的选择一定要与主标
题文字所表达的内容
有关。

感知发现2

任务一   了解海报和邀请函的构成要素。

42



在课堂上展示设计作品，分享你的创意构思和创作感受。

海报设计步骤 邀请函设计步骤

海报（电脑制作）邀请函（手绘）

邀请函（电脑制作）

海报（手绘）

校园艺术节标识

任务二   掌握海报与邀请函的设计步骤。

任务三   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设计校园艺术节的海报和邀请函。

    3. 细化草图，给
线稿上色，完成海报。

    2. 绘制海报各要
素的线稿。

    1. 在草图上确定
校园标识及海报各要
素的位置，进行整体
版式设计。

    3.细化草图，给线稿上色，
完成作品。

    2. 绘制邀请函的线稿。

    1. 设计邀请函的版式，将
校园标识安排在合适的位置。

学生作品

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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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艺术节即将开幕，除了运用设

计好的标识、海报和邀请函外，我们还可

以通过哪些方式来营造艺术节的氛围？怎

样才能更好地展现校园艺术的文化之美？

艺术节的舞台、校园的走廊、教学

楼的入口……用海报、挂旗、展示牌等布

置校园空间，能营造出浓郁的艺术节氛围，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结合校园活动的照片，说一说你还发现了哪些艺术设计。

校园活动现场

校园展美3
学习导航学习任务

感知发现1

任务一   思考在不同场景中反复使用标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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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下面的设计案例，你有什么感受？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更好地营造艺术节

氛围？

艺术节手举牌 艺术节横幅、包柱、海报艺术节挂旗

结合已有的设计元素，分组讨论，

合作完成艺术节氛围设计。结合校园环境

和场地，你会选择哪一类型的设计？

分组讨论

艺术节挂旗

艺术节美术作品展海报

探索实践

感知发现2

任务二   了解用设计营造艺术节氛围的不同方式。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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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评价表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自我评价

 
知道与表达

1. 能了解标识、海报、邀请函等的功能、构成要素及特点。

2. 能了解设计宣传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掌握与运用

1. 能运用讨论、比较等方法对美术设计作品进行赏析，掌

握标识、海报、邀请函等设计作品的创作方法。

2. 能设计形式新颖的艺术节标识、海报、邀请函、手举牌、

挂旗、文创产品等。

    

理解与交流

1. 能理解标识是经过归纳、提炼的象征符号。

2. 能理解海报、邀请函是一种便利、有效的视觉沟通媒介。

3. 能理解艺术节的宣传品设计不仅能够传递艺术节的主题

信息、营造艺术节氛围，还能体现校园文化理念。

    

将我们设计的作品布置在校园里，让校园中处处绽放艺术的光芒！

在本单元，我们为艺术节设计了标识、海报、邀请函等。你能尝试运用学过的设

计方法将校园艺术节中的元素制作成艺术节文创产品吗？

校庆文创产品

艺术节手举牌营造热烈气氛 挂旗体现艺术节氛围张贴海报进行艺术节宣传

联想迁移

任务三   尝试设计不同形式的艺术节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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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神奇的镜头

学校组织同学们去电影院观看获奖影片。电影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巧妙的镜头切

换引发了同学们的无限赞叹。于是，大家决定自己也来试一试，用镜头来讲述学校里

发生的有趣故事。

镜头语言是表现故事情节的重要方式。在本单元，我们将探究摄影中的构图、景

别和常用的镜头拍摄方法等知识，了解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并学习如何利用蒙太奇

手法讲述校园故事。

用镜头记录校园中的美



镜头语言是利用镜头来展现创作者

情感和意图的表达方式。如何运用镜头语

言来创作校园微电影呢？

景别、摄像机运动、摄像机角度等是

镜头语言的构成要素。不同的视角、拍摄

方法、画面构图可以表现不同的故事情节。

电影《流浪地球》在拍摄前，摄制团队设计了 3000 多张概念图，置景延展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地下城、空间站等都是实景搭建。电影开篇为整个地下城的长镜头，围

绕着一棵倒掉的大树，有书店、小吃店等场景。美术团队前期从线稿、上色到动态预览，

对场景的细节精雕细琢，最终在电影中为观众呈现出具有未来气息的生活场景。

电影《流浪地球》拍摄现场 电影《流浪地球》分镜头手绘图

摄像镜头中一般都自带三分辅助线。你知道如

何利用三分辅助线来进行构图取景吗？影像是动态的

画面，如何在运动的镜头中保持合理的构图呢？ 镜头中的三分辅助线

多变的镜头1

走进经典

学习导航学习任务

感知发现1

任务一   思考在摄像时如何保持合理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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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景别所表现的内容各有不同。如远景一般用来表现环境全貌、自然景色和大

场面的画面，交代人物与周围环境的空间关系，背景占主要地位，画面给人以整体感。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远景俯视中景仰视

引导线构图三分法构图对称式构图

远景、全景、中景、近景、
特写属于不同的景别。构图可以
让镜头的主题明确，更富有感染
力。仰视、平视、俯视等不同的
视角可以让镜头更具表现力。不
同的景别、构图、角度可以组合
成丰富的镜头语言，引发观者不
同的视觉感受和情感体验。

知识窗

感知发现2

任务二   根据下面的剧照，说一说不同的景别都适合表现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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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尝试运用推、拉、摇、跟的方式进行拍摄。

拉镜头

推镜头

推一推

拉一拉

拉镜头和推镜头正好相反，是把观众的视线由

局部引向整体的拍摄方法。为了表现主体人物或景

物在环境中的位置，拍摄时，机器向后移动，逐渐

扩大视野范围，被摄主体所占面积由大变小，主体

周围的空间环境得以表现，最终在同一个镜头内反

映出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推镜头是指观众的视线逐渐接近被拍摄对象，

由整体引向局部的拍摄方法，如由远景推到近景或

特写的镜头。拍摄时，机器向前移动，逐渐缩小视

野范围，被摄主体所占面积由小变大。在推镜头的

过程中，镜头的运动逐渐突出重点，将观众的注意

力有目的地引向某一个部分。

推、拉镜头示意图

任务三   了解运镜与景别的关系。

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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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一摇

跟一跟

摇镜头是指摄像机在机位不动、

景别不变的情况下，借助三脚架的活

动底盘或以拍摄者自身为支点，变动

摄像机光学镜头轴线的拍摄方法。

跟镜头是摄像机镜头紧随运动着的人或物进行移

动并拍摄，景别和角度都不作大的变化。

中景侧面跟镜头

近景背后跟镜头

水平摇镜头

垂直摇镜头示意图

水平摇镜头示意图

垂直摇镜头
跟镜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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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说过蒙太奇吗？在拍摄影

片时，如何用蒙太奇手法讲故事？

蒙太奇是电影艺术主要的叙事手段和

表现手法，通过把不同的镜头剪辑在一起，

使之连贯，引发观众产生对比、联想等心理

活动。

《父亲的旅程》公益微电影讲述了一位农村父亲去城市寻找儿子的动人故事。影

片开头用特写镜头呈现父亲沧桑的脸，紧接着又用崎岖的山路、疾驰的火车等大量空

镜头表明了父亲跋山涉水去见儿子的决心。在未给儿子打通电话的那一刻，父亲的表

情由期盼转变为失落。当儿子最终找到了车站里的父亲并跪在父亲脚边时，父亲举起

了右手。此时，导演重复运用蒙太奇的表现手法，让观众以为儿子会像儿时那样被父

亲责打，但父亲只是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儿子的脸颊。最后父子二人紧紧拥抱，一

切尽在不言中。

《父亲的旅程》公益微电影

玩转蒙太奇2

走进经典

学习导航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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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实拍摄“两位同学上完

书法课后走出艺术楼去食堂”的情

节，需要 8 分钟时长。由于行走过程

时间较长，影片拍出来会略显无趣，

而采用蒙太奇手法将镜头进行拼接，

仅需 30 秒就可以完整表述这一情节。

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蒙太奇手法简化

镜头，让故事更紧凑生动呢？

镜头三

镜头三

镜头二

镜头二

镜头一

镜头一

蒙太奇手法的出现，让电影变

得更加有趣和富有想象力。

感知发现1

感知发现2

任务一   选择右图中三至四个关

键镜头，用简洁的镜头语言表现故事

情节。

任务二   通过想象，调整不同的镜头排列顺序，表现出不同的故事情节。想一想，你还

能怎样组合镜头来讲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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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评价表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自我评价

 
知道与表达

1. 能知道景别、摄像机运动、摄像机角度等是镜头语言的

构成要素。

2. 能知道蒙太奇是电影艺术主要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段。

    

掌握与运用

1. 能运用简单的镜头语言拍摄校园生活中的人物、事物或

景物。

2. 能运用蒙太奇的剪辑和组合手法讲述校园生活中的

故事。

    

理解与交流

1. 能理解丰富的镜头语言让电影更具吸引力。

2. 能理解蒙太奇让故事情节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约客

宋  赵师秀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蒙太奇手法并不是电影艺术的专利，

我国古代诗人很早就开始将蒙太奇手法用

于诗文叙事。在本诗中，梅雨、池塘、棋

子、灯花——多组镜头呈现在读者眼前，生动刻画出夜深人静时诗人独自期客而客未

到的孤寂心理。四个场景并行交替，却又先后推进，展现出奇妙的蒙太奇手法。

学生作品《梦》

以小组为单位，有计划地拍摄镜头片段，尝试使用不同

的剪辑方式，用蒙太奇手法来讲述校园故事。

棋子夜半

蛙雨

探索实践

联想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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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套教材依据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编

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学科本体，利用美术的教学

方法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全面育人的目标。

本套教材强调艺术学科核心素养的统领性及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注重让学生在学习任务的驱动下

进行深度学习。教材以美术学科为主线，有机融入其他艺术门类，以丰

富多样的综合活动紧密联系学生生活，培养学生的探究和创新能力，帮

助学生形成向善、向美的价值观，养成健康的审美取向和坚定的文化

自信。

本套教材广泛听取全国实验区师生的意见，吸纳各地优秀课例，坚

持以美育人，重视艺术体验，突出课程综合，体现时代性，贴近学生的

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本套教材的编写得到了中央美术学院、故宫博物

院等单位专家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教师、学生、家长为本套教材提出宝贵意见，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打造更加优质的教材。

如发现教材质量问题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意见反馈。

联系电话：010-67517607

意见反馈邮箱：rmjcfk@163.com

    同学们，我们的教科

书已进入循环使用，请大

家一定要爱护它。在书中

回答问题时，请用铅笔轻

轻地书写。谢谢 !

姓名   年  月  日





双鹭（中国画）  现代  林风眠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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