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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阅读和使用这本美术教科书？

 怎样运用这份美术学习成长记录卡？
 星星辉映是你的学习目录！

 心心相印是你的成长记录！

第六单元第五单元
第四单元第三单元第二单元

第一单元

单元

主题

单课

题目

自我评分

5 4 3 2 1

知
识
与
技
能

 1  我知道课本的主要知识，能自问自答，简明表述。

 2  我会运用手绘线条记录生活，构思草图，线条流畅。

 3  我会运用手工技巧合理选材造型，制作效果精美。

 4  我能运用色彩搭配常识，徒手描绘造型；或利用电脑组合生活中的

    色彩，视觉效果协调。

过
程
与
方
法

 1  我会自主阅读课本，学会欣赏课本里的美术作品。

 2  我能与同学合作学习，学会课本要求的操作方法。

 3  我能探索思维，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学会简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情
感
与
态
度

 1  我会按要求备好工具、材料，做好场地清洁工作。 

 2  我对课本的学习内容感兴趣，主动参与学习活动。

 3  我能开动脑筋，作业具有与众不同的美感与创意。

我
的
感
想

合
计
总
分

中学生美术学习成长记录卡

班级________姓名___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可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打√评分，５为最高分，１为最低分)

 同学们：请认真阅读与欣赏每个单元的课文与图片，试以美术探秘、科学研究、团结合

作的精神，参与每一课为你设计的学习活动过程；感受“欣赏·评述”“造型·表现”“设

计·应用”“综合·探索”这四个美术学习领域给你带来的活动乐趣和成长体验。

 请在每一个单元（或你最喜欢的单元）的学习之后，在下面这张“中学生美术学习成长

记录卡”上填写自己的学习收获；本学期结束时，你会积累多张这样的卡片。请自己做个学

习小结和成果展示，并与同学、老师相互交流，共享美术学习成长的成功与快乐！

前  言

本教材所选用的部分摄影、美术作品，由

于各种原因，未能事先征得作者（或版权持有

人）的同意，特致歉意。敬请有关作者（或版

权持有人）与岭南美术出版社教材部联系，以

便奉付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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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唐文化的雕塑艺术表现了中国

封建社会前期充满自信和创造活力的时代精

神，艺术风格或深沉、博大，或瑰丽、雄

阔，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和气势。题材丰富

多样，有宗教神话、历史传说、人物及动物

等，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在中国

艺术史上具有典范的意义。

瑰丽深沉的汉唐雕塑
● 欣赏感受古代汉唐雕塑艺术特点。

1
第一单元    永恒的雕塑艺术

骆驼造型：

骆驼引颈翘首，

质感极强，造型

准确自然，勃勃

的生命力给人以

极大感染力。

毛毡坐垫：长方

形，多彩，坐垫上有

瑰丽的黄褐色、绿色、

紫茄色纹饰，边缘作绿

色辫穗表现出厚实的毛

质感。唐三彩创造性地

运用了低温釉陶工艺，

色彩绚丽、斑斓。

乐俑造型：乐俑

的面部、手部均未施

釉 ， 以 彩 绘 刻 画 细

部。众人手持不同乐

器，神情专注。

三彩乘驼乐人俑（唐三彩）    

唐代

唐三彩是烧制的一种低温

铅釉陶器，呈现出多种颜色，

以黄、绿、白三色为常见，其

代表性的作品是形态惟妙惟肖

的陶马和陶骆驼。当时科学的

烧制技术，促进了陶瓷工艺水

平的提高，以丰富的色釉品种

装饰的器物，满足了人们生活

和审美的需要。

白 蹄 乌 （ 浮 雕 · 昭 陵 六 骏 之 一 ）    

唐代

昭陵六骏表现的是曾伴随唐太宗

冲锋陷阵的六匹功勋卓著的战马，皆

为高浮雕石刻。白蹄乌精神饱满，意

气风发，四蹄腾空，马鞍、马镫、鬃

毛都向后飘动，马尾也向后扬起，整

个形象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动势。

天鹿（雕塑·石灰岩）      唐代

天鹿亦名天禄，是幻想出来的

动物。这尊天鹿形体似鹿，头顶正中

有一角，弯曲向上，双肩加翼以示灵

性。造型雄浑伟壮，立姿劲健挺拔，

雕工精细，线纹旋动的双翼则具有轻

灵飞升之感。

欣赏与探索（一）

雕塑一般分为圆雕和浮雕两类。古代

雕塑按用途可粗略分为墓葬雕塑、宗教雕

塑和景观雕塑。古代动物雕塑大多属于墓

葬雕塑和景观雕塑，它们或是驱邪镇恶的

神兽，或是陪伴主人长眠的宠物，或是反

映了主人的身份、地位和财富。

卧牛（雕塑）    汉代

卧牛回首仰望，神情安详宁静，显示出坚韧耐

劳、质朴敦厚的性格，圆睁的双目，肥大喘息的鼻

和宽厚的嘴，使牛的形象更为真实生动。牛四肢盘

曲，蹄质棱角分明，成功地表现了牛的温良驯服、

健壮有力的特点，俨然一头关中秦川牛形象。

荆轲刺秦王（画像石）    东汉

● 欣赏·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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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评价

欣赏与探索（二）

运用描述、分析、解释、评价

的方法，对本课其中一件雕塑作品

的造型特点进行欣赏与评述。

天王立像（雕塑·彩塑）    

唐代

天王全副武装，跨步扭

腰，姿势雄健，形象魁梧，

显得威风凛凛。唯左臂和右

腕残失。

女俑（雕塑·陶俑）    唐代

盛唐的仕女俑的外表形

象表现以丰满肥硕为美的时

尚，以优雅含蓄的姿势和微妙

细腻的表情刻画出内在的精神

气质。本女俑面涂红粉，蚕眉

细眼，小口施朱，五官紧凑；

身着长裙，双手笼袖于腹前。

造型简洁明快，形神兼备。

古代人物雕塑多属墓葬

雕塑和宗教雕塑。各种造型

逼真的佛像、武士、天王、仕

女，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

审美观和雕塑技艺水平。

广
州
解
放
纪
念
碑
（
花
岗
岩
）    

现
代     

潘
鹤   

梁
明
诚

学习网站

虎门销烟（浮雕·局部）    1958    曾竹韶

太极系列（雕塑）    1995    朱铭

修定寺塔门额（浮雕）    唐代

本图为塔南面拱形券门额部雕饰，券门

顶端中央为一大型兽面，依次而下有龙、力

士、腾蛟等。门洞内石质半圆形门额上有一

铺造像，三佛居中，两旁立弟子、菩萨、天

王，共九尊。券门内侧和里门石质门框均有

花卉纹饰，浮雕工艺精良，装饰趣味浓厚。

1．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革为当代雕塑提供了全新的题

材和材料，现代雕塑中同样折射出时代的光辉。

2．圆雕是完全立体的，观众可以从不同角度观赏的雕

塑。浮雕是在平面底板上塑造或刻制出的一种凸起的雕塑。

● 欣赏·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