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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手工创作方法”是中等职业学校幼儿保育专业手工课程。本

书结合幼儿园美术教学的特点，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宗旨、以满足学

生需求为目的，将美术手工进行分类汇总（绘画类手工、纸工类手工、

布艺装饰类手工、综合材料手工、戏曲表演中的美术），由浅入深、由

平面到立体，介绍美术手工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本书对每种美术

手工均有详细的介绍（历史、材料、工具、工艺、优秀作品赏析等），

充分展示了美术手工的特色，更有行业的针对性。编者结合学生的特

点，并总结多年的教学经验，将多种美术手工材料以及表现技法融入

书中，学生通过学习本书可以掌握一定的美术手工知识，可以将学习

到的手工技能直接应用到今后的工作实践中，为今后从事幼儿教育工

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本书融入了幼儿保育专业特色课程——民族民间美术。为响应国

家“传统文化教育进校园”的相关政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体系、融入教育的各个学段，在幼儿园教

育教学中传播民间艺术文化，让幼儿从小培养起对民间艺术文化的兴

趣，编者立足于研究传承民族民间美术，以及简化民族民间美术中

的材料以及制作方法，主持开发“学前教育专业民族民间美术课程开

发”，该课题于 2020 年成为河北省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

课题并于 2021 年顺利结题。本书是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

本书由吴翠静、郭婧儒任主编，马文莉、刘馨娴、马铜任副主编。

其中，吴翠静、郭婧儒负责整体框架的调研设计，同时负责编写第一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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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第三单元模块三至模块五、第五单元；马铜负责编写第二单元；

刘馨娴负责编写第三单元模块一、模块二和模块六；马文莉负责编写

第四单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借鉴了美术教育有关文献资料，在此向

相关作者表示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敬请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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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学习目标

学会使用各种绘画工具和材料，熟悉造型的方法和规律，通过

观察材料的特点进行造型，对身边的各种材料进行灵活的应用，根

据不同材料的特点进行综合造型；通过练习撕、剪、贴、拼等综合

动手能力，开发智力，培养耐心、细心及创造力，提高动手能力，

增强创造意识、协作精神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单元素养目标

在创作的过程中学会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激发好奇心和

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怀。

单元一

绘画类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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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类手工也称为平面手工。本单元的平面手工是指在二维平面内使用各种材料进

行的画面的再创造、设计与制作，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具体包括沥粉画、版画、蛋壳画、

谷物画、金丝沙画、农民画等。平面手工的表现内容很丰富，有人物、动物、植物、静

物、风景等，材料可选择的范围也很广。

模 块 一

沥　粉　画

模块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本模块，了解沥粉画的概念、历史和制作工艺，掌握沥粉画的欣赏方

法，感悟沥粉画带给人的美感，并能够制作沥粉画。

模块素养目标

培养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情感及对美术学习活动的兴趣。

沥粉工艺是我国古建筑的漆艺之一，是传统工艺美术中的一个种类。沥粉画源于古

建筑，同时突破了传统的工艺模式，从原有仅在建筑上才会运用的单纯图案描画演变成

如今表现创作者的思想以及体现装饰效果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一种新的作画形式，具有

独特的工艺效果以及装饰趣味。沥粉工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凸起的线条，在这些凸起的

线条上可以进行贴金、镶嵌、上色等装饰，使得这些线条具有厚重的装饰效果，这是其

他绘画方式无法比拟的。

一、沥粉画的历史

沥粉画演变自我国古代建筑上的漆艺，为古代宫殿、庙宇的一种装饰艺术。沥粉贴

金是建筑彩画工艺之一，即用装有胶和土粉混合成的膏状物的尖端有孔的管子，按彩画

图案描出隆起的花纹，在上面涂胶后贴以金箔，以求图案有立体感。这种古老的民间制

作工艺早在盛唐时期就已被广泛采用。我国的沥粉贴金工艺源远流长。

远在战国时期，木制建筑在我国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木建筑不耐风雨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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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延长木建筑的寿命，漆工艺人往往在建筑上抹漆彩绘，避免风雨直接侵蚀木结构，其

同时起到装饰的作用。古建彩绘原本是为木结构防潮、防腐、防蛀，后来才突出其装饰

性，宋代以后彩绘已成为宫殿不可缺少的装饰艺术，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我国的建筑在唐代之前没有色彩，突出的是材料所固有的色彩。到了唐代，建筑由

统一的部门管理，进而开始了对建筑色彩的统一规划及管理，这时色彩初步形成了一定

的等级制度。宋代建筑的规模虽然没有唐代的大，但是比唐代更为华贵，出现了各种复

杂的形式，变化也愈发繁多。宋代用色从唐代五彩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青、绿、朱

三色叠晕，枋心部分以五彩画或五彩锦纹进行装饰，这时的装饰与建筑达到了有机的融

合。到了清代，建筑彩绘以油漆彩画为主，颜色使用得越来越复杂，建筑上也愈发重视

装饰性，围绕着建筑上的油漆彩画，彩画由原来的防止木制品被腐蚀演变成表现装饰效

果。清代后期，建筑色彩有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其装饰色彩主要用于宫廷、寺庙等建筑，

各种色料的使用使得高等级建筑装饰尤其金碧辉煌。清代的建筑彩绘已经发展得高度成

熟，官式的建筑彩绘可分成五类，即和玺类、旋子类、吉祥草类、海墁类和苏式类，每

个画种又有多种作法。图 1-1-2 所示为清代和玺建筑彩绘，图 1-1-3 所示为清代苏式

建筑彩绘。清代的建筑彩绘在规模、品种、色彩以及工艺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达到了

我国古代建筑彩绘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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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图 1-1-3

二、沥粉画的制作工艺

制作沥粉画的沥料材料需要自行调制。绘制沥粉线条时，根据构图要求将调制好的

沥粉材料挤到画布或画板上。沥粉线条的粗细和均匀程度全靠制作者的把控。沥粉成功

形成饱满、立体的线条，关键在于材料混合的稀稠恰到好处：过稀，白乳胶较多时，线

条不容易成型，容易塌扁；过稠，白乳胶较少时，则沥粉容易脱落，难以附着在画板上；

同时温度、湿度对沥粉线条的成型有着影响。

沥粉画在艺术风格上强调装饰性。制作者往往在沥粉线条上涂上金色或银色的丙烯

颜料，使画面看上去更加华丽、立体。



5

单元一　绘画类手工

三、沥粉画优秀作品赏析

图 1-1-4 至图 1-1-26 所示为沥粉画优秀作品。

  

� � � � �图 1-1-4� � � � � � � � � � 图 1-1-5� � � � � � � � � � �图 1-1-6

图 1-1-7

图 1-1-8

图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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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图 1-1-10� � � � � � � � � � 图 1-1-11� � � � � � � � � 图 1-1-12

 

� � � � � � � � 图 1-1-13� � � � � � � � � � � � � � � � � 图 1-1-14

    

� � � �图 1-1-15� � � � � � � � � �图 1-1-16� � � � � � � � � � �图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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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图 1-1-18���������������������图 1-1-19����������������图 1-1-20

  

� � � � 图 1-1-21���������������������图 1-1-22� � � � � � � � � �图 1-1-23

图 1-1-24

图 1-1-25 图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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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 

【作品实践】制作沥粉画

一、工具和材料

立德粉、白乳胶、水粉笔、水粉颜料或丙烯颜料、木板（60  cm×40  cm，厚 

0.5  cm）、金色和银色丙烯颜料、裱花袋、刮刀、塑料瓶或其他方便搅拌的容器（沥粉

用），如图 1-1-27 所示。

图 1-1-27

二、制作方法

（1）在木板上用铅笔绘出所选图稿的轮廓，如

图 1-1-28 所示。

（2）将立德粉和白乳胶按比例调好，并倒入塑

料瓶中搅拌均匀，直至没有颗粒，得到沥粉材料。

将调好的沥粉材料倒入裱花袋中，并将裱花袋剪开

细小的口子（注意开始剪开的口子一定要小），剪开

的口子决定挤出的沥粉线条的粗细。

（3）沿着铅笔绘出的轮廓将裱花袋中的沥粉材

料从剪开的口子挤到木板上，力度应均匀，挤出流

畅的沥粉线条，如图 1-1-29 和图 1-1-30 所示。
图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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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图 1-1-29� � � � � � � � � � � � � �图 1-1-30

（4）使用颜料上色，如图 1-1-31 所示；将沥粉线条涂成金色或银色，沥粉线条应

凸出、饱满，如图 1-1-32 所示。

  

� � � � � � � � � � �图 1-1-31� � � � � � � � � � � � 图 1-1-32

拓展练习

利用丙烯颜料、水粉颜料、立德粉临摹或创作一幅八开的沥粉画作品，体会材料

的特点和沥粉画的表现技法。思考儿童美术绘画中可以使用哪种材料替代沥粉而同样

可以达到立体效果。

视频  沥粉画： 

描金

视频  沥粉画：沥

粉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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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二

版    画

模块学习目标

学习并掌握儿童版画的表现方法和技巧，了解各类儿童版画的制作工具和材料

的使用方法及特点，并能进行版画创作，培养细致、有序的观念。

模块素养目标

体验艺术活动的乐趣和审美感受，养成主动探求与创造的良好品质，发展观察、

想象和创新思维能力。

版画是视觉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是绘画形式的一种，是指由创作者构思创作并且

通过制版和印刷工序而产生的艺术作品，早期大多用于复制图画。版画的制作过程是用

刀具或化学药品等在版上刻出或蚀出画面，再复印于纸上，可直接印出多份原作，故版

画又称复数艺术。

儿童版画是儿童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手工和绘画的综合体，在对儿童动手

动脑及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课业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儿童

版画是儿童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集绘画、手工制作于一体，其灵活的构图、淳朴

的用色与儿童稚趣十足的美感特点极为契合，反映出儿童的童心世界。通过学习版画，

儿童可以提高动手能力、设计能力和创造能力，培养勤动脑、巧动手的习惯。

一、版画的历史

版画的发展经历了由复制到创作的过程。古代版画主要指木刻版画，也有少数铜版

版画和套色版画。早期制作版画时，其中的画、刻、印分别由不同的匠人完成，刻制的

匠人只需要按照画好的稿子刻版，这一时期的版画称为复制版画；后来，随着时代的发

展，制作过程中的画、刻、印都由版画家一人完成，版画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这种可以融入思想的版画称为创作版画。

我国的复刻木版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究其起源，有汉朝说、六朝说、隋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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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存最早的版画是举世闻名的咸通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首图。唐、五代

时期的版画作品大多古朴俊秀、奏刀有神，版画的题材以宗教经卷为主。宋、元时期的

佛教版画在唐、五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清时期是我国版画的高峰时期，

在众多文人、书商以及刻工的共同努力下，版刻出现了各种流派，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

版画作品。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我国的版画仍然是复制版画，创作版画则起自 1931 年由鲁迅

倡导的新兴木刻。它不是中国传统版画的延续和改良，而是继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

后，在鲁迅亲自倡导和扶植下发展起来的。1931 年，鲁迅在上海创办木刻讲习班，将国

外的创作木刻艺术品引进来，并聘请了日本的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使木刻成为当时

中国进步青年反帝反封建的有力武器。

二、版画的分类

版画按使用的材料可分为木版画、石版画、铜版画、锌版画、瓷版画、纸版画、丝

网版画、石膏版画等。

版画按颜色可分为黑白版画、单色版画、套色版画等。

版画按制作方法可分为凸版版画、凹版版画、平版版画、孔版版画、综合版版画、

计算机版版画等。其中，凸版版画可分为木面木刻版画、木口木刻版画、水印木刻版画、

油印木刻版画，凹版版画可分为凹雕版画、腐蚀版画、美柔汀版画等。

三、儿童版画概述

儿童版画是一种手工艺活动，既能锻炼幼儿的实践能力，也符合幼儿的认知特点以

及学习规律。儿童版画教育早已得到世界各国儿童美术教育家的重视，很多国家根据本

国的实际在中小学及幼儿园开设版画课。例如，苏联、保加利亚、美国、德国、英国、

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儿童版画教育都很有特点。被誉为“版画之国”的日本十分重视儿

童版画教育，把儿童版画列为小学必修课程。

儿童版画在幼儿教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替代不了的，因为它有

自己的优势。

（1）儿童版画是一种制作性、操作性比较强的艺术形式，儿童可利用各种“版”的

媒介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儿童版画的教学过程富有游戏意味，能满足幼儿的游戏心理，

幼儿容易接受，从而大大提高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2）版画的制作必须经历画、刻、印三个过程，是非常严谨的。在这一过程中，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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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培养幼儿勤动脑、巧动手的良好习惯，可培养幼儿眼、手、脑三者的协调性并使其具

备一定的意志力和工作条理性，从而多方面提高幼儿的素质。

（3）版画作品受材质、拓印等的影响，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情趣，其单纯、

丰富而强烈的艺术表现语言和感人心灵的艺术境界更能打动人。

四、儿童版画优秀作品赏析

图 1-2-1 至图 1-2-11 所示为儿童吹塑纸版画优秀作品，图 1-2-12 至图 1-2-18

所示为儿童纸版画优秀作品。

 

� � � � � � � ��图 1-2-1� � � � � � � � � � � � � � � � � 图 1-2-2

 

� � � � � 图 1-2-3� � � � � � � � � � � � � � � � ��图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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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图 1-2-5� � � � � � � � � � � � � � � � ��图 1-2-6

 

� � � � � � � � 图 1-2-7� � � � � � � � � � � � � � � � � �图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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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图 1-2-9��������������������图 1-2-10�������������������图 1-2-11

    

� � � � � � � 图 1-2-12� � � � � � � � � � � � � � � ���图 1-2-13

  

� � � � � � � � � � 图 1-2-14� � � � � � � � � � � � � � � ��图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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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图 1-2-16� � � � � � � � � � � � � � � � � �图 1-2-17

学习任务 

【专业拓展】儿童版画——吹塑纸版画

版画制作所使用的工具、材料和技法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技术要求较高。

在带领幼儿制作版画时，可以选用较为简单的吹塑纸版画。吹塑纸版画是版画的一种。

其取材简单，制作方便，无危险性，制作时间较短，同时在技法上要求不高，较容易被

幼儿掌握。

一、工具和材料

吹塑纸、彩色卡纸、夹子、铅笔、绘画工具、颜料等，如图 1-2-18 所示。

 

图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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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作方法

（1）起稿。吹塑纸表面有一层光滑的涂层，可以使用水彩笔起稿（使用水彩笔容易

修改），在吹塑纸上画出选好的图案。起稿时，注意不要将吹塑纸表层破坏，整体构图完

成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2）刻制凹痕。用圆滑的铅笔或水粉笔末端在吹塑纸上抠深绘好的线条，注意不要

将吹塑纸划破、抠穿，刻画的凹痕要清晰。这一步的刻画直接影响后期的印制效果，所

以要尽可能地将凹痕的线条刻深、刻清晰，拓印的线条才能明确、清晰，如图 1-2-19

所示。

图 1-2-19

（3）固定画纸。根据吹塑纸的尺寸选取印制纸张的尺寸，这里选用四开吹塑纸和四

开黑色卡纸。将吹塑纸与黑色卡纸连接起来（用透明胶或夹子固定），形成翻书状，以便

印制时准确套色。

（4）拓印。使用水粉笔蘸取颜料，将颜料均匀地涂在吹塑纸上已刻画好的图案上，

每上好一种颜色，就拓印一块，直到完成；涂抹大面积色彩时可以更换大的笔刷或者海

绵，如图 1-2-20 至图 1-2-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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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品如图 1-2-23 所示。

图 1-2-20

图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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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图 1-2-22� � � � � � � � � � � � � � � � � 图 1-2-23

拓展练习

使用其他材料和工具，运用多种特殊技法，尝试进行多种对比色版画练习，感受

不同色彩带来的心理效应。

拓展任务

案例分享

大班美术版画教案设计

活动准备

吹塑纸、拓印纸，水粉颜料，油墨，毛笔，油墨辊，电视机，多媒体实物展示仪。

活动目标

培养幼儿大胆作画、合理构图的能力，培养幼儿耐心、细致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卫

生习惯。让幼儿学习剪、拼、印凹凸套色吹塑纸版画，掌握印制套色吹塑纸版画的不同

技法。引导幼儿使用多种工具和材料表现自己独特的想法，体验创造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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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过程

1. 欣赏版画作品，导入活动内容

（1）出示两幅套色吹塑纸版画，并提问：“请哪位小朋友说说这两幅画分别是怎么制

作的 ?”

（2）教师小结：“这两幅画都是直接在吹塑纸上画上可爱的小猫，用水粉颜料印，一

次印一种颜色，用油墨印，把颜料全部推上去一次印出来。今天，老师还要教小朋友们

学习一种新的套色吹塑纸版画，就是凹凸套色吹塑纸版画。”

2. 教师向幼儿讲解凹凸套色吹塑纸版画的制作方法

（1）运用多媒体实物展示仪示范讲解。

（2）教师提问：“老师是怎样制作凹凸套色吹塑纸版画的 ?”

（3）教师小结：“凹凸套色吹塑纸的底版制作不像我们以前学过的那样直接在吹塑纸

上画出底版，而是用边角料或一些实物剪拼成凹凸底版，底版上有的地方凹下去，有的

地方凸起来，版制作好了，印的方法和我们以前学的是一样的，可以用水粉印，也可以

用油墨印。”

3. 幼儿操作

（1）教师启发幼儿思考要创作的内容。

（2）幼儿制作底版，教师巡回指导。

（3）幼儿任选一种方法印画，教师提醒幼儿注意卫生，互相谦让。

4. 评价作业，结束活动

（1）展览作业，互相欣赏，互相评价。

（2）教师请幼儿讲讲自己的画或讲出喜欢哪一幅画，并说明原因。例如：我喜欢

《小蝌蚪找妈妈》这幅画，因为这幅画上的小树林是用水杉叶子印的，看上去很像真的小

树林，印得也很干净，所以我很喜欢。

（3）老师讲评小结。

活 动 延 伸

在美工区投放印制套色吹塑纸版画的各种工具和材料，鼓励幼儿进行创作，从

而巩固自己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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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 

【专业拓展】儿童版画——拓印纸版画

一、拓印纸版画的种类

1. 剪贴纸版画

剪贴纸版画的制版原理是利用剪纸和贴纸堆贴造型，形成版面的高低不平和前后上

下的层面关系，产生剪影式的平面色块形状。

制作剪贴纸版画的一般步骤为：先设计画稿，如在纸上画出学生的肖像；然后剪出

脸型、发型和五官等细小的部分；再用乳胶粘贴，先粘贴大的部分，再粘贴五官等小的

部分；最后，滚上油墨，并放在报纸上，覆盖上纸，用钢勺磨印完成。

2. 镂刻纸版画

镂刻纸版画是用刻刀在厚纸版上雕刻成镂空的图形，用镂刻的方法制版、印刷。镂

刻制版既能凸版印刷又能孔版印刷，主要技法有刻纸法（凸版印刷）和漏印法（孔版

印刷）。

二、工具和材料

卡纸、油墨滚筒、双面胶、油墨或颜料、调色板、剪刀、刻刀、胶水等，如 

图 1-2-24、图 1-2-25 所示。

  

� � � � � � � � �图 1-2-24� � � � � � � � � � � � � � 图 1-2-25

三、制作方法

（1）画稿。将准备制作的纸版画图案画出，如图 1-2-26 所示。

（2）分解。将画好的图案进行拆解，分出层次，如图 1-2-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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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图 1-2-26� � � � � � � � � � � � 图 1-2-27

（3）制作印版。叠加卡纸树木背景，如图 1-2-28 所示。

（4）完成印版。将小鸟底板以双面胶粘贴于树木背景之上，然后将小鸟的头部、翅

膀、尾巴依次粘贴到小鸟底板上以增加层次，如图 1-2-29、图 1-2-30 所示。

  

� � � � 图 1-2-28� � � � � � � � � � 图 1-2-29� � � � � � � � � ��图 1-2-30

（5）刷墨。用油墨滚筒将颜料涂抹在制作好的卡纸印版上，如图 1-2-31 所示。

图 1-2-31

（6）印。将涂好颜料的卡纸印版转印在另一张卡纸印版上，注意压印时用力均匀，

如图 1-2-32 所示。

（7）完成纸版画的印制，如图 1-2-33 所示。

视频  纸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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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图 1-2-32� � � � � � � � � � � � � � � � � �图 1-2-33

拓展练习

创作以卡纸拓印为表现形式的儿童插画一幅，并为其创编故事。思考如何通过叠

加卡纸厚度达到版画的效果。

拓展任务

案例分享

幼儿园小班纸版画《熊猫》

案例背景

本纸版画的活动主题是熊猫。对于熊猫，虽然很多幼儿都没有亲眼看过，但在电视

上或者书中看过，所以比较熟悉。在绘画课上幼儿都画过熊猫，这次要进行纸版画熊猫

的制作，幼儿都特别感兴趣。

活动过程

一、动物猜谜，导入活动主题

教师：脑袋圆圆的，眼睛黑黑的，身穿黑白衣，爱吃嫩竹子。（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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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熊猫的图片，进一步了解熊猫的外形特征

教师提问：

（1）它的头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

（2）它的眼睛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

（3）它的耳朵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

（4）它的四肢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

幼儿A说：“我在书上看见的熊猫身体都是圆圆的、胖乎乎的，很可爱。”幼儿B说：

“我知道熊猫喜欢吃竹子。”幼儿C说：“熊猫我在电视里也看见过，它不咬人的。”

幼儿由于平时在图书、电视中经常能够接触到熊猫，所以对熊猫比较熟悉，对熊猫

的一些基本特征和生活习性也比较了解，能够把熊猫的模样比较清晰地描述出来。

教师总结：熊猫的头是圆圆的，耳朵像半个圆；熊猫的身体胖胖的，像个气球，四

肢短短的，有点像椭圆形，身体上有黑色和白色的毛。

三、教师根据幼儿的描述，完整地示范操作过程

（1）在一张完整的硬纸板上用剪刀依次剪出熊猫的头、耳朵、身体、四肢。

（2）将熊猫的各部分进行组合，用胶水贴在纸上。

（3）用黑色和白色两种颜料为熊猫上色，并拓印到底版上。

四、幼儿操作

（1）在幼儿操作时，教师帮助个别幼儿，鼓励能力强的幼儿剪出熊猫的不同形态。

（2）教师提醒幼儿要均匀涂色，保持画面和衣物的整洁。

（幼儿 D 拿着纸板说：“老师，熊猫的头圆圆的，怎么剪呀？”幼儿 E 说：“老师我

也不会剪，我剪不圆。”）

虽然幼儿在小班时经常进行剪纸类的手工游戏，已经有了初步的经验，但是幼儿的

剪纸能力还很弱，剪出一些简单的圆形很吃力，有些幼儿连剪刀都不会拿。

五、结束活动

（1）展示幼儿的作品，让幼儿说说自己画的熊猫在干什么。

（2）告知幼儿要爱护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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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活动中，幼儿的兴趣虽然很浓，但是由于是第一次尝试纸版画，幼儿一般

会感觉有些困难，特别是在制版时，幼儿不能用剪刀剪出完整的图形。有些幼儿剪好

熊猫的各部分后，在用胶水粘贴时，发现自己刚剪出的熊猫的各部分（头、眼睛、嘴

巴等）有些找不到了。如果让幼儿先剪出熊猫的一部分（如头），然后马上用胶水将

其粘住，这样操作起来可能会方便些。

活  动  反  思

学习任务 

【专业拓展】儿童版画——瓦楞纸版画

一、工具和材料

刻刀（见图 1-2-34）、瓦楞纸板（见图 1-2-35）、铅笔、橡皮等。

  

� � � � � � 图 1-2-34� � � � � � � � � � � � � � 图 1-2-35

二、制作步骤

（1）设计底稿，分清画面的黑白关系，如图 1-2-36 所示。

（2）沿图案边缘刻画，撕掉不需要的部分（撕掉画面区分中的白色

或者黑色部分，整幅画面统一），利用瓦楞纸分层的原理区分画面的黑白

关系，如图 1-2-37 所示。

（3）继续根据需要刻画，撕掉不需要的部分，如图 1-2-38 所示。

（4）完成画面，如图 1-2-39 所示。

视频  瓦楞纸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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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图 1-2-36� � � � � � � � � � � � � � � � � �图 1-2-37

   

� � � � � � � ��图 1-2-38� � � � � � � � � � � � � � � ��� 图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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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三

蛋  壳  画

模块学习目标

学会设计和制作蛋壳画。

模块素养目标

培养认真观察、团结合作的精神。

蛋壳是极好的废物利用材料，而且相当环保。利用蛋壳发挥创意，可以制作出千奇

百怪的工艺品。蛋壳画以蛋壳粘贴为主，充分利用蛋壳的色彩和蛋壳上的特殊肌理，使

画面具有与众不同的材质感，充满趣味。为了使画面产生更加丰富的色彩效果，可以在

蛋壳上涂上需要的颜色。蛋壳的种类丰富，色彩也很微妙。通常情况下，鸡蛋壳有白色、

粉色、红褐色等颜色，鸭蛋壳是白中带青，鹌鹑蛋壳上则呈现出斑驳的图案。蛋壳的正

反面也有着不同的色彩和质感，在制作蛋壳画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地加以利用。

一、蛋壳镶嵌与漆画艺术

蛋壳画属于镶嵌画的一种。古人根据大漆发明了将自然界中的天然材料（如金、银、

贝、玉石、兽骨、蛋壳等）利用漆的黏性粘贴于漆面上的装饰方法，于是就有了镶嵌。蛋

壳在漆画的艺术创作中很常见，在漆画使用的镶嵌材料中，其特征和表现技法最具特色。

蛋壳的材质之美与漆之美互相映衬，相得益彰。古代镶嵌一般看重金银玉石等贵重的材料，

甚至出现了集百宝于一身的“百宝嵌”，如图 1-3-1 和图 1-3-2 所示。蛋壳本是废弃物，

在现代漆艺中却能与金银“为伍”，确实是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蛋壳镶嵌是漆画创作中经常使用的技法。蛋壳一般取自鸡蛋、鸭蛋、鹌鹑蛋等，壳

去膜，晒干，就可以用于镶嵌。将处理好的蛋壳贴在画面上并按碎，并会呈现自然裂开

的肌理美，即呈现出碎瓷的自然裂纹。蛋壳由于色泽不同和粘贴的疏密不同，以及打磨

的轻重程度不同，而呈现出丰富的肌理和由深至浅的素描关系，蛋壳与漆就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蛋壳因品种不同而色彩各异，正贴、反贴肌理有别，磨多磨少而明度不同，就

会呈现多样的肌理。一般鸭蛋壳颜色深，比较透明，能衬透出底色。鸡蛋壳有红白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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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画面中只需要红色蛋壳的外部红色部分，轻磨就可以将其保留下来。鹌鹑蛋壳比鸡

鸭蛋壳薄，适用于小面积精细部分的镶嵌。蛋壳大小不一，疏密排布不同，就能把体面

关系表达很清楚，形成一种独特的美感。蛋壳不仅给漆画艺术带来了可贵的白色，使漆

画艺术从最黑 ( 黑漆 ) 到最白 ( 蛋壳 ) 拉开了两极，而且蛋壳的龟裂纹肌理富有亲切、温

和、朴雅之美，如图 1-3-3 至图 1-3-5 所示。

  

� � � � � � 图 1-3-1� � � � � � � � � � � � � � � � 图 1-3-2�

    

� � � � 图 1-3-3� � � � � � � � � � � 图 1-3-4� � � � � � � � � � �图 1-3-5

二、镶嵌与建筑

镶嵌在古希腊、古罗马被普遍应用，常见的镶嵌画大多是用有色石子、陶片、珐琅

或有色玻璃小方块等拼贴嵌成的图画，主要用以装饰建筑物的天花板、墙壁和地面等，如 

图 1-3-6至 1-3-8所示。现存的建筑镶嵌画中，以拜占庭艺术中的建筑镶嵌画最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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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 1-3-6� � � � � � � � � � 图 1-3-7� � � � � � � � � � � �图 1-3-8

近代建筑亦常用镶嵌画作为壁面装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班牙建筑大师安东

尼·高迪（Antonio Gaudi）是西班牙新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高迪的建筑镶嵌艺术独具

魅力，他运用随手可得的各种材料（如玻璃、陶瓷碎片、珐琅、天然石材等）实现自己

的艺术梦想。其镶嵌作品与整体建筑风格构成了有机的整体，极大地提升了建筑的功能

和内涵，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图 1-3-8 、图 1-3-9 所示，巴特罗公寓与高迪

设计的其他建筑不同，外墙全部是由蓝色和绿色的陶瓷装饰的，是一种奇诡的颜色组合，

远远望去颇像印象派画家的调色盘，但色彩很和谐，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

曾经将这面外墙比喻为“一片宁静的湖水”。

  

� � � � � � � � � 图 1-3-9� � � � � � � � � � � � � � � � � � 图 1-3-10

我国也应用镶嵌壁画作为建筑装饰，其中以陶瓷镶嵌壁画最为流行，其中最为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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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天津的瓷房子。瓷房子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 72 号，是一幢举世无双的建筑，前

身是历经百年的法式老洋楼，今生是极尽奢华的“瓷美楼奇”。2002 年 9 月，企业家张连

志斥资 3 000 万元将一栋百年小洋楼买下，决定将其改建成一座瓷楼，以弘扬中华民族

的瓷文化，并建造一座瓷文化的纪念碑。最初，张连志只是想着把屋檐贴上瓷片就够了。

2005 年，张连志出席天津亚欧财长会议时到华蕴博物馆吃饭，被一面镶嵌了古瓷碎片的

墙所震撼。受此启发，张连志于是想如果把小洋楼的外部全部贴上古瓷，效果可能会更

惊人。于是他把收藏多年的唐三彩、宋元官窑、明清珍品全拿了出来，将其变成举世无

双的建筑材料。2007 年 9 月 3日，瓷房子正式对外开放，并马上成为天津市的地标建筑，

如图 1-3-11 和图 1-3-12 所示。

据悉，瓷房子先后用去 7亿多片古瓷片、13 000 多只古瓷瓶和 4 000 多只古瓷盘碗，

在这里可以见到中国各朝各代窑址中的瓷片，从而突出了中国文化，可以让人感受到中

国瓷器的魅力。

  

� � � � � � � � � � � � 图 1-3-11� � � � � � � � � � � � � � � � � 图 1-3-12

我国陕北安塞地区民间流行的炕围画、锅围画多是妇女用蛋壳镶嵌而成的，据说是

先将蛋壳剪成指甲盖大小的圆形、三角形、菱形、长方形、枣核形，扣于刚刚用猪血、

细灰泥和好的炕围上，干后再用蛋清、锅底灰反复擦涂，最后以手蘸上麻油反复摩擦，

便得到油光锃亮、黑白分明的蛋壳镶嵌画。其工艺过程和效果很像漆画艺术中的蛋壳

镶嵌。



30

美术手工创作方法

三、蛋壳画优秀作品赏析

图 1-3-13 至图 1-3-28 所示为蛋壳画优秀作品。

    

� � � � � � 图 1-3-13� � � � � � � � �图 1-3-14� � � � � � � ��图 1-3-15

    

� � � � � � 图 1-3-16� � � � � � � � �图 1-3-17� � � � � � � �图 1-3-18

    

� � � � � ��图 1-3-19� � � � � � � � �图 1-3-20� � � � � � � ��图 1-3-21



31

单元一　绘画类手工

   

� � � � � � � � � �图 1-3-22� � � � � � � � � � � � � � � � � �图 1-3-23

   

� � � � � � � � �图 1-3-24� � � � � � � � � � � � � � � � � 图 1-3-25

  

� � � � � 图 1-3-26� � � � � � � � � ��图 1-3-27� � � � � � � � ��图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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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 

【作品实践】学习蛋壳画的制作方法

一、工具和材料

各色蛋壳、卡纸、镊子、白乳胶等，如图 1-3-29、图 1-3-30 所示。

  

� � � � � � � 图 1-3-29� � � � � � � � � � � � � � � � 图 1-3-30

二、制作步骤

（1）将准备制作的图案草稿绘制在卡纸上，如图 1-3-31 所示。

（2）将图案的一小部分涂上白乳胶，并进行粘贴，如图 1-3-32 所示。

（3）根据图案的颜色要求选择合适颜色的蛋壳进行粘贴或者进行渐变填图，如 

图 1-3-33 所示。

  

� � � � ��图 1-3-31� � � � � � � � � �图 1-3-32� � � � � � � � � 图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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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粘贴蛋壳时，先粘贴图案的边缘部分，选取蛋壳比较平整的边连接出画面的线

条部分，如图 1-3-34 所示。

（5）粘贴完成叶脉，要注意分清主次，如图 1-3-35 所示。

另外，可以利用粘贴蛋壳的疏密体现荷花的黑、白、灰关系，如图 1-3-36 所示。

   

� � � � � � � � � � 图 1-3-34� � � � � � � � � � � �图 1-3-35

图 1-3-36

视频  蛋壳画荷叶

视频  蛋壳画轮廓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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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蛋壳画渐变色的处理方式

（1）依托蛋壳固有色渐变，如红皮蛋壳到白皮蛋壳的色彩渐变，如图 1-3-37 所示。

（2）依托纯白色蛋壳渐变，如利用蛋壳粘贴时的疏密表现色彩中的黑、白、灰关系，

从而表现出立体的荷花效果，如图 1-3-38 所示。

� � � � � � � � � � � � � � � 图 1-3-37

� � � � � � � � � � � � � � 图 1-3-38

视频  蛋壳画渐变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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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练习

结合文中的范图，创作一幅表现花卉或风景的蛋壳画作品，体会蛋壳画的材料特

点和制作技法。

拓展任务

案例分享

幼儿园中班美术活动——蛋壳画

教学目标

（1）尝试锻炼幼儿用废弃的蛋壳进行拼贴，并且用排刷均匀涂色，进行印画的技能，

从而使其感受蛋壳画特殊的纹理。提醒幼儿操作时应注意保持桌面的整洁。

（2）培养幼儿的观察、操作、表达能力，提高幼儿的审美情趣及创新意识。

（3）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4）让幼儿进一步学习在指定的范围内均匀地进行美术活动。

教学重点、难点

利用鸡蛋壳拼贴画面时，注意使画面简洁，作品构思巧妙，色彩自然搭配。

教学准备

蛋壳、水粉颜料、双面胶、抹布、画好的各种图案。

教学过程

1. 出示一个熟鸡蛋，引起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这个是什么呀 ? 鸡蛋是很有营养的食物，我们把蛋吃完了以后，

剩下了什么呢 ?

2. 引导幼儿了解蛋壳的作用

教师提问：小朋友们吃了鸡蛋剩下蛋壳，你们把它怎么样了呢? (让幼儿自己说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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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幼儿学习制作蛋壳画

（1）教师出示制作好的蛋壳画让幼儿欣赏并知道用蛋壳可能做成美丽的工艺品。

（2）教师边示范边讲解。

（3）教师出示画有鱼的画纸，先在鱼上均匀地涂上胶水，然后将蛋壳一块一块地粘

在鱼上，压平粘好。

4. 幼儿进行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要求如下：

（1）提醒幼儿将蛋壳粘贴在轮廓线内，蛋壳不能叠在一起，颜料要少一点且均匀。

（2）要求幼儿耐心、仔细地操作，小心蛋壳扎到手。

（3）保持活动室的清洁与卫生。

教师提问：“用蛋壳印的画和我们平时印的画是不是一样的 ?”( 出示一张平时印

的画 )

小  结

以蛋壳印的画的纹理很特殊，是一块一块的，有空隙。

5. 展示幼儿作品，幼儿交流

小  结

我们今天用了废旧的蛋壳装饰了一幅幅漂亮的画，生活中还有很多废旧的物品，

开心果壳、瓜子壳等都可以用于装饰，希望小朋友去收集，下次我们再来尝试。

活动的取材要是幼儿所熟悉的，要源于生活。蛋壳是幼儿非常熟悉的，也是生活

中随处可见的。幼儿喜欢吃蛋，也对蛋壳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制作蛋壳画的过程中，幼儿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同时感受到了帮助别

人的快乐，也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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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四

谷  物  画

模块学习目标

运用谷物表现物体形象，感知谷物画的特殊装饰风格，合理利用谷物制作新的

图形图案，掌握谷物画的基本技法。

模块素养目标

培养热爱生活的能力，知道生活中的各种材料都可以用来创作美的作品。

作为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谷物画是以各类植物种子和五谷杂粮为材料，通过

粘、贴、拼、雕等手段，利用其他附料粘贴而成山水、人物、花鸟等形象，同时运用构

图、线条、明暗、色彩等造型手法，对其进行特殊处理所形成的图画。

谷物所涵盖的范围较广，包括大米、小麦、小米、大豆等及其他杂粮，主要是植物

种子和果实。

谷物在我国可大体分为以下三类：禾谷类，包括稻类（籼稻、粳稻、糯稻）、麦类

（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玉米、高粱、粟、黍、黄米、荞麦等；豆类，包括大豆、

蚕豆、豌豆、绿豆、红小豆、芸豆等；薯类，包括甘薯（也称红薯或白薯）、马铃薯、山

药、芋类、木薯等。

可以根据谷物种类繁多、色彩繁多的特点进行绘画类的美术创作。

一、谷物画的起源

每幅谷物画都要经过特殊工艺处理，采用永久保存技术，将其长期保存和收藏。谷

物画在流传过程中名称众多，源于盛唐，当时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在佛教和道教规仪

中，视“五谷”为夺天地之精华的吉祥物，民间则将“五谷”作为辟邪之宝。

二、谷物画常用的粘贴方法

1. 并列粘贴

并列粘贴是将谷物进行有秩序的排列，保持边缘的规整流畅，尽量保证画面造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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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使画面有一定的秩序感、节奏感和朴素感。并列粘贴可以从一个点开始，一般

按从上往下、从左往右、从中间往四周的顺序进行粘贴，谷物之间的空隙应均匀。

2. 重叠粘贴

谷物具有厚重、可重叠的特性，重叠粘贴可增强画面的凸凹感和立体视觉效果。重

叠粘贴适用于表现动物的羽毛、花瓣等层次较多的物象。

3. 镶嵌粘贴

镶嵌粘贴是以谷物在主体物的边缘进行粘贴，要先在主体物的外边缘形成轮廓线，

然后在轮廓内进行粘贴，需要注意镶嵌边缘的整齐性。要充分利用谷物的尺寸、色彩、

形状的特殊美感，组成有装饰感的画面，注意谷物之间色彩的对比关系，以形成鲜明、

协调的对比效果。

谷物画应尽量保留谷物的光泽和色彩，但是谷物的色彩在某些位置有局限性，可以

适当使用颜料进行染色，以增加画面的视觉效果。

三、谷物画优秀作品赏析

图 1-4-1 至图 1-4-12 所示为谷物画优秀作品。

  

� � � � � �图 1-4-1� � � � � � � � � � � �图 1-4-2� � � � � � � � � �图 1-4-3

  

� � � � � � � �图 1-4-4� � � � � � � � � � � � � � � � �图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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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图 1-4-6� � � � � � � � � � 图 1-4-7� � � � � � � � � �图 1-4-8

   

� � � � � 图 1-4-9� � � � � � � � � � � � � � � � 图 1-4-10

   

� � � � � �图 1-4-11� � � � � � � � � � � � � � � �图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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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 

【作品实践】学习谷物画的制作方法

一、工具和材料

各种谷物、白乳胶、镊子（大点的谷物可以用镊子摆放）、木板（60  cm×40  cm，

厚 0.5 cm）。

二、制作步骤

（1）将要制作的图案绘制在准备好的木板上，如图 1-4-13 所示。

（2）将图案上的一小部分涂上白乳胶。

（3）根据画面的颜色选择合适颜色的谷物进行粘贴，对小鸟的头部和尾部使用绿豆，

对眼睛使用黑豆，对翅膀部分用脱皮大麦（颜色为象牙白色），排列整齐并进行粘贴，如

图 1-4-14 所示。

（4）以红豆及糯米粘贴小鸟的腹部，糯米较之普通大米颜色更白、遮盖力更强，如

图 1-4-15 所示。

（5）以红豆粘贴出树干，以糯米粘贴落雪处，在画面空白处撒满小米，整幅画面即

完成，最后风干，如图 1-4-16 所示。

   

� � � � � � � � �图 1-4-13� � � � � � � � � � � � � � �图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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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图 1-4-15� � � � � � � � � � � � � �图 1-4-16

拓展练习

结合文中的范图，临摹或创作一幅八开的谷物画，体会谷物画的材料特点和制作

技法。

拓展任务

案例分享

中班美术活动——种子粘贴画

活动目标

使幼儿能利用种子进行粘贴作画，根据种子不同的外形特征表现一定的物体形象，

发现自然材料的美，体验成功的乐趣。引导幼儿用辅助材料丰富作品，培养他们的大胆

创新能力，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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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准备

（1）收集不同种类的种子（如葵花籽、白芝麻、绿豆、黑米、红豆等），每组一份；

画有各种图案的彩色卡纸、胶水、棉签、湿毛巾若干。

（2）《种子粘贴画》课件。

活动过程

（1）出示种子瓶，开展“听声辨物”游戏导入活动，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教

师摇动装有种子的瓶子，让幼儿根据声音猜测瓶中装有什么；幼儿猜完之后，教师将瓶

中的物品（种子）倒入透明盒子中，并请幼儿观察有哪些类型的种子。

（2）讨论：种子可以用于做什么 ?幼儿自由回答。

教师小结：小朋友们刚才说了很多种子的用途，老师也用种子做了许多好看的图案，

你们想知道吗 ?那我们一起来看吧。

（3）播放《种子粘贴画》课件，引导幼儿欣赏和观察。

教师：刚刚你们都看到了哪些漂亮的图案 ?谁来告诉大家这些漂亮的图案都是用什么

做成的?

教师：小朋友们，种子宝宝们可真厉害啊，变出了这么多漂亮的图案，我们把这些

漂亮的图案称为种子粘贴画。

教师边示范边讲解。

教师：刚才看了这么多好看的种子粘贴画，你们想不想也用种子来制作一幅漂亮的

图案呢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种子粘贴画是如何制作的。

教师：首先，取出一张画有图案的画纸，根据图案想一想需要选择哪些种子进行粘

贴，接着用棉签蘸上胶水涂在图案中，注意不能涂得太多。然后将选择的种子摆放在胶

水上，并轻轻地按压，将图案中都粘贴上种子，种子粘贴画就完成了。图案的不同处可选

择不同的种子，而且拿种子时要小心，不能将种子撒落。(教师边讲解，边示范制作过程 )

（4）幼儿动手制作种子粘贴画。幼儿制作时，教师巡回观察，提醒幼儿注意胶水使

用不能太多，拿种子时要小心，注意谦让等。

（5）教师组织展示作品，进行简单的点评。

活动延伸

为幼儿制作的种子粘贴画创设一个作品展示栏，让幼儿进一步感受自然材料之美、

体验成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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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五

金 丝 沙 画

模块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本模块，了解金丝沙画的概念和艺术特点，掌握金丝沙画的欣赏方法，

感悟金丝沙画带给人的美感，并能够制作金丝沙画。

模块素养目标

培养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情感及对美术学习活动的兴趣。

金丝沙画又称为景泰蓝金丝沙画、金丝彩釉画等，是装饰画的一种纯手工制作形式，

使用金属色以及彩沙的颜色作为画面的色彩，用金属丝镶嵌围绕出图案的轮廓。金丝沙

画的制作方法是在借鉴、传承传统的景泰蓝制作工艺中的掐丝、点蓝等工序上而创造出

的景泰蓝平面装饰绘画。与传统的景泰蓝制作工艺相比，金丝沙画省去了制坯、烧制、

打磨等工序，制作流程精简。不同于一般油画、国画、玻璃壁画等装饰绘画的平面展示，

金丝沙画给人以更直观的动态立体艺术效果，在制作时融合了国画、油画、白描等绘画

技法，是一种集装饰、艺术欣赏、收藏价值于一体的工艺装饰绘画。

一、金丝沙画的艺术特点

金丝沙画因彩沙而呈现特殊的质感，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它是在传统

工艺基础上改进、研发而成的一种新型工艺品装饰画。其是在工艺上参考了景泰蓝的镶

嵌工艺，以金属丝和彩沙为主要原料，经过特有的工艺精心制作出各种风格、图案、颜

色、规格的装饰画。可根据画面的不同部分和表达的不同意思选择大小不同的颗粒，使

画面既可表现粗犷、原始、古朴、奔放的风格，又可表现细腻的风格。金丝沙画的主题

有山水、人物、动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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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丝沙画优秀作品赏析

图 1-5-1 至图 1-5-19 所示为金丝沙画优秀作品。

  

� � � � �图 1-5-1� � � � � � � � � � 图 1-5-2� � � � � � � � � � 图 1-5-3

  

� � � � �图 1-5-4� � � � � � � � � � 图 1-5-5� � � � � � � � � � 图 1-5-6

  

� � � � �图 1-5-7� � � � � � � � � � 图 1-5-8� � � � � � � � � � �图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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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图 1-5-10� � � � � � � � � �图 1-5-11� � � � � � � � � � 图 1-5-12

  

� � � � � 图 1-5-13� � � � � � � � � � 图 1-5-14� � � � � � � � ��图 1-5-15

 

� � � � � � � � �图 1-5-16� � � � � � � � � � � � � � � � � 图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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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图 1-5-18� � � � � � � � � � � � � ��图 1-5-19

学习任务 

【作品实践】学习金丝沙画的制作方法

一、工具和材料

金丝、粘丝胶、固沙胶、各色沙子、剪刀、镊子、滴管、刮刀、针管、调沙瓶、木

板（40 cm×40 cm，厚 0.5 cm）等，部分工具、材料如图 1-5-20 所示。

图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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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作步骤

（1）在木板上打好草稿，画好要制作的图案的轮廓，如图 1-5-21 所示。

（2）用针管吸入粘丝胶，将其挤在画好的图案的轮廓上，不宜过多，如图 1-5-22

所示。

（3）粘丝前用镊子将金丝捋顺拉直，如图 1-5-23 所示。

 

� � � � � � �图 1-5-21� � � � � � � � � � � � � � � � 图 1-5-22

图 1-5-23

（4）用镊子将拉直的金丝按一定的弧度和弯度夹放在粘丝胶上，后期可以进行调整，

如图 1-5-24 所示。

（5）粘完金丝后，用手轻轻按一下，力度不要太大，目的是将金丝固定在板上（金

视频  金丝沙画：

金丝圆圈的制作

视频  金丝沙画：

镊子捋顺金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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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之间连接要紧密，防止倒入沙子时串色），如图 1-5-25 所示。

 

� � � � � �图 1-5-24�������������������������� 图 1-5-25

（6）金丝不能是扁平的，在粘贴的过程中应随时注意金丝是否直立，如图 1-5-26、

图 1-5-27 所示。

  

� � � � � � ��图 1-5-26���������������������������图 1-5-27

（7）将固沙胶和沙子倒入调色盘中，其比例为 1∶1，固沙胶可比沙子稍少，根据

固沙胶的浓度确定；用铲子进行充分的搅拌，使固沙胶与沙子充分混合，如图 1-5-28

所示。

图 1-5-28

视频  金丝沙画：

掐丝

视频  金丝沙画：

调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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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将调好的沙子使用刮刀或吸管填放在固定好金丝的木板上，用铲子挑出一些较

干的沙子，使沙子均匀地分布在底板的区域中，如图 1-5-29 所示。沙子填充过程中，

很难保证均匀的分布，此时可以用手或者铲子轻轻地敲打底板的边缘而左右轻轻地晃动，

使其均匀地分布在画面中（注意不要倒出过多的沙子，以免其流到金丝范围外）。

（9）等待沙子凝固，作品完成，如图 1-5-30 所示。

 

� � � � � � � � � � � 图 1-5-29� � � � � � � � � � � � � � � � � �图 1-5-30

三、金丝沙画填充注意事项

（1）填充的沙子不宜过多或者达到金丝的高度，填充到金丝 2/3 的

高度即可。

（2）上色一般遵循从内到外、从深色到浅色的原则。

（3）当一个区域需要两种以上的颜色时，可以将不同颜色的沙子填

充在此区域，然后用铲子划开，由深色区域划到浅色区域，然后左右晃

动使其均匀分布。由于沙子和颜料有区别，最好不要用水彩笔进行勾画，

这是因为水彩笔上会沾满沙子。

（4）准备一杯清水、一块布或者纸巾，在每上一种颜色的沙子之前

对铲子进行清洗或擦拭。

（5）在上色的过程中，可以用金粉或者银粉对画面稍加点缀。

拓展练习

结合文中的范图，临摹一幅表现花卉的金丝沙画，体会金丝沙画的材料特点和制

作技法。

视频  金丝沙画：

填色

视频  金丝沙画：

渐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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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 

【专业拓展】儿童彩沙画

一、工具和材料

各色沙子、白乳胶、木板（40 cm×40 cm，厚 0.5 cm）、笔。

二、制作方法

（1）在木板上画好要制作的彩沙画的轮廓，如图 1-5-31 所示。

（2）在需要上色的图形区域涂上白乳胶，如图 1-5-32 所示。

（3）用金银丙烯笔或黑色勾边笔勾边（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勾边），如图1-5-33所示。

  

� � � �图 1-5-31� � � � � � � � � �图 1-5-32� � � � � � � � � � �图 1-5-33

（4）将沙子均匀地撒在涂白乳胶处，如图 1-5-34 所示。

（5）完成后风干，如图 1-5-35 所示。

  

� � � � � � � � ��图 1-5-34� � � � � � � � � � � � � � 图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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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作品赏析

图 1-5-36 至 1-5-41 所示为学生作品——儿童彩沙画。

  

� � � � � � � � 图 1-5-36� � � � � � � � � � � � � � � � �图 1-5-37

  

� � � � � � � � � � �图 1-5-38� � � � � � � � � � � � � � � �图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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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图 1-5-40� � � � � � � � � � � � � �图 1-5-41

拓展练习

根据幼儿的审美特点，制作一幅儿童彩沙画。

拓展任务

案例分享

幼 儿 园 沙 画

教学目标

（1）幼儿能够了解沙画的基本概念和制作过程。

（2）幼儿能够通过制作沙画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3）幼儿能够通过观察和评论别人的作品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

教学步骤

1. 导入环节

（1）教师出示一些沙画图片让幼儿欣赏，并询问幼儿：“你们知道这些是什么吗？是

怎么做出来的？”

（2）询问之后，教师简单地介绍沙画的基本概念和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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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环节

（1）教师出示各种颜色的沙子，让幼儿观察沙子的颜色、感受沙子的质感。

（2）教师提前打印好一幅简单的图案，然后在图案轮廓线上涂上一层胶水，这样沙

子才能被固定在纸上。

（3）让幼儿用小勺或小杯取少量的沙子，轻轻地撒在胶水上。注意要仔细、耐心地

填补细节部分。

（4）让幼儿用手指轻轻地按压，平整沙子的表面，避免出现凸起的部分。

3. 巩固环节

（1）让幼儿随意制作一幅沙画，然后让他们分组交流并观察和评论别人的作品，这

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

（2）让幼儿选择一幅喜欢的沙画作品，并谈谈自己的感想和评论，从而加深对沙画

制作的理解和认识。

4. 课堂延伸

（1）让幼儿到室外采集不同颜色的沙子，尝试用这些沙子制作复杂和有艺术性的沙

画作品，从而提高幼儿的艺术创作能力以及观察自然界的美的能力。

（2）锻炼幼儿的手指灵活度和细节处理能力。

教学评估

（1）幼儿能够简单介绍沙画的基本概念和制作过程。

（2）幼儿能够制作出简单的沙画作品，表现出自己的创造力。

（3）幼儿能够观察和评论别人的作品，表现出自己的审美能力。

（1）在教学过程中，对幼儿进行了细致的引导和指导，使得幼儿能够迅速掌握沙

画制作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2）在课程延伸方面，增加了沙画制作的难度和复杂度，使得幼儿的创造力得到

了很好的发挥。

（3）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幼儿的自主选择和交流，使得幼儿具备了良好的团队精

神和相互尊重的意识。

活  动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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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六

农  民  画

模块学习目标

了解农民画的特点与艺术风格，学会使用农民画的装饰手法进行再创作。

模块素养目标

在学习中感受生活与美的息息相关。

农民画是我国通俗画的一种，主要是指农民自我制作和自我欣赏的绘画及印画等。

农民画作为一种在民间美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绘画，是独有的民间艺术形式，极具

民族特色。

农民画在艺术造型、表现形式、色彩应用上具有主观情感、个性色彩的特征，是源

于对现实和自然的一种解释与评价，同时与一定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和美学观念紧密

相连，充分表现人的创造性思维。农民画是一种奔放自由的画种，是不受任何工具、形

式制约的绘画形式。但是，掌握一定的普遍性美术基础知识和农民画技法经验会对农民

画的入门、学习、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一、农民画的用色

色彩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情感、经验和思想在色彩应用过程中的显现，是源于

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人们追求精神上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以不同的色彩表达特定

的观念，反映了民族民间美术的传统习俗及审美观念的延续和发展，体现了创作者与受

众进行对话的一种文化语言。

农民画的色彩具有强烈的象征性、主观性。所谓“象征”，就是用以代表、体现、表

示某种事物的一种物体或符号。重视色彩的象征性在我国有着自己的传统。民间色彩象

征意义丰富，人们根据古老的五色（青、红、黄、白、黑）观进行组织和搭配，并根据

需要突出某一种色，以表达审美和生存上的追求。在民间美术创作中，对色彩的文化内

涵和象征意义的依托是有口口相传、共同遵守的设色口诀的，如“红靠黄，亮晃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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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虽不乏对色彩的视觉要求，但最根本的还是色彩的寓意性，其用意无非表现华贵明

丽的心理因素和视觉效果。“红红绿绿，图个吉利”这句流传在老百姓中的口头禅作为一

般的民间艺诀，可以说是整个民间美术的色彩特征。“图个吉利”是在传统的民间文化观

念下表现出的审美观念，以表达求生、趋利、避害等功利意义为主。在民间，色彩与自

然、社会和人生诸方面的观念相关联并被加以比附，它所体现的文化意识是神圣的、善

的，从而也是美的。对于这些意义，中国民众往往朴素地概括为“吉利”“祥瑞”“如意”

等。“红红绿绿”是色彩的视觉观感，是一种积极的、热烈的视觉心理反映，也是吉祥、

喜庆的象征性语言。大量的农民画作品都反映了红火热闹的色彩气氛和心理意愿。

补色、高纯度的色相对比原则是农民画色彩选择的主要倾向。人们喜爱色彩，并往

往喜爱有一定的纯度的色相，不同程度的色相对比可以满足人们对色相感的不同要求。

我国传统色彩调配最常见的方法之一是色相对比。其中，补色对比在民间美术中应用尤

为广泛，民间美术的色彩搭配体现着朦胧的补色感知，极力显示对比色特有的张力和刺

激性。当然，民间美术的色彩在表现夸张刺激、鲜艳夺目效果的同时，也非常注重色彩

的统一、和谐。所谓“光有大红大绿不算好，黄能托色少不了”就表露了追求统一色彩

的意识。

另外，农民画色彩的使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主观性色彩特征表现在色彩组合的理

想性上，创作者完全以主观愿望设置色彩，以心理愿望将自然物像的色彩加以改变，将

形象条理化，并创造出“红配绿，一块玉”等用色思维理念。农民画色彩特征还表现在

象征性上，根据色彩的“性格”充分展现其象征性和寓意性，达到一种超于形象自身的

效果，从而创造一种意境。

二、农民画的表现题材

农民画具有叙事性强、表现手法直白直接的特点。随着农民画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农民画表现题材更加宽泛，但还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三农”为主。农民画有农村生

产生活、民风民俗、人文自然风光、特产特色、新事新貌等题材，具体如下。

（1）以淳朴的劳动场面为表现对象。农民画是农民用来描绘自己的生活，描绘自己

的劳动（如农耕、收割等）感受，描绘自己的劳动体验的艺术形式。艺术源于生活。正

因为农民画作者是农民生活的主角、亲历者、创造者，所以他们所创作出的作品是其他

非农民艺术家不可比拟的，这也正是农民画的珍贵之处、动人之处。

（2）表现乡土味的民间民俗生活。佳作源于灵感，来自生活。任何艺术创作都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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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对生活的细致体验上的，农民画吸引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饱含创作的灵感、浓

郁的乡土艺术语言和对乡情中物与情的真心、细致的描绘。

（3）以表现人物、动物为主体，加入民族图案美化装饰语言，以高度概括的形式表

现乡土农家生活的典型性。

（4）表现广大农村乡间大自然的生态美，通过原始的思维和想象无拘无束地表现大

自然的神态。

三、农民画的造型方法

造型是指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如绘画用颜料、墨、绢、布、纸、木板等，工艺用木、

石、泥、玻璃、金属等，多种建筑材料等）和手段创造的可视静态空间形象，反映社会

生活与表现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它是一种再现空间艺术，也是一种静态视觉艺术。

农民画在造型上大量吸收传统民间美术中平面化、图案化和对称性等元素，使农民

画具有形象塑造饱满、造型夸张、想象丰富的特点。农民画舍去了写实绘画中对立体感

的追求，而趋向于平涂式的描绘。在画面构图方面，农民画不再顾虑任何透视的合理性，

采取自由的平面化布局，不仅可以将画面中的形象任意安排、穿插，还可以将人物旋转

三百六十度，绕画面中心排列，甚至出现人物倒置的构图等。绘画中的造型是为画面整

体服务的，因此要根据农民画的造型特点对物体进行艺术处理。

学习任务 

【作品赏析】农民画赏析

图 1-6-1 至图 1-6-9 所示为优秀农民画作品。

 

� � � � � � � � � 图 1-6-1� � � � � � � � � � � � � � � � 图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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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图 1-6-3� � � � � � � � � � � � � � � � � �图 1-6-4

 

� � � � � � � � 图 1-6-5� � � � � � � � � � � � � � � � � �图 1-6-6

 

� � � � � � � � 图 1-6-7� � � � � � � � � � � � � � � � ��图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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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9

拓展练习

结合文中的范图，临摹或创作一幅八开的农民画作品，可使用不同的表现手法，

并体会农民画的表现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