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习 目 标

● 掌握美术的概念和分类。

● 掌握美术的特点和功能。

● 掌握学前教育美术的内容与意义。

● 掌握学前教育美术的特点。

思 政 目 标

● 通过学习了解美术的特点，赏析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可以激发学生对美术的热爱与

兴趣。在教学中通过发掘、思考经典美术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和人文内涵，可以拓展学生的审美视野，

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美术是一种造型艺术，也是一种发现、欣赏并创造“美”的艺术，更是人类文化海洋中的一颗

璀璨夺目的明珠。通过美术常识的学习，人们可以了解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在人

们身边，处处有美术的身影，美术影响并美化着人们的生活。欣赏古今中外的优秀美术作品，徜徉

在“美”的历史长河中，美术传承和发扬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美育教育和爱国教育必不

可少的途径。学习本单元的内容，了解美术的分类与特点，掌握幼儿美术教学的美育密码，是一名

合格的幼儿教师的责任和使命。在教育体系中，幼教美育具有基础性和全民性的战略地位，美育的

小苗要从娃娃开始培养，幼教美术是培养热爱大自然、热爱民族文化、热爱祖国的好公民的重要

阵地。

美 术 常 识

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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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基础与应用

模块一　美 术 概 述

一、美术的相关概念

1. 美术

美术隶属于艺术门类，是一种视觉艺术，也被称为造型艺术。它是用特定的工具和物质材料

（画笔、纸张、画布、颜料、墨汁、泥土、石头、金属等）创造可视的平面或立体的形象，以反映

大自然和人类生活，表达艺术家思想感情和艺术观念的一种活动。

日常生活中，人们接触最多的美术形式是绘画。其实美术的范畴很大，主要包括绘画、雕塑、

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同时，美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一般把工艺美术、建筑艺术视为

实用美术，把绘画与雕塑视为纯美术。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美术的生产方式和观念也在不断

突破和延伸，涌现出影像艺术、观念艺术等各种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新形式。

2. 绘画

绘画是指利用各种画笔在纸、布、墙壁等平面上绘制线条和色彩，创造艺术形象的造型艺术。

按使用的工具、材料，绘画可分为中国画（见图 1-1）、油画（见图 1-2）、水彩画、水粉画、版画

（见图 1-3）、素描（见图 1-4）等。

一、美术的相关概念一、美术的相关概念

图 1-1　虾 / 中国画 / 齐白石

图 1-3　自画像 / 版画 / 凯绥·珂勒惠支

图 1-2　蒙娜丽莎 / 油画 / 列奥纳多·达·芬奇

图 1-4　肖像 / 素描 / 尼古拉·费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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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美 术 常 识

3. 雕塑

雕塑是指用各种可塑、可雕、可刻的木材、石头、金属等材料，创造出可视、可触的占有一定

空间的艺术形象，借以表达纪念意义和达到美化环境的目的。按空间的形式，雕塑可分为圆雕（见

图 1-5）和浮雕（见图 1-6）等；按使用的材料，雕塑可以分为石雕、铜雕、木雕等。

4. 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是指运用艺术手法处理日常生活用品，使其具有实用与审美双重价值的艺术。工艺美

术分为实用工艺美术（见图 1-7）和陈设工艺美术（见图 1-8）两种。工艺美术的主旨是实用，实

用工艺美术包含生活用品设计、工业设计、商业广告等艺术形式；陈设工艺品是指以摆设、观赏功

能为主的工艺品，如玉器、瓷器、首饰、壁挂等。

5. 建筑艺术

建筑艺术是一种集审美与实用于一体的立体艺术形式，是通过建筑群体组织安排、建筑物的设

计与陈设等多方面的设计与建设所形成的一种综合性艺术。按使用目的，建筑艺术可分为住宅建筑、

园林建筑、宗教建筑、纪念性建筑等；按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艺术可分为木结构建筑、砖石建

筑、钢筋水泥建筑等；按时代风格，建筑艺术可分为古希腊式建筑、古罗马式建筑、哥特式建筑等。

图 1-9 所示为中国故宫建筑。

图 1-5　哀悼基督 / 圆雕 / 米开朗琪罗 图 1-6　哀伤的雅典娜 / 浮雕 / 佚名

图 1-7　旋涡纹彩陶四系罐 / 实用工艺美术 图 1-8　粉彩陶瓷人物像 / 陈设工艺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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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基础与应用

二、美术的特点与功能

1. 美术的造型性与创造性

造型是美术最主要的特点。不论是绘画和雕塑，还是工艺设计和

建筑艺术，都是利用各种工具与材料创造出平面或立体的形体，给观

者以视觉与思想的冲击与感受，并引发观者的精神享受与思考。美术

作品是一种全新的创造产物。美术是创新的，也是创造性的；它是艺

术家思想的表达，是艺术家灵魂的结晶。美术既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物

化，也是与现实自然并行而存在的创造性个体。图 1-10 所示为八大山

人朱耷独特的鱼造型。

2. 美术的审美性与教育性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生活离不开美。美术具有审美性，中外历代优秀的美术作品都是各个时期

审美特点的见证。中国唐朝崇尚正大气象的审美，阎立本的《步辇图》（见图 1-11）用主次分明的

造型和雍容大方的色彩描绘了唐太宗接见松赞干布使者禄东赞的场景。贞观十四年（公元 640 年），

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希望迎娶文成公主入藏，派遣使者禄东赞来长安通聘，唐太宗接见

了禄东赞，并准许了这门婚事。《步辇图》是汉藏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唐朝颜真卿的楷书（见

图 1-12）被称为“颜楷”，端庄敦厚，气势雄伟，这是唐代雄浑、自信审美的艺术体现。

二、美术的特点与功能二、美术的特点与功能

图 1-10　朱耷独特的鱼造型

图 1-11　步辇图 / 唐 / 阎立本 图 1-12　颜勤礼碑（拓片局部）/ 唐 / 颜真卿

图 1-9　中国故宫建筑

4



第一单元   美 术 常 识

一般来讲，主题性的美术作品具有非常直观的教育意义，非主题性的美术作品则通过使观赏者

身心浸润和感知，间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审美。徐悲鸿在 1930 年完成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

《田横五百士》，如图 1-13 所示。当时，正值中国政局动荡，日寇在中国横行，意图全面侵略中国，

徐悲鸿希望通过创作此油画歌颂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号召人们为祖国的荣誉奋起抗争。画面中刻

画了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激情场面，表达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鲜明主题。这幅油画是爱

国主义教育的优秀美术范本。

3. 美术的认知性与实用性

美术作品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艺术家通过描绘和塑造可视的形象和空间来表达自己，同时为

后人留下精彩的艺术形象，后人对通过欣赏和研究这些美术作品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精神生

活，美术作品的形象认知具有其他文史类学科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中国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

河图》（见图 1-14、图 1-15）生动地记录了十二世纪中国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城市的繁华

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是当年北宋繁荣历史的见证。在这幅宽 24.8 厘米、长 528.7 厘米的历史风

俗画卷中，描绘了数量庞大的各阶层社会人物，画中的牛、骡、驴等牲畜，车、船、轿、城楼、桥

梁、商铺等各具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图 1-13　田横五百士 / 徐悲鸿

图 1-14　清明上河图 / 宋 / 张择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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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基础与应用

有的美术作品在满足人们审美需要的同时，兼具实用性，生活中的服装、家具、机械等都属于

工艺美术作品的范畴，建筑本身就是艺术与实用的结合。

4. 美术的民族地域性与文化传承性

美术是文化的体现，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拥有各自独特的

文化与美术形式，丰富多彩，各不相同。地域与民族的不同，造就了文化与美术的差异，也造就了

文化与美术的独特性。在世界文明的大范畴中，艺术体系可以大概分为东方艺术体系和西方艺术体

系。中国画是东方艺术体系的主力代表，讲究线条造型、意境和传神，融诗、书、画、印为一体，

注重思想与心灵的表达。欧洲的油画是西方传统艺术的代表，传统油画讲究色彩与明暗，研究透视

与光学，注重写实及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美术具有文化传承性，不同的地域与民族的美术传递着不同人群的历史与情感，反映着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保留着不同人群的时代印记。人们的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生活通过美术作品得

到传承与保留。优秀的美术作品是人类伟大思想与灵魂的载体，是承继民族历史与命运的薪火。

模块二　学前教育美术概述

一、学前教育美术的意义

如前所述，学前教育是每一位现代公民接受教育的起点，关系到公民个体身心的健康成长以及

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幼儿教师教育肩负着促进幼儿教师素养的养成和专业成长的责任，承担着

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任务，在教育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全民性的战略地位。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

课程是美育的组成部分，也是幼儿师范职业教育的必修课。

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课程以高等教育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导思想。美术基础是公民

审美教育的基石，具有普及性和广泛性。美术应用和手工课程是幼教学科的专业美术课程，学前教

一、学前教育美术的意义一、学前教育美术的意义

图 1-15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 / 张择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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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美 术 常 识

育专业的美术课程应该结合教学实际，突显幼教特色。因此，在广泛了解美术基础知识的前提下，

学前教育美术要注重美术应用（简笔画、装饰画、儿童故事插图，见图 1-16）和手工（见图 1-17）

的训练，强化专业性和针对性。

二、学前教育美术的特点

1. 专业化

如前所述，在专业内容的选择上，学前教育美术可分为美术基础、美术应用、手工制作三大部

分。其中，美术基础篇包括美术常识、素描、色彩、图案与设计、中国画；美术应用篇是学前教育

美术的重点课程，包括简笔画、装饰画、儿童故事插图；手工制作是美术应用篇的有力补充，包括

手工制作概述和手工实训（纸艺、布艺、泥塑、综合材料）。学前教育美术应该增加应用模块（简

笔画、装饰画、儿童故事插图）和手工的比重和内容，突显幼教专业的职业特点，强化可操作性和

实用性。

2. 注重美术职业素养的养成，强调美术技能训练

热爱生活、热爱美术、爱护学生是学前教育美术职业素养的核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能够激

发学生美术学习兴趣的教师才是合格与优秀的教师，所以兴趣与品格的培养是学前教育美术职业素

养的中心。美术学习的过程是探讨研究各种美术技能的过程，也是正确世界观形成的过程，更是健

图 1-16　美术应用——简笔画、装饰画、儿童故事插图

儿童故事插图装饰画简笔画

图 1-17　手工

二、学前教育美术的特点二、学前教育美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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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基础与应用

康、高尚人格建立、成长的过程。美术技能的训练促进了眼、手、脑的和谐发展，如图 1-18 所示。

图 1-18　学生在色彩课上探讨肌理的制作

3. 融合知识性、趣味性，具有时代性和审美教育性

学前教育美术具有鲜明的职业特点，也是一种社会产物，反映着社会与人群的思想意识。因此，

学前教育美术作为美术的分支，具有知识的传承性。美术具有审美性，是作者精神意识的体现，承

载着社会和个人的审美追求与精神理想。由于儿童的特点，学前教育美术具有其他美术不具备的趣

味性和幽默感，如图 1-19 至图 1-21 所示。艺术是时代的产物，欣赏者通过学习有关美术知识，可

以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与审美经验，领悟作者的创作意图，感受美术中的时代精神内涵，浸润在艺

术与美的海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审美教育和培养。

图 1-20　大胆夸张的儿童画 图 1-21　充满童趣的儿童画

图 1-19　充满想象力的儿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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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

1. 简述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的区别与联系。

2. 从美育的角度分析美术的文化传承和爱国教育功能。

3. 简述学前教育美术的意义与特点。

拓展与应用

1.以身边的建筑为例，阐述建筑艺术的艺术功能与实用功能。

2.以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为例，查阅相关资料，写一篇关于大唐盛世各民族团结友爱的

文章。

3.以徐悲鸿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为例，查阅相关资料，找出数幅中国美术史上关于

抵御外族侵略、彰显爱国主义精神的美术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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