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安徽省蚌埠市教师招聘考试学科专业知识（小学

美术）

安徽教师招聘考试网整理发布，欢迎关注安徽教师招聘考试官方微信（jszp1000），免

费领取下载无水印真题备考资料。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意的，请把这个答

案选出。

1
莫奈的油画《睡莲》中，蓝色的湖水和绿色的莲叶相互映衬，构成了和谐统一的画面，这两颜色

属于（ ）。

A、邻近色

B、同类色

C、对比色

D、互补色

2
汉字书写时，强调主笔“蚕头燕尾”“雁不双飞”，这种书体指的是（ ）。

A、篆书

B、隶书

C、楷书

D、行书

3
霍去病墓前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堪称汉代石刻的杰出代表，其主体雕刻是（ ）。

A、马踏匈奴

B、牵牛石像

C、马踏飞燕

D、缺

4
李公麟在借鉴前代“白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不着色彩而完全以墨笔线描塑造形象的“白描”，其

代表作品是（ ）。

A、《送子天王图》

B、《捣练图》

C、《朝元仙仗图》

D、《五马图》

5
清代中期，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总称为“扬州八怪”，其中的代表人物有（ ）。

A、董其昌

B、郑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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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八大山人

D、沈周

6
动画片《九色鹿》取材于北魏时期的壁画《鹿王本生图》，该壁画所在的石窟是（ ）。

A、龙门石窟

B、云冈石窟

C、莫高窟

D、麦积山石窟

7
创作《墨梅图》并题写了诗句“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的元代画家是（ ）。

A、王冕

B、唐寅

C、文徵明

D、黄公望

8
美术课程将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学习分成四个学段，其划分依据是（ ）。

A、美术教学活动方式

B、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

C、学生的实践能力方式

D、美术教学评价方式

9
清初，芜湖民间艺人汤鹏在画家萧云从的帮助下创造的专供欣赏的金属工艺品是（ ）。

A、烙画

B、铜罐

C、锡画

D、铁画

10
我国近现代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在诗书画印各方面造诣都很深的画家是（ ）。

A、吴冠中

B、石涛

C、齐白石

D、韩美林

11
下列能体现“四水归堂”理念的徽派民居建筑样式是（ ）。

A、花窗

B、马头墙

C、回廊

D、天井

12
下列作品中运用焦点透视来表现空间关系的是（ ）。

A、《千里江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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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清明上河图》

C、《最后的晚餐》

D、《格尔尼卡》

13
版画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下列关于版画的描述正确的是（ ）。

A、版画的突出特点是重复性、间接性、印痕美

B、木版画常用的印版方式是腐蚀法

C、版画的种类只有木版画和铜版画

D、根据制版材料可将版画分为单色版画和套色版画

14
马蒂斯是 20世纪西方野兽派画家，下列选项中属于其代表作品的是（ ）。

A、《宫娥》《亚威农少女》

B、《冬猎》《印象 · 日出》

C、《夜间咖啡馆》《向日葵》

D、《红色和谐》《舞蹈》

15
荷兰 17世纪现实主义重要人物，油画《夜巡》的作者是（ ）。

A、德加

B、伦勃朗

C、维米尔

D、缺

二、填空题。本大题有十个小题，总分为 10 分。

16
中国画用笔基础笔法为勾、勒、皴、点、。

17
以一个单位纹样沿上下或者左右做有规律的连续重复排列，这种形式称为。

18
中国传统文化中“四方位神”为青龙、、朱雀、玄武。

19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关于美术课程性质的描述是美术课程凸显视觉性，

具有实践性，追求，强调愉悦性。

20
以《簪花仕女图》为代表作的唐代人物画家是。

21
《溪山行旅图》的作者是北宋画家。

22
《万山红遍》的作者是我国著名国画家。

23
由整块巨石雕刻而成的狮身人面像所在地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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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比萨斜塔所在的国家是。

25
德国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具有高耸的尖顶，其风格是典型的式建筑。

三、连线题。本大题有一个小题，总分为 10 分。

26
连线题。

安格尔 《记忆的永恒》 表现主义

达利 《泉》 超现实主义

蒙德里安 《呐喊》 新古典主义

蒙克 《红、黑、黄、蓝构成》 抽象主义

四、简答题。本大题有三个小题，总分为 15 分。

27
写出《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根据美术学习方式划分的四个学习领域。

28
写出图 1作品名称和年代，并从题材和造型手法的角度简析其艺术特色。

图 1

29
写出图 2作品名称和年代，并从内容和绘画语言的角度简析其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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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有一个小题，总分为 10 分。

30
下列是一位美术老师设计的小学低年级《玩彩墨》一课中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学习的教学片段。

老师和学生一起进行笔墨实验并讨论总结。

师问：你可以用桌上的材料画出粗细不同的线条吗？

学生从老师提供的各种粗细不同的毛笔中进行选择，尝试画出粗细不同的线条并描述它，

例如：用不同的毛笔画出不同粗细的线条；用同一支毛笔画出不同粗细的线条等。

（归纳中锋、侧锋等不同的用笔方法）

师问：你可以画出深浅不同的墨色变化吗？

学生尝试在墨和国画颜料里加入不同比例的水，并画在宣纸上观察变化

（归纳墨色有浓淡、干湿的变化；宣纸有渗化的效果）

师问：你还可以想出哪些办法让彩墨发生有趣的变化？

通过作品欣赏让学生体验甩、滴、拓印等不同的方法，感受多种效果。

请依据《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的实施建议从“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
两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六、教学设计题。本大题有一个小题，总分为 10 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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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奇特的脸》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学三年级美术教材中的一课。本课主要通过

欣赏各种面具作品了解脸型及五官的基本特征；结合对面具的造型分析，学习如何运用概括、夸

张、变形等方法表现有趣的脸；从以泥陶为材料尝试运用多种泥塑技法做一张造型奇特的脸，并

加以装饰，使其与众不同。

【教学目标】

（略）

【教学重难点】

（略）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教师播放视频：某少数民族部落的民众在节日庆典上佩戴面具，载歌载舞的场景，画面定

在几个造型夸张的面具上，请学生模仿这些面具的特征做出不同的表情。

教师再出示几张学生的脸部照片，比一比，说一说：这些面具与我们的脸一样吗？

二、新课学习（略）

三、学生实践（略）

四、展示评价（略）

以上是某位教师为该课设计的教学导入环节，依据《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设

计一个新课学习环节，要求教学方法和手段合理有效。

七、图示题。本大题有一个小题，总分为 10 分。

32
以水和太阳为元素，装饰下图中的陶罐。要求：只能用单色（红色除外）进行表现。

八、美术创作题。本大题有一个小题，总分为 10 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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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中所提供的人物造型，发挥想象完善人物形象，合理添加服饰、道具和背景，在给定的区

域内完成一幅有创意的绘画作品。

要求：

（1）只能用单色表现（红色除外）；

（2）形象生动；

（3）构图完整；

（4）人物与背景和谐，画面富有创意。

答案解析

1

本题考查色彩构成中的色彩术语。色相环中相距 90度，或者相隔五六个数位的两色，为邻近色

关系。题干中“蓝色的湖水”和“绿色的莲叶”在色相环中的距离在 90度以内，属于邻近色。邻近色

色相差别微小，是最微弱的色相对比，搭配起来会显得统一协调。A项正确。

B项：同类色是指色相相同而明度不同的色。或以某一色为主又分别包含微量的其他色的几种色，

互为同类色。蓝色和绿色属于不同的色相，所以并非同类色。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对比色是指在 24色相环上相距 120度到 180度的两种颜色。对比色之间必然存在着明显

的冷暖对比。题干中“蓝色的湖水”和“绿色的莲叶”在色环中距离在 90度以内。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原色和相对应的间色，如红与绿、黄与紫、蓝与橙互称为补色。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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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题考查美术门类中书法的知识。隶书，又叫“佐书”“八分”等，是书法史上继篆书之后的一种字

体。隶书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它的波笔，横波笔的典型用笔俗称“蚕头燕尾”，用笔逆入平出，前人

将隶书横画（包括捺）出笔的挑脚比喻为燕尾，逆入的部分形如蚕头，故称“蚕头燕尾”。一字之

中宜用一次捺脚，二次出现笔画就会雷同，字形拖沓，“雁不双飞”，即比喻捺脚不可复用。B项

正确。

A项：篆书分为大篆和小篆。大篆是秦代统一文字以前的篆书，包括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简

牍书等。小篆是秦代规范化的篆书，篆书笔法单纯、字体略长、章法变化丰富。与题干不符，排

除。

C项：楷书亦称“正楷”“真书”“正书”。楷书省简了汉隶的波磔，纠正了草书的漫无标准，以其“形
体方正，可做楷模”，故名。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行书是东汉后期出现的一种字体，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具有简便通俗、流动的特点。是

楷书便捷化的书写形态。在行书中，楷书字形明显的叫作“行楷”；行书中草化倾向明显的叫作“行
草”。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3
本题考查中国美术史中的秦汉美术雕塑知识。霍去病为汉武帝时名将，能征善战，却英年早逝。

汉武帝为表彰其卓越功勋，特赐陪葬茂陵，“为冢象祁连山”，以纪念霍去病在河西战役中取得的

关键性胜利。霍去病墓石雕以独特的设计意匠和气势宏伟的石雕群，建成一座纪念碑式的墓冢。

陕西兴平霍去病墓的动物石雕，由马、虎、象、牛、人、熊、猪等 14件大型花岗岩圆雕组成，

艺术表现运用循石造型的手法，以“马踏匈奴”为主体，气派恢宏沉雄，是西汉纪念碑性质雕刻的

杰作。A项正确。

B项：牵牛石像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一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常家庄的牵牛

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 3公里。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马踏飞燕为东汉青铜器，1969 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缺。

故正确答案为 A。

4
本题考查中国美术史中的两宋美术的知识。北宋文人画家李公麟，人物、山水、鞍马、花鸟、竹

石皆精，工写兼长，代表作有传世真迹纸本白描《五马图》。他以遒劲秀雅而富有表现力的线描，

表现出五马毛色状貌各不相同，骨肉匀停，神完气足；五个牵马人的民族特色也真实传神，显示

了画家深厚的功力。D项正确。

A项：《送子天王图》为唐代吴道子的代表作品，作品真迹已不得见，如今流传下来的《送子天

王图》为宋人所绘。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捣练图》是唐代画家张萱的代表作品，描绘的是宫中妇女“捣练”的情景。全画共分三个

部分：捣练、理线、熨练。张萱擅长画女性和婴儿，所作人物雍容华贵，形成“丰颊肥体”的人物

造型。与题干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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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朝元仙仗图》是北宋画家武宗元的代表作品，描绘的是道教帝君率诸部朝见最高神衹的

场面。人物造型严谨端庄，排列疏密有度，节奏明快；线描用吴道子“莼菜条”技法，圆浑流畅而

富于韵律，是典型的“吴带当风”样式。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5
本题考查中国美术史中清代美术的知识。“扬州八怪”泛指清代中期活动在扬州地区的一批画家，

有郑板桥、金农、黄慎、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华嵒、高凤翰、闵贞、边寿民等。他们

在商品社会的生存竞争中恪守文人的文化情操和文人画传统，以梅、兰、竹、菊、松、石等为主

要描绘对象，除了表现诸如清高、孤傲、绝俗等思想外，还通过题诗写文，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

会内容。在艺术上，“扬州八怪”发挥水墨特长，以简括的手法塑造物象，笔墨纵横，锋芒尽显，

直抒胸臆，打破了成法约束，冲击了当时流行的恽寿平一派正统花鸟画风，被称为“怪”。这些画

家形成了反映时代变化的新风貌，发展了文人写意画。B项正确。

A项：董其昌为明代书画家，是“华亭派”的代表人物。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八大山人是清“四僧”的代表人物之一，具有奇简冷逸的风格，强烈地抒发了明代遗民之情，

达到了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的空前水平，使人有“墨点无多泪点多”之感；常画傲然屹立的荷花、白

眼瞪天的怪鸟怪鱼，孤寂高傲，构思奇特，充分表达了他愤世嫉俗的个性特征。代表作有《荷石

水禽图》《鹌鹑图》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沈周是明代“吴门四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沈周的山水画以粗笔为多，形成了笔丰墨健、浑

厚沉郁、意态轩昂的主要风貌，代表作《庐山高图》。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6
本题考查中国美术史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艺术。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位于甘肃

敦煌鸣沙山东麓，是中国石窟中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处。至今尚存 492
个洞窟，保存着历代塑像 2400余身，壁画约 45000平方米。莫高窟集建筑、雕塑、绘画三者于

一体，十六国至明清历代都有建造，是中国佛教美术的宝库。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四壁上层及顶

部画飞天和天宫会乐，下层为药叉等，中部除千佛外主要画说法、本生和因缘故事，其中《鹿王

本生图》就属于这一时期的佛本生故事。C项正确。

A项：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的伊水河畔，开凿在东西二山上，又称伊阙石窟，开凿于北

魏孝文帝年间，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再次开凿的一处石窟。《鹿王本生图》并非其壁画作品。与题

干不符，排除。

B项：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武州山南麓，依山开凿，东西延绵 1公里，现存大小造像 50000
余躯。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起开凿，是由北魏皇室开凿的第一所大型石窟。《鹿王本

生图》并非其壁画作品。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麦积山，因开凿石窟的山峰平地崛起，形如麦垛，故得此名。该

石窟始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后经隋唐到明清历代开凿和重修，现存窟龛 194个，层层雕镌在一

峰独起、望若麦积的悬崖绝壁之上，《鹿王本生图》并非其壁画作品。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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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中国美术史元朝时期的美术知识。元代墨梅画家中以王冕最有代表性，他塑造了繁花满

枝的梅树形象。他擅长诗文，在传世的《墨梅图》上题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借梅花抒发其志趣，流露出不甘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的精

神。A项正确。

B项：唐寅，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擅长山水，又工画人物，尤其是精于仕女，画风既

工整秀丽，又潇洒飘逸，被称为“唐画”，为后人所推崇。代表作有《王蜀宫妓图》《秋风纨扇图》

《看泉听风图轴》。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文徵明，明代书画家，他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其是“四
绝”的全才，擅长画山水、人物、花卉、兰竹等。代表作有《庐山高图》《真赏斋图》《绿荫草

堂图》。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黄公望，元代画家，擅长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兼修李成之法。所作水墨画笔力老到，

简淡深厚。又于水墨之上略施淡赭，世称“浅绛山水”。晚年以草籀笔意入画，气韵雄秀苍茫，与

吴镇、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存世作品有《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天

池石壁图》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8
本题考查对《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的掌握。《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的课程设计思路指出：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美术课程将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学

习分成四个学段（第一学段：1～2年级；第二学段：3～4年级；第三学段：5～6年级；第四学

段：7～9年级），并结合四个学习领域分别设计课程内容与学习活动，从而形成依次递进、前

后衔接的课程结构，适应不同年龄段学生在美术方面的情意特征、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B项正

确。

A项：美术教学活动方式是划分学习领域的依据，《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

的课程设计思路指出：美术课程改变单纯以学科知识体系构建课程的思路和方法，从促进学生素

质发展的角度，根据美术学习活动方式划分为“造型·表现”“设计 · 应用”“欣赏 · 评述”和“综
合 · 探索”四个学习领域。与题干不符，排除。

C、D两项：《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并没有划分美术学习四个阶段的这两种

表述。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9
本题考查中国民间艺术。铁画是用铁铸成线条，再焊接而成的一种美术作品。主要是借鉴国画的

水墨、章法、布局，线条简明有力，苍劲古朴。铁画工艺综合了古代金银空花的焊接技术，吸取

了剪纸、木刻、砖雕的长处，融合了国画的笔意和章法，画面明暗对比鲜明，立体感强，在古代

工艺美术品中独树一帜。汤鹏所创作的铁画，是我国工艺美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D项正确。

A项：烙画又称烫画，火笔画，是中国传统艺术珍品，用火烧热烙铁，在物体上熨出烙痕作画。

烙画创作在把握火候、力度的同时，注重“意在笔先、落笔成形”。烙画不仅有中国画的勾、勒、

点、染、擦、白描等手法，还可以烫出丰富的层次与色调，具有较强的立体感，酷似棕色素描和

石版画，因此烙画既能保持传统绘画的民族风格，又可达到西洋画严谨的写实效果，具有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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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魅力，因而给人以古朴典雅、回味无穷的艺术享受。烙画相传起源于秦朝，但并无可考证据

和史料。据民间传说记载，始见于西汉末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铜罐是以铜为主要原料制作的汲水器或容器，特点是口径大，腹丰且深，颈部内收，大底

足。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商代晚期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青铜器种类，分为礼器（炊

煮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器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锡画是浮雕形式与锡制传统手制工艺相结合的金属画。锡制品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700年。早在古代中国，一些水质不好的地方常在井底放上锡板，进行水质净化。与题干不符，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10
本题考查中国美术史近现代时期的美术知识。齐白石，现代书画家、篆刻家，论画谓“妙在似与

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作品题材充满民间情味，擅长画花鸟虫鱼，笔墨纵横矫

健，造型简练质朴，神态活泼，色彩鲜明强烈；善于把阔笔写意花卉与纤毫毕现的草虫巧妙结合。

1953年齐白石被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C项正确。

A项：吴冠中，近现代画家，他继承了老师林风眠融合中西的主张，试图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

精神相结合。他的水墨画多取材于江南的白墙黑瓦、绿柳红花，也有作品描绘都市风貌。代表作

《根扎南国》《故宅》，并未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石涛，清代画家，不属于我国近现代画家。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韩美林，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天才造型艺术家，不属于我国近现代画家。与题干不符，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11
本题考查艺术概论门类论中中国民居建筑的知识。“四水归堂”是安徽江南民居独有的平面布局方

式，其建筑风格理念来源于徽州文化传承天人合一的理学思想。建筑布置紧凑，院落占地面积较

小，以适应当地人口密度较高，要求少占农田的特点。住宅的大门多开在中轴线上，迎面正房为

大厅，后面院内常建二层楼房。由四合房围成的小院子通称“天井”，仅作采光和排水用。因为屋

顶内侧坡的雨水从四面流入天井，寓意水聚天心，称四水归堂。D项正确。

A项：花窗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中窗的一种装饰和美化的形式，既具备实用功能，又带有装饰效

应。花窗多见于中国古典建筑，在现代建筑中依然有广泛的应用，但多采用复古的风格，用以体

现一定的文化底蕴。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马头墙又称风火墙、防火墙、封火墙，特指高于两山墙屋面的墙垣，也就是山墙的墙顶部

分，因形状酷似马头，故称“马头墙”。是赣派建筑、徽派建筑的重要特色，在中国传统民居建筑

流派的江南古典建筑中扮演重要角色。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回廊指曲折环绕的走廊；或指有顶棚的散步处，在建筑物门厅或大堂内或者设置在二层或

者二层以上的回形走廊。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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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绘画透视的相关知识。《最后的晚餐》是达 · 芬奇于意大利米兰的格雷契修道院绘制的

巨幅壁画作品。作品描绘了耶稣被捕前与十二门徒晚餐的场景。耶稣坐在餐桌中央悲伤地摊开双

手，示意门徒中有人出卖了他，十二门徒分置左右形成四组，反应各异。该画在构图上采用焦点

透视的形式，使画面具有真实的空间感。C项正确。

A、B两项：《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为中国画，中国画在构图方法上不受焦点透视的束

缚，多采用散点透视（可移动的远近法），使视野宽广辽阔，构图灵活自由，画中的物象可以随

意列植，冲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格尔尼卡》为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作品，描绘了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遭到德军轰炸后

的惨状。画面描绘了牛头、马、灯、抱孩子的母亲、断臂倒地的战士、奔跑的人、举灯的女人等

形象，塑造了充满死亡、恐怖和呐喊的氛围，控诉了法西斯战争惨无人道的暴行，构图饱满，场

景混乱。色彩以黑白灰为主色调，渲染了恐惧、哀痛的气氛。作者采用叠加、拼贴、重组形象的

造型手法，彻底摒弃了物体的自然形象，给人们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13
本题考查艺术概论门类论中版画的知识。版画是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门类，是绘画种类之一，是

以“版”作为媒介来制作的一种绘画艺术。是以刀或化学药品等在木、石、麻胶、铜、锌等版面上

雕刻后印刷出来的图画，因此它具有重复性、间接性、印痕美的突出特点。A项正确。

B项：木刻版画是一门集绘画、刻板、印刷为一体的综合性的绘画艺术，是在木板上采用不同的

刻刀，通过刻、切、铲、凿、划等手段来表现形象的。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依据制版时采用的物性版材，版画可以分为木版画、铜版画、石版画、丝网版画以及其他

版种（如石膏版画、纸版画、电脑版画等）。种类不限于木版画和铜版画。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单色版画和套色版画是依据使用色彩的多少来分的。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14
本题考查外国美术史中现代美术的相关知识。马蒂斯是野兽主义代表画家，他喜欢运用平涂鲜明

的色块、有力的轮廓线来构造形象，画面单纯，充满律动感，富有装饰性。他把绘画比作“安乐

椅”，供人消遣，追求一种和谐、纯粹而又宁静的艺术境界。除作油画、壁画外，他还是一位出

色的雕塑家、书籍插画家。代表作《舞蹈》《音乐》《红色和谐》《戴帽子的妇人》《生命的快

乐》。D项正确。

A项：《宫娥》是 17世纪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的作品。《亚威农少女》是 20世纪西班牙画家

毕加索的作品，该作品被誉为是立体主义开山之作。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冬猎》是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的代表作品之一。《印象 · 日出》是 19世

纪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代表作品。印象主义因此画而得名。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夜间咖啡馆》《向日葵》是 19世纪后印象派大师凡 · 高的代表作品。与题干不符，排

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15

ww
w.
an
hu
ij
sz
p.
co
m



本题考查外国美术史中 17世纪荷兰美术的相关知识。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以善于用光而闻名，

是当时荷兰最杰出的画家，在肖像画、风俗画、历史画等多方面都有惊人成就。一生坎坷却始终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他把卡拉瓦乔的强烈明暗对比画法加以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画风。

代表作有《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夜巡》《戴金盔的男子》和大量的《自画像》等。B项正确。

A项：德加擅长历史画、肖像画和风俗画，尤以画女工、着衣和沐浴的模特以及芭蕾舞演员出众。

代表作有《预演》《调整舞鞋的舞者》《熨衣妇》。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维米尔是一位优秀的风俗画家，又常常被看作“荷兰小画派”的代表画家。综观他的作品，

流露出一种清新、恬静的诗意。代表作有《倒牛奶的女仆》《花边女工》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缺。

故正确答案为 B。

16
本题考查艺术概论门类论中国画的知识。中国画亦称“国画”或“水墨丹青”（我国古代绘画常用朱

红色和青色），是运用中国独有的工具与材料，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绘画形式，其造型讲究“外
师造化，中得心源”。强调绘画是表现画家主体的胸臆，寄托高尚的精神的媒介。中国画的表现

手法是以线造型为主，笔法一直是中国画的根本技法之一，主要为勾、勒、皴、点、染。

（1）勾勒，用单线来塑造景物。一个最简单的完整的物象轮廓必须有上下或左右两根线条来勾

成，顺势用笔称“勾”，逆势称“勒”，统称“勾勒”。

（2）皴，用线来表现物象的质地。山水画中运用最多，用来表现山石的结构和质地；花鸟画中

用来表现老树干或块石、鸟兽；人物画中用来表现皮肤皱纹、衣纹等。

（3）擦，皴的补充手段。皴的用笔明显，擦的用笔模糊，甚至难见笔。擦多用侧锋，用墨较干，

速度较快，用力较虚，掠过纸面。擦讲究点到即止，不可刻意。

（4）点，点有两种，一种是山水画中的主要笔法，如各种苔点。另外一种点主要表现大的块面，

如花鸟中的芭蕉、荷叶，山水中的远山、沙浦，人物中的衣饰等。

（5）染，又叫烘、晕，即用淡的墨或色来表现物象的层次，使物象的质地结构体现得更加细腻

丰富。

17
本题考查美术基础知识与基本技法图案中连续纹样的相关知识。一个单位纹样沿上下或者左右两

个方向做有规律的连续重复，沿左右方向连续重复的称横式二方连续，沿上下方向的称纵向二方

连续。其主要形式有散点式、接圆式、波线式、垂直式、斜线式、折线式、结合式。一个单位纹

样沿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做有规律的连续重复的排列，并可无限扩展的纹样，称四方连续。

18
本题考查中国美术史中秦汉时期建筑瓦当的知识。秦汉建筑类型以都城、宫殿、祭祀建筑和陵墓

为主。建筑装饰主要包括壁画、画像砖、画像石、瓦当四个门类。西汉末年到新莽时期，出现青

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青龙为东方之神，代表春季；白虎为西方之神，代表秋季；朱

雀为南方之神，代表夏季；玄武为北方之神，代表冬季。

19
本题考查《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课程性质的相关知识。美术课程以对视觉

形象的感知、理解和创造为特征，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全体学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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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基础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术课程凸显视觉性，具有实践

性，追求人文性，强调愉悦性。

20
本题考查中国美术史中唐朝时期的绘画知识。周昉，继承并发展了张萱的仕女画。周昉生活在唐

帝国经过安史之乱由盛而衰之际，他笔下的妇女已不同于张萱作品中的欢愉活跃，而是流露出一

种郁闷寂寥、百无聊赖的情绪，代表作有《挥扇仕女图》和《簪花仕女图》。

21
本题考查中国美术史中两宋时期的绘画知识。范宽，擅长画关陕山水，擅长画雪景，他所画崇山

峻岭，往往以顶天立地的章法突出雄伟壮观的气势，又用碎而坚实的笔墨皴出富有质感的山石，

高山仰止，气象雄伟。被誉为“得山之骨”“与山传神”，有《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传世。

22
本题考查中国美术史近现代时期的绘画知识。李可染，黄宾虹的学生，以写意人物画闻名于世。

其山水画继承了黄宾虹的积墨法而更趋润泽，以墨为主，浓重浑厚，深邃茂密，被称为“李家山

水”。如《春雨江南图》，吸取西方绘画写生和描绘光色的长处，同时充分发挥了他运用传统的

积墨法的高超造诣，创造了中国山水画的独特境界。代表作《万山红遍》。

23
本题考查外国美术史中古代埃及美术的知识。古埃及法老雷吉德夫根据他父亲胡夫的肖像建造了

狮身人面像这座纪念碑，这也属于雷吉德夫的宣传手段之一，为了恢复人们对这个王朝的敬畏。

此像高 20米，长 57米，面部长约 5米，头戴“奈姆斯”皇冠，额上刻着“库伯拉”（cobra：眼镜蛇）

圣蛇浮雕，下颌有帝王的标志——下垂的长须，一只耳朵就有两米多长。

24
本题考查艺术概论门类论中建筑的知识。比萨斜塔建造于 1173年 8月，是意大利比萨城大教堂

的独立式钟楼，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省比萨城北面的奇迹广场。

25
本题考查外国美术史中欧洲中世纪建筑的相关知识。科隆位于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于 1248年始建，1880年完工，是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作。教堂建筑面积 6000多平方米，

教堂的两个尖顶高达 157米，是欧洲北部最大的教堂，教堂内藏有众多珍贵文物和艺术精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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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美术课程改变单纯以学科知识体系构建课程的思路和方法，从促进学生素质发展的角度，根据美

术学习活动方式划分为“造型 · 表现”“设计 · 应用”“欣赏 · 评述”和“综合 · 探索”四个学习领域。

28
作品名称：《击鼓说唱俑》

年代：东汉

作品艺术特色：秦汉雕塑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东汉的《击鼓说唱俑》就是一件富有浓

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说唱俑席地而坐，头部硕大，裹着头巾，前额布满皱纹，

赤膊跣足，左臂环抱一个圆鼓，右手高扬鼓槌。这个说唱俑的表演仿佛已经进入了高潮，他得意

忘形，神情激动，表情夸张，竟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作品既表现出了强烈的写实主义，又采

用了极其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凸显说唱俑那种特殊的神气，创造出一个充满生气又诙谐幽默的

精彩场面。说唱俑不仅是中国雕塑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也是研究汉代民俗和陶塑艺术的珍贵史料。

29
作品名称：《春》

年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作品艺术特色：《春》是 15世纪佛罗伦萨画家波提切利的代表作，它昭示着中世纪的解冻。全

画以春天的场景为依托，描绘了 9位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画面左侧的莫丘里用手中的权杖赶走

冬日的阴霾，而美慧三女神正相互携手翩翩起舞，中间的维纳斯婀娜多情，小爱神飞翔于头顶，

右边的花神、春神与风神则象征春回大地。构图上以横向排列将众多的人物安排在了适当的位置。

采用平面装饰手法，人物轮廓清晰，线条严谨，色彩柔和。画面运用传统的蛋清画法使观众感受

到接近水彩画的纯净和透明的色彩效果。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笼罩一切绘画题材的境况下，波提

切利的《春》好似一股春风吹来了人文主义的新时代。

30
在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一起进行笔墨实验并讨论总结出线条粗细的绘制方法、墨色变化、创作方

法，把自己融入学生当中，提出基础、有利于学生掌握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并尝试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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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形式描述出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从而形成师生互动的生动课堂，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

案例的最后一个小片段通过欣赏作品的方式引导学生体验不同的创作方法，这体现了如下特点。

（1）坚持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观，尊重每一个学生学习美术的权利，关注每一个学生在美术学

习中的表现和发展，做到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采用教学方法和手段，力争让每一个学生学有所

获。

（2）积极探索有效教学的方法，明确“以学生为本”的教学设计的指导思想，在教学过程中，通

过对教学目标、教学情境、信息资源、探究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练习活动、学习评价等

方面的精心策划和设计，提高美术教学效果。

（3）营造有利于激发学生创新精神的学习氛围，营造宽松的学习氛围，设置问题情境，提供原

型启发，引导学生进行观察、想象和表现等活动，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形成创意，并

运用美术语言和多种媒材创造性地加以表达，解决问题。

（4）多给学生感悟美术作品的机会，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审美规律和美术学习规律，有效利

用各种美术课程资源，向学生提供感悟美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通过观察、体验、分析、比较、

联想、鉴别、判断等方法，积极开展探究、讨论和交流，鼓励他们充分发表感受与认识，努力提

高他们的审美品位和审美判断能力。

（5）在具体的美术教学活动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健康乐观的心态和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使

他们充满自信地参与美术学习。

在学习方法上，引导学生自己动手实验、探究，通过引导学生尝试用笔、墨等工具发现绘画的乐

趣，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到课堂中，自主发现线条粗细的绘制方法、墨色变化、创作方法，感

受彩墨特性，了解不同的艺术创作和表现方法。这体现了以下特点。

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研究和探索适合学生身心特征和美术学科特点的多种学习方法，并

用于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帮助他们学会学习，有效掌握基本的美术知识与技能，

发展视知觉能力、美术欣赏和表现能力以及对美术的综合运用能力。

31
新授：

（1）初步感知

教师提问：你还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具呢？你还记得它们是什么样的吗？学生回答之后教师进行总

结：面具是在舞会、狂欢节或类似的节日、戏剧中起伪装或遮挡保护作用的外罩。

教师用多媒体展示各种各样的面具作品，如京剧脸谱、傩面具等，提出问题：这些面具都有哪些

特点？和我们真实的脸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学生回答后教师进行补充总结：这些作品大

都造型夸张，色彩艳丽，有很多装饰纹样或者装饰品。面具与我们真实的脸相同之处为都是由脸

型和五官几个部分组成，只是面具不像我们的脸那样真实，起到了一定的美化、夸张作用。

（2）深入体会

教师用多媒体展示学生设计的有关奇特的脸的作品，请同学们 4人为一小组讨论：如何才能使得

自己的作品更加奇特、有新意。引导学生从脸型、五官、发型、表情、色彩、装饰等方面进行探

讨。学生讨论完之后教师进行小结归纳：我们可以从脸型、五官、发型、表情等多个角度运用概

括、夸张、变形等方法表现有趣的脸。

（3）教师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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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泥塑作品夸张的脸，提问学生：还记得我们捏塑作品的技法吗？引导学生回忆泥塑的基本技

法有：捏、团、压、搓、装饰等技法。

接下来教师以“有趣的脸”为主题进行示范，首先在脑海中构思好想要创作的作品，然后运用捏、

团、揉、搓等技法表现出脸型、五官、发型等，最后进行调整和装饰，还可以绘制上色彩。

（4）作品欣赏

教师用多媒体展示学生的泥塑作品，提问学生：你最喜欢哪一件作品？为什么喜欢？你想创作一

幅怎样的作品？以此拓宽学生思路，形成自己的想法和创意。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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