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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 

美术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试题（高级中学） 

考试时间：120 分钟，满分：150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6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2 分） 

1.体现传统中国美术文化特有类型的是（ A ）。 

A.文人画 B.宗教美术 C.民间美术 D.工业设计 

2.如图 1，该绘画作品的作者是（ A ）。 

A.吴昌硕 B.林风眠 C.关山月 D.李可染 

 

图 1《三千年结实之桃》 

3.天津“泥人张”作品所属的美术形态是（ B ）。 

A.宗教美术 B.民间美术 C.文人美术 D.宫廷美术 

4.如图 2，唐代书法家怀素的书体是（ C ）。 

A.楷书 B.行书 C.草书 D.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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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如图 3，该中国画作品的表现方法是（ D ）。 

A.工兼写 B.小写意 C.勾染 D.大写意 

 

图 3 

6.如图 4，该画面中左五站立的人物是（ B ）。 

A.雅典娜 B.维纳斯 C.花神 D.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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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波提切利《春》 

7.“犍陀罗佛像”属于（ A ）。 

A.古印度美术 B.古代朝鲜美术 C.古巴比伦美术 D.东南亚美术 

8.如图 5，该作品所说的艺术流派是（ D ）。 

A.现代主义 B.后现代主义 C.波普艺术 D.光效应艺术 

 

图 5 

9.下列选项中，属于中国近代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的是（ D ）。 

A.吴昌硕 B.赵望云 C.齐白石 D.高剑父 

10.胭脂色属于哪一绘画门类中的颜色称谓？（ C ） 

A.水彩画 B.水粉画 C.中国画 D.丙烯画 

11.视点对画面的垂直落点是（ B ）。 

A.视点 B.心点 C.距点 D.视距 

12.如图 6，该作品属于（ B ）。 

A.工业设计 B.视觉传达设计 C.环境设计 D.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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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3.下列选项中，属于《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的课程理念之一的是（ C ）。 

A.体现开放性、多样性和个性，满足发展的需求 

B.体现专业性、理论性和感性，满足发展的需求 

C.体现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满足发展的需求 

D.体现系统性、操作性和理性，满足发展的需求 

14.《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中，“课程性质”部分与“形成人文素养”搭

配的短语是（ C ）。 

A.激发创造精神 B.调节心理状态 C.理解美术文化 D.陶冶审美情操 

15.《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规定，普通高中美术课程的性质是（ A ）。 

A.必修课程 B.自主选修 C.限定选修 D.自主专修 

16.上课前，教师落实美术教学任务的准备工作是（ A ）。 

A.编制教案 B.强化训练 C.多提问题 D.互助研究 

17.上《写意花鸟》课时，一位学生在确定创作主题时举棋不定，李老师请他用几个关

键词确定自己的创作意图，使他有了信心和办法，李老师的教学方法是（ B ）。 

A.讲授教学法 B.引导启发法 C.讨论教学法 D.示范教学法 

18.某学校领导对老师说：“我们学校就你一个美术教师，可是班级又多，你每次课前

先画好一幅画，让每个班的同学上课时照着画，只要表示我们学校开了美术课就可以

了。”下列选项中，对该领导的观点合适的评价是（ C ）。 

A.错误，没有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 

B.正确，有利于减轻美术教师的工作强度 

C.错误，不利于学生的美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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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正确，体现了领导对美术学科的重视 

19.崔老师在绘画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不敢动笔，于是要求每位同学在一张 A4 纸上随

意进行抽象表现，结果每个学生都非常有信心，十分投入地大胆表现，这种教学活动属

于（ D ）。 

A.教学目标 B.教学评价 C.教学准备 D.教学方法 

20.在《油画静物写生》一课教学中，教学重点的设计较为恰当的是（ A ）。 

A.掌握油画静物的写生方法 

B.了解油画静物的历史 

C.讨论油画静物的布置 

D.了解油画静物的构图方法 

21.曾老师在多年研究当地民间蜡染艺术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为本校采用的美术教材，

该美术教材属于（ D ）。 

A.基础课程教材 B.国家课程教材 C.地方课程教材 D.校本课程教材 

22.万老师有目的、有步骤地展开《拍摄自己的故事》一课教学的全过程，这种教学行

为是（ B ）。 

A.教学评价 B.教学实施 C.教学计划 D.教学设计 

23.杨老师在《肌理探索》课上，把全班学生分为五个小组，分别搜索资料进行创作，

最后每个小组都创作出了满意的作品，这种学习方式属于（ D ）。 

A.接受学习 B.个别学习 C.掌握学习 D.合作学习 

24.孟老师在《原始美术》鉴赏教学中，针对美术作品和美术现象，用相关的音乐、视

频、角色扮演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他们对美术文化的感悟，这一教学行

为的主要动机属于（ B ）。 

A.增强教学难度 B.创设教学情境 C.注重学生合作 D.运用网络资源 

25.刘老师在教学的评价环节，先让学生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介绍，然后请 2-3 位同学评

价，最后老师发表评价意见，这种评价方法属于（ D ）。 

A.相互评价 B.自我评价 C.教师评价 D.多主体评价 

26.程老师准备在课外小组开展分层教学，以试卷和操作实践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测试，

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这种评价方式体现的评价功能是（ C ）。 

A.甄别功能 B.选拔功能 C.诊断功能 D.激励功能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2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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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简述海派画家任伯年绘画艺术的形成原因。 

【答案】任伯年是清末时期上海画派前期最著名的代表画家。他技法全面，山水、花鸟、

人物等无一不能，重视写生，又融汇诸家法，并吸取水彩色调之长，勾皴点染，格调清

新。“海派”的形成 19 世纪中叶，上海经济发展迅速繁盛。上海开埠之后，工商业的

发展使这里成为新的绘画市场，吸引了江浙一带专业画家。“海派”善于把诗书画一体

的文人画传统与民间美术传统结合起来，又从古代刚健雄强的金石艺术中吸取营养，描

写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将明清以来大写意水墨画技艺和强烈的色彩相结合，形成雅俗

共赏的新风貌。 

任伯年绘画在清代末期所形成独具的风格，反映出中国社会发生变动后，市民阶级对绘

画艺术的审美要求。绘画日趋走向文人画与民间美术相结合，达到比 18 世纪更加雅俗

共赏的社会效果。任伯年正是这种新画风的杰出代表。 

28.列出三项激发学生美术鉴赏学习兴趣的策略。 

【答案】 

（1）联系文化情境认识美术作品的意义、形成和风格特征。用美术术语描述以及通过

造型、表演等多种方式表达对艺术品的感受与理解。 

（2）进行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与合作学习，通过包括网络在内的多种途径收集与美

术相关的文字、图像等资料，并运用于鉴赏学习活动。 

（3）充分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参观美术馆、博物馆、艺术作坊等，调查、

考察美术现象，并写出考察报告。 

29.依据《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中“绘画·雕塑”模块的“成就标准”，

简述通过该模块的学习，学生能够获得的美术成就标准。 

【答案】通过“绘画·雕塑”模块的学习，学生能够： 

（1）积极参与绘画或雕塑造型活动。 

（2）恰当地使用绘画或雕塑的术语，以自己的观点评论中外两件以上的绘画作品或雕

塑作品。 

（3）灵活地运用材料，选择适合自己的绘画或雕塑语言和相关技法，创作一件以上的

绘画作品或雕塑作品，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4）以多种形式大胆地展示和交流，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对自己和他人的绘画作品或

雕塑作品作出评价。 

（5）在研究性学习中，学会处理一个绘画或雕塑与其它学科相联系的问题。 

30.依据《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中“书法·篆刻”教学过程设计三种教学

评价，并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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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多主体评价。比如在楷书教学中，进行“颜体”楷书临摹，完成课堂练习后，先

请同学自己评价自己的作业与帖子范例比较，学到了哪些东西，其后请同学小组之间进

行互相比较，推荐“最具颜体神韵”者。最后教师对优秀者进行总结点评与鼓励。 

（2）注重表现性评价。比如在书法技法训练中，将学生在不同阶段的作业练习进行扫

描存档。在完成一个学习阶段后，用多媒体进行展示进行综合评价，让每一个学生看到

自己的进步，并在其后组织师生书法展览，展示阶段学习成果。 

（3）采用多种评价方式评价学生的美术作业，包括分数或等级、评语、等级与评语相

结合、座谈、学生作品展示等方式，充分肯定学生的进步和发展，明确需要克服的弱点

与发展方向。比如在篆刻的章法学习中，对学生练习按照百分制进行了评分，同时给每

件作品附上评语，对在作业中表现优异者给予最高分。 

三、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31.案例：针对“中国工笔花鸟画”教学内容，王老师和李老师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展开教学：王老师从中国花鸟画的分类开始介绍，然后按照朝代讲解工笔花鸟画的技法

特点和发展脉络，最后进行总结。李老师则是先让学生根据教材和资料进行自学，然后

组织课堂讨论，在遇到问题时进行点拨与启发，最后与学生一起进行总结。 

问题：请对两位教师的教学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答案】《美术课程标准》教学建议中指出：“美术学习活动一般注重对美术作品发表

个人的独特见解，运用不同的材料、工具和方法进行独特的创作，但也有的美术学习活

动，比如学校的形象设计、班级网页的设计等则需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分工合作

完成。面对不同的美术学习活动，教师在运用一般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应该针对美术学

习的特点，重视对新型教学方法的研究，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与合作学

习。”王老师的教学方法不符合新课改的要求，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讲授式教学。

李老师则很好贯彻了《课程标准》的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发动学生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是符合新课改要求的教学案例。 

32.案例：朱老师上《创意产品-椅子》这一单元课时做了下列安排： 

（1）同学先提交一份草稿和说明，草稿通过后再进行制作，朱老师将所有同学的创意

说明、草稿与最后的制成品都收集起来； 

（2）课程结束后，朱老师在学校的展览馆做了汇报展览，将创意草稿和说明一并进行

展示，反映出了同学们创作的全过程，效果非常好，期间，他邀请其他学科的教师参观，

并让他们与同学们一起投票选出了五件“最受欢迎的作品”； 

（3）在评价环节，朱老师按照百分制进行了评分，同时给每件作品附上了评语，鉴于

美术课代表在展览策划中的优秀表现，朱老师给了他最高分。 

问题：你认为该课程运用了哪些评价方式？试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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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朱老师用到了下列的评价方式： 

（1）注重表现性评价。运用观察、记录、访谈、录像、录音、摄影等方式收集学生学

习表现的信息，对学生在参与美术学习过程中的综合表现进行评价。朱老师收集学生的

草稿和说明在学校的展览馆做了汇报展览，将创意草稿和说明一并进行展示，反映出了

同学们创作的全过程，充分展示了这一评价方法。 

（2）提倡多主体评价。采用学生自评、互评以及教师和家长对学生评价等方式。朱老

师在展览期间邀请其他学科的教师参观，并让他们与同学们一起投票选出了五件“最受

欢迎的作品”，充分展示了这一评价方法。 

（3）采用多种评价方式评价学生的美术作业，包括分数或等级、评语、等级与评语相

结合、座谈、学生作品展示等方式，充分肯定学生的进步和发展，明确需要克服的弱点

与发展方向。在评价环节，朱老师按照百分制进行了评分，同时给每件作品附上了评语，

鉴于美术课代表在展览策划中的优秀表现，朱老师给了他最高分。这充分展示了这一评

价方法。 

四、教学设计 

33.请按所提供的教材设计 1 课时的教学简案（也可以是单元中的一课） 

要求：（1）做到文本格式规范，具备基本要素。 

      （2）恰当设定本课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 

      （3）合理的设计学习活动和作业要求。 

      （4）设计三个课堂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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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课题：苹果中的五角星 

课时：1 课时 

课型：新授课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观察生活中各种常见的形状，能够产生有创意的联想，学会视觉传达设

计中获取视觉信息的各种方式与路径，从思维的不同层面关注生活中被忽视的视觉信

息。 

2.过程与方法：学生通过对各种获取视觉信息的手段及方法的探究，学会从各种思维角

度分析视觉信息，表达视觉信息。学生能够养成主动观察与发现生活中丰富的视觉形象

的学习意识，提高学习美术的兴趣，培养探究精神和创造精神。 

3.情感态度价值观：养成用美术的眼光观察生活的习惯，培养对美术学习的持久兴趣。

学会“换位思考”，宽容与己相异的人、事、物，以开放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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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对事物不同角度的观察与表现方法。 

教学难点：不同角度的我所赋予“新意”的发掘。 

教学过程： 

1.创设情境问题引入：拿出 4 个苹果，每组选派一位同学上来，将苹果切开，要求：只

能用一刀，你能切出与众不同的形状吗？学生讨论并按教师要求完成。引入主题--转换

角度，用不同寻常的方式来观察我们周围的事与物，你会有意想不到新的发现。 

2.新授 

（1）课件展示 

1）不同角度拍摄的寻常事物 

2）微距拍摄的寻常事物 

3）相关课件展示 

学生了解并可提出问题 

（2）讲解设计含义 

设计的本质在于创新，“新”并非无中生有，在于我们对熟悉的现实基础上进行发掘。

然后学生阅读教材，并给出自己的定义。 

（3）解决问题：获取信息--角度美 

借助不寻常的方式去观察寻常的事物，能给我们启示 

课件：相关课件展示，讨论这些视觉形象的获取与寻常方式的不同之处。 

通过学生的讨论后教师总结，不寻常的观察方式是：特殊的透视角度--物体的旋转--投

影--显微下局部--广角场景。 

（4）获取信息--抽象美 

1）享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抽象美的图片。 

2）讨论并列举你所感受到的生活中的抽象美。 

4.课堂练习 

1）用我们的一只鞋作对象，你能拍摄出几种较为不同的表现形式。 

2）用点线面组合成一幅和谐抽象画。 

说明：二者只取其一来表现。做第一题的同学想好构思后，由教师提供数码相机拍摄 

3）总结练习，展示优秀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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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