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级                  班

姓名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

二年级    下册

绘画 绘画 手工手工与与

Huihuɑ Yu Shougong



总  主  编：吕相斌
副总主编：梅显红　刘　炜

本册主编：吴　贵　曹丽敏    
副  主  编：张　沁　窦有新　胡海霞 
编　    者：张　沁　胡海霞　曹丽敏　吴　贵　颜　凯
                  管海平　肖雪萍　信　波　唐　蕴　田　静
                  李文虎　王　伟　杨雅梅　闫素荣　周利明　
                   赵建芳  
照片拍摄：胡海霞
美术设计：胡海霞　吴　贵　曹丽敏　管海平　肖雪萍  
版式设计：吴　贵　曹丽敏　胡海霞　肖雪萍　管海平  
电脑制作：胡海霞　吴　贵　曹丽敏　管海平　肖雪萍
　　　　　颜　凯  
封面设计：管海平
文字校正：吴　贵　曹丽敏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　　名　全日制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

   　　　　 绘画与手工  二年级 下册

本册主编　吴    贵    曹丽敏

责任编辑　李炳智　郝　杰

美术编辑　江　波

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石家庄市天苑路1号）

印　　制　石家庄市汇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3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3千字

印　　张　3.5

书　　号　ISBN  978-7-5434-6811-5

定　　价　16.00元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全日制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 绘画与手工.
二年级.  下册  /  吕相斌主编;  吴贵,  曹丽敏编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34-6811-5

　Ⅰ. ①全… Ⅱ. ①吕… ②吴… ③曹… Ⅲ. ①美术课
－弱智儿童－儿童教育－特殊教育－教材②手工课－弱智
儿童－儿童教育－特殊教育－教材 Ⅳ. ①G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0646号



编写说明

书　　名　全日制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

   　　　　 绘画与手工  二年级 下册

本册主编　吴    贵    曹丽敏

责任编辑　李炳智　郝　杰

美术编辑　江　波

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石家庄市天苑路1号）

印　　制　石家庄市汇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3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3千字

印　　张　3.5

书　　号　ISBN  978-7-5434-6811-5

定　　价　16.00元

本套教材是根据教育部2007年初颁布的《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编写的，包括《方案》规定的七个一般性学科（《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生

活适应》《劳动技能》《唱游与律动》《绘画与手工》《运动与保健》）和四个选择性学科

（《信息技术》《康复训练》《第二语言·英语》《艺术休闲》）。全套教材从一年级至九年

级分年级或学段编写，供培智学校、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培智班和普通教育学校附设的培智班

使用。

本套教材以全国培智学校课程改革的新理念为指导，以培智学生生活中最需要什么就选择

什么内容，培智学生能学会什么就选择什么内容为编写原则，突出生活化，提倡以需定教，因

材施教，在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上都有可选择性，以方便各培智学校个别化教育计划的制订和

实施。

本套教材编写特点如下：

1．三个合一。教本与学本合一，评估与教材合一，家长指导手册与教材合一。

2．内容开放。设置校本内容空间，方便选择添加，体现个别化理念。

3．多种课程形式融合。生活性、适应性、功能性、环境生态性有机统一。

鉴于编写水平以及培智教育资源有限，本套教材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

见，以便在修订时补充、完善。                                       



给教师和家长的话

根据《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绘画与手工》是培智学校学生的必修课。通过

绘画与手工技能的教学和训练，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视觉、观察、绘画、手工制作能力，发展学生的审

美情趣，提高其审美能力。

《绘画与手工》共18册，从一年级至九年级，每学年两册。本册供二年级第二学期使用，内容包

括“我的一家人”“我们爱清洁”“我们的节日”“夏天到了”四部分。我们选择贴近生活的教学内

容，通过看一看、想一想、画一画、做一做等活动，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生活、体验生活、表现生

活，让学生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练习涂鸦、虚线描画、搓压、粘贴等简单的绘画与手工技巧，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为其更好地适应生活打下基础。

希望家长关注孩子的成长和每节课的评价，与教师做好沟通，了解孩子的点滴进步，并配合教师

做好每节课的课前准备工作，使孩子能够顺利完成每节课的学习任务。

本套教材是培智教育课程资源之一。根据个别化教育的需要，教师可根据本地区和本学校情况对

教材内容进行校本化的修改。教材中的教学建议是对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指引和参考，教师可根据教

学提示拓宽思路，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在活动中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技能技巧，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教材中的教学要求是根据培智班学生制定的，按照个别化教育的原则，教师可根据学生实际适

当降低或提高要求，既要让学生“吃得饱”，也要使学生“消化掉”，力争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学有所

乐、学有所得。

《绘画与手工》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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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我的一家人

本单元通过为家人剪红领巾、画笑脸、染头发、装饰衣服等活动，
让学生体验家庭的温暖，培养他们爱家人的情感，同时学习描画、涂
色、粘贴等技巧。



 

第
一
单
元 

 

我
的
一
家
人

2

爷爷和奶奶
1

1. 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老人的面部特征。

2. 教师可以让学生用事先准备好的彩纸画或撕，

   眉毛的形状不必拘泥于一种。

你能说一说爷爷、奶奶长得什么样子吗？

描画练习



小

测
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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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老人的面部特征。

2. 教师可以让学生用事先准备好的彩纸画或撕，

   眉毛的形状不必拘泥于一种。

画
画一

涂
一 涂

把爷爷、奶奶的形象描画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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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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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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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入队了2 描画练习

哥哥加入少先队了，他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队旗下宣誓、敬礼。

1. 让学生了解红领巾的含义。

2. 在描画红领巾时，让学生按照顺序均匀涂色。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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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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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画一

描
一 描

把下面的红领巾描画出来，并涂上颜色。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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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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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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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6

笑脸3 添画、涂色练习

     教师应该用简笔画的形式给学生描画人们在

欢笑时的五官形态，重点表现嘴和眼睛。

看，大家笑得多开心呀！快来用画笔描绘一下快乐的心情吧。



小

测
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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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画一

涂
一 涂

    给下面这位叔叔画上眼睛和嘴巴，让他笑起来，再把他的头发
涂上你喜欢的颜色。



 

第
一
单
元 

 

我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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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的外衣
4 添画、涂色练习

1. 引导学生重点观察衣服上的花纹图案，并提醒

    注意颜色搭配。

2. 让学生练习用简单的几何图形画出图案。 

姐姐喜欢漂亮的衣服，用你的画笔给姐姐设计一件漂亮的外衣吧。



小

测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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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
涂一

添
一 添

给姐姐的衣服添上图案，并涂上颜色。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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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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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妈妈
添画练习5

     让学生介绍妈妈为家里所做的事情，体会妈

妈的辛苦，学会感恩。教师可以把头饰的形状归

纳为几何图形，让学生添画。

妈妈每天操劳很辛苦，快来把妈妈打扮得更漂亮吧。



小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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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妈妈戴上头饰，再把她的头发涂上漂亮的颜色。

画
画一

涂
一 涂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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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我
的
一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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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爸爸的礼帽
粘贴练习

爸爸戴上礼帽该有多帅啊！快来动手做一顶吧。

     撕纸时，教师可以准备小纸条，让学生撕成

碎片，以降低撕纸的难度。粘贴时，注意提醒学

生保持画面干净整洁。

1

2

3

4

5



第二单元　我们爱清洁

本单元通过描画和制作一些卫生用具，如脸盆、床单、牙刷托等，

教育学生懂得清洁的重要性，养成从小爱清洁的习惯，同时进一步学习

和巩固添画、涂色和制作的技巧，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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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单
元 

 

我
们
爱
清
洁

1 泥工练习

1. 学生在挖盆口时可适当借助工具。

2. 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建立空间感。

小脸盆，四周圆，底平中空边缘弯，我们从小爱清洁，每天用它来洗脸。

小脸盆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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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工练习

叠手帕

1. 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2. 让学生形象地感知轴对称与中心对称的特点，

　重点练习边缘对齐。

1 2 3 4

51 2 3 4

小朋友们讲卫生，手帕都要叠整齐。按照下面的方
法，叠一叠自己的小手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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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单
元 

 

我
们
爱
清
洁

水杯
3 勾边、涂色练习

1. 在画杯口前，可让学生先练习画随意的圆弧。

2. 在给杯子涂色时，应先给学生明确杯子各部分的

   名称。

小朋友们口渴了，请帮他们画一个漂亮的水杯吧。



小

测
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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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
涂一

描
一 描

描出下面水杯的轮廓，再把它涂上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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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单
元 

 

我
们
爱
清
洁

4 花床单
绘画练习

花床单，铺床上，各种图案真漂亮，拿起彩笔
画一画，比比谁的本领强。

     教师可以先让学生练习在一个单元格中描

绘花朵，每个格子里的花朵颜色可以变化，也

可以尝试画不同的花形。



小

测
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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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画一

涂
一 涂

把每个小格子里的花描画完整，并涂上好看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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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单
元 

 

我
们
爱
清
洁

花边枕头5 添画练习

　　画花边时，不必让学生强调整齐性，应注重

线条的平滑和连续性。

看，花边枕头多漂亮呀！

5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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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画一

涂
一 涂

给下面的枕套画上漂亮的花边，并涂上漂亮的颜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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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单
元 

 

我
们
爱
清
洁

牙刷托
泥工练习

每天刷牙爱清洁，保护牙齿身体好。快来
动手做一个牙刷托吧。

1. 牙刷托的高度以能够把牙刷放稳为准。

2. 塑造组合物体要注意颜色搭配，还可以启发学生

    做一些装饰。

6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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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我们的节日

本单元选择学生喜爱的六一儿童节，通过制作和描画一些节日

用品，如节日帽子、彩带等，使学生进一步了解节日的由来，加深

对节日文化的认识。通过学习用纸张包、折、剪、贴等基础技法，

使学生初步掌握对纸张的均等分割，理解相等和对称的概念。



第
三
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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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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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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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在唱歌1 添画练习

小朋友，你喜欢唱歌吗？让我们一起大声唱起来。

1. 教师可以让学生先练习用单线找准嘴的位置，
   然后再把完整的嘴添画上。
2. 注意让学生分辨嘴唇的红色与口腔内部红色
   的深浅度。



小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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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
涂一

填
一 填

涂
涂一

填
一 填

给下面的小朋友添画上嘴巴，并把她的衣服涂上漂亮的颜色。



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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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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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涂色练习

六一儿童节

1. 教师应先让学生练习书写“六一”两个字， 
    基础好的学生可以练习用多种颜色涂色。
2. 教师也可以准备碎纸片让学生粘贴“六一”。

   六一儿童节到了，小朋友们真快乐！



小

测
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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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一
   儿 童 节

画
画一

涂
一 涂

把下面的文字涂上漂亮的颜色。



第
三
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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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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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帽3 手工练习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先把纸折叠后再剪裁，让
学生体会纹样的连续性。也可以在剪裁后打开纸
条，用剪刀对纹样作进一步的装饰。

给自己做一顶漂亮的节日帽吧。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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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的风铃4 手工练习

1. 风铃可以用塑料珠子代替，先让学生练习穿珠。
2. 在制作过程中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最好实行
    分工合作。

    看，下面的风铃多漂亮，我们也来动手做一做吧。



第
三
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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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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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描画、涂色练习

一起吹泡泡

节日里，真热闹，大家一起吹泡泡。

1. 可以先让学生感受吹泡泡的乐趣，之后
   再进行涂画。
2. 鼓励学生选择不同的颜色进行涂画。



小

测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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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下面的泡泡描画完整，并在空白处添画五彩的泡泡。

涂
涂一

描
一 描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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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气球6 粘贴练习

看，下面的热气球飞起来了，我们也来做一个吧。

　　教师让学生自己选择不同颜色的彩纸粘贴
热气球，撕纸时注意强调纸片的大小要一致，
还要注意保持画面干净整洁。

1 2 3

4 5 6

7



第四单元　夏天到了

本单元选取一些与夏天有关的题材，通过粘贴树叶和描画蝉的

翅膀等，练习组织画面，认识昆虫的对称性；通过对鸟儿、蝴蝶、

花伞的涂画练习，锻炼学生填色的准确性并初步学习几种颜色的简

单搭配。



第
四
单
元 

 

夏
天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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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 粘贴练习

茂密的大树

1. 可以让学生用深浅不同的绿色手工纸，先剪出
    叶子的形状，再用黑色水彩笔勾画出叶茎。
2. 剪叶子时，大小不必完全一样，这样会更生动。

夏日里，茂密的大树能为我们遮荫，仔细观察一下吧。



小

测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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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下面的大树贴上叶子。

贴
贴一

剪
一 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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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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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小鸟飞
2 添画练习

1. 教师可以剪下事先准备好的小鸟图片，给学生
   示范把鸟儿画在哪里更好看。
2. 在添画时可以让基础较好的学生自由发挥。

鸟儿们身穿美丽的花外衣，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快来画一画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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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添画几只小鸟，并给它们涂上漂亮的颜色。

画
画一

涂
一 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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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伞
3 描画练习

1. 在用曲线分割伞面时，要求学生尽量分割均匀。

2. 在给伞面涂色时，让学生注意颜色的搭配。

我有一把小花伞，五颜六色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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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画一

涂
一 涂

根据雨伞边缘的形状把伞面进行分割，并涂上不同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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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了4  添画练习

　　让学生尽量模仿雨滴的形状，有序地排列在画
面上。

下雨了，雨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看，雨滴的形状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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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添画一些雨滴，把云朵也涂上颜色吧。

画
画一

涂
一 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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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

1. 教师应给学生讲授昆虫的特点。
2. 在描画过程中要让学生体会蝉身体的对称性。

5 描画练习

     蝉是一种昆虫，我们又叫它“知了”，它可是夏日里的高音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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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下面的蝉描画完整。

画
画一

描
一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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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飞飞6 涂色练习

1. 在小面积涂色时，建议教师让学生使用彩色
    铅笔，练习填色的准确性。
2. 学生涂画蝴蝶时，教师要强调翅膀是左右对称的。

蝴蝶漂亮吗？让我们来画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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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画一

涂
一 涂

把下面的蝴蝶涂上漂亮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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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画一

一 涂
涂

画一张自己喜欢的画，并涂上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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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教学评价建议
   根据《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对课程评价的要求，结合个别化的教育理念，为找到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在现行的分科教学模

式下，尽力对学生进行个别化的教学，我们尝试通过为本套教材提供教学评价建议来实现。通过对教学评价理论的学习和实际教育教学经验的总

结，我们提出分科教学评价和整合教学评价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个别化教育的理念，并以个别化教育为目标，逐渐从分

科、整合向个别化过渡。因对培智教学评价的研究还在探索阶段，以及本套教材的篇幅有限，在这里只把教学评价实施的步骤以建议的形式提供

给大家，各学校可按照实际情况选择使用，具体的方法还需要大家不断地努力去改进和完善。

   注：两种模式均以每学期或每学段为一轮教学评价。第一轮评价实施时间为入学时，建议学校统一组织人员严格按照要求完整地进行。第二轮评价的实施

可在原来基础上进行改进、补充、修正，人员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适当的调整。模式中所有评价指标均为5级评价。在评价各阶段的实施过程中，还需要使

用者自行制定大量的评价规则和表格，我们建议大家在参照和选用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的一些量表（评价表）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研发。另外，评价的实施还必

须要征得家长的同意，并且尽量取得家长的支持与配合。

第一步：建议先由学校或教学部门统一组织，用AAMD适应
行为量表或文兰社会成熟量表及其修订版等适应性量表对
学生的适应性进行评量，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给出各领域
（学科）的教学建议。

提示和建议：
1.本套教材已在各学科教材中给出了教学评价示例，供使
用者参考。
2.个别化的教学评价模式才是培智教学评价的方向，在未
能掌握之前，可先使用分科模式，再通过整合模式逐步向
个别化模式过渡。

第二步：学校组织人员或由任课教师制定各学科教学内容
的教学活动评价方案。

收集现有资料：对每个学生的自然情况、家庭状况、学业情况（包括受教育情况，以前的作业、作
品，教师的记录和评价、建议，各种检查记录）等资料进行收集。

补充新资料：对信息不完整和其他重要信息要运用观察、访谈、问卷等方法进行补充收集。

评量学生情况：首先选取量表对学生的适应性行为进行综合评量，然后再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
一步选择专项量表进行评量。

确定教学计划：依据对收集资料的分析和评量结果，针对每位学生不同的特质与能力状况，拟定
长、中、短期目标和教学计划，弹性地选择教学资源，确定和设计适合每个学生的学习内容。

形成资料：对收集的所有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归类，为每个学生建立成长记录，重要的信息给予
注明，为评价提出适当的建议。

第四步：对整个学期的评价进行总结，与家长沟通情况，
为下一轮的教学评价提出建议。

第三步：在教学中依据方案对评价进行实施，并进行适当
的调整和完善。

第 搜

一 集

阶 资

段 料

过

渡

分科教学评价 整合教学评价

掌
握
学
生
全
面
情
况
为
基
础

配
合
个
别
教
育
计
划
实
施
为
手
段

评
价
学
生
成
长
的
过
程
为
目
的

第 制

二 定

阶 方

段 案

第 实

三 施

阶 评

段 价

确定课程评价的具体形式：参照评价方案，确定课程中实施评价的具体形式，要注意自评与他评结
合、静态与动态结合、集体与个别结合，对学生学习的过程、成长度等进行评价。

实施评价：评价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在课上、周末、单元末、期中或期末时，
适时地对教学计划和评价方案做出调整。

总结评价过程：对教学评价的全过程进行分析，作出总结，撰写教学评价报告；把相关信息与家长
沟通；整理这一轮的评价资料，提出建议和改进意见。

制定评价方案：根据以上情况，制定教学评价方案。评价方案应有明确的目的、内容、指标、方
法、手段、人员、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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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测 评

在使用本套《绘画与手工》教材作为贵校绘画与手工课程的教学资源时，我们建议您首先对学生进行绘画与手工能力检
核，然后制定符合学生程度差异、适合本课程教学、易于贵校教师操作的评价。下面将我们设计的以本课程为本位的评价部
分的设想呈现给您，可参照“1”的形式，在“2”、“3”……部分填入以绘画与手工为内容，体现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身心发展等内容的评量。

注：本量表为5级评量标准，可根据学生每周的实际表现，选择一个最佳状态评量一次，每周评量结束后，作出教学决
定，为教师的教学计划提供决策意见。为配合评量，我们还在每课教学中设计了5级评价表，适用于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这一
课学习时的表现、成长度用小测评进行评价。

                                                                                   

评 量 表

附录二　评价示例　

评量指标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 教学建议

涂色

  能够独立在限定范围内均匀涂色 4

  能够独立在大范围内均匀涂色 3

  能够独立在大范围内涂色 2

  能够在教师辅助下在大范围内涂色 1

  完全不会用笔涂色 0

……
……

　说明和建议：（此处由评量的实施者填写）



后   记

《全日制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依托《河北省培智学校地方教

材建设的实践与研究》课题研发，由河北省中小学教材编写专家专业引领，秦

皇岛市特殊教育学校联合承德市特殊教育学校、武安市特殊教育学校、滦县特

殊教育学校、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廊坊市特殊教育学校等二十多所特殊教

育学校共同编写。编写过程中，课题组得到了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河北省教

育厅的大力支持，得到了许家成、张宁生、洪佳琳、周月霞、刘岚、夏峰、潘

镭、于文、贾君、张联驰、王咏梅、苏洁、于玉东等全国著名特教专家的热心

指导，河北省各特殊教育学校还为教材编写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数据和实践经

验。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特殊教育资源有限，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借鉴了一些照片和图片，有些

作者不详，请作者及时联系出版方。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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