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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张 璐 文 图 姻陈淑婷 插画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事、物，因而产生不同的情绪。

当一些负面情绪产生时，我们要如何调节呢？浙江海宁市王国维小学教育集团的

张老师说：“那就让情绪来‘说话’吧。”美术是情感的艺术，美术学科蕴含着丰富的

情感教育内涵。这期，我们就跟着张老师一起，从艺术中获得力量，从而正确疏导

自己的情绪，有效应对来自学习、生活、人际的各种状况。

张老师通过课前小游戏“水滴变奏曲”，让同学们迅速进入课堂状态。接着，

她又播放了音乐。不同的音乐声传来，大家听得入迷了！

张老师适时提问：“同学们，老师刚才播放的两首音乐带给你们怎样的感受？”

有人马上说：“一首是开心喜悦的，一首非常忧伤。”张老师追问：“开心和伤心是我

们经常感受到的情绪，那我们还有哪些情绪呢？你在生活中遇到过什么情绪？”同

学们开始畅所欲言，情绪还有高兴、生气、

忧愁、害怕、紧张、愤怒等等。

接着，张老师展示出课件上一些表达

情绪的表情：“谁能用夸张的表情表现这

些情绪？”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窝，大家纷

纷举手：“我会！我会！”张老师叫了几个学

生上台进行表演，并将他们的表情拍摄下

来。同学们的五官都“放飞”了起来。

大家都被表演者逗得哈哈

大笑。张老师又拿出几幅小朋

友创作的作品问：“这几幅作品

带给你们怎样的感受？”同学们

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赏析

的过程中明白夸张的意义。

作品分析

表情表演

看到大家兴趣越来越浓，张老师决定让他们来当当造型师。她放出准备好的

各种造型，让同学们来给它们配上不同的表情。大家你移一个我移一个，玩得不

亦乐乎。在玩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原来不同的线条能表现不同的情绪呢！

移一移游戏

趁热打铁，张老师又让同学们玩起了连线游戏：“不同的情绪应该用哪种颜

色来表达呢？”大家很快就准确地把颜色和相对应的情绪连接起来。张老师接着

问：“刚才连线时你们发现愤怒可以用红色表达，这里有这么多的红色，找一找，

哪个最愤怒？”同学们又兴高采烈地玩起排序游戏。原来，颜色也有情绪呢！

连线和排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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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读者，修改前和修改后的作品，你们看了后分别有怎样的感受呢？再

看看其他同学的作品，你们遇到过这些情绪吗？如果让你们来回应他们的情绪，你

们会怎么做呢？

修改后的作品

学生作品

在张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从“表演—赏析—游戏”三步学习中逐层攀登，弄

清楚内在情绪与外在造型语言的关系。原来，我们的情绪都会“说话”。紧接着，

张老师出示任务单，让同学们进行分组讨论，然后把自己最想表达的情绪用作品

呈现出来。

瞧，这就是一些同学表达的情绪。

最后，张老师让同学们交换画作，请大家在好朋友的作品上进行修改，回应他

们的情绪。

学生作品

绘画有时就是内心的表达，张老师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用

绘画来化解不良情绪，做一个能自主调节情绪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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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介绍

在生活中，有一种名叫“莫兰迪色”的视觉风格备受人们喜爱，人们乐此不疲

地将其应用在服装搭配、家居装修、广告设计等方面。那么，“莫兰迪色”有什么来

历呢？这就得提到它的开创者———乔治·莫兰迪。

莫兰迪是一位成名于 20世纪上半期的意大利画家，和同时代其他画家很不一

样的是，莫兰迪一直生活在他的家乡博洛尼亚，从未去过大多数艺术家朝思暮想

的艺术之都———法国巴黎。

他的艺术观念受到了乔托、

乌切罗、夏尔丹、柯罗、塞

尚、修拉等画家的影响。与

众不同的是，莫兰迪一生创

作了一千多件作品，主题却

只是室内的瓶瓶罐罐和户

外的平凡风景，他借助这些

成长之路

人物名片：乔治·莫兰迪（1890—
1964），著名的意大利画家。

阴耿 羽

1890年，莫兰迪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市的一个普通家庭。1907年，莫兰迪

进入知名的博洛尼亚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毕业后的莫兰迪迫于生计，在家乡及周

边地区身兼数职，虽然忙碌，但是年轻的莫兰迪仍然研究名画，参加画展，绘画技

法变得日益成熟。接着，莫兰迪进入博洛尼亚美术学院教授绘画，从此逐渐摆脱

生活的困境。后来，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步入了艺术创作的高峰期，陆续获得

多项艺术大奖。莫兰迪创作的静物画

莫兰迪创作的风景画

看似普通的事物，表达出追求宁静、优雅、和谐的艺术主张，深刻改变了大众的

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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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物

名作欣赏

杯、盘、瓶、罐等这些简单而日常的用具，是莫兰迪反复观察且描绘的对象。

莫兰迪热衷于收集生活中常见的瓶罐，将这些物件变换着摆放，并用他辨识度很

高的色系画下来。他画的静物简洁、优雅、含蓄，总能给人安宁的精神慰藉。

1964年，莫兰迪离世，人们建立了博物馆，用来纪念这位艺术大师。

从主题来看，这幅画里只有一个壶、一个罐子和三个杯子，因为没有明确的光

影关系，壶、罐和杯子之间的距离显得十分模糊，五件生活用品除了造型有所差

《静物》里的颜色

异，我们看不到任何装饰，进而有简洁明了的视感；从色彩来看，背景、前景、壶、罐

子和杯子的颜色不尽相同，但是互相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这些明显带有灰蒙感的颜色，正是画家耗尽一生锤炼而成的“莫兰迪色”，灰

蒙感便是它们的魅力所在。这些颜色，既不浓烈，也不过于灰暗，呈现出稳定的美

感和优雅的气息。

1962年，晚年的莫兰迪完成了一件依旧命名为《静物》的作品，这幅看起来十

分简单的画，体现了莫兰迪的生活态度、审美趣味和绘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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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短片将抽象的恐惧用具象化的“小黑虫”形象予以呈现，构思别出心裁。

生动夸张的角色设计，删繁就简的场景构建，对比鲜明的色彩运用，一个紧张又充

满趣味的小故事，成功地把人们对恐惧的感受展现得淋漓尽致。

咦？你身上有只“小黑虫”！乐天派少年在城市里开心自拍，意外地

发现，每个人身上都附着一只“小黑虫”，唯独自己没有。它究竟是什么？

跟着少年一起在《恐惧》这部短片里，寻找答案吧！

这只“小黑虫”总会时不时出现，西装革履的男子当众演讲时，打扮精致的白

领遇到电梯故障时，体魄强壮的男生被小老鼠围攻时……“小黑虫”都会出现，少

年这才意识到，原来“小黑虫”代表的是恐惧。而原本无所畏惧的少年，在闯红灯

出车祸后，也收获了一只“小黑虫”，他们又该如何相处呢？

阴金幸佳

《恐惧》影片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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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不同的体态、发型、服饰，

导演将不同的人物鲜明地刻画出

来，展现了生活中的各色人物，当

然也包括他们的“小黑虫”。

恐惧和其他情绪一样，是正常的心理感受，我们要正视它，且
勇敢面对哦。

生动的形象和夸张的动作

《恐惧》影片画面

每个恐惧的情境都

设计得简洁巧妙、恰到

好处。大面积的黑色空

间，除去了多余的元素，

让我们更能集中注意力

在人物的压抑、紧张、害

怕等情绪上。

简单的场景和鲜明的色彩

短片中不同人的恐惧情

绪，通过夸张且充满戏剧性的

动作跃然于银幕之上，不仅增

强了视觉表现力，还进一步放

大了恐惧所营造的紧张氛围。

《恐惧》影片画面

《恐惧》影片画面

我们都知道，颜色也有着不同的情感表达，温暖的橘黄色象征安宁，清冷的蓝

紫色则代表紧张。

《恐惧》影片画面

影片中，现实的生活场景色彩丰富，以明亮的暖色调为主；而“小黑虫”出现时

的场景则用色单一，以阴暗的冷色调为主。两者的强烈对比增强了不同情绪的渲

染，同时也增强了视觉冲击力，使画面更具吸引力与表现力。

最后，少年在“小黑虫”的保护下躲过了一场车祸，他这才明白恐惧的重要性。

《恐惧》影片画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恐惧，它像潜在的暗礁，会带来种种困扰。然而面对恐惧，

我们不应该选择否定和逃避，或许可以像短片中的小男孩一样，与它好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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