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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一一一篇篇篇　　　素素素　　　描描描

(1)了解素描的含义、素描的表现手法,学习素描石膏几何体写生的步骤,完

成一幅素描石膏几何体的创作。

(2)通过欣赏中外不同形式的素描作品,学习素描的含义和表现手法;通过教

师示范,学生动手实践提高创作能力。

(3)培养用素描表现身边生活的兴趣,养成耐心观察身边事物的习惯,从而唤

起热爱素描的情感。



素描作为造型艺术的基础之一,是师范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通过素描训练可

以培养学生的造型能力和创造能力,同时提高学生对 “美”的感悟能力。造型是创

造的基础,创造是造型训练的目的。作为培养未来教师的高校,若只重视造型技

能,而轻视创意,那么只能培养出技术能力强的工匠,而不是具有创新意识的新时

代教师人才。在素描课堂教学中首先要让学生了解素描的概念、分类、表现形式、

特点和相关基础知识,重点是在写生训练中掌握具体的绘画方法和步骤,能够塑造

出物象的空间感、体积感、质感,并能较完整地表现画面,从而培养学生初步的造

型能力、审美能力以及对绘画的兴趣,为以后的学习打好基础 (图1-1)。

图1-1　祈求的手　 (德国)丢勒



任务一　素描的概念、 分类

(一) 什么是素描

素描单从字面义上理解是 “朴素的描写”,但作为造型艺术的基础之一,是一种以单色调描绘物体

的绘画方式。素描包含了绘画造型艺术的一切基本法则、规律和要素。早在史前美术时期,素描这种

造型形式就已出现在洞穴壁画中,直到14-16世纪的欧洲艺复兴时期,素描被视为绘画创作的准备阶

段,即草图。随着画家们对素描技巧的表现和研究更加深刻,形成了一种独立的绘画形式。如今,素

描成为我国美术教育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其核心目的是通过掌握透视学、解剖学、明暗光影规律等

知识,借助相关的绘画工具,在平面中运用三维空间的观念来再现或塑造对象。它既是人们理解客观

世界的一种技术表达,也可以作为人们寄托情感、表达思想的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关于艺术的最

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的训练。
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之一,而不是单纯的技术。艺术提倡创造,单纯重复和复制不是艺术。随着

时代的发展,素描的表现形式也从传统的写实性再现,慢慢发展成具有表现性和创造性的独立艺术形式。
过去和未来的艺术创作也应该不同,艺术应该弘扬个性、提倡推陈创新。

我们经常用 “形形色色”来形容世界万物,绘画的基本问题就是形与色的综合。素描中的 “形”,
就是结构外形;素描中的 “色”,就是 “调子”,也就是画面的明暗深浅,以及虚实强弱的配置与处理。
但是,没有 “形”,“色”将无所依附,所以,素描的根本问题是 “形”(图1-2至图1-7)。

图1-2　皮亚泽塔 (意大利)作品 图1-3　安格尔 (法国)作品 图1-4　鲁本斯 (比利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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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丢勒 (德国)作品 图1-6　徐悲鸿 (中国)作品 图1-7　王式廓 (中国)作品

(二) 素描的分类

(1)从绘画角度可分为中国写意素描和西方写实素描 (图1-8至图1-9)两种。
(2)从写生素描可分为静物素描、人物素描、动物素描、风景素描 (图1-10至图1-13)等。
(3)从作画时间上可分为长期素描、中期素描、短期素描等。
(4)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结构素描、光影素描、全因素素描。
(5)从作画工具上可以分为铅笔素描、炭笔素描、钢笔素描、毛笔素描、粉笔素描等。

图1-8　中国写意素描 图1-9　西方写实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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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静物素描

图1-11　人物素描 图1-12　动物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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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风景素描

任务二　素描的工具与材料

一、 笔的种类

(一) 铅笔

绘画用的铅笔,一般为木质,分为不同的软硬度型号,从6H 到14B不等,H 代表了铅笔芯的硬

度,H 前面的数字越大,铅笔芯的硬度越硬,画出的线条颜色越浅;B代表了铅笔芯的软度,B前面

的数字越大,铅笔芯的软度越软,画出的颜色越深 (图1-14)。由于所画物体不同,物体的质感、光影

的颜色也不同,可以选择不同型号的铅笔。素描常用的铅笔的型号有2H、HB、2B、4B、6B、8B、

10B、12B、14B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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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铅笔

(二) 炭笔

炭笔分为软、中、硬三种型号。相比于铅笔,炭笔更容易上色。软性炭笔较软、色泽浓黑。适合

画物体的重色部分;中性炭笔颜色适中,适合画物体的灰色部分;硬性炭笔色泽较浅,质地较硬,适

合画物体的亮色部分。除了炭笔还有炭精条、柳炭条等。许多美术爱好者使用炭笔画素描,炭笔也逐

渐成为主流的绘画工具 (图1-15所示)。

图1-15　炭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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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笔

水笔包括针管笔、钢笔、签字笔等。水笔主要依靠线条的变化来表现空间和体积关系,需要用不

同形式的线条进行排列来表现物体的质感与画面关系。水笔的特点为线条明快、简洁、节奏感强,能

够展现出独特的画面效果 (图1-16)。

图1-16　水笔

二、 橡皮的种类

素描绘画有专用的美术橡皮,普通的橡皮较硬,擦不干净。美术橡皮的质地相比于普通橡皮要软,

擦除比较干净,且不易破坏画纸或留下明显的擦除痕迹,常用的美术橡皮有2B、4B、6B等型号。还

有一种可塑橡皮,其质地更加柔软,类似橡皮泥,使用时更加灵活 (图1-17)。

图1-17　橡皮

三、 素描纸的种类

常用素描纸的规格为4K、8K、16K等。4K纸的尺寸约为389mm×546mm,等同于两张8K纸的

大小。标准尺寸的8K纸的尺寸是376mm×265mm,等同于两张16K 纸的大小。一般情况下使用8K
或4K素描纸进行绘画。素描纸有白色、浅黄色两种,质地有薄厚、粗细、软硬之分 (图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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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素描纸

四、 其他工具

素描工具除了纸、笔、橡皮以外,还需要画板、画架、笔袋、美工刀、架子、纸擦笔、定画液等

(图1-19)。

图1-19　素描工具

任务三　素描的表现

一、 素描的表现形式

从表现手法上素描可以分为以线条为主的结构素描和以线面结合来表现明暗关系的光影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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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结构素描

结构是形体的内在本质与构造,结构决定了外形。结构是指包含于物象外部形态之中的内部构造。

结构是指客观物象的形体构成关系。结构素描又称 “形体素描”,注重研究物象的形体结构,特点是用

线条来表现物象的结构特征 (图1-20至图1-21)。

图1-20　结构素描1 图1-21　结构素描2

(二) 光影素描

光影素描又称 “明暗素描”,主要强调光线对物象的影响,物象在光的照射下会产生受光部分、背

光部分及阴影等变化,这些变化会向人们传达物象的三维感观,增加人们对形体结构、质感、体积感

和空间感的认知。光影素描描绘光与影在物象上的变化时使画面形象更加具体,视觉效果更有冲击力

(图1-22至图1-23)。

图1-22　光影素描1 图1-23　光影素描2

01

　　　美术基础



二、 素描的绘画要领

(一) 执笔方法

竖握执笔:食指、拇指、中指夹住笔杆,笔杆靠在食指根部 (类似写字姿势),笔杆与画纸保持一

定的夹角 (图1-24所示)。

横握执笔:笔杆末端置于掌心,食指与拇指的端部握住笔杆,手指距离笔尖较远,掌心虚圆,指

关节略弯曲,笔杆与画纸保持一定的倾斜度 (图1-25)。

图1-24　执笔方法1 图1-25　执笔方法2

(二) 调子练习

线条是素描表现的基础,画者通过对线条的粗细、浓淡、曲直等变化来塑造物体形象。排线是素

描的基本技法。排线练习主要包括长线练习、短线练习、线条排列练习、线条交叉练习等。

长线练习:重点练习不同方向画长线条。练习时,落笔和收笔要轻,运笔要快,保证线条笔直。

短线练习:用手腕发力,排线时手臂保持不动,运笔的方向保持一致。线条之间的距离尽量保持

一致。

线条排列练习:练习时,线条不宜太长,两头轻、中间重,形成两头虚、中间实的线条,这样的

线条容易衔接。

线条交叉练习:素描中的 “调子”就可以理解为线条交叉,层叠而成,画线的时候要注意两端虚、

中间实。画的时候要干脆一点,不要过多地勾、描。排线时通常运用叠线的方式。要保持线条的均匀;

横的、竖的、斜的线条都需要反复练习 (图1-26至图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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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素描渐变练习 图1-27　线条排列练习

1.学习素描的目的是什么?

2.熟练掌握素描的持笔姿势与排线技巧。

3.做排线练习两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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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构　图

一、 构图的定义与概念

构图是绘画的专业术语,是指在绘画中根据题材和主题思想的要求,把要表现的形象适当地组织

起来构成一个协调的画面。

绘画时要先考虑画面如何布置,想让画面美观合理、生动自然,就需要掌握构图的基础知识。构

图不仅包括轮廓位置的关系,还包括色调的深浅和线条的疏密关系。

二、 构图的基本要求

①统一而有变化。统一指的是有秩序、有规律,变化指的是在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个性化与多样化。

绝对的统一会导致画面呆板,缺乏生动性,而过分地追求变化又会使画面杂乱无章。所以,绘画时要

在统一中寻找变化,使画面协调生动。

②构图要主体突出,上下左右位置要均衡,高低起伏、聚散疏密要有变化,前后层次分明等。“上

紧下松”“宁上勿下”是构图的口诀。另外,构图还应该考虑光源的影响,如果光源从左方射入,那么

构图的主体物就应稍微靠右一些。

三、 构图的基本形式

构图的基本形式有三角形构图、多边形构图、水平线构图、圆形构图、“S”形构图等。

1.三角形构图

三角形构图是以三点成面几何构成来安排景物,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它可以是正三角,也可

以是倒三角或斜三角,其中斜三角最为常用。三角形构图具有稳定、灵活、突出主体的特点 (图1-28

至图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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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三角形构图1 图1-29　三角形构图2

2.多边形构图

多边形构图一般适用于物体较大的组合画面,其形式复杂多变,画面构图新颖、锐角突出,钝角

柔和 (图1-30至图1-31)。

图1-30　多边形构图1 图1-31　多边形构图2

3.水平线构图

水平线构图是在一条水平直线或竖线上的构图形式,其形式简单、有趣,画面构图明了、排列有

序 (图1-32至图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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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水平线构图1

图1-33　水平线构图2

4.圆形构图

圆形构图还可以演变出椭圆形态的构图,圆形构图在视觉上给人一种旋转、聚焦、收缩的美学效

果 (图1-34至图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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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圆形构图1

　　
图1-35　圆形构图2

5.S形构图

S形构图可以使画面有高低错落的感觉,能够增强画面的层次感、节奏感,前后空间关系的虚实

感等 (图1-36至图1-37)。

图1-36　S形构图1 图1-37　S形构图2

四、 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是指将整体一分为二,较大部分与整体部分的比值等于较小部分与较大部分的比值,其

比值约为1∶1.618。黄金分割具有严格的比例性、艺术性、和谐性,蕴藏着丰富的美学价值。著名的

绘画作品 《最后的晚餐》就运用了黄金分割法 (图1-38至图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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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　黄金分割

图1-39　最后的晚餐

任务二　透　视

一、 透视的概念

透视是绘画的理论术语,源于拉丁文 “perspelre”,指在平面或曲面上描绘物体的空间关系的

方法。

二、 透视的基本原理

最早研究透视是用透明的平面去看景物的方法,将所见景物准确地描画在平面上,成为该景物的

透视图。在平面上根据空间原理,用线条显示物体的空间位置、轮廓和投影的科学称为透视学。

在素描中,一般是以对三个面所进行的观察来决定立方体的表现。另外,利用面与面的分界线所

造成的角度,也能暗示物体的深度,这就涉及透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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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透视的基本术语

1.视平线

站在宽广的平地向前看,远处天和地相交界的线称为地平线。眼睛向前平视,与眼睛等高的水平

线称为视平线。平视时,地平线和视平线重合,地平线就是视平线。仰视时,地平线在视平线的下方。

俯视时,地平线在视平线的上方。

2.视中线

两只眼睛的对称线,是观者所看方向的视中线,其与视平线垂直。

3.灭点

变线集中消失的点称为灭点,也称消失点。

4.主点

眼睛注视方向的视线,与画面垂直相交于地平线正中的点是主点。

5.天点

近低远高的倾斜物体,透视的变线消失在视平线以上的点为天点。

6.地点

近高远低的倾斜物体,透视的变线消失在视平线以下的点为地点。

四、 透视的基本规律

在现实生活中观察物体时会发现,离我们近的物体显得大,而且清晰,远处的物体则显得小,且

模糊不清,这就形成了近大远小、近高远低、近实远虚、近宽远窄的透视规律。

1.一点透视

以一个立方体为例,当立方体的正面与画面平行,其他面上的竖着的棱线都垂直于底面时,在视

平线的中间形成一个消失点,其他面上与地面平行的线条无限延伸都向消失点汇聚,这种透视关系被

称为一点透视,也被叫作 “平行透视”(图1-40至图1-41)。

图1-40　一点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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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生活中的一点透视

图1-42　两点透视

2.两点透视

以一个立方体为例,当这个立方体没有正

面和画面平行,竖着的棱线都与底面垂直,其

中有一条棱线正对着前面时,其他面上横着的

棱线无限延长都向左右两边消失,在视平线上

形成两个消失点,这种透视关系被称为两点透

视,又被叫作 “成角透视”(图1-42至图1-43)。

图1-43　生活中的两点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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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点透视

当物体有一个倾斜面时,这个倾斜面上的线条无限延伸,会在视平线的上面或者下面形成两个消

失点,这两个消失点有时被称为天点和地点,这种透视关系被称为三点透视,也被叫作 “倾斜透视”。

一般用于表现超高层建筑、俯瞰图或仰视图。画面中有三个消失点,其中有两个在视平线上,还有一

个消失点在视平线以外 (图1-44至图1-45)。

图1-44　三点透视 图1-45　生活中的三点透视

4.圆形透视

只要视角有一点倾斜,圆形的物体看上去就会变成椭圆,而且如果它在垂直上下移动会呈现如图

1-46所示的规律。中间那条横线是视平线 (跟眼睛平行的一条水平线)。在视平线上下的圆透视后形成

的椭圆会呈现这样的规律,这种透视关系被称为圆形透视,也被叫作 “焦点透视”。离视平线越近,透

视越大,面积越小,越窄;离视平线越远,透视越小,面积越大,越像圆形,在视平线上的时候就是

一条线 (图1-46至图1-47)。

图1-46　圆形透视 图1-47　生活中的圆形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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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明暗关系

又称 “全因素素描”这种素描依靠不同深浅层次色调的块面来塑造形体,反映光照射物体所呈现

的光影,上调子要注意表现物象的形体结构、透视关系、明暗关系、色相深浅、体积感的塑造。全因

素素描在画中除了有结构素描元素以外,又综合了光影、明暗、体积、质感、空间等元素,是一种通

过单色能够客观再现物象在一定空间中的真实面貌的绘画形式。

一、 三大面

亮面,指的是物体直接受光的部分。
灰面,指的是亮面到暗面的过渡面,色调层次变化丰富。
暗面,指的是物体背光的部分,是三个面里色调最重的一个面 (图1-48至图1-49)。

图1-48　三大面1 图1-49　三大面2

二、 五大调子

五大调子,指的是高光、灰面、明暗交界线、暗面反光及物体投影。
高光:物体最亮的部分。
灰面:灰面是亮面与明暗交界线之间的过渡面。
明暗交界线:明暗交界线是最暗的部分。
反光:物体暗部受环境光源的反射。
投影:物体受光源映射出的倒影 (图1-50至图1-51)。

图1-50　五大调子1 图1-51　五大调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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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虚实空间

通过光影色调的变化,能够体现出空间的远近和虚实关系。距离画面空间近的部分,可以着重描

绘,增加层次关系与细节,带给人视觉上清晰的感觉;反之,距离画面远的部分,可以淡化色调,虚

化物体的轮廓,带给人视觉上朦胧的感觉 (图1-52至图1-53)。

图1-52　虚实空间1 图1-53　虚实空间2

1.素描中常用的构图有哪些? 透视关系有哪几种?

2.做一点透视、两点透视、三点透视图三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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