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论简笔画艺术 / 3

一、简笔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 / 4

二、简笔画能表现出传神、写意的美学特征 / 5

三、简笔画能表现出直观、趣味的审美体验 / 7

第二章  点、线、面与简笔画 / 9

一、点的艺术趣味 / 10

二、线的审美价值 / 12

三、面的美学特征 / 15

四、点、线、面与简笔画的表现方法 / 17

第三章  器物简笔画 / 21

一、器物的不同视觉特征 / 22

二、基本形的概括与表现 / 22

三、器物简笔画的绘画步骤 / 24

四、器物简笔画创作范例 / 25

五、器物简笔画图例 / 44

案例分享

幼儿园大班线描画——各种各样的花瓶 / 48

小学二年级美术活动——我家的厨房 / 49

第四章  植物简笔画 / 51

一、基本形的概括与表现 / 52

二、植物简笔画的拟人化处理 / 54

三、植物横截面的不同视觉特征 / 54

四、植物简笔画的绘画步骤 / 55

五、植物简笔画创作范例 / 57

六、植物简笔画图例 / 80

案例分享

幼儿园中班美术活动——我爱吃的蔬菜 / 85

小学五年级美术活动——荷花写生 / 86

理论基础
模块一

第五章  动物简笔画 / 91

一、动物的不同视觉特征 / 92

二、基本形的概括与表现 / 93

三、动物头部的画法 / 94

四、动物动态简笔画的画法 / 96

五、动物简笔画的拟人化处理 / 96

六、动物简笔画图例 / 97

案例分享

幼儿园大班绘画活动——各种各样的鱼 / 100

小学六年级美术活动——中国龙 / 102

第六章  人物简笔画 / 105

一、人物身体的比例与特征 / 106

二、用线的技巧与表现 / 106

三、人物头部的画法 / 107

四、人物体态 / 109

实操练习
模块二

1



五、人物动态简笔画的表现形式 / 110

六、人物简笔画图例 / 111

案例分享

幼儿园大班美术活动——我的爸爸妈妈 / 117

小学一年级简笔画教学设计——人物 / 118

第七章  交通工具简笔画 / 119

一、交通工具的不同视觉特征 / 120

二、基本形的组合与表现 / 121

三、交通工具简笔画的绘画步骤 / 123

四、交通工具简笔画的拟人化处理 / 123

五、交通工具简笔画图例 / 125

案例分享

幼儿园大班绘画活动——我喜欢的飞机 / 128

小学三年级美术活动——船儿出航 / 129

第九章  简笔画创编 / 155

一、简笔画创编的视觉美感 / 156

二、简笔画创编的步骤 / 165

三、简笔画创编的基本内容 / 171

四、简笔画作品欣赏 / 179

教学应用
模块三

第八章  建筑风景简笔画 / 133

一、常用透视方法 / 134

二、构图的理解与运用 / 138

三、建筑风景简笔画的绘画步骤 / 139

四、建筑风景简笔画图例 / 140

案例分享

幼儿园大班绘画活动——我看到的风景 / 148

小学五年级美术活动——悠悠老街 / 149

2



第十章  简笔画在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中的应用 / 183

一、简笔画在幼儿园健康领域教育中的应用 / 184

二、简笔画在幼儿园语言领域教育中的应用 / 185

三、简笔画在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中的应用 / 187

四、简笔画在幼儿园科学领域教育中的应用 / 189

五、简笔画在幼儿园艺术领域教育中的应用 / 189

六、简笔画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用延伸与拓展 / 192

第十一章  简笔画在各学科教学中的应用 / 197

一、教学简笔画的主要作用 / 198

二、教学简笔画的设计与运用原则 / 198

三、简笔画在理科教学中的应用 / 199

四、简笔画在文科教学中的应用 / 202

五、简笔画在艺术学科教学中的应用 / 204

六、简笔画在课堂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 205

参考文献 / 206

附录一  极简主义国画作品欣赏 / 207

附录二  世界艺术大师作品欣赏 / 234

3





理论
基础

模块一





简笔画是运用点、线、面来表情达意的独特形式。简笔画用

寥寥数笔就能将描绘对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简练用

笔的基础上传递淋漓尽致的审美趣味和心境体验。简练却不简

单，这是“简”的魅力。

第一章

论简笔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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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笔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

艺术是一种语言。艺术语言是艺术作品的物质表现手段，是作品的外在形式。各个艺术门类在

长期的艺术发展中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如绘画以线条、色彩、构图等艺术语言构成绘画

形象；音乐以有组织的旋律、和声、节奏等艺术语言构成音乐形象；电影语言则包括画面、声音、

蒙太奇手法等。因而画家喜欢运用线条与色彩表达思想感情；音乐家擅长运用声音旋律传递情感体

验；摄影师能够娴熟运用光影技法揭示内心世界。没有艺术语言，也就没有艺术作品的存在。

（一）简笔画艺术语言的独特个性

简笔画是人类众多艺术语言中的一种重要形式，表现出概括、

直观、趣味、传神的特征。人们往往借助简笔画的表现形式、工具

材料对物像进行提炼、概括、大胆取舍，减外形之精细，抓神韵之

风采，使作品达到神形兼备。

简笔画既是绘画学习的基础，又是绘画概括能力的体现。它是

运用简约的点、线、面等基本要素，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形体加以

提炼概括，使之更加简练、更富有艺术感染力。简笔画是一种完整

的艺术形式，删繁就简是它的造型原则。但简笔画不是“简单画”，

也不是“减笔画”。创作简笔画要力求简约而不简单、简像而不简

意，在造型上达到笔简而境胜的艺术境界。

《道德经》中说：“万物之始，大道至简。”中国人信仰的极简虽

简约，却不简单！说到“极简”，在中国画里绝对可以找到相同的语

言。在历代大师们的简笔画作中，观者完全能品味到“少一笔觉欠、

多一笔则余”的高深造诣。就像欣赏南宋画家梁楷的画，不仅是一

种笔墨体验，也是一种心境的体验，更是一种禅意的体验（图 1-1）。

（二）简笔画艺术语言的独特形式

简笔画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在形式的表达和呈现上区别

于其他的艺术。简笔画并不仅仅是一种绘画类型。它虽然在形式上

给人以简单感，但却蕴含着丰富的意蕴。这是一种通过简单造型来

表情达意的独特形式。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感受、探得简笔画艺术语言的特征：首先，简笔

画在工具和材料的运用上是灵活多样的。在进行简笔画创作时，既可以

选择单色的钢笔、铅笔、圆珠笔，也可以使用带颜色的水彩、蜡笔、油

画棒等。这种强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使得简笔画能在灿若星辰的艺术

形式中占据一席之位，毕加索的《女人与鸽》就是彩笔绘画的典型 

（图 1-2）。其次，简笔画的艺术形式虽然独一无二，但在生活中却随处

图 1-1 南宋 梁楷《太白行吟图》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 1-2  西班牙 毕加索《女人与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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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如广告海报、刊物插图、标志设计。它是一种接地气的艺术形式，也是一种超越国家界限的

世界性艺术语言。

更为重要的是，简笔意蕴得以充分表达的基础是简笔画的线条语言。这种线条语言强调简洁、

流畅、生动的用笔，是简笔画的符号象征。这种洗练的用笔使得很多简笔画作品都表现出生动、简

练却又不乏幽默感的情感内核。

（三）简笔画言简意赅的独特魅力

简笔画是朴实的。它没有任何华美的外衣，却依然能在

一众艺术作品中显得生动，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的质朴感，原因就在于它言简意赅的独特魅力。这种独特魅

力表现为种种难以言说的率真、自然、童趣。大自然的艺术

家毕加索为纪念在波兰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欣然挥笔

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飞鸽，当时智利的著名诗人聂鲁达把

它叫作“和平鸽”，表达了毕加索和平的政治信念与诉求，并

由此诉说了世界人民的心声。画作质朴纯真，清新简约，兼

具诗性之心灵，使人产生一种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艺术感

受（图 1-3）。

在简笔画创作中，创作者若想自如地运用简笔画的点、线、面语言来表达个人话语，需要带

着自然的眼和诚挚的心，将从自然和生活中汲取的感悟和个人对真善美的理解投射到作品中，转

化到简笔画的每一笔中。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从画中找到真，从真中品出善和美。简笔画作

品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作品初看时也许并不起眼，但却有久看不厌之感，经得起挖掘、

思考和众人眼光的审视，令人回味无穷，使创作者和读者共同感受、享受着这种言简意赅的表达 

方式。

简笔画恰到好处，点到为止，简练却不简单，这是“简”的魅力。简笔是简笔画的核心追求，

在取舍之中，简笔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把简做到了极致。极致的简能表达极致的繁，从而实现简

极必繁、简极必美的辩证统一。

简笔画在英语中可以用“ stick figure”或“ match picture”来表达，就是用像火柴棍一样的线

条和几何形来造型，概括物象，表情达意，大多是以线造型的二维平面图，不过分追求三维立体感

表现。

二、简笔画能表现出传神、写意的美学特征

艺术与自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艺术为自然之再现，自然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源泉。人与自然本就息息相关，人源于自然，最终也要回到自然。

人对自然有与生俱来的亲近感。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包含着无穷的奥秘和历史的积淀。在简笔画

创作的过程中，创作者需带着一颗赤子之心，不以世俗的眼光去看待自然，而是用自身的眼睛去发

图 1-3 西班牙 毕加索《和平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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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感悟自然之美，只有这样，才能与自然心灵相通，与自然融为一体。

值得注意的是，对自然中美的反映和表达并不意味着对大自然简单地复刻和照搬，这不是简笔

画的本意和追求。简笔画旨在保留描绘对象本身特征的基础上对其内核进行提炼和升华，是主体与

客体、再现与表现的高度统一。正如唐代画家张璪所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即大自然，

“心源”即创作者内心的感悟。这句话表达的就是艺术创作虽然源于对大自然的师法，但自然的美

并不等同于或者不能自动成为艺术的美，从自然美到艺术美的转化过程中，创作者自身的情思是至关

重要的。

例如，丰子恺的作品《寻香》用了南宋诗人翁卷的诗：

“行遍江村未有梅，一花忽向暖枝开。黄蜂何处知消息，便

解寻香隔舍来。”此画歌颂了梅花迎寒而开，也称赞了黄蜂

的勇敢勤劳，代表了人们对生活前景的向往，不仅带给人以

清新脱俗的艺术感染，更引领人们的心灵进入一种宁静祥

和、天人合一的境界（图 1-4）。因此，艺术创作从本质上讲

不是再现和模仿，而是更加注重创作者主体的情感抒发和表

达，艺术创作需要从自然中悟出“道”，佐以自身的见解和

感悟，再转化为画中的每一笔，最终实现客观自然和主观内

心的合而为一，实现简笔画作品的传神和写意。

艺术创作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即使需要一定的艺术加

工，简笔画依然倾向于保留自身“简”的核心品质，而不追

求过多的金雕玉刻。由简入繁易，由繁入简难，简最为可

贵。这种简并非只反映描绘对象的外在，而是把握其最为核

心的精神，通过描绘对象的本真，并透过外在直析事物的内心。因此，简笔画作品不仅具备对象的

形，更加融合对象的神，达到神形兼备。简笔画的这种理念或许与道家老庄学派最为契合。老子在

《道德经》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创生的本源，从少至多，从简至

繁，万事万物皆起源于简；同时，简笔画以简练的笔墨准确抓取描绘对象的本质特征，用笔不拘，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与庄子顺其自然、自在洒脱的人生态度十分契合。

从细微处见真章，创作者虽然对生活和自然体察入微，在创作时却并不纠结于描绘对象的大

小、角度等外在的细枝末节，在大量的外在特征中择取最能反映和凸显对象本质的内容，这才达成

简笔画虽然在表情达意上准确生动和细致入微，但却不受描绘对象外在的局限这一境界。这与谢赫

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骨法用笔”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强调线条不仅可以用来表现事物的外在

轮廓，更能表现事物内在的精神实质。简笔画深谙其道，技法上简单、纯粹，不带有任何张扬的展

示技巧之念，但却情深义重。虽用笔不多，但每一笔都以一当十，用寥寥数笔勾画出大千世界的丰

富意象，准确传递事物的神韵。因此，人们在欣赏简笔画作品时，总能生发看似随意数笔，却能达

到传神写意之美的感慨，这正是因为简笔画兼顾了至博至深之内涵与至简至赅之形体。所谓“精妙

之笔，无不敬伏，但传世者皆草草，谓之减笔”，大抵如此。

图 1-4 现代 丰子恺《寻香》

图 1-5 近现代 齐白石《小鱼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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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感悟自然之美，只有这样，才能与自然心灵相通，与自然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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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丰子恺的作品《寻香》用了南宋诗人翁卷的诗：

“行遍江村未有梅，一花忽向暖枝开。黄蜂何处知消息，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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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过多的金雕玉刻。由简入繁易，由繁入简难，简最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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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更加融合对象的神，达到神形兼备。简笔画的这种理念或许与道家老庄学派最为契合。老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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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细微处见真章，创作者虽然对生活和自然体察入微，在创作时却并不纠结于描绘对象的大

小、角度等外在的细枝末节，在大量的外在特征中择取最能反映和凸显对象本质的内容，这才达成

简笔画虽然在表情达意上准确生动和细致入微，但却不受描绘对象外在的局限这一境界。这与谢赫

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骨法用笔”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强调线条不仅可以用来表现事物的外在

轮廓，更能表现事物内在的精神实质。简笔画深谙其道，技法上简单、纯粹，不带有任何张扬的展

示技巧之念，但却情深义重。虽用笔不多，但每一笔都以一当十，用寥寥数笔勾画出大千世界的丰

富意象，准确传递事物的神韵。因此，人们在欣赏简笔画作品时，总能生发看似随意数笔，却能达

到传神写意之美的感慨，这正是因为简笔画兼顾了至博至深之内涵与至简至赅之形体。所谓“精妙

之笔，无不敬伏，但传世者皆草草，谓之减笔”，大抵如此。

图 1-4 现代 丰子恺《寻香》

图 1-5 近现代 齐白石《小鱼都来》

就像欣赏齐白石大师所作的《小鱼都来》，画风极简。鱼竿垂

钓鱼丝，鱼丝吊着鱼饵，五只鱼儿争相游来抢食，生动活泼，洋溢

着自然界生气勃勃的气息。笔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

练生动，意境淳厚朴实（图 1-5）。

毕加索称赞齐白石用水墨画的鱼儿没有上色，却使人看到长河

与游鱼，可见对他作品的高度认可。晚年的齐白石画风日趋简化，

乃是日益强化了“不似之似”的造型，臻于“笔愈简而神愈全”的

境界。

三、简笔画能表现出直观、趣味的审美体验

艺术创作和欣赏是互相依存的，每个作品都有自己的欣赏对

象，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实际上是对美的追求和对心灵的抚慰。因此

我们说，艺术作品是离不开读者的，艺术和欣赏是辩证统一的。简

笔画在表现形式上给人以直观之感，在内容上又往往让人体味无穷

的趣味。这是简笔画这一艺术形式给人的审美体验。此外，创作者

通过作品表达真挚、自然的感情，读者在欣赏这些作品时能唤起自

身的共鸣，使人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达到创作者和读者

的心灵相通，由此引发的感受或

给人以慰藉，或饶有趣味，或发

人深省。面对外部世界的纷繁

复杂，简笔画也让读者找到了

一个心灵的栖息地。美国漫画

家 Mitra Farmand 的作品《追鸟

的猫》中，被抓的是毕加索一笔

画的小鸟，形态逼真，直观趣味

（图 1-6）。

简笔画的基本造型由三角

形、方形、圆形等图形构成，这

种图形本身就具有趣味性和可塑

性。简笔画以其基本造型描绘万

事万物，变化精巧，造型简洁，用笔流畅，常常只需几笔就能让描

绘对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面前。这些基本造型之间关联极强，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时一个轻微的改

动就能让整体产生极大的变动。创作者也热衷利用这些基本造型的组合变化展示描绘对象的特征和

本色。不仅如此，简笔画创作者、欣赏对象以及所绘内容的广泛性也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趣味体

验。简笔画创作者广泛，并不设限，任何人都可以是自然和生活的记录者，其不同的年龄和身份会

图 1-6 美国 Mitra Farmand《追鸟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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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以不同的审美体验。例如，让儿童来创作，成为儿童简笔画，那即是儿童天性的全然表达，儿

童将自身丰富的创造力注入在简笔画中会让作品增添很多稚气和趣味，这是儿童质朴的童心和童趣

的表现。

在简笔画所绘内容中，描绘对象即可展现自然万物，也可传

递人生百态，投射现实生活。每幅简笔画作品都蕴含着创作者自

身独到的眼光和视角，传递出对自然和对生活的态度。丰子恺先

生独创的漫画实际上是一种水墨式的简笔画，以丰子恺先生的这

幅《瞻瞻的车》（图 1-7）为例，画面中记录了一位孩子将蒲扇假

想成自行车轮，并玩耍嬉戏的场景，这幅简笔画使孩子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跃然纸上，我们能感受到孩子的投入、欢乐和童真，如

有身临其境之感，也能体味到简笔画带来的率真与恬静，以及作

者内心的慈悲博爱的情怀。简笔画正是在简练用笔的基础上，于

点滴笔墨之中，传递淋漓尽致的趣味。

极简主义国画作品欣赏见附录一。
图 1-7 现代 丰子恺《瞻瞻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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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线、面是一切绘画造型的基本元素。任何具象形态和抽象

形态在二维平面内必然是以点、线、面的形式呈现出来。简笔画主要

以线造型，并充分运用点和面的特性，以平面化、程式化的形式和简

洁洗练的笔法表现出既有概括性又有可识性的绘画，使点、线、面更

准确生动地为简笔画服务。

第二章

点、线、面与简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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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的艺术趣味

点是简笔画中最小的元素，也是最小的形态，是起点，也是终点。简笔画从无到有是以点作

为起源，从点、线、面的关系来看，点是线的起始，也是面的组成部分之一，点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一）点的形态

自然界中的任何形态，只要缩小到一定程度，就能产生不同形态的点。点在形态上可以分为两

大类，一类是规则形态的点，如圆形点、方形点等，因此点有形状之分；另一类是不规则形态或自

由形态的点，如水滴形态的点。

点的不同形状蕴含了不同的性格，给人以不同的画面感受：圆形点饱满活泼，但缺乏稳定感；

方形点庄重稳定，但缺乏动感；不规则的点自由随意，富于变化。点用不同的形状向人们呈现了它

的动静皆宜，既可以稳定，也可以兼具动态，其给人的具体感觉取决于点的呈现方式。虽然点充当

最小的元素，但它却是点、线、面中最活跃的、最简单直接的，因此，点在简笔画中的运用范围非

常广泛，甚至无处不在。例如，毕加索的作品《花束》中，小雏菊中间的花蕊就是以点的形态呈现

的（图 2-1），而斑点狗身上的花纹则是不规则的点（图 2-2）。

在所有形态各异的点中，理想中的点是小圆点，不管是从形状还是大小来看，小圆点最为纯

粹，最富有点的气质和特征。但人们对于点的形态认识并不局限于此，点的形态可以是自然具象的

无限缩小，任何小的形态都可以构成点。

图 2-1 西班牙 毕加索《花束》 图 2-2 《斑点狗》

（二）点的特性

1. 点有大小之分

点的大小都是相对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倾向于把在整个环境中占比小的部分称为点，点在

画面中的大和小是相对于整体背景而言的。大点给人以扩张之感，小点给人以紧缩之感。点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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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点在画面中的比例，点在整个画面中的占比程度也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大点由于比重大，更

加引人注目，但是点的扩张容易失去它本身的性质，当点不断扩大，逐渐趋向于面时，越大的点越

有面的感觉；反之，点越小越能给人以点的感觉，小点更能保留点本身的特点。在毕加索的作品

《花束》中，小雏菊的点点花瓣使画面灵动，中间的花蕊又使点趋向于面。

2. 点有疏密之分

点的疏密可以通过距离的远近，也就是点的聚散来实现。点的聚集给人以集中感、力量感；点

的分散给人以漂浮感、灵动感。点通过疏和密的表现方法，可以使作品的主题达到“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的视觉效果。点的聚散有两种不同的变化，可以是有规律的变化，也可以是无规律的

变化，即有规律间隔和无规律间隔。有规律变化的点给人整齐划一的强烈秩序感，无规律变化的点

相对更加自由和随意，更能够抒发个性。在作品《螃蟹》中，若干小点疏密有致，为一对蟹螯打造

出立体的效果，蟹脚中的点沿曲线排列有序，彰显立体感的同时又增添了美感，使作品粗中有细，

拙中有味（图 2-3）。

3. 点有虚实之分

实点因为呈现充实的状态，又称为积极点；虚点因

为以较弱的姿态出现，又称为消极点。点的虚实可以从

两方面达成，一方面是用笔的轻重，下笔轻柔产生虚点，

下笔蓄力产生实点；另一方面是点的大小对比，大的点

相对更加清晰和实在，小的点相对更加模糊和虚化。因

此，抓住点的虚实可以实现强度对比，这也是点的张力

的表达。潘天寿认为，虚实疏密是布置中最重要的问题，

“画事之布置，极重疏、密、虚、实四字，能疏密，能虚

实，即能得空灵变化于景外矣”。 所以，画事布置重在

布虚，即着眼于空白，于迫塞之中求空灵，空灵之中求

气韵。南宋画家牧溪的《六柿图》中，六个柿子随机摆

设，用在每个“点”上的笔墨、虚实、阴阳、粗细不同

且灵活，呈现出“随处皆真”的意境（图 2-4） 。

（三）点的构成

1. 点的独立性

在画面中，单个的点由于其刺激性而产生视觉的吸引力，从而具有争取位置、避免被他形同化

的性质，单个点是视觉中心，也是力的中心。单个点在画面中的不同位置会带来不同的感受：当点

在画面上方时，从上往下看似乎在坠落，而自下往上看又似在上升；当点在画面中间时，人的视线

集中且平静；当点在画面底部时，视线下沉，给人以安静低回的感觉；点在画面左上端和左下端时，

图 2-3 《螃蟹》

图 2-4 南宋 牧溪《六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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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运动的感受会扑面而来；而点在画面右下方时，以传统视角来看，这

意味着结束与终结。在朱耷的《孤禽图》中，整幅画仅在中下方绘一只禽

鸟，悬一足，缩颈，拱背，白眼，傲兀不群。画面构图奇妙，笔墨简洁，

造型夸张，落款“八大山人”四字连写起来像“哭之”，又像“笑之”，

流露出愤世嫉俗之情，也寄托着一个明代没落王孙丧国之痛的巨大悲哀 

（图 2-5）。

2. 点的线化

由于点与点之间存在着张力，点的靠近会形成线的感觉。单纯的多

个点顺一个方向排列，会产生虚线的感觉，我们可以改变点的排列方向，

使其顺某一个方向或多个方向转变，就能够得到多种的线形效果。作品

《仙人掌》就是以“点”计“线”的典型，巧妙地运用“变实为虚”的方

法，使我们在简约明快的构图中感受到仙人掌的生机（图 2-6）。

3. 点的面化

在点的线化的基础上，点向四周连续排列时，可产生面的感觉，其距

离越近，面的特性就越显著。简笔画《蒲公英》以“点”计“面”，草草

而成，又不失天真（图 2-7）。

点、线、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单个点向同一个方向扩展延伸

时，相应地赋予了其线的属性，而多个点向四周不同的方向扩展时，或

者多个点集合起来时，则近似于面。点虽小，但无可替代。点的内涵丰

富，不同类型的点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又牵动着欣赏者的情绪，既可

以是点点滴滴的欢愉，也可以是点点滴滴的愁绪，给人以无限遐想，运

用得当就能成为画龙点睛之笔，这就是点的魅力。

二、线的审美价值

点连续移动所产生的轨迹便是线，线介于点和面之间，是点的进一步延伸，也是面的浓缩。线

是简笔画最基本的造型手段，是创作者通过想象对事物进行的简化和提炼。线被大量运用于简笔画

画中的主要部分和主体结构的描绘，在画面轮廓的确立、作品空间的建构、作品区域的分割中起到

重要作用。线丰富的表现力足以完成对形的基本塑造及意象追求，线独特的情感诉求直接体现出我

们对世界和自身的态度，它是简笔画作品的筋骨和精髓。

保罗·克利有句名言：“画画就是牵着一根线条去散步 。”线条

不仅能勾勒物体的外形（图 2-8），还能表达艺术家的情感，毕加索

的线条就拥有这种力量。毕加索曾说：“我不用语言表达一切，我用

绘画表达一切。”艺术大师们用单纯、准确的线条塑造了千姿百态的

画面。
图 2-8 西班牙 毕加索《小狗》

图 2-5 清代 朱耷《孤禽图》

图 2-6 《仙人掌》

图 2-7 《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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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的基本形式：直线与曲线

线的形式多样，变化极强，每种线各有风情。在自然和生活中，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线条，如梳齿的直线、柳枝的曲线、裙摆的折线，

这些隐含的线条都是自然和生活智慧的体现，需要我们去发现。线的

两种基本形式是直线与曲线，线的形状决定线的曲直，直线简洁凝

练，曲线柔美迂回，两者相互配合使用时，能体现艺术审美中的刚柔

并济。但直线相对于曲线更易控制，所以简笔画的运用中又有“能直

不弯”的原则。除了直线和曲线，折线也是线的形状变化的一种结果，

将线条折叠就成为折线，折线规整，在曲折之中含有顿挫感。毕加索

的《小鸟》虽然只有寥寥几笔，但却将鸟的神态在线条的抽象韵律中

展现出来，以纯粹的绘画元素直抒胸臆，于抽象中呈现作品的意境和

美感（图 2-9）。 

（二）线的虚实变化：实线与虚线

线有虚实的变化。实线是一眼可以明显辨别的线条，虚线则大部分表现为点与点的连接、面与

面的交汇，因此虚线需要人们去判断和辨认。实线一般是画面的主体，虚线一般是画面次要的部

分。实线坚硬强健，虚线柔软细致，因此实线常用于描绘边缘和轮

廓，虚线常用于物体内部细节的表达。将实线和虚线一起运用，形

成强烈的虚实对比，虚实相生之中，近实远虚之间，在二维的纸面

上给人留有更多的三维想象的空间。不仅如此，实线往往给人“粗”

的感受，虚线会给人“细”的感受，因此实线往往对应的是粗线，

虚线对应的是细线。线的粗细变化不仅表现为线条之间有粗线和细

线之分，一条线上同样可以有粗细的变化，因为线的粗细实际上是

由其宽度决定的，故线不仅存在宽度，还具有长度，当线的宽度不断增加时，趋向于面；当线的长

度不断减少时，则趋向点。例如，作品《花生》的笔墨就比较简约，在实线与虚线的组合中完成了

秋收的意韵（图 2-10）。

（三）线的组合造型

1. 单线与多线

用线进行组合与造型时，线的性质也会发生改变，其含义逐渐丰富。线首先可以从单线变为多

线，单独的线会带领人的视线绵延不断、无限延伸，是未完待续的状态，就像园林里曲径通幽的小

路，不知下一个地点和路口会通向哪里。而多个线条之间有方向、疏密的变化，整体来说，线的组

合方向可以有平行、交叉、垂直等变化，若多个线条方向循环往复，这就是螺旋线的曲线组合，好

似云雾翻腾、无法穷尽。创作者在使用线时，不论是单线的运用，还是线的组合，都要准确抓住线

图 2-9 西班牙 毕加索《小鸟》

图 2-10 《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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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韵和形韵，让画面神形兼备。

吴冠中 2008 年创作的《鸟巢》淡雅具象，再现了鸟巢的形态，并运用线条和色彩，更多地凸

显鸟巢作为新时代建筑的大气、恢宏，让人耳目一新。燕子从四面八方飞来，如同世界各地的朋友

会聚在一起。单线与多线穿插其中，加以色彩点缀，让作品充满了梦

幻色彩（图 2-11）。

2. 等距与非等距 

不同线条之间还可以有等距和非等距的构成，线的等距和非等距

会造成线的疏密变化。等距的线条呈现有规律的间隔排列，会给人以

韵律和节奏的美感。线的不同组合是线强大表现力的体现。线若要组

合，必然会调和单线之间的个体属性，以此更好地成全组合的和谐。

线不仅可以传递不同的情感，其用笔同样也是创作者个性气质、

情绪情感以及创作的时代环境的展现，是创作者内心思想的投射。因

此，除了塑造外在形象，线还具有传情的作用，创作者应选择与情感

契合的线来进行作品的描绘。就像作品《园林》中亭子纤密等距的线

条装饰和荷、假山中非等距的曲线进行组合，表现出了江南风景的秀

美（图 2-12）。

( 四 ) 线的审美特征：简练与概括

《中国学前教育百科全书·学科教育卷》这样定义简笔画：“用最少的线条画出物体的形态和特

征就是简笔画。”a 理想的线应具备几个特征：一是流畅、一气呵成的；二是目的明确，每条线都应

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又能在画面中保持和谐统一、不突兀；三是简练，好的线是简练的，线愈简

练，就愈有魅力，因为简练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缺少感情内核或层次变化。线中需含情，线中需

有韵，达到线不断则气韵不断的状态才是最好的状态。不同的线能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同时也可以

构成不同的画面美感。

线的独特性表现为线可以不依靠他物来表达画面，线自身就可

以讲述内容。线是高度概括的，线将自然的繁一一化为线的简。线

的造型准确，表现力很强，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一笔线可以是眉，

一线落笔，简单明确却具有变化感；多笔线可变为山，可化为水，

线的变化不是完成时，永远是进行时和未来时。因此，以线来造型

实际上是将事物简练为线，抛开事物表面而取其意象，准确抓住所

描绘对象的本质和结构。例如，马蒂斯的作品《女人》在刻画人物

表情时准确把握三条主线——两条眉线、一条唇线，通过线的变化

就能表达女人们不同的神态，使线条艺术至今仍具魅力（图 2-13）。

① 祝士媛 . 中国学前教育百科全书：学科教育卷 [M]. 沈阳：沈阳出版社，1995.

图 2-11 现代 吴冠中《鸟巢》

图 2-12 《园林》

图 2-13 法国 马蒂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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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的美学特征

面是点的扩大与聚集，是线的加宽与围合。面的视觉感受相应地

比点和线更加丰富，给人的形态感最强、最为充实和饱满。面有更为

实在的整体感和质感，是画面中“形”呈现的关键。

面与点、线进行组合时，能够突出点和线的存在。面平衡着点带

来的密集感，在疏密之间把握整个画面的节奏。面可以分为有形状边

界面与无形状边界面。面在简笔画作品中有时并无具体形态，表现为

不同的色块，是作品中量感较多的部分。面积较大的部分多选择面来

表现，如人物简笔画中的皮肤、衣服等部分。简笔画作品的背景也可

以看作一个面，作为背景时，面没有具体的含义和明显的边界，只做

衬托作用。面独特的量感的存在使得面相对点和线来说，对于细节的

把握并没有那么重视，面是负责画面的整体和基调的，在第一眼远距

离欣赏作品时，面对于作品视觉整体感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毕加索

的作品就很好地诠释了面的美学特征（图 2-14）。

（一）面的两个维度：长度和宽度

面具有两个维度，即长度和宽度。需要注意的是，面是没有高度

的，即没有厚度。面的长度和宽度共同决定了面的大小。作品《民

居》用三角形、方形等形状概括民居的特征，用平稳、简练的线条塑

造场面，构成景致，用不同长度和宽度的面组合营造作品的意境，从

而让人产生视觉美感（图 2-15）。

（二）面的基本形式：几何面、有机面、自由面

面有三种基本形式：几何面、有机面、自由面。几何面包括各种不同规则形状的面，整体上给

人以简单又秩序的感觉。但不同形状的面之间的差异导致人们在欣赏时视角和方向也有差异，随之

带来的整体感觉便千差万别。圆形面饱满，方形面严谨，三角形面

虽说较稳定，但可以通过方向的改变造成视觉的变化：底边朝下时

能带来稳定感，反之，当角朝下时，这种稳定感就没那么强了。有

机面主要以描绘自然形态为主要特征，如山川、树木、房屋等，它

往往是自然中某一物象的概括反映，因此情感性更加丰富，它既有

几何面的秩序感，同时也不缺少生命力，富于变化。而自由面是没

有具体形状的面，个性和画面的艺术效果更强，但自由面较少作为

画面的主要表达形式，在画面中充当衬托较多。在达利的作品中，

经常可以看到各种面的组合，他在《感恩雕像》（图 2-16）中把门窗

的几何面、人和远山的有机面等各种要素展现于明净的轮廓之中，

图 2-14 西班牙 毕加

索《巴达迪尔玛国王》

图 2-15 《民居》

图 2-16 西班牙 达利《感恩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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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作品在形象塑造和色块处理上十分简洁生动。

（三）面的组合形式

1. 单独的面与多个面

除了面本身给人带来的感受，面作为简笔画元素，在画面中运用时，与整体作用也会产生不同

的效果。单独的面可以通过内外部形态产生变化，外部形态可在曲直折方中进行变化，内部形态的

变化则主要通过面与面的相互作用实现。多个面中，面与面之间的关系包括面的分离、面的接触、

面的叠加、面的联合、面的减缺、面的重合等。

在作品《悉尼歌剧院》中，形体、线条自由组合，并不断

上演着面的叠加、面的联合、面的减缺、面的重合，让观众感

觉那些濒临水面的巨大的白色壳片群像是海上的船帆，又如一

簇簇盛开的花朵，婀娜多姿，轻盈皎洁，富有一种音乐的律动

性、秩序性，蕴藏着令人舒心愉悦的美感（图 2-17）。

2. 不同形式的组合会带来不同的视觉感受

面的不同形式进行组合，会因为位置、大小、虚实、曲直、颜色等的不同给人带来不同的视觉

感受。

面的位置上，可以水平放置，也可以叠加。叠加时能形成独特的空间层次感，不规则的面会将

画面分隔成几块，其中位于中间的面是视线的优先选择区域，当面充当分隔画面的角色时，能够

突出画面的层次感；面的大小上，多个面在一起

时，小的面更加引人注目；面的虚实变化上，实面

浓重，虚面轻松，两者放在一起时，视觉会更加偏

向实面；面的曲直上，直线面更富安定的性格，曲

线面变化多，更具动态美；面在组合上还会因为

颜色、方向的不同而造成视觉上的错觉，如同样大

小的面，浅颜色的面显得小，而深颜色的面显得更

大，竖着排列显得宽，横着排列显得高。无论哪种

形式和组合，面都应该在对作品整体理解的基础上

来运用，越是重视局部，就越容易失去画面的整体

美感，它们都应共同为主题服务，只有在恰当的位

置上，才能将自身效用发挥到最大。

例如，米罗的《在镜子后面》是一幅简约的

抽象画，画面很简约，墨色的手印、脚印和左下角

的橙黄小圆点与蓝色背景的组合，带来的大小、虚

实、曲直、颜色的丰富变化，让我们沉浸在经典的

艺术当中（图 2-18）。

图 2-17 《悉尼歌剧院》

图 2-18 西班牙 胡可·米罗《在镜子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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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面的形式是独立的，无须依赖他物便能存在，如三角形面、方形面、圆形面。面独特的

美学特征体现在面的恰到好处的运用上，让画面自身诉说诗一般的内容，具有诗一般的情调，使整

个画面都呈现出如诗如画的韵味，达成画中有诗、画中有景、画中有情的意境。

四、点、线、面与简笔画的表现方法

作为简笔画的基本元素，点、线、面实际上是创作者对于自然界各种物象的一种简化和概括，

真正的自然界并不存在纯粹的点、线、面。点、线、面组合在一起能够构筑出各种层次的变化，展

现大千世界，体现诗情画意，这就要求在进行简笔画创作时，作者能够准确理解点、线、面的元素

及其蕴含的情感并熟练运用。要了解点、线、面各元素的特点、性格、功用、变化形式及适用表现

对象，就要掌握元素与元素组合搭配的方法和原则。大自然的事物自有其最适合的表现元素，如粗

直的线条更能表现岩石的刚毅，弯曲的线条更能表现女性的柔美，如果不能选择合适的元素，结果

只会适得其反。同时也要注意点、线、面三元素的搭配使用，要符合主与次、多与少、大与小、前

与后、呼与应、虚与实、疏与密的阴阳关系，这也是简笔画的简之核心追求的体现。最后，还要把

握好点、线、面在简笔画中的表现方法，从而提升简笔画创编的水平和质量。

（一）选择恰当的表现角度

每个事物都有其区别于他物的标志性特征，不同的事物各有不同的表现位置，有些事物适合正

面表现，如电视机，有些事物适合侧面表现，如公交车。人们在看待事物时也经常通过其典型特点

来辨别此物和区分与其相似的他物，而作品的表现角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简笔画作品是否快速被人

们辨别，达到简笔画真实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当平面物体需要表现出立体感时，找准角度尤为重

要，角度找得不准确，物体的描绘就不自然、不生动，因此要能准确找到表现事物的最佳角度。找

准角度需要有大量的观察与积累，平时观察事物的顺序可以按照“整体—局部—整体”这种螺旋式

的上升和反复，找到描绘对象呈现在画面上的最佳角度（图 2-19）。

正面视角

仰视角度

侧面视角

俯视角度

图 2-19 不同视角的简笔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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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重要的个性特征

个性特征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不可替代的细节，是此物区别于他物的显著标志。在运

用点、线、面元素进行简笔画创作时，要准确抓住所绘物象的个性特征，并尽可能地简化。例如，

画下面一组水果与花卉时，只要选择最能突显事物的主要特征并恰当运用点、线、面的元素进行展

现，就能准确概括其个性特征。用基本形对物象进行概括，并通过强调和夸张细节来突出事物的本

质特征，达到简笔画“虽简犹像”的意境（图 2-20）。

图 2-20 不同水果与花卉的个性特征

（三）提炼基本的符号语言

儿童简笔画是利用线条、几何形等造型元素来表现物体对象基本特征的绘画形式。点是最小的

绘画语言；线条包括直线、折线、弧线、曲线和螺旋线；几何形包括圆形、三角形和方形 3 种。简

笔画的 9 种符号语言可以用下列符号表示。

●代表形态各异的点。

| 代表直线、斜线以及相近的线条。

v 代表折线以及组合折线。

c 代表弧线以及组合弧线。

s 代表各种曲线。

e 代表螺旋线。

△代表各种特点的三角图形。

□代表方、长方、梯形以及相近的图形。

○代表圆、椭圆、半圆以及相近的图形。

简笔画就是用这有限的 9 种符号语言来表达无限的物象。学习简笔画，首先要学会选择最适合

表现物体特征的符号语言，然后不断进行练习，锻炼自身对这些符号语言的控制和运用能力，从而

提高简笔画水平（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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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用基本形概括物像形体

（四）恰当把握程式化的处理

简笔画的造型要遵循程式化造型原理，什么是简笔画造型的程式化造型原理呢？所谓程式化，

是指各种艺术的规格化处理。例如，京剧表演艺术中，红脸代表忠臣，白脸代表奸臣。简笔画的程式

化造型基本原理是“几何形 + 基本形 + 形象特征符号”，即以几何形为基础，生成不同的基本形，再

添加各自代表性的形象特征符号。程式化的处理可以降低简笔画绘画的难度，简笔画中各种物像的造

型是有规律可循的，程式化就是将简笔画中的各种对象转化为点、线、面的规律进行概括，实际上是

对符号语言的进一步提炼。因此，恰当运用程式化的处理方法可以达到提纲挈领的效果。

【示范案例】

动物头部的简笔程式化造型如图 2-22 至图 2-24 所示。

1. 圆形基本几何形

图 2-22 以圆形为基本形画动物头部

2. 提炼符号语言，塑造基本形

图 2-23 加入特征符号

3. 基本形 + 形象特征符号

图 2-24 基本形 + 形象特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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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器物造型是以简单的几何形以及这些形状的组合为基础进行变化的，茶壶的把手是半圆

形，房子的门和屋顶一般是方形与三角形或半圆形的搭配，但这些归纳出来的程式化处理方法只是

为了让简笔画学习者更快地掌握简笔画事物的组合方法及特征。当熟悉了之后，就要进行灵活的拓

展，在创作时避免为程式和符号所困，束缚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客观辩证地看待符号语言和程

式化的作用，全面地理解点、线、面的性质、变化及其要求，才能让其真正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五）安排最简捷的运笔程序

简笔画往往是教师在课堂上边讲边画，潇洒的板书简笔画能帮助教师树立良好的形象并收到良

好的教学效果。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这样说：“这种在讲课过程中随手画下来的图画比

现成的，甚至比色彩画都有着更大的优点。”正因为简笔画的形式简练概括、直观迅速，所以才需

要教师安排好用笔的先后顺序，在较短的时间内将物象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为教学过程提供直观

的形象。为了安排好最简捷的运笔程序，教师要熟悉物象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做到心中有数，有的

放矢，能一笔画出的线绝不用两笔来画，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高效地完成简笔画作品，从而为

帮助学生形象地理解知识与事物提供广阔的空间。

例如，骆宾王《咏鹅》诗云：“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下面两幅都

是《咏鹅》诗歌的简笔画配图，但第二幅更简练概括，更容易让小朋友理解“曲”的形状，认识

“白”“红”的色彩对此，从而增进教学效果（图 2-25）。

图 2-25 《咏鹅》简笔画配图

简笔画绘画用笔不外乎点、线、面三者，点、线、面是三位一体的。掌握简笔画的表现方法，

选择恰当的表现角度，确定重要的个性特征，提炼基本的符号语言，恰当把握程式化的处理，安排

最简的运笔程序，遵循简笔画的原则——能少勿多、能直不弯、能简去繁，就能最大化地发挥点、

线、面的功用，让简笔画作品深入人心。

所有的艺术都有自身的语言。绘画艺术的构成语言主要就是点、线、面、体、色彩及肌理等。

和谐的点线面关系，灵活到位地运用点线面元素，能够使作品呈现出艺术感的画面。现代艺术的奠

基人瓦西里·康定斯基在他的《点线面》一书中曾提道：“依赖对艺术单体的精神考察，这种元素

分析是通向作品内在律动的桥梁。”a 简笔画创作者不仅要掌握绘画元素本身的属性，以及元素间的

构图和色彩关系，创意、童真同样也是简笔画创作者不可缺少的素质。

世界艺术大师作品欣赏见附录二。

① 康定斯基 . 点线面 [M]. 余敏玲，邓扬舟，译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