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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色彩基础 3第一章　色彩基础课程导论 

第一章　色彩基础课程导论 

第一节　色彩基础课程导论

美术学院中色彩课是造型艺术训练课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如何使学生认识色彩、观察色彩、理解色彩、熟

练掌握和运用色彩是我们的教学目的。

如果说学习素描是研究和表现物体的形体与结构，

那么美术学院里的色彩教学便是对自然世界中的光与色

的理性分析和科学认知。从人的视觉生理来讲，我们眼

睛看到的世界，首先是彩色的。色彩是附着在形体上的“表

皮”，那么如何正确地理解色彩呢？首先我们应当了解色

彩的基本概念，掌握色彩的规律。现代色彩学是总结前

人色彩实践的探索成就并结合了物理光学的研究成果，

对自然世界中的色彩规律系统地进行阐述的一门科学。

所以，当今的美术学院把现代色彩学理论作为实践教学

的指导，也是学生正确认识和运用色彩的必由之路。

现代色彩学的完善及其在绘画艺术中的应用，只有

不到两百年的历史。在西方美术史中，19 世纪以前，色

彩学在绘画中的应用不发达，有主观与客观两种因素。

主观原因是古代画家思维的惯性，受到大的文化背景和

时代审美以及前人成就的心理控制，制约了色彩学的发

展。客观原因之一，古代的画家们常用的颜色一般不超

过七种，而且多为植物颜料和矿物颜料，直到 1856 年

发明合成的颜料。可以说，合成颜料的发明是现代颜料

工业的里程碑。

化学工业生产的合成颜料品种多，成本也较低。优

质的合成颜料在着色力、耐光性和稳定性等方面优于一

般的天然有机颜料，因此经过合成加工的无机颜料逐步

代替了绝大部分天然矿物颜料。这一时期，颜料品种已

超过 20 种，正是材料学的发展为绘画发展提供了一定

的物质条件。第二个客观原因是现代光学的成果对绘画

产生了影响。其实早在 17 世纪后期，牛顿就发现了分色

光谱，却一直没有受到画家的重视，直到印象派画家莫

奈才运用提纯的鲜艳颜料造成视觉距离混合，催生了印

象主义绘画。新印象主义的代表画家修拉更是把这一规

牛顿的光谱实验对现代绘画色彩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色环能完整地呈现色彩概念。

黄

蓝

紫

红

黄橙黄绿

蓝紫 红紫

红
橙

蓝
绿

橙绿

黑与白是一对极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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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正确了解了色彩的概念和规律，才能自如地运

用它进行艺术创作，那么就让我们先认识色彩吧。

一、颜色的基本概念

1. 原色

是指构成千万种颜色的基本色，也是用其他颜色无

法调出来的颜色，或者说是第一次色。原色只有三种，

分别是红、黄、蓝，也称三原色。（色环图中最内的三

种颜色，见左页中图）

2. 间色

又称第二次色，指任意两种原色调和而产生的另外

三种颜色，分别是橙、紫、绿。（色环中第二层的三种

颜色。见左页中图）

3. 复色

也就是第三次色了，是间色与原色或间色与间色调

和后所出现的众多颜色。

4. 极端色

是指黑色与白色（左页下图）。这两种颜色在同一

纯度下也是色彩明度的两个极端。这两种颜色在写生中

一般都会作为调和色来运用，因为在光线的作用下，不

存在绝对的黑与白。

二、色彩的形成

以上我们基本明白了颜色的形成和种类，它们放置

在一起就形成了色彩。色彩是色与色之间的关系。单纯

一种颜色，没有比较就不会产生关于明度、纯度和冷暖

的概念。同一色系之下的数种颜色放置在一起，称为同

类色，它们之间就有了上述的关系。例如柠檬黄会比深

黄明度高，中黄比土黄纯度高，橘黄又比淡黄要暖等等。

不同色系放在一起，更会产生纯度和冷暖的关系。下面

我们有必要讲解一下，色彩关系的基本概念。

1. 同类色

有相同色彩倾向的颜色就是同类色，或者说它们是

相同色系下的颜色，例如，淡黄、柠檬黄、中黄、深黄、

土黄、橘黄等黄色系列都属于同类色。( 左上图 )

2. 色彩的明度

是指色彩的明亮程度，只有在两种以上颜色并置在

一起进行比较时，才会有明度的差异。例如左上图中的

六种黄色，由左至右明度逐渐降低。

3. 色彩的纯度

色环能完整地呈现色彩概念。

雷诺阿（法）92.7cm×73.6cm

律发挥到了极致，也可以说牛顿的实验光学支配了印象

派之后的视觉艺术。进入 20 世纪，现代色彩学不仅掌

握了物理世界的色彩规律，而且拓展到色彩心理学领域，

使我们对色彩的认识与理解更加深入。

黄色系列的同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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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色彩基础 5第一章　色彩基础课程导论 

所谓纯度，就是颜色本

身的饱和度，是指某种颜色

所含色素的比例高低。通俗

地讲，纯度就是颜色的鲜艳

程度。两种以上的颜色放在

一起就会形成纯度的比较关

系，或者说在一组静物中，

颜色纯度高的就会比较醒目。

一般来说，原色和间色纯度

会比较高，混合的种类越多，

色彩的纯度就会越低。

4. 色彩的互补

如果两种颜色调和会出

现灰色或黑色，那么这两种

颜色就互为补色。简单地说，

两种原色相加就是另一种原

色的补色。如红与绿、黄与紫、

橙与蓝。在色相环上，通过

圆心，正对的一对颜色互为

补色。了解补色规律，对写

生会很有帮助。如果我们仔

细观察静物，就能找到这种

规律，如红色苹果的投影会

发绿，橘色橙子的影子会发

蓝紫色。或者我们做一个实

验，墙上贴一张绿色的纸，

我们观看绿色纸时，余光会

让人感到周围的白墙呈淡红

色。这就是补色的规律。

5. 色彩的冷暖

对于我们眼中的世界，

色彩的冷与暖是自然规律与

生理经验的心理投射。但我

们决不能简单地说红色是暖

色，蓝色是冷色，其实这是

很概念化的认识。色彩的冷

暖是相对而言的，就红色来

讲，也有冷暖之分，例如大

红比玫瑰红暖一些等等。我

们观察静物时会发现光源对

冷暖变化起着主导作用：暖

韦斯·蒂埃伯（美）

光源下，静物受光部分一定是暖色的，相反暗部则呈现冷色；还有一种情况，冷色

光源在冷色台布上的静物的暗部受台布反射会发冷色，亮部与暗部都偏冷色，明暗

交界处一定是偏暖的。还有，色彩的冷暖在空间距离中也会有所反映，同一种颜色，

由于远近不同，一定会发生冷暖变化。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广场上飘扬的红旗，

近处看是大红色的，远一些看时好像变成了深红色，再远或许就感觉是紫红色，这

就是空间产生的冷暖变化。这个规律在色彩写生中非常实用。

6. 色彩的调性

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色调和谐统一的。统一的色调会营造一种气氛，使画

面更有视觉感染力。一般来说，光源色会主导物体的色调，同类色比较多的静物

更容易形成统一的色调。风景也是如此，黄昏的斜阳把大地变成了金黄色，极地

的蓝天和冰面让整个世界感到无比寒冷等等。在艺术创作中，好的画家常常会在

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融入主观意志，充分运用统一的色调来增强画面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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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色彩基础课程设计

色彩课程是学生进入美术学院后继素描课程之外的

另一重要造型训练课程。如果说素描是研究物体的基本

构造和形体表现规律，那么色彩就是研究光色与形体及

相互关系的规律。色是附着在形体上的视觉表皮，所以

我们看到的任何事物，首先看到的是它的颜色。没有经

过现代色彩学训练的人，对物体色彩的描述基本是事物

的固有颜色。

学生通过几年的考前培训，基本掌握了用色彩塑造

形体的简单方法，但在色彩理论上很不系统，写生中，

从观察到理解还比较初级。美术学院的学习就是帮助学

生从理论到观察再到表现，每个环节都规范系统地训练，

以达到对色彩学全面深刻的认知。

一、教学理念

简单地说，我们的色彩教学，首先要研究与继承美

术史上的色彩学成果，尤其是印象派外光色彩理论的成

果，并把它运用到写生实践中，使学生学会科学地观察

与认识自然界的色彩规律，了解当代艺术创作对色彩的

主观运用；学习如何通过色彩以强化主题，增强作品的

视觉感染力；学习如何欣赏一幅优秀的绘画作品，借鉴

作品中色彩语言的特征，启发自身的实践并总结规律。

通过吸收国内外美术学院当下的色彩教学的探索成

果，结合我们自身的特点，以课堂讲授理论、示范观摩、

课外作业、补充实验等方式，使学生在实践中做到对绘

画色彩的自如运用。

二、教学目的

通过一个学年中八周的授课，我们力求使学生在四

种能力上获得全面的提高。

（一）了解色彩学的基本理论

能够看得到、讲得出现代色彩学的概念和规律。

（二）掌握工具与材料的性能

认识和熟悉色彩绘画材料性能，熟练运用色彩课所

要求的工具与材料进行绘画实践。

（三）掌握基本的色彩观察方法与实践技巧

（四）培养良好的色彩素养

具有分析鉴赏优秀色彩作品的能力，开拓思路，在

一定程度上学会强化和提炼主观色彩进行写生和创作，

提高色彩修养。

三、教学设计

本着由易到难，先理论、后实践，循序渐进的思路，

我们把色彩教学的八周课程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来完成。

上半学年，完成色彩基本概念和规律的讲授，四周

时间内，要求教师讲解现代色彩学的理论，并让学生通

过同类色练习（区分一个色系下不同颜色的明度、纯度、

冷暖、主次关系）、互补色练习（静物与台布、静物与

空间背景、静物与投影等之间的补色观察与应用）、冷

暖色练习（相同的一组静物在冷、暖不同的光源下亮面

和暗面的冷暖变化，以及表现方法）等三个方面的四幅

作业解决概念和规律的问题。

下半学年是综合表现阶段，着重熟悉实践中遇到的

不同材料、工具，熟练掌握复杂静物的组织及不同质感

的表现练习。最后一幅作业要求把创作理念渗透到写生

中，目的是加强主观感受，使作业更具有完整性、情景性、

色彩语言的独创性，具有静物创作的特征。

具体方法要求色彩课与素描课要有衔接，比如和“素

描与体验”课程的结合，课堂上让学生进行不同构图下的

小色稿练习，课外做“色彩日记”和“风景写生“练习。

四、课外作业

（一）风景写生

由于色彩课程时间安排有限，风景写生训练只能放

在课外进行。美术史上，色彩学的突破和完善与户外风

景写生的方法有很大关系。

早在 18 世纪后期，英国画家威廉 · 透纳（Joseph 

Marroad William Turner，1775—1851）就通过大量的

风景写生，打破了古典绘画习惯的色彩应用。他的方法

同时也促使了印象派绘画的诞生。

正 如 印 象 主 义 绘 画 的 代 表 人 物 克 劳 德 • 莫 奈

（Claude Monet，1840—1926）所说：没有透纳的风

景启发，也就没有《日出 · 印象》。可见风景写生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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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认知和训练的重要性。

所以，色彩课程设计时，也考虑到风景写生对于色

彩观察和理解的帮助。我们要求学生每周有一幅风景写

生作业，以补充课堂的教学内容。

（二）色彩日记

所谓色彩日记，就是以色彩写生的方式利用课外时

间，对生活所见进行记录。大一的学生自然没有这种归

纳提炼的经验，所以我们要求作业篇幅比较小，每天一

幅。写生对象尽量简单一些，主要是归纳色块。题材以

静物为主，例如床头的玩偶、桌上的文具、窗台的摆设、

雨伞、背包等等。一方面从和自己有关的最熟悉的物件

画起，培养对生活的观察能力，另一方面这种写生不同

于课堂作业，可以比较放松地以手记形式完成，有更大

的自由性与主观性，能够很好地补充课堂作业的不足。

长期坚持做色彩日记可以培养学生的绘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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