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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绘画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漫长而久远。在当今的时代，美术教育的形式已经从传统课堂向
多媒介的综合方式转型，例如：图书、在线课堂、博物馆参观或户外写生等。在新的历史形式下，要求
艺术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探索出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教程。从我个人角度来看，也希望能
有更多优秀教程提供给高校学生、广大美术爱好者及艺考的学生，目的是促进艺术教育的大发展，从而
实现中国艺术的伟大复兴。本书的作者用了十年的时间把在教学一线上的经验总结成为一系列的进阶教
程，不仅用于课堂教学也可以供美术爱好者自学使用，从对艺术的认识到实践，深入浅出地讲解相关的
知识点，并结合视频教学，使得院校学生与广大美术爱好者自学起来更加直观有效。

“尽精微，致广大”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校训，是由徐悲鸿先生提出的。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严谨的
治学精神，传达给大家最新的教学理念，这就是一种“传承”。希望本书可以帮助更多的艺术爱好者。

S U  M I A O  
J I  C H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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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卢君珊 3岁 涂鸦阶段

图1-3 冯歆瑞 5岁 风景阶段

图1-2 赵天朗 4岁 叙事阶段

图1-4 朱晨怡 8岁 复杂化阶段

图1-5 张子然 11岁 写实化阶段

第一节 认识绘画

绘画是视觉语言的表达形式。就像说话与听觉对应一样，每个有视力和手

眼协调能力的普通人，都能学会绘画。

儿童各年龄阶段的绘画特点：

3岁 涂鸦阶段：绘画以最基本的符号表达概念和情感。

4岁 叙事阶段：可以表现多个人物关系，对工具和配色有进一步的掌握。

5—7岁 风景阶段：对建筑、风景感兴趣。

8—10岁 复杂化阶段：风景、场景及人物的结合，表达复杂的场景，人

物表现依旧以符号的方式表达。

11—12岁 写实化阶段：对于细节有更多的关注和把握，但比例空间关系

仍然以符号的方式表达。

未经培训的成年学生画的并不完全是他们看到的景象。他们只是记下要画

什么，然后按照儿时的符号系统及对眼前的景象的认知，快速把感知翻译成词

汇和符号。

揭开绘画奥秘

画画的时候，绘画者看到的事物与原先不同，画画将他们带到了一个被

更改过的意识形态里，在不同的主观状态里，他们的感觉被转移，与作品合二

为一，并能够构建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时间概念消失了，语言从意识中退

出。此时绘画者感觉自己的状态是兴奋、清醒、放松、享受、没有焦虑的。

绘画将会激活“适合”绘画的特殊能力，就像画家罗丹说的，成为自然

界的知音；把你的眼睛叫醒并看到可爱的形态语言；以及使用这种语言表达自

己。想要拥有如此“眼力”，需要以下练习：

1.多看。凡事都要比人多看一些，看得深入一些，仔细一些。时间长了，

脑子里对形态、空间、光影等概念就会清晰一些。

2.随时取景。看到舒服的构图，记得取景，提高对“可入画的、有趣味

的、有美感的”事物的敏锐度，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构图方面的能力自然不成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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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各种铅笔及其他文具

图1-8 锥形笔尖：笔尖是用HB—2B的笔削成15度锥角，可以
画人物的头、手、鞋等细节。

图1-9 顿头笔尖：笔尖是用3B—7B的笔削成15度锥角，在其
顶端削成45度坡角，可以画人物的头、手、鞋等细节的外轮廓
及衣纹、背景的装饰线，还可以用来铺小面积的色调。

图1-10 马蹄形笔尖：笔尖是用8B—14B的笔削成45度坡角，
可以画人物的轮廓主线以及内轮廓的衣褶转折,还可以用来铺大
面积的色调。

图1-7 铅笔型号色度示例

绘画工具介绍

画架：起固定画板的作用，一

般为木制画架。为了外出写生方

便，也可以选择能折叠的便携式

画架。

画板：以木质材料为主，起固

定画纸的作用，一般初学者练习

绘画建议选择四开或八开尺寸的

画板。

画纸：分别有素描纸、速写

纸、水彩纸、水粉纸等。素描纸

有光滑和粗糙两个面，粗糙面适

合表现画面大色调关系的短期素

描，光滑面适合表现细腻细节的

长期素描。

铅笔：铅笔是素描绘画中最

常用的工具，有二十几个型号。从

6H—HB，从B—7B，再从8B—

14B，可依次分为硬性铅笔、中性

铅笔和软性铅笔三个大类。

橡皮：一般可分为硬橡皮、

可塑性橡皮（软橡皮）和电动橡皮

三种。硬橡皮：可以将铅笔痕迹彻

底清除，适合处理画面的亮部。可

塑性橡皮：擦除画面的方式是具有

层次的，适合处理具有灰度色阶的

画面。电动橡皮：适合在画面的暗

部提出白色线条，表现波纹、头发

丝、水滴等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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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横握姿势一

图1-13 直握姿势一

图1-12 横握姿势二

图1-14 直握姿势二

绘画的基本姿势

作画时，面对画板，上身保持直立、挺胸抬头，身

体与画板始终保持一臂的距离。目视方向与画板保持90

度。作画时，要始终保持良好的作画姿势，为准确的观

察提供保障。

在绘画的过程中，根据描绘区域的范围不同可以采用

不同的握笔姿势：

横握姿势一：适用于控制画面整体，绘画时需将身体

远离画面，用大臂带动小臂完成较长的直线绘制，是画面

起稿阶段主要采用的手法。

横握姿势二：适用于控制画面整体，绘画时用小拇指

作为支撑点，使得控制线形的方向更为准确，适合处理较

长的边缘线。

直握姿势一：适合表现细节，用小拇指作为支撑点，

以手腕为轴，适合处理较小范围的边缘线或色调区域。

直握姿势二：适合表现细节，以手腕为轴，控制画面

范围较小，是深入刻画时的主要手法，作画时身体需要时

常退远以把握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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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整体观察画面

图1-16 剪影观察画面

图1-17 结构观察画面

图1-18 负形观察画面

第二节 绘画的基本方法

整体观念、轮廓感知、比例、角度以及透视是绘画最基本

的学习方法。

结构素描的观察方法

首先我们要学会先把绘画对象看成一个透明体，把物体对

象本身前与后、上与下、里与外的结构表达出来。物体本身不

受自然光线的影响。

其次在观察对象时，可以先不管光线在物象上产生的明暗

投影，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物象的结构本身上，去寻找一个物体

支撑它的框架，找到框架就找到结构了。不仅对看得清楚的地

方要研究分析，对看不清的地方也要研究分析。这实际上是在

训练我们的整体观念、三维空间的想象力和把握能力。理解了

对象的结构，才能画准对象的造型。

整体观念

我们在观察对象时，眼睛周围的肌肉需要放松，这样才能

回归对所画对象的直觉判断。观察需要对对象前后左右快速扫

描，而不是将眼光一开始就停留在某一角度。例如，我们在画

物体时，物体的长宽比例、大小比例、前后的透视关系比较，

每个物体的高低比较和大面小面之间的比较，这些都是我们在

观察时需要分析研究的内容。整体观察，整体比较，再整体去

画，一下笔就要分清主次和前后关系。

轮廓感知

轮廓观察法，也叫剪影观察法，就是将形象看作二维地

图，忽略立体的概念，只关注物体的外轮廓。轮廓线内部剪影

的图形就是正形，它是有意义的、可识别的图形。而图形的背

景就是负形，它通常是一些无意义的、无法识别的形状。视觉

习惯的形成是建立在对正形识别的基础上的。人眼在观察时，

通常会很自然地对清晰可见的正形作出反应，而本能地忽略围

绕在图形周围的负形。因此为了准确地绘画，需要善于关注和

识别空洞的负形的能力，尽管这不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这

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你确定物体的比例、位置、大小

和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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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比例测量之一

图1-23 角度测量

图1-21 比例测量之三

图1-25 平面角度

图1-20 比例测量之二

图1-24 空间角度

比例

如图1-22，胶带在空间中正面呈现圆

形，圆形观测越接近于正面，它的长宽比越

接近于1：1，越侧则它的宽度越窄，形态越

接近于椭圆，而转到侧面，圆形消失。

在绘画的过程中可以设定某一最具共性

的长度为单位1，也可以设定某一横向或纵

向的总边长为单位1。然后再将其他的长度

之间建立起相互的联系。

角度

对于角度的理解会存在平面角度与空间角度两种。当物体的某个面与画面平行时，在此面上的平面角

度与空间角度相等。

如图1-23，三角形AOB在空间中与画纸平面平行，因为三角形AOB在空间中为正三角形，所以角AOB

无论在空间角度上还是在平面角度上看都是60度。如图1-24，在空间中横向贯穿体的立面为正方形，所以

角BOC在空间中为直角，而在平面的特定观察角度上看，如图1-25，角BOC是120度。

图1-22 比例测量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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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 网格坐标系

图1-28 透视研究

图1-29 头部透视示例

透视

在素描中，透视的运用是在画面上确定物体的深度，即

物体及其各部分的形在画面中的空间位置，是绘画中表现物

体的立体感和创造空间效果的基本因素。

（1）透视的基本概念

透视是绘画理论中的术语。“透视”一词源于拉丁文

“perspclre”（看透）。最初研究透视是采取通过一块透

明的平面去看景物的方法，将所见景物准确描画在这块平面

上，即成该景物的透视图。后遂将在平面画幅上根据一定原

理，用线条来显示物体的空间位置、轮廓和投影的科学被称

为透视学。

（2）透视的基本规律

①近大远小、近实远虚。

②平行于画面的任何一组相互平行直线的透视仍然保持

平行；不平行于画面的任何一组相互平行直线，其透视就不

再保持平行了，而是越远越靠拢，最后相交于一点。

图1-26 丢勒（德国） 透视的研究 版画 15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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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一点透视分析图

图1-32 两点透视分析图

图1-33 三点透视分析图

一点透视

一点透视又叫平行透视。在一个物体上垂直于

视平线的纵向延伸线都汇集于一个灭点（即心点），

而物体最靠近观察点的面平行于视平面，这种透视关

系叫一点透视。这种透视有层次分明、场景深远、整

齐、平展、稳定、庄严的特点，能够充分展现空间环

境的远近感。

两点透视

两点透视又叫成角透视。画面中的物体在水平

方向上有左右两个消失点，这样的透视关系叫两点透

视。在两点透视中，观者从侧斜的角度观察目标物，

观者既看到景物不同空间上的块面，同时又看到各块

面消失在一条水平线上的两个不同消失点上。这种透

视能使构图较有变化，画面效果自由生动。

三点透视

三点透视又叫斜角透视。三点透视的画面中有三

个消失点，画面中任何一条边线或块面都不与画面平

行。这种透视多用于表现高大建筑和空间场景的鸟瞰

图或仰视图以及夸张的形体透视。

图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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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手的轮廓 步骤一

画手的轮廓 步骤四

画手的轮廓 步骤六

画手的轮廓 步骤三

画手的轮廓 步骤五

画手的轮廓 步骤二

图1-34 双眼观察模拟

图1-35 画手的轮廓步骤组图

由于人是用双眼观察世界的，所以看

到的事物会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图景，这会

给绘画时的判断带来困难。我画的是我左

眼看到的世界，还是右眼看到的世界呢？

其实我们所画的是视觉传入大脑后的图

像，是一个将双眼的图像重合后的画面，

是具有三维空间的图景。而在画纸上，我

们所表现的其实是在二维平面界面上对三

维空间图景的模拟，画面本身其实是二维

的。

观察时，可以运用以下四种方法：透

视观察法、轮廓观察法、形状观察法及明暗

观察法。

透视观察法

透视观察法是指运用透视原理进行

观察的方法。通过空间中透视对应点的比

较，来确定空间中各形体的位置、方向、

形状。利用透视原理，也可将画面中看不

见的点一一对应，确保绘画的准确性。运

用透视观察法可以将所画对象理性精准地

呈现出来。

画手的轮廓

练习目的：训练通过观察将空间中的

形体转化成二维图形的能力。

练习说明：用白卡纸和透明塑料板，

制作一个取景框。取景框内框的尺寸为：

10.5厘米×15厘米，并且在取景框内框的

透明塑料面板中心，用直线画出水平垂直

分割线。

一只手托住取景框，另一手用黑色水

笔在取景框上描绘手的轮廓，注意画的时

候要闭上一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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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 花卉照片 图1-39 花卉正形 图1-40 花卉负形 图1-41 花卉轮廓

图1-36 椅子照片 图1-37 椅子剪影

椅子的轮廓

目的：掌握将空间中的形体

转化成二维图形的能力。

1.取景框取景构图，观察椅

子的轮廓。

2.一只手托住取景框，另一

手用黑色水笔在取景框上描绘椅

子的轮廓，注意画的时候要闭上

一只眼睛。

3.将画在取景框上的图像等

比例放大到画纸上。

4.签上姓名和日期。

时间：20分钟

轮廓观察法

画花卉的剪影

目的：训练观察和描绘轮廓剪影的能力。

1.先不要想着画花卉，而是先观察花卉周围空白的地方。把注意力放在空白的地方并首先开始画这个

“负形”。

2.把你看到的取景框上所有空白空间的形状画出来。不要想画花卉的空间及颜色。

3.如果有花卉或叶子是重叠在一起的，不用画出它们相交部分的边缘线，你只要关心空白部分的边缘线

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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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面体棱球

棱球剪影

棱球1

棱球5

棱球2

棱球6

棱球3

棱球7

棱球4

棱球8

图1-42 周婷 手套 2010年

图1-43 手套基本形

图1-44 棱球照片

图1-45 棱球归纳形示例组图

具象形状观察法和抽象形状观察法

具象形状观察法主要应用于几何体一类，本身具有具象形状的物体上。如

在观察一个二十面体棱球时，可以将其轮廓视为一个六边形，其内部形体可以

拆解为多个五边形、四边形、三角形或它们的组合，这种观察方法有助于提高

绘画的准确度。

棱球的轮廓

目的：掌握通过观察将空间中的形状转化成二维图形的能力。

说明：

1.以石膏几何形体棱球作为描绘对象，选择适当角度。

2.用剪影观察法描绘出棱球的外轮廓。

3.在棱球的内轮廓中有三个交点，准确判断交点的位置是画准其内轮廓的关键。

4.可以先大体确定这三个点的位置，然后分别检查这三个点分割棱球内形

所产生的三角形的形态及比例关系。

5.在观察时将相邻的三角形成组进行与实物棱球的对比，然后进行画面的调整。

6.签上姓名和时期。

时间：15分钟

抽象形状观察法是指将一些复杂的、有机的形状抽象概括成基本的几何

形状（如正方形、圆形、三角形等）进行观察，以便于整合画面，避免画面琐

碎、零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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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暗（色域）观察法

明暗观察法注重色调的比较，忽略画面中

“形”的概念。以对物体不同色块组合的观察代替

对物体线形的观察。具体方法就是平常所说的“眯

着眼睛看”：眯着眼睛去看画面色域的布局，而不

是看物体的外轮廓和细节。这样做有助于对画面进

行整体观察，明确大的黑白灰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进

行细节的刻画、局部的调整，以免出现大关系的失误。

几何体的色调

目的：训练色阶的转化以及光影的表现能力。

说明：

1.观察静物的颜色关系，将画面归纳成白、浅灰、灰、深灰和黑五个色阶，分别对应1个—5个数字。

2.将颜色相近的区域对比进行观察，顺序从颜色深至颜色浅。

3.起好基本形后，从深色的区域入手涂明暗，5号色阶先一遍，然后将画面中的4号色阶涂一遍明暗的同

时将5号色阶加深一遍。

4.同理，3号色阶涂一遍，同时将4号、5号色阶各加深一遍。2号色阶涂一遍，同时将3号—5号色阶各

加深一遍。

5.最后，将1号色阶涂一遍，同时将2号—5号色阶各加深一遍。

6.完成。

时间：约15分钟。

图1-46 概括色阶

图1-47 第一遍

图1-49 第三遍

图1-48 第二遍

图1-50 第四遍

色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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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安格尔（法国） 一位年轻女子的画像 素描 1816年

第三节 绘画表现语言

线条是速写最基本的绘画语言，线条的表现可以反映出画家主体的性格以及情绪状态。好的线条是饱

满、有力、流畅、动感的，中国画对于线条的要求是“力透纸背”，指的就是画线的渗透力，行笔时既有向

前的力量，也需要有向下的力。“气韵生动”这是对于线条的流畅、动感提出的具体要求。画线时要注意坐

姿端正，气沉丹田，吸气时不要动笔，在呼气时可随呼气缓缓行笔，这样画出的线条会是稳重而有气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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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节奏

速写需要利用线条的抑扬顿挫、粗细深浅、曲直刚柔来组织

物象的造型。要求线条流畅、挺秀，不求整齐周全。单线、复线都

是腕中见功夫，线条要拉出，切忌描绘，拉则坚挺，描则纤弱。线

条按照一定的疏密规律进行组合可以使画面产生韵律感。在画人体

的速写过程中，用线要注意符合人体的形态，每一个起伏和转折都

需要有适当的停顿，画的时候要注意用线节奏感。具体来说，画形

体重要的转折处，如脑颅的颅顶结节、枕骨、肩胛骨等关节转折

处，需要用慢线准确地强调形体。而在关节与关节之间的长线，则

可以用快线强调动势，表现形体的趋势。

（１）节奏

节奏原指音乐中的节拍的长短，在绘画的形式语言中是指有

规律、有秩序的变化和反复。可以是外在形态大小、轻重、虚实、

快慢、曲直的变化所带来的秩序感，也可以是形态内在感觉上的一

种变化所带来的秩序感。

图1-52 安格尔作品解析

图1-53 安格尔作品解析

（２）韵律

原指诗歌中抑扬顿挫的感觉，这里是指速

写中各元素之间的风格、样式在统一的前提下

存在一定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反复性

存在。速写中的节奏和韵律是相辅相成的。

对于速写来讲，线的运用的根本目的是

为形象服务。线条运用是否完美，应以对物象

外在形态和内在情态的完美表现为唯一原则。

特别是对于速写训练，切不可脱离这一根本目

的和唯一原则。对线的自如驾驭和自由运用，

需要努力实践、认真总结、不断积累，只有坚

持，才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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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 门采尔（德国） 老年女性 素描

面的表现 

明暗色调作为速写的基本造型语言，运用十分广泛，有丰富的表现
力。速写中的明暗色调，或用密集的线条排列，控制线条排列的疏密而构
成具有明暗变化的色调，适合对物象作概括或深入的表现；或将笔侧卧于
纸面侧锋用笔，调节用笔力度轻重，从而构成深浅不同的块面色调，使物
象的表现更为生动而鲜明；或用毛笔蘸水彩颜料大片涂抹或干笔皴擦，也
可获得富有浓淡深浅变化的色调，而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表现力。简
练、概括是速写的基本特征。

以明暗色调为主要表现手段的速写，在明暗色调的运用上与一般素描
相比较，在色度上要注意简练与概括。无论是运用色调表现物象的形体结
构、动态特征，还是运用明暗色调表现物象的空间关系、情绪气氛，都必
须做到简练、概括。要注重抓好黑、白、灰的大关系，控制或减弱中间灰
色层次，切忌不可被动地对物象明暗色调做客观的如实描摹。

速写中明暗色调的简练、概括与控制的依据：
1.要依据物象的形体结构特征，抓好明暗交界线的色调关系。
2.依据物象固有色的深浅程度，处理好明暗色调层次。
3.依据画面的需要，运用明暗变化规律，能动地调整和控制明暗色调。

线面结合

以线条与明暗色调相结合为表现手段的速写，又称为“线面结合的速
写”，作为速写的表现要素，将线条与明暗色调结合起来，有利于发挥二
者的造型优势，又弥补其二者的不足，是一种普遍采用的速写方法。

线条与明暗色调相结合的速写方法，为速写形式带来更为多样而丰富
的变化，以及更为自由的创造空间。

而对于速写的表现要素来讲，既能充分发挥线条捕捉形体迅速、造型
肯定、表现灵活的优点，又能充分发挥明暗色调丰富表现、强化形体、渲
染气氛的优势。

因此，将线条与明暗色调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将增强速写的表现力。

在线条与明暗结合的具体运用中要注意：
1.线条与明暗色调要有主次，切忌主次不分而相互“打架”。
2.线条与明暗色调要紧紧围绕形象的表现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切忌如

实描摹。

图1-55 门采尔（德国） 肖像研究局
部素描1885年

图1-56 门采尔（德国） 一个女人 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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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7 门采尔（德国） 老年女性 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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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8 正画蒙娜丽莎 图1-59 倒画蒙娜丽莎参考图

右脑绘画思维

绘画是通过手与脑配合而完成的，大脑分为左脑和右脑两个半球，两个半球分别有不同功能。左脑主
要侧重词汇性和分析性，右脑则主要侧重空间性和总括性。大脑的工作模式为左右脑协调并用，以其中一
个为主导。在画之前，左脑会对所画之物进行合理的观察与分析，在得出结果后，手再通过右脑观察模式
的掌控进行“画”的动作。因此，在绘画的整个过程中，右脑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因此，可以通过对左右脑思维模式的调整，合理运用左右脑的不同特点，提高绘画能力。下面介绍一
种调整左右脑思维模式的练习：倒着绘画。

颠倒着绘画

练习目的：这种练习的目的是要降低大脑半球思维模式之间的冲突，使大脑的语言思维在作画的时候
尽量不发生作用。语言思维会受不熟悉的颠倒的图像所阻碍而不起作用，因为它无法为看到的图像定义或
将其符号化。它就像在说：“我不会看颠倒了的图像”，然后把主导权让给大脑的视觉思维。这种练习的
目的就是要锻炼右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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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说明：
1.被选择的画作以颠倒的方向印刷，练习时要画出一幅方向颠倒的画作。将作画的页面和颠倒的原作品

复印件放在一起。从任何局部入手都是可以的。注意：最好不要一开始就把整个轮廓画出来，因为如果在
画轮廓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差错，可能导致各部分无法接合而画不下去。这会影响右脑思维，因为右脑的思
维模式擅长的就是感知各元素的组合形态。

2.在画邻近的线条和空间时，要注意一边画一边把各部分接连起来。不用边画边想所画的是哪个部分，
只要按照看到的线条形状画就行。画到某些非常熟悉的部分的颠倒图像时，例如：手和头，试着专注于这
部分的线条，忘掉它的名称。

3.画完以后，把画作倒过来，摆正，一定会很惊喜。但切记没画完之前不要把画摆正。
一般来说，画颠倒的图像比画摆正的图像要容易。当一个图像被倒放时，大脑的文字处理思维就会被

迷惑而无法定义和分类所看到的事物，此时视觉思维掌握主导权。在现实中，我们无法把所有事物都颠倒
过来，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是面对摆正的事物，让视觉思维充分发挥作用的方法。

图1-60 左右脑功能图

本章小结
①通过学习，认识客观事物符号性理解的思维方式。
②初步了解了四种基本的观察方法：透视观察法、轮廓观察法、形状观察法和明暗观察法。
③了解右脑的思维方式，练习转换思维方式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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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毕加索素描作品 图1-62 倒画毕加索作品参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