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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精微素描”教学是我设计和主持的一系列造型基础教学的课程。课程是针对

一年级的入校新生而设置的，经过长期的教学探索和实践，2010 年正式以“精微素

描课”的名称，列入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一年级的教学大纲之中。今天出版

的这本书，是对这一系列课程的介绍和总结。

  精微素描教学是将传统的素描基础教学与艺术创作相结合，在培养学生学习的

心态和做事方式、方法的同时，融入素描造型基本规律和表现技能的学习。

  课程的设计借用了主题创作的方式，运用具象写实的语言形式。在课堂教学中

不摆静物，不摆模特，而是让学生自己去寻找要画的对象。把主题创作的方式引入

素描基础的教学中，是希望学生更多地关注当下的社会和生活，主动地去观察、去

感受、去思考。采用具象写实的绘画语言形式，是因为在教学中我将具象写实看作

一种讲述的方式，学生可以用画笔娓娓道来地讲述他们的所见、所想、所感。

  同时，“精微素描”教学基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设计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流

程，引导学生们一步步进入艺术创作状态，体验艺术家的完整的创作过程。包括“素

描笔记绘本”和“精微素描绘制”两个阶段。“素描笔记绘本”课程就是将“生活

调查”“观察对象”“研究对象”“表现对象”“语言技法”等相关基础知识和技

能的学习，归纳为若干个课题，将课题的研究设计为多个环环相扣的模块，以组画

的形式展开研究，再将若干套记录课题研究的组画，以绘本的方式加以编辑和呈现。

“课堂——课题——模块”的教学设计，加强了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的积

极性。系列课题的规划和作业模块的设计，将美术学院传统素描教学中所涉及的基

础知识和规律的学习，融入绘画创作实践。再者，初步学习和运用绘本的设计方法，

整理和编辑“素描笔记绘本”，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文字组织能力。通过“素描

笔记绘本”课程的学习，学生们将在生活中发现的形象转化为心目中的艺术形象，

在随后的“精微素描绘制”课程中，在大尺幅的画面上将其放大数十倍进行绘制。

在这样的贴近创作实践的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开始转换视角，深入解析，提炼语

言，将多方面的思考研究转化为表达技巧的磨练。

  “思考和方法”是精微素描课程设计的本体，学生的课堂作业脱离沉闷的习作

味道，展现丰富的作品面貌，让学生们在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中学习基础知识、规

律和技能。我称之为“创作带领习作的学习”。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在学生

的课堂作业中，看到鲜活的生命，年轻人的关注和思考，以及全身心投入的学习热情。 

  令人欣慰的是课程结束时，赏心悦目的作品一幅接一幅，使人应接不暇。每一

位学生的作品背后，都在动情地讲述着有温度的、有人情味的故事。一幅幅动人的

画面聚在一起，好像一曲美妙的青春乐章，展现着“90 后”青年人的生活面貌、关

注视角和当代的语言诉说。

  2015年12月在微信平台上，“中央美术学院2015年精微素描”的帖子一经推出，

便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有认同和鼓励，也提出许多问题。鉴于手机微信平台展

示方式的特殊性，读者多是关注作品具象写实的外在形式，所提出的质疑和问题也

针对于此。我特意邀来身边的朋友到学校观看作品原件，大家一致认为原作中画面

形象所呈现的冲击力，和细部表现的绘画性和书写感，给观众带来更多超出想象的

感动。所以，我想有必要出一本书，以纸质媒介来与观众再交流，换一种方式来介

绍“精微素描”教学。

  精微素描课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新生的必修课程，已经成为学生们

一段难忘的艺术学习和实践的经历。一直期望着有一本完整的精微素描课程的教材，

一方面有助于新同学全面系统地了解课程，同时能够更多地借鉴往届同学们的学习

经验。

  2010 年精微素描课程一经推出，就为许多美术院校和美术培训机构所认可，仅

利用网络上的图片和片面的传说，就开始了模仿教学，但大多都只是表面形式上的

模仿，对我们的素描教学有许多的误解，并没有认识到我们教学的核心和基本方法。

因此，一直想与大家交流，苦于没有合适的平台。感谢人民美术出版社徐永林先生

邀请我出版此书，也希望借此平台，向大家毫无保留地介绍我们的教学，为美术院

校的素描教学和绘画造型基础教学的研究抛砖引玉，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苏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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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le Sketch

精微素描课程知识谱系

观察 生活记录 微观与宏观 内部与外部 视觉联想

构图 基本形 比例 动态 黑白灰 位置布局 节奏

结构 内部结构 框架结构 组合方式

空间 形体 透视 虚实 明暗

技法 局部刻画 材料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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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le Sketch

《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腹》黄舒尧

            100cmX230cm 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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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微素描就是要画得很细吗？

    学生完成的精微素描作品，展现出细致入微的画面，但这只是作品外貌所呈现出的形态。在教学层面，精微素

描教学强调的是在“精”的层面的学习和体验。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表达的精准、画面品质的精致，以及精心的研

究状态，都有着明确的要求，并设计了一套有效的引导方法。画面中对于细节的关注和精细的刻画，可以说是一种

教学手段和工具。

    精微素描教学对象是针对刚刚入学的美院一年级新生，其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对绘画进行更深层的思考，修炼自

己的内心，再反馈到手头和笔端，调整躁动的状态，平静、愉快地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完成从初学者到具备专业

素质的创造者的蜕变。

    精微素描教学中运用精细刻画的语言方式，就像写小说般娓娓道来，诉说动人的故事。通过细致入微的描述让

观者用眼睛和心灵去触摸对象，将对生活的情感凝聚在笔尖上。

    因此，只有具备以上内涵的“细”才是有意义的。仅仅画得细，不一定就是精微素描，但精微素描需要细致的

观察和耐心的表现。借鉴徐冰老师的一句话：“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

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

我们的课程就是一门培养学生精心做事的课程。

《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项链》张君仪

                   108cmX77cm 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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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le Sketch

《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项链》张君仪

                   108cmX77cm 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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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认识“精微素描”中的“精微”这个词？

    成熟和系统的精微素描课程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2010 年明确有“精微素描”的课程名称填写在我

的教学计划中，也只是在教学中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称呼而已。

    “精微”一词与中央美术学院的校训“尽精微，致广大”契合。2013年中央美术学院正式确立“尽精微，致广大”为校训，

这句话是徐悲鸿先生为指导素描教学和绘画造型，从《中庸》中选取的。这6个字体现着中央美术学院人始终坚守的“修身、

治学、研创、报国”的原则和情怀，体现着中央美术学院始终坚持的“注重使命、崇尚学术、尊重人才、兼容并蓄”的传

统与精神。正如校训所表达的内涵，“尽精微”是手段，是方法，“致广大”才是目标和追求。精微素描教学同样遵循着

这样的原则，精微只是一种手段，希望通过精微的外延，带领学生深入到更为广大的社会关注和社会担当，从绘画的学习

进入对生活和人的情感世界的关注和思考。

    精微这个词的内涵和外延，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尽管到目前为止还不想下定论（过于严密的概念可能限制未来

教学的发展），但可以结合课程的语境说说它的含义。精微包含了“精”和“微”两层意思：“精”指的是去粗取精，在

创作观念上就是我们常说的对生活进行艺术化的提炼和升华，反映在画面上就是对造型语言的揣摩和表达方式的锤炼，目

的是让学生变成一个对自己有要求、追求卓越的精英。“微”指的是见微知著，是一种观察生活的角度和态度，避开空洞的

宏伟叙事，通过捕捉平凡事物中的小感动反映社会生活的大情怀，在创作时体现为对细节纤毫毕现的刻画和对画面整体关

系的布控，最终使学生成为一个对周围世界具有敏锐感受力、同时又具备全局观念的人。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郑岩教授对课程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他认为，精微素描不只是一个素描的问题，不能简单地

看作在技术层面上对学生的训练，而是在通过“精微”的方式来立体地训练一个学生的基本素质。对于今天这个时代，最

简单的概括就是“快”。精微素描的训练需要沉下心来，慢下来。“慢”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一件石器，一件

玉器，都是慢慢打磨出来的。这一代孩子最缺少的东西就是“慢”。我觉得这门课最重要的不是在技术上能走到什么程度，

而是逼着这些孩子们坐下来，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训练。这种训练一方面给他们建立信心，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对外部

世界的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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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le Sketch

《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药盒》邹涵

90cmX120cm 碳铅笔、水彩、彩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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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le Sketch

《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桃木梳》兰歆薇

   77cmX108cm 碳铅笔、水彩、彩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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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踪迹——浴巾》陈垚君

   120cmX90cm 碳铅笔、水彩、彩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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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le Sketch

15

《自我踪迹——浴巾》陈垚君

   120cmX90cm 碳铅笔、水彩、彩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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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什么原因，促使开设这样一门课程？

    首先，近些年来高校扩大招生导致的教学模式的巨大变化。大规模的扩招使我们每年要面对高出美院原先几十倍的学

生数量，这就迫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我们既想追求过去师徒一对一式的那种有温度的教学，又要面

对师生比例的严重失衡，怎么来调和这种矛盾？我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意愿。

这就要求精微素描突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通过创作带领习作的方式，寻找贴近时代生活的主题内容，帮助学生慢慢发

现生活中的故事，积蓄表达的冲动。同时强调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的学习，让大家从被动的等待灌输，变为主动的探索求知。

    其次，入学考试前的应试教育，给学生带来的心理变化。考试残酷的淘汰机制，模糊了学生对绘画的初心，巨大的压

力释放后，是难以填补的空虚和反弹，似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当初为什么要学习美术？画画的目的是什么？努力成为

一个艺术家或设计师意味着什么？如何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些在紧张的备考阶段无暇思索的问题，一下都翻腾出来了，

难免让人心浮气躁。在课堂教学中帮助学生调整心态，找回对绘画的热爱，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投入到崭新的专业学习中，

比传授任何素描知识都更为重要。

    精微素描教学的课程设计，更多地是将素描的学习作为一种艺术体验的平台，把素描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融入在

以素描为语言形式的创作中。同时在教学中采用了当下学生们更为适应的学习方式和方法，比如：思维导图、绘本编辑、

物体放大描绘等方式，让学生在完全真实的、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中，去体验如何研究一个课题，如何观察生活、表达情感，

在心与手的对话中重温对艺术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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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le Sketch

《书——诗经体注》李丹

   77cmX103cm 水彩、彩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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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微素描教学作为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堂课，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大学一年级对于学生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这一年的学习将为之后三年甚至一生的职业生涯谱写基调，所以一年级才会有

各种以基础命名的部门和课程——基础部、基础课、造型基础、设计基础……问题是当前在讨论基础教学的时候，对于基础

教学中的“基础”认识，大家多是从自身的视角自谈自话，很难达成共识。面对这样的困境，我认为应该回溯到基础更本质

的层面——人的素质，再准确地说就是艺术家素质的培养，而不是单纯的某种技能或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巧。今天的学生获

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我们面对的学生像一张白纸，而现在的学生翻翻百度、刷刷朋友圈就什么都

知道了。但是巨大的信息量导致他们无法辨别、理解、整合、消化，最终导致学习心态上的浮躁。所以，对于艺术素质的培养，

我认为首先在于“修心”，素描、精微素描就像一个“借口”，也可以叫“工具”，正所谓“以素描的名义”，利用素描教

学来解决学生心态上的问题。我把学生在课堂上的心理过程概括为精心——净心——静心。精心是学生主动地将兴趣与感情

投入到学习创作中，净心是在课程中抛却杂念专注于课题，静心是通过课程营造一个踏实的课堂环境。希望通过这样一门素

描课程，磨砺学生面对艺术和生活的心态，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面对未来职业生涯的挑战。

    再者，就是对于学习方法的学习。一年级新生进入学校，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大学的生活。如何帮助他们尽早、

尽快地适应新的生活，在专业教学中可以做到的，就是引导他们认识自主学习的重要和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因此，精微素

描教学的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中，最为注重的就是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研究和运用。比如：社会调查方法、组画研究的方法、

故事讲述的方法、课题的设定与研究的方法，等等。

《我的父亲——砚台》张丽晗

 108cmX77cm 丙烯、彩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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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砚台》张丽晗

 108cmX77cm 丙烯、彩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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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看待考前应试教育给一年级新生带来的各种“问题”？

    面对一年级新生，精微素描作为他们入学后的第一堂课，其实就是面对一群一脚走出考前班一脚踏入美术学院的

高中学生。他们对艺术的认识和所掌握的基本能力，完全是考前教育给予他们的。

    前面提到了一些考前训练对学生心理的影响，大家对考前训练和应试教育的批判由来已久，很多人一说起这个问

题总是深恶痛绝。但奇怪的是，针对美术院校的考前班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多，越办越大。对此我想是否可以

从另一个视角来思考一下，考前班的问题确实是有的，但是不是也有它的可取之处呢？应试教学讲求短期的能力提升

和考场的实战效果，素描造型的很多规律和知识，学生往往不能真正地消化理解，形不成体系。但考前训练能总结出

很多具有实用性的方法和技巧，使学生能够根据画面情况迅速做出判断并加以运用。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一个课程，

把考前班的好处挖掘出来。换句话说，怎么能够让学生发掘出自己身上的优点和能力？听说有的学生三个月就考上了

美术学院，这也是本事，仅仅学习三个月就考上美院的本事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挖出来”！

    另外审视一下美术学院的教学，在日益变化的社会形势下，同样呈现出诸多问题的存在。形成于上个世纪的美术

学院教学模式，蕴含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优秀的学术传统。但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美术学院相对陈旧的教学体系和

管理体系，存在着明显的模式化、僵化的问题。

    精微素描的教学体系，就是希望在考前教育和学院教育中间，搭建一座桥梁，帮助学习美术的学生能够汲取两方

面的优长，避除两方面的短处。让学生在进入美术学院之后对他们进行一种根本上的洗涤加启迪，把学生比较快地导

入到一种新的既有方法论、又更有美术学院要求标准的轨道上来。精微素描教学现在取得的教学效果，恰恰是最大可

能除弊取利地挖掘考前训练优长，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美术学院教学的优秀传统，保证了教学的实效性。

《迹——抹布》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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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丝》陈汝婷

80cmX106cm 彩铅、铅笔、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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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枕套》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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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钢丝球》何逸云

 77cmX108cm 碳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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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中国中年男子——袜子》杨云集

 77cmX108cm 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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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什么精微素描的创作和学习过程中要围绕一个设定的主题？

    精微素描教学整个课程的组织，注重主题、注重故事。把主题创作的方式引入素描基础教学，首先是为了增强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应试教育环境下，进入大学的学生对过去程式化的课堂训练普遍感到厌倦，他们不清

楚在课堂上要学些什么？学习之后有什么用？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蕴含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和表达欲望。这种以创作

引领习作的学习方式，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兴趣，在创作实践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学以致用，将学到的东西马上运用

到创作上，讲述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情感。其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主题性的创作，有利于促进同学之间的思想交流，

大家面对共同的主题一起观察当下的社会和生活，讨论表达的更多可能性，从中也慢慢发现了个体的差异，找到自我。此外，

主题创作是有一套工作方法可循的。在创作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掌握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为今后的专

业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对学生的要求不仅限于他是个学生，他应该以一个艺术家的态度去创作。从进入学校的时候起，就能体会到身为

艺术家的感受。一定要明确的是，我们这种主张就是要告诉学生，你就是艺术家。学生不知道什么是艺术家，或者说他无

法判断这个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要他们通过课程，体验一次完整的艺术创作过程，感觉到他最后呈现的是一张“创作”作品。

课程结束时，很多专家来看学生们的作品，他们说这些优秀的作品应该参加美展。为什么？因为这些作业已经是一件件很

打动人的艺术品了，从社会的角度看，他们已经是艺术家了。

    精微素描教学的主题创作性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相似题材的积累引导作用。学生都希望自己的作品独一无二。但

每班二十多位同学面对一个主题，加上历年作品的积累，难免出现选材雷同的情况，同学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扰的问

题。纵观精微素描历年的优秀作品，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相似的题材经历了几届学生的反复表现，作品整体质量呈现

阶梯上升的趋势。排除学生个人能力的偶然因素，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人的经验积累对后来人的影响。一

方面后来的同学会看到前面作品中的好处，努力消化吸收；另一方面又试图找到新的突破口，有所超越。所以对于教学来说，

一定的重复率是有益于不断提升教学水平的。

    从课堂的角度看，当两个同学出现了选材上的相似时，作为教师除了引导学生继续寻找不同的题材，还要鼓励他们。

其实同一个故事，换一种叙述角度和表达方式也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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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中国中年男子——

脚踩在您的鞋上》刘常民

 108cmX77cm 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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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中国中年男子——钥匙串儿》

于凯行

 108cmX77cm 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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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中国中年男子——钥匙串儿》

于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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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花镜》曲怀志

52.66cmX108cm 碳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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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中国中年男子——记事本》李若晨

 77cmX108cm 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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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文玩核桃》彭聪颖

 80cmX110cm 碳铅笔、水彩、彩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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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钱夹》刘珊

 77cmX108cm 碳铅笔、水彩、彩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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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什么精微素描只画生活中很平常的事物？

    让美术学院学生的课堂作业脱离沉闷的习作味道，展现鲜活的生命力，这是我们课程设计的初衷。

    精微素描教学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引导学生对生活的关注，对社会生活的深层次的认识。这个生活不是概念中的“生活”，

不是作为标本的生活，而是我们每天都浸润其中、随时都在发展变化的生活。因此，课程的起点就是从学生自己去寻找要

画的东西开始。课程设定出与学生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他们根据主题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对象，运用写生的手段和

素描的语言来展开造型基础的研究和创作。

    只要用发现的眼光去观察和体会，生活的感动和智慧就蕴藏在身边唾手可得的平常事物里。在对社会生活的调查和思

考的过程中，课程中设计并运用一系列可以引导学生们一步步进入艺术创作状态的方法，包括：如何寻找故事、系列物品

的选择、思维导图、物品的质感分析。比如，在画关于人的主题时，不是简单地找个模特，而是要结合性别、年龄、职业

身份等具体的社会情境来表现。在画关于物品的主题时，不是随便拿一堆静物，而是要寻找带有生活痕迹、情感记忆、时

代特征的物品。表现的对象有具体性，画面背后就会有故事，画面之中就能有情感、有思考、有感动、有温度。

    将素描造型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融汇在这样的创作实践当中。它是建立在对生活深入考察和思考的基础上的，因

而最终呈现出的画面背后，不但有青年学子们独特视角的关注和思索，在一个个熟悉的生活角落和动人的故事背后展现的

是他们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真挚的情感。

《小时候——沙包》韦郁扬

 120cmX90cm 碳铅笔、水彩、彩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