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美术高考热的不断升温，美术高考的难度越来越大，近两年的美术高

考考生人数猛增且居高不下，考生们都想通过美术这个渠道寻求更切合实际的

发展空间，美术高考竞争激烈难度加大也就不言自明了。要想使自己的试卷从

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取得好的名次，作为考生的你就必须具备较好的绘画修养、

熟练的技巧、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及放松的心态，要想拥有或接近这样的素质，

那么在平常训练中就要做到：勤问、勤练、勤想、勤观、勤看、勤临、勤总结等。

勤问：问高水平的老师、高水平的同学、高水平的同行，同他们交流找出

自己的差距和问题所在。

勤练：坚持每天都要训练，并有一定量的要求，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勤想：要经常思考自己，想一想自己的画面上的问题，老师都对自己说了

些什么，想一想怎么做才能尽量避免下次训练再出现雷同的问题。

勤观：要善于从绘画的角度观察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物，用心体会他们的

特点、变化、神情、气质。

勤看：看好的展览、看好的书籍、看好的画册，提高艺术修养和艺术鉴赏力，

开阔视野，避免出现不知道自己的画面好坏的难堪局面。

勤临：要养成勤临摹的好习惯，它是提高你绘画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当然一定要临印刷好、水平高的范画，如果能临原件更好。

勤总结：要对自己进行经常性的阶段总结，通过一个阶段的训练，哪些方

面有了进步？如何进步的？要分析出原因。还有哪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的问题？要分析原因，及时总结。下一步如何练？怎么学？要心中有数。

此书选登了一些编者近期在教学中跟班所画范画和步骤及学生们的优秀作

业，供学生解读，有不妥之处，望指正！

写在前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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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比较柔和的线条，把对模特儿的直接印象而

带来的形象特点较快速地捕捉下来。起稿时要里外同时

进行，尽量用长的线，先确定头的形状、五官的位置并

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找准比例关系。

2. 从整体入手，先把大的偏重颜色分出层次按先

后次序表现出来，如：鼻子侧面、眉毛、眼睛、头发及

脸的左侧。亮部的变化先保留，眼睛的质感特征从一开

始就要注意体现。

3. 由于头部左侧明暗对比较强，变化极为丰富，

因此最初的阶段，要把塑造重心放在左侧，也包括颈部

的变化，它对头部的烘托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的学生很

容易忽视这一点。

4. 确立了大的明暗关系之后，按照结构变化规律

逐渐丰富暗部调子，把五官具体化，但不要画紧，要为

后面深入刻画留有余地。对脸部右侧作适当处理，求得

与左侧脸部较深变化的呼应，形成整体色调的和谐关系。

5. 加强五官形与体的刻画，对眼睛质感做进一步

体现，让头发的变化明朗化，让调子的层次关系清晰、

明确，亮部调子再跟上一点。

6. 把精力集中在亮部的塑造上，但要时刻注意与

暗部变化的比较。亮部的色调变化非常微妙，色阶也非

常接近，结构变化不是很明显，刻画时一定要协调好整

体与局部的关系，认真观察、分析出合理的变化规律，

精确无误地表现出亮部的变化来。

调整、收拾，继续完善未尽变化，并做加与减的“调

试”，但要谨慎，避免潦草从事。画面在接近完成时，

已经刻画得比较精确，没有必要大删大减或无休止地“狂

加”。注意主次、控制节奏、把握均衡是最重要的。

示范一：（姬建民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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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描人物头像步骤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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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建民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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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侧面头像的五官，相对于正面头像的五官，变

化简单了许多，但要想画出侧面脸的厚度及耳朵和头发

的丰富效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整个头部侧面处在受光的变化里，除了头发，

只有下颏底部有较大面积的重颜色。头发先深一些，形

成脸与头发大的明暗关系，五官位置基本确定后，再由

下颏向颧骨依次作淡淡的渲染。

3. 把五官具体化，注意它们的节奏关系，不要一

样实，头发也跟上来，按照走向由较深的变化向较亮的

变化推进。

4. 鬓角和耳朵在头部中央最靠前的位置上，要把

这部分的变化具体化，这有利于形成头部的空间关系，

要努力地把颧骨塑起来，拉开与五官的距离。

5. 进一步完善细节，对眼睛进行重点刻画，以体

现出人物的神态来。在脸部调子的表现上要多注意比较，

画出它们之间的微妙色差。

6.调整和收拾画面很重要，要把孤立的变化减弱，

把琐碎的变化串联起来，把头发画松弛、画自然，检查

几个重要的结构点是否准确，不同位置的高光变化要依

据主次画出区别来。

示范二：（姬建民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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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建民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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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一张光源在左侧的头像步骤，起稿时应把

重心放在头像的右侧。

2. 以线带面，抓住形象特征，快速、简练地表现

出大的体积关系和结构位置。

3. 进一步明确形、体特征，五官逐步细化，把头

发按照体积关系作适当渲染。

4. 依据结构把脸部调子逐渐丰富起来。注意，五

官的形与体要密切结合。

5.亮部的变化很微妙，刻画时要控制住，别画过了，

可以参照脸部右侧深的变化，作为对比来画。

6. 以整体关系为前提，对头部进行深入塑造，无

论刻画哪一个局部的变化，都要服从整体的需要，要多

比较，找出微差并谨慎而耐心地表现出来。在收尾阶段，

整体意识越强，越能体现对画面的把握和控制力。在加

与减之中完善画面。

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步与最后一步完成的结果，

有很鲜明的一致性，这就证明，贯彻步骤的重要性与成

功完成头像写生的直接关系。

示范三：（姬建民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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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建民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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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起稿阶段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只注意形而

忽视体，在第一步起稿时是形和体同时进行的，第二步

体现得更明显，甚至可以将对体的表现要超过对形的表

现，第三步时大的形和大的体已经基本完成，形在体中，

体在形上，形与体共存。第四、五步对造型做进一步完

善的处理，把该有的形的细节和结构的强点、弱点逐步

塑起来，第六步对画面调整时，要做反反复复的加与减

的处理，使画面逐步达到尽量完美的程度。

注意：在收尾阶段很容易画腻，因为只加不减，只

画实不画虚，只画局部不画整体，只画亮不画暗。

示范四：（姬建民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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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建民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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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笔的侧锋像画速写一样，迅速画出模特儿的

特征和结构的转折点。

2．进一步明确特征和结构的转折点，并有序而自

然地把大的黑、白、灰确定下来。

3．把属于各个黑、白、灰区域里的形的细节具体化，

注意整个头像调子及形的均衡发展，无论画哪都要想一

想它在整个关系中的“角色”如何，它要符合整个头像

在刻画进程中的节奏变化。

4．对头像做进一步的完善处理，要让你的头像在较

短时间内相对完整，那么在几个点上要做够，如：五官、

头发与皮肤相衔接的处理，颧骨、下颌骨、额线、眉弓

等几个骨点的明确塑造。

在短时间的素描刻画中，要线与形结合起来，结构与

调子结合起来，面与体结合起来，神态与味道结合起来。

1 2

3 4

示范五（快速完成步骤）：（姬建民　绘）

快速完成

步骤也可称为

短期训练，一

方面是为了高

考做准备，另

一方面可以通

过训练，培训

学生的感受力

和概括能力，

在短时间内把

人物头像塑造

得相对完整和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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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平光侧面角度的女青年头像，由于大量的

暗和灰都集中在左侧，明暗变化较分明。起稿时毫不犹

豫地快速用笔整体而概括地把大的明暗做积极、果断地

处理，五官的形先忽略（注：它们处在受光的区域）。

暗处的变化基本画够后，五官的变化依次画出来，

形与色同时表现，这样更易激发感受而消除过分依赖分

析而带来的僵化和呆板。

最后调整时，把属于各个区域的细节变化不足的要

给够，过分的要减弱，并刻画到位，使整个头像浑然一体。

体会：开始时要带着感受去画，中间要理解着去画，

收尾时要分析比较着去画。

1 2

3 4

示范六（快速完成步骤）：（姬建民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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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建民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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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模特儿的形象特征和结构关系表现得非常到位，尤其从模特儿的几个骨点的塑造上，肯定、明确，如：额结节、

眉弓、鼻骨、颧骨、下颌骨等。头与胸的虚实关系画得非常合理，神态也表现很好，从略带倦意的眼神中，感受到模

特儿的疲惫。

姬
建
民

　
绘

　

　　素描人物头像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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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画得不错的头像，整体关系处理得很轻松、节奏感强，神态把握很好，只是鼻梁和右耳刻画得简单了些。

朱青　绘　　指导教师：张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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