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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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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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起稿阶段构图很重要，

要把整组静物放在画面中居中稍

靠上一点的位置上，不要太满或

过于小，用薄薄的单色把静物基

本的素描关系简练、概括地表现

出来。

2. 用薄的颜色把整体静物

的基本颜色倾向轻松快捷地铺下

来，并保留住静物的素描关系。

3. 用较饱和的颜色从较深的

衬布开始画起，衬布纹理深的变

化和衬布受光的变化可同时进行

处理，但要注意深和亮的冷暖关

系，并把其他物体暗部和较深的

变化顺势表现出来。浅色的布及

白色的盘子要保留，因为它们的

明度很高，表现它们色彩变化的

时机未到，但为了保证画面整体

的要求，可以随机做一些小范围

的渲染。

4. 把亮的衬布、盘子和其他

物体的受光面进行塑造，并让形

和色彩结合得紧密周到。色彩冷

暖变化要明确、合理。对不同物

体反映出来的高光要区分对待，

避免出现“公共”高光。对近处

主体物进行充分的塑造，放松边

缘及靠近背景物体的表现，让画

面主次关系清晰、分明。

色彩静物步骤示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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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一：（姬建民  绘）



姬建民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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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图安排后，判断一下静

物的素描关系， 罐子最深，白

布最亮，其他物体和衬布则趋向

于不同程度的灰。用较薄的颜色

把静物的固有色连同素描关系用

大笔轻带出来。

2. 判断静物的冷暖变化，

罐子的暗部受浅红色布的影响偏

暖，受光部分及高光周围，受冷

光源和附近偏冷的白衬布影响而

偏冷。碗里因受暖色橘子的影响

呈现暖绿的倾向。

3. 为了体现画面的空间感，

在处理背景白色衬布时，画冷一

点、灰一些，但要注意与红布交

接的位置要微微地偏暖一些。

4. 对碗进行较深入的塑造，

拉开与罐子的空间关系。对几个

水果的塑造，要分出主次和前后，

分别刻画到位。近处的白色衬布

要画得饱和些、厚实些，给人一

种向画面外发展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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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二：（姬建民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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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建民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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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只眼：观察静物的冷暖变化，包括整体冷暖、

局部冷暖。

由于光的作用有了明和暗，物体也就很自然地产生

了冷暖关系。一般情况下，在画室自然天光的照射下，

物体亮部偏冷，而暗部偏暖。如果在阳光的直接照射下，

物体亮部则偏暖，暗部偏冷。环境色的复杂多变，令物

体暗部的冷暖关系摆脱了常规意义上的规律而变得丰富

多样。这就需要学生具备科学的理性分析思维和感性的

直接印象，正确地判断出物体冷暖关系并表现出来。①                                                                                                       

第二只眼：观察、判断出静物的总体色调。  

在写生之前，首先要判断你所要表现的静物，它的

总体色调是什么。因为在同一光源的照射下静物便呈现

出一个总体的颜色倾向。在写生过程中，要使画面每一

个局部的颜色变化服从总体色调。眼睛不断地巡视整个

　　具备三只眼

画面，画笔无论在哪里停留，你的眼睛却始终“行走”

于画面之间。这种思想要贯彻到底，直至画面完成。②

第三只眼：观察静物的素描关系，分析出黑、白、

灰的层次变化。

一幅好的色彩静物写生作品，当被拍成黑白照片时，

它的黑、白、灰层次变化也是非常丰富的，体积关系、

空间关系、虚实关系都会在画面上有充分的体现。学生

在面对静物时，一方面观察静物的冷暖、色调，另一方

面就是要善于滤掉颜色，去观察静物的素描关系，能够

准确地判断出大的黑、白、灰关系及物体自身的重、灰、

亮关系。学生在这方面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调出了正确

的颜色变化，但忽略了明度差别。可以通过多画素描静

物解决问题，但不要走极端，去用素描方式完成色彩训

练，形、色兼备才是正确选择。③

①                                                                                                     

② ③

①江超　绘　②司博闻　绘　③房博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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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衬布颜色变化较多，纯度较高，极易产生环境色（条件色），色彩的冷暖关系变化明显。此幅水粉静物对学

生认识冷暖及环境色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另外衬布塑造得也很充分、放松。

姬建民　 绘　

关于冷暖：一幅水粉作业冷暖把握得很好，证明你

在学习阶段对色彩已经有了很强的感知力、判断力，把

握和驾驭了色彩的基本规律，冷暖是色彩造型的根本。     

一幅好的水粉作业，色彩是否丰富，冷暖起着关键

的作用，当你熟练、准确地塑造出水粉静物的冷暖变化，

你的作业就充满了灵气和活力。

　　色彩静物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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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俯视构图，近距离对物体进行了详实的描绘，并着力在画面的空间感、色彩的冷暖关系和物体的质感上，作

了较充分的表现。

孙雪　绘　　指导教师：姬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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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静物近距离的观察和刻画，使画面形成俯瞰效果并努力地表现出前后的空间关系，对近、中、远物体的虚实处

理体现出画面的节奏变化。色调明确，整体关系和谐。

刘璇　绘　　指导教师：姬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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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突出牛头在画面中的主体位置，对鱼、陶罐、水果在节奏变化上依次作了处理并淡化衬布和背景，使画面对

比强烈，主题突出。

薄晶晶　绘　　指导教师：姬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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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色调有较强的控制力，颜色关系和谐、朴素。牛头与衬布和背景的色彩变化，含蓄而微妙。

张嘉文　绘　　指导教师：姬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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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画画面很明显呈现出偏红的暖色调，静物中偏冷的色彩变化与整个色调协调一致，画面气氛轻松自然。

姬建民　绘

这张静物写生整体效果不错，内容鲜明强烈，物体有较强的塑造感，色彩单纯，用笔朴实。美中不足的是，相机、

阀门、图片之间缺少层次变化，影响了画面纵深的空间关系。

魏灏菁　绘

指导教师：姬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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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短期练习，绘画时加强了用笔的速度，使画面产生了一气呵成的流畅效果，对铅笔的精确处理，体现了

一张一弛的节奏感。

姬建民　 绘

在鞋的表现上注重变化，中间的一只鞋刻画充分，其他鞋依次放松，画面强弱关系分明，色调浓郁，有感染力，

给观者带来画面以外的联想。

薄晶晶　绘

指导教师：姬建民



整个画面色调趋向于暖灰，用笔挥洒自如，塑造感强。舍弃对细节的刻画，体现了注重整体，把握大局的意识。

姬建民　绘　

这张静物作业色彩关系统一、色调明确、用笔肯定、色彩变化含蓄微妙。打开的书处理得不错，只是远处背景的

颜色和前面灰布的颜色没有拉开，画面下方，画得有些简单。

盛胜　绘

指导教师：姬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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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果中冷色的点缀，拉近了与整个色调的关系，利用挤压的方法把勺子刻画得轻松自然，快捷、简练的笔法，

生动地表现出了酒杯的质感。

姬建民　绘

盛胜　绘

指导教师：姬建民　

每个相对独立的固有色变化，合理地融合在统一的色调关系里，同时又照顾到环境色的影响而带来的冷暖变化。

不足：局部有些颜色倾向不明确。

王瑶　绘

指导教师：姬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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