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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素描教学

北京市京源学校是北京金帆书画院石景山分院的承办单
位，自一九九六年至今，开展美术特色教学二十余年，为高等
艺术院校输送了近四百名美术专业人才，其中考入中央美术学
院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逾四十人。

从初中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学校在每个年级都开设了一个
美术特长班。针对本校教学要求，在实践中开发了一整套美术特
长教育的课程方案，形成了富有京源学校特色的教学体系。美术
专业课程主要以素描、色彩、速写、设计为主，兼顾美术鉴赏等
其他美术门类。关于素描教学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

一、	石膏几何形体和静物素描写生
石膏几何形体作为最简单的造型，在素描基础训练的最初

阶段极其关键，这个课程的重点是让学生掌握比例、透视、结
构等造型要素和黑白灰明暗变化规律，学习几何形体还能帮助
学生提高对复杂形体归纳、提炼、概括的造型能力,建立起三维
的空间概念。	

归类、比较、分析可以更直观更清晰地认识几何形体，教
学中可以把石膏几何形体分为以下几类：六面体的正方体和长
方体；球体及切割出的正五边形多面体和正三角形多面体；圆
锥体及切割出的四棱锥和六棱锥；圆柱体及切割出的六棱柱和
八棱柱；由两个形体组合而成的复合形体。

采取以线为主的结构素描画法可以通过线条的粗细、虚
实、刚柔以及转折等较好地表现几何形体的形体结构，尽可能
排除和减少光影因素的影响，“实实在在”地提高学生从结构组
合关系上塑造形体的能力。

从“整体到局部再到整体”的素描观察方法以及正确的写
生步骤，在这一学习素描最初阶段的养成是极其重要的，为以
后复杂素描的学习打下基础。

静物可以看作是复杂化了的几何形体。用几何基本形体和
组合形体的观念去观察、概括、表现所画对象，能够准确把握
住静物形体的特征和整体关系。

静物写生中结构素描和调子素描的有机结合很有必要，特
别是调子素描能够使学生在把握好形体比例、透视、结构关系
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物体的质量感、空间感、立体感和光感
等诸种绘画因素。					

静物素描练习中选择不同的观察视点有利于全方位认知形
体。如俯视、平视、仰视，顺光、逆光的绘画角度不同都能产
生不同的画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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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也能决定绘画的成败。学习运用形式美的法则处理构
图是基础，在此基础上要鼓励学生大胆反叛视觉习惯而进行创
造性地、个性化地构图尝试。

长期、中期、短期静物素描练习以及速写作业的有机结
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素描中的深入刻画和高度概括的能力，也
就是画素描的“慢功”和“快功”。

“室内一角”的写生可以培养学生把握大空间、大对象及
大画面的能力，是较综合的、总结性的静物素描练习方式。

二、石膏像素描写生								
石膏像素描写生是素描教学中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面，同

时也是从静物到人像的过渡性素描练习。
石膏像形象典型，大都是古今中外优秀的雕塑艺术品，在

形与神的刻画上都是精品，所以要引导学生用“以形写神”的
观念去观察、分析、表现石膏像。石膏像处于静止状态，色质
单纯，可以在固定光源下不受时间所限从容地分析研究，反复
地推敲修正，是素描教学的好道具。但是静态的石膏像也容易
因长期地描摹、死抠而失去感性，造成公式化和概念化。所以
要引导学生不要追求表面形式或醉心于局部刻画，以免陷于被
动机械的作画状态中，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进行石膏像写生
练习。

		石膏像素描尤其要从整体观察入手，注重头、颈、胸、座
四大块体积的结构特征和动势神态。石膏像造型阶段要把握好
以下要点：先是重心的确立，找出贯穿头、颈、胸、座的中轴
线是稳定石膏像的坐标；而后要以大的几何形体概括头颈胸座
各部分，同时注意四大块形体的扭转关系和透视关系；进一步
造型阶段要运用水平线、垂直线、斜线作为辅助线不断细化比
较，使石膏像准确置于一个立体框架中。

对于石膏像的素描，无论运用结构、块面，还是光影等哪
种表现形式，都要力求形体的准确和明暗调子处理上的形色吻
合，还要兼及刻画塑造中的提炼取舍，应始终本着突出重点和
研究造型规律为原则。

三、人物头像素描写生		
人物头像素描写生训练是走向人物绘画创作的开始，这个

课程在我们素描教学中是个重点。它也是艺术院校招生考试的
重点科目。		

素描人物头像着重三方面的训练：一是头像内部结构，如
头骨、肌肉；二是头像外部特征，即“形”，如像貌、姿态；

三是头像内在精神，即“神”，如表情、气质。
人物头像不同于石膏像，它是有生命的，是自然灵

动的，素描人物头像的学习不应是对客观对象的翻版，
而是对客观对象的艺术表现，要把人画“活”，要画出
精神。

人物头像的表现手法及工具更为宽泛，在不同光
线、不同环境、不同时间等条件下表现不同年龄、不同
性别的对象都应该有不同处理手法，要尊重感受，敏锐
观察，诚恳表达。

短期作业和中长期作业相结合的训练方式，可以有
所侧重地练习抓形、抓神和深入研究造型的能力。

一幅好的肖像应具备合理的构图意识、准确的形体
结构、恰当的表现手法和较好的艺术表现力。

四、人物半身像素描写生
半身像素描练习是素描中难度较大的一个课题。

它是以躯干为中心，把膝盖以上包括头、颈、胸、骨盆
和上肢手臂等各造型因素作为一个整体的构成关系来处
理。人的上半身各部位是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各个关节
的扭动会呈现各种姿态、动势、比例、透视等的变化，
半身像素描要求学生抓住关节部位的变化，发现这种运
动协调性，进而描绘出形体的比例构成。

在半身像素描中，头与手的刻画很重要，脸部表情
和手的动态应互相配合来刻画人物神态，但不能孤立和
片面地描绘细节，而要服务于整体，与整个画面要求相
适合。

着衣半身像要注重衣纹与内部结构的关系，否则就
容易画成“衣服架子”。

在半身像素描绘画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学生进行适
当的全身像素描写生练习。

总之，	教学内容的选择要适合教育目的的需要、为
实现教学任务服务。学校本着培养目标的要求，在课程
设置上既遵循美术学科自身固有的规律性、系统性、科
学性，又结合我校生源特点紧密与高等艺术院校美术教
育接轨，循序渐进、由浅及深地开展教学，收到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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