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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解析

用单步骤一 : 构图，定出各物体的基本形，把握各

物体形体特征，找出物体的明暗交界线及投影。

用单步骤二 : 铺大明暗，分出各物体的受光面和背

光面，使物体呈现基本的体积关系，刻画时连同投

影整体铺开。 

用单步骤三 : 丰富质感，用硬铅笔顺着明暗交界线

往灰面和亮面过渡，用笔不宜太重。高光和小亮面

要留白。

用单步骤四 : 整体调整，加强物体的虚实变化。拉

开黑、白、灰调子关系，使画面更加生动。

训练要点

正方画组合静物首先应把握构图的基本结构，理

解物体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合理区分各物体在

不同空间位置的透视变化规律。如何表现好画面

的立体空间，使画面产生深度和广度的变化，这

就要求作画者合理运用和控制画面各物体间的对

比关系。具体刻画时可将前景的实与背景的虚进

行对比，物体、衬布的明与暗进行对比等等。

绘画工具的组合画法

步骤一 

实物照片

结构素描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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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解析

用单步骤一:构图。明确各物体的疏密及比例关系，

再画出物体的大轮廓及结构关系。

用单步骤二 : 铺大明暗。通过大的形体转折关系简

单快速地铺出暗部调子。

用单步骤三 : 丰富质感。对不同质感的物体加强描

绘。表现主体物塑料瓶时线条要严密，色调要均匀，

笔触不要太明显。

用单步骤四 : 整体调整。加强主体特征及整体明暗

和空间关系。要有目的、有控制地进行调整，让整

体调子统一。

训练要点

正方在刻画竖构图的作品时，整个画面要上紧下松，

画的上面少留些空白，画的下面多留些空白，这样

的处理有助于纵向空间的延伸。同时也要注意画面

中物体聚散、高低的节奏感。

饮料瓶与水果的组合画法

步骤一 

实物照片

结构素描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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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照片

结构素描

步骤步骤一:构图。确立画面的三角形构图特点，

用直线确定物体的大轮廓并画出明暗交界线及投

影，把握物体间的前后空间关系。

步骤步骤二 : 铺大明暗。画出具体各物体与衬布

的暗部调子，按照形体的转折大胆概括地排线，

暗部应通过投影联系起来刻画。

用辅步骤三 : 丰富质感。明确不同物体的质感特

征及塑造方法，用变化丰富的线条进行局部塑造，

丰富灰部调子，逐步拉开不同物体的固有色。

用辅步骤四:整体调整。加强各物体的质感表现，

拉开物体间的质感差异。最后整体调整物体，让

画面质感更丰富、空间感更强。

器皿与水果的组合画法

训练要点

正方这是一幅以不同造型的器皿为

主的练习。在刻画时应注意器皿的

形体特征，准确体现器皿的圆面透

视关系以及器皿口的造型结构特

点，理解不同形体的透视规律。主

体瓷瓶的表面光滑细腻，在刻画时

要注意高光与反光的处理 ,多用细

腻的笔触刻画。柿子的表面光滑，

高光明显，因此用笔要细腻。柿子

外轮廓的起伏增加了造型的生动

性，刻画时要注意不同个体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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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照片

结构素描

步骤步骤一 : 构图。画出药罐、水果、瓷盘等物

体的大轮廓，注意构图应饱满，空间、透视关系

应明确。

步骤步骤二 : 铺大明暗。根据物体的结构画出明

暗关系，让画面初步呈现体积感、空间关系。

用辅步骤三:丰富质感。区分各物体的质感特征，

塑造物体的灰面调子，注意背景和衬布需同时跟

进。

用辅步骤四 : 整体调整。强调或减弱画面的虚实

变化，处理好亮、灰面的过渡，注意线条的衔接。

加强衬布的变化使画面整体统一。

药罐与水果的组合画法

训练要点

正方陶瓷器皿在画面中大多以主

体物的形式出现，所以对它们的

塑造尤为重要。在陶瓷器皿的造

型上要注意器皿本身的形体比

例，追求造型准确。水果看似溜

圆，但形体上的体块朝向是较难

把握的难点。作品中的水果形体

上不同朝向的转折面需要归纳、

概括，且用笔要贴合形体结构，

这样才易表现水果的体块，使水

果具有较强的体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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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瓶水果的组合画法

步骤二

结构素描

步骤三 步骤四步骤一 

步骤解析

步骤步骤一 : 构图。明确各物体的大小、疏密、

比例关系，用直线确定物体的大轮廓。

步骤步骤二 : 铺大明暗。根据每个物体的结构表

现物体明暗关系，注意物体的形体转折，把握画

面的整体空间感。

用辅步骤三 : 丰富质感。用合理的排线刻画物体

的细节，突出各物体质感特征，强调暗、灰面的

刻画。

用辅步骤四 : 整体调整。处理好不同质感物体的

高光，加重物体投影及背景、衬布的明暗关系，

使画面完整统一。

训练要点

正方有色玻璃器具一般高光周围颜色较深，以突

出高光亮度，在质感的表现上要注意外深内浅的

特点。控制好各个部位的反光强度，画时要小心

地留出高光，中间色要深，但不能画成漆黑一片。

用笔要顺着器具形体自然变化。

实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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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照片

结构素描

步骤步骤一 : 构图。画出各物体的大轮廓，并对

物体的结构加以表现。注意金属器具的形体要严

谨，透视关系要准确。

步骤步骤二 : 铺大明暗。从画面深色物体入手，

交代出物体的明暗关系，揭开桌面与衬布的明暗

对比。加强画面空间感。

用辅步骤三 : 丰富质感。对物体的体积感、质感

进行具体刻画。强化色阶变化，拉开物体间的深

浅对比，注意把握画面各物体的虚实关系。

用辅步骤四 : 整体调整。对高光、反光等细节进

行合理表现，突出各物体质感。最后调整背景空

间关系，完成塑造。

金属器物的组合画法

训练要点

正方光洁度高的金属物体，对光

具有高反射性质，其对光源或环

境的散光，都能予以较充分的反

射，因而无论是亮部或暗部都可

能出现高光，其形状、位置和亮

度也各不相同，总的来说，反光

最强的还是金属物体对光源的反

射。从整体上讲，它仍有着明暗

变化的一般规律，色调层次往往

较为清晰。深入刻画时多以硬铅

笔为主，线条要细腻、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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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照片

结构素描

步骤步骤一 : 构图。用轻松概括的线条勾画出物

体的轮廓，注意物体间的形状差异。明确各物体

的相互关系，形成稳定的画面。

步骤步骤二 : 铺大明暗。用线概括铺设各物体的

暗面大关系。加强投影并简单铺设画面背景，营

造出一定的空间效果。

用辅步骤三 : 丰富质感。对高光、反光等细节进

行合理表现，突出各物体质感，明确重叠物体的

前后关系，合理表现背景空间。

用辅步骤四 : 整体调整。丰富中间调子，加强各

物体质感特征，调整物体的反光，拉开各文具的

质感差异，让画面层次丰富。

文具的组合画法

训练要点

正方文体用品都是工业制造出来

的产品，大多属于不规则的几何

体，且质感多种多样，所以在刻

画时除了要注意抓准形体和透视

外，物体的质感也是刻画的重点。

书本的纸张层叠在一起时，它就

成了一个有厚度感的立体，因此

平放的书本会产生一定的透视关

系，刻画时注意形体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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