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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开始画吧！照片训练题库

感谢您打开《像典》，在体验以极致超越极致的锋芒之作的同时，必将助您在艺考奋斗的路上走
得更加从容。下面将为您呈现多媒体立体照片教材的使用说明（图文影音综合说明）：

DRAW
PICTURES

多

全

大

美 因为专注
所以更专业

使用说明
多 媒 体 立 体 照 片 教 材                                                                      

1  码上有视频 : 扫二维码看视频，范画与视频示范相结合，边看边画步步紧跟快速吸

收绘画技法。消除时空距离，最直观地感受优秀作品的创作全程。

2  码 上有讲解 : 扫二维码即可倾听朗读，讲解页面语音解读，放松眼睛的同时轻松理

解理论基础。

4  码上有更多 : 扫二维码即可获得更多的拓展内容。一本像典的内容等于两本以上同

类其他照片教材。

5  平翻 180 度，轻松阅读 : 裸背精装、能翻平、不用撕、不变形、不易坏，作画的同

时比较着旁边的照片画能收获更多；全书采用反光较弱的冷蓝底色，保护视力不易疲劳，

学习更轻松。

3  360 度全方位立体动态展示 : 扫二维码即可观看多角度立体头像动态展示效果，让

你对各面了解更彻底，学习更见效。

6  配分析图 : 全方位立体深度剖析，头像照片配以“头部骨骼结构”“头部肌肉结构”“头

部黑白灰层次分布图”“头部体块穿插分析图”等作画辅助小图的照片书，让想进步的

你事半功倍。

7  数据分析 : 数据可视化直观准确唯美，有权威数据支持的照片教材。每一张都符合

应试需求，真正做到值得画，为考场增添更多自信！书中汇总了全国联考和校考过去五

年的考题，进行了翔实的分类统计与分析最终得出有效数据，并根据数据趋势来安排照

片类别、数量，使训练更有目标。

《像典》 其他

平展 180 度 

裸背精装

2010年

2011年2012年

2013年

2014年

8  重点提示 : 全书讲解重点用醒目颜色展现，标有重点标识难点配合注

释，快速掌握核心竞争力，有完整理论体系的支持，让进步从容踏实。

2014

2010

2011

2012

2013

37.95%

40.28%

54.38%

45.84%

64.06%15.38%

25.13%

30.35%

45.38%

46.63%

9  购买正能文化书籍即可参加抽奖活动，快来扫活动二维码参加吧。

正能文化教育平台导航 像典 5 半身像导航

追求梦想是每一位上进青年的必由之路，对于热爱

艺术并愿意终生投入艺术的青年学子们来讲，起步

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学习方法将会带给你有效而

务实的学术成果。考试对每一位考生而言都是压力，

如何减压正确的学习方法十分重要。

《像典》—集性格不同、气质不同、年龄不同、

情态不同、造型各异的人群，让考生可以通过这个

集子对不同人群形象塑造有更大可能性，同时在绘

画练习过程中可以参悟每一位“肖像”的性格气质。

在经历了大量的人物肖像和动态的表现过程之后，

透过这些形象可以让考生们对中国社会、劳动人群

和不同阶层人群有一个粗浅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就超越了考生们为考试而考试的肖像写生。

祝我们为艺术而追梦的青年学子们成功！

徐仲偶院长题词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

写在前面的话

艺路同行，战友寄语

— 画什么真的很重要

艺考路上难免有不如意，

每每此时跟“过来人”聊聊是不是

又自信满满 , 向上吧！少年！

于正能文化

这些年，有一群来自美院的朋友们始终在一起奋斗，不断接受生活的磨炼，做了很多有

意义的事情，从美术培训开始，做过出版，做过传媒，拍过电影，办过设计公司，都做得

有模有样，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书籍的策划与编辑已经成为我们的核心事业。经历过

探索、努力、失败、奋起，直到饱尝胜利，拼搏的历程中，我们坚定了一个信念“创作以人

为本”“外修于质、内修于德”。我们始终围绕受众的真实需求，适应市场但从不随波逐

流，不断创新变革，用心力，花时间，只为“做好书”，因为好书传递力量，为了让同样经

历人生最重要转折的有志青年们少走弯路，追梦成功，我们创作了《像典》系列美术照

片工具书，画照片最直接的优势在于高效率、高自由度、低消耗、全方位的训练，不受常

规写生时间有限、空间单一、人物静物量少、动作构图固定的局限，还有“画什么”真的

更为重要，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美术训练的方向和高度，美术教学中非常需要高质量的

照片工具书。

一年来，为了给 2014 版的《像典》拍出最清晰的好照片，我们的摄影团队选择了最优秀

的摄影师，配备了最好的设备，辗转全国各大省市，拍摄几千名模特、上万件静物、十余

万张照片；从设定主题的摆拍，到街景、人文、自然场景等，不断围绕美术高考的趋势创新。

超越甚至自我颠覆，对更好作品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我们的海外摄影师更是走访欧洲

多国，拍下异国风土人情。编辑团队将海量照片反复筛选，只留下最适合考生练习的照片；

设计团队不断尝试更多的可能，只为更简约、清晰、精彩地呈现充实内容。我们为的就

是一个宗旨：做好书，做更好的书！在《像典》中我们做到了几个第一：

第一套    码上有范画视频的照片教材，全方位立体同步学习，更快更直接。

第一套    码上有语音讲解的照片教材，扫码即可听书，轻松理解理论基础。

第一套    码上有 3D 的照片教材，扫码即可看模特更多角度，360。无死角。

第一套    码上有更多的照片教材，扫码即可看更多拓展内容，性价比超高。

第一套    裸背精装的照片教材，能翻平、无透视、不变形、不用撕、不易坏。

第一套    有配图的照片教材，深度剖析，边画边参考，理解更全面，进步更迅速。

第一套    权威数据支持的照片教材，可视化数据准确直观，每张照片值得画。

这一切创新源自我们对读者和受众的敬畏之情，也是我们心中对作品乃至对自己的态度。

始终对创作保持高度热忱，不断追求更好的可能性，敢于颠覆传统，善于倾听需求的声

音，紧紧把握考试动向，在精雕细琢中铸就以极致超越极致的锋芒之作。照片教材是用

来解决“画什么”的工具书，责任尤其重大，就更需要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画的内容

对路了，才能更有效率地进步，更有信心取得名校录取通知书。我们的心血之作就在

您面前，希望您在练习的过程中也认真对待每一张作品，相信态度决定一切，付出的努

力都是值得的，成功就在不远处等待，梦想正在渐渐变成现实。

回顾这一年，我们是如此充实幸福，在这里，《像典》团队所有成员感谢一直关注我们

成长的徐仲偶先生；感谢模特儿们的理解与配合；感谢那些在书还未印刷就踊跃订购力

挺我们的兄弟姐妹，是你们的认可一直鼓励着“认真做好书的人”；感谢无怨无悔、不分

昼夜奋战的全体公司同仁；感谢在他们没完没了加班时一直默默支持的伟大家属们。

最后，希望《像典》能助奋斗路上的有志青年一臂之力，有理想，有目标，够努力，必

将收获所有在前方等待的幸福快乐和美好！

向上吧，少年！

像典     DRAW  PICTURES

1Draw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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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开始画吧！照片训练题库

感谢您打开《像典》，在体验以极致超越极致的锋芒之作的同时，必将助您在艺考奋斗的路上走
得更加从容。下面将为您呈现多媒体立体照片教材的使用说明（图文影音综合说明）：

DRAW
PICTURES

多

全

大

美 因为专注
所以更专业

使用说明
多 媒 体 立 体 照 片 教 材                                                                      

1  码上有视频 : 扫二维码看视频，范画与视频示范相结合，边看边画步步紧跟快速吸

收绘画技法。消除时空距离，最直观地感受优秀作品的创作全程。

2  码 上有讲解 : 扫二维码即可倾听朗读，讲解页面语音解读，放松眼睛的同时轻松理

解理论基础。

4  码上有更多 : 扫二维码即可获得更多的拓展内容。一本像典的内容等于两本以上同

类其他照片教材。

5  平翻 180 度，轻松阅读 : 裸背精装、能翻平、不用撕、不变形、不易坏，作画的同

时比较着旁边的照片画能收获更多；全书采用反光较弱的冷蓝底色，保护视力不易疲劳，

学习更轻松。

3  360 度全方位立体动态展示 : 扫二维码即可观看多角度立体头像动态展示效果，让

你对各面了解更彻底，学习更见效。

6  配分析图 : 全方位立体深度剖析，头像照片配以“头部骨骼结构”“头部肌肉结构”“头

部黑白灰层次分布图”“头部体块穿插分析图”等作画辅助小图的照片书，让想进步的

你事半功倍。

7  数据分析 : 数据可视化直观准确唯美，有权威数据支持的照片教材。每一张都符合

应试需求，真正做到值得画，为考场增添更多自信！书中汇总了全国联考和校考过去五

年的考题，进行了翔实的分类统计与分析最终得出有效数据，并根据数据趋势来安排照

片类别、数量，使训练更有目标。

《像典》 其他

平展 180 度 

裸背精装

2010年

2011年2012年

2013年

2014年

8  重点提示 : 全书讲解重点用醒目颜色展现，标有重点标识难点配合注

释，快速掌握核心竞争力，有完整理论体系的支持，让进步从容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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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5%

40.28%

54.38%

45.84%

64.06%15.38%

25.13%

30.35%

45.38%

46.63%

9  购买正能文化书籍即可参加抽奖活动，快来扫活动二维码参加吧。

正能文化教育平台导航 像典 5 半身像导航

追求梦想是每一位上进青年的必由之路，对于热爱

艺术并愿意终生投入艺术的青年学子们来讲，起步

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学习方法将会带给你有效而

务实的学术成果。考试对每一位考生而言都是压力，

如何减压正确的学习方法十分重要。

《像典》—集性格不同、气质不同、年龄不同、

情态不同、造型各异的人群，让考生可以通过这个

集子对不同人群形象塑造有更大可能性，同时在绘

画练习过程中可以参悟每一位“肖像”的性格气质。

在经历了大量的人物肖像和动态的表现过程之后，

透过这些形象可以让考生们对中国社会、劳动人群

和不同阶层人群有一个粗浅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就超越了考生们为考试而考试的肖像写生。

祝我们为艺术而追梦的青年学子们成功！

徐仲偶院长题词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

写在前面的话

艺路同行，战友寄语

— 画什么真的很重要

艺考路上难免有不如意，

每每此时跟“过来人”聊聊是不是

又自信满满 , 向上吧！少年！

于正能文化

这些年，有一群来自美院的朋友们始终在一起奋斗，不断接受生活的磨炼，做了很多有

意义的事情，从美术培训开始，做过出版，做过传媒，拍过电影，办过设计公司，都做得

有模有样，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书籍的策划与编辑已经成为我们的核心事业。经历过

探索、努力、失败、奋起，直到饱尝胜利，拼搏的历程中，我们坚定了一个信念“创作以人

为本”“外修于质、内修于德”。我们始终围绕受众的真实需求，适应市场但从不随波逐

流，不断创新变革，用心力，花时间，只为“做好书”，因为好书传递力量，为了让同样经

历人生最重要转折的有志青年们少走弯路，追梦成功，我们创作了《像典》系列美术照

片工具书，画照片最直接的优势在于高效率、高自由度、低消耗、全方位的训练，不受常

规写生时间有限、空间单一、人物静物量少、动作构图固定的局限，还有“画什么”真的

更为重要，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美术训练的方向和高度，美术教学中非常需要高质量的

照片工具书。

一年来，为了给 2014 版的《像典》拍出最清晰的好照片，我们的摄影团队选择了最优秀

的摄影师，配备了最好的设备，辗转全国各大省市，拍摄几千名模特、上万件静物、十余

万张照片；从设定主题的摆拍，到街景、人文、自然场景等，不断围绕美术高考的趋势创新。

超越甚至自我颠覆，对更好作品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我们的海外摄影师更是走访欧洲

多国，拍下异国风土人情。编辑团队将海量照片反复筛选，只留下最适合考生练习的照片；

设计团队不断尝试更多的可能，只为更简约、清晰、精彩地呈现充实内容。我们为的就

是一个宗旨：做好书，做更好的书！在《像典》中我们做到了几个第一：

第一套    码上有范画视频的照片教材，全方位立体同步学习，更快更直接。

第一套    码上有语音讲解的照片教材，扫码即可听书，轻松理解理论基础。

第一套    码上有 3D 的照片教材，扫码即可看模特更多角度，360。无死角。

第一套    码上有更多的照片教材，扫码即可看更多拓展内容，性价比超高。

第一套    裸背精装的照片教材，能翻平、无透视、不变形、不用撕、不易坏。

第一套    有配图的照片教材，深度剖析，边画边参考，理解更全面，进步更迅速。

第一套    权威数据支持的照片教材，可视化数据准确直观，每张照片值得画。

这一切创新源自我们对读者和受众的敬畏之情，也是我们心中对作品乃至对自己的态度。

始终对创作保持高度热忱，不断追求更好的可能性，敢于颠覆传统，善于倾听需求的声

音，紧紧把握考试动向，在精雕细琢中铸就以极致超越极致的锋芒之作。照片教材是用

来解决“画什么”的工具书，责任尤其重大，就更需要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画的内容

对路了，才能更有效率地进步，更有信心取得名校录取通知书。我们的心血之作就在

您面前，希望您在练习的过程中也认真对待每一张作品，相信态度决定一切，付出的努

力都是值得的，成功就在不远处等待，梦想正在渐渐变成现实。

回顾这一年，我们是如此充实幸福，在这里，《像典》团队所有成员感谢一直关注我们

成长的徐仲偶先生；感谢模特儿们的理解与配合；感谢那些在书还未印刷就踊跃订购力

挺我们的兄弟姐妹，是你们的认可一直鼓励着“认真做好书的人”；感谢无怨无悔、不分

昼夜奋战的全体公司同仁；感谢在他们没完没了加班时一直默默支持的伟大家属们。

最后，希望《像典》能助奋斗路上的有志青年一臂之力，有理想，有目标，够努力，必

将收获所有在前方等待的幸福快乐和美好！

向上吧，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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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观察照片并把照片写生
画好
一、根据视角合理安排构图
视角决定了人像的空间透视关系，不同视角与角度给人的感受不同。（如

图 1-3）

平视的视角
平视给人一种很正式而宁静的感觉，如很多中世纪的肖像画就是平视正

面。平视正面的人像透视关系最简单，很适合作半身像绘画的入门练习，

从平视正面的半身像视角开始练习基础，然后再逐步地练习稍俯视、仰

视或偏侧面的视角。平视的最大劣势在于画面会显得较呆板，缺乏表现

力与感染力。

仰视的视角
仰视给人一种威严宏伟的感觉，仰视视角常被用来表现宗教建筑中的神

像、人民领导者等，如伟人与英雄的半身像就多用仰视来表现。仰视可产

生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低处往上看，角色的力量感被大大增强。环境和

背景变得次要，甚至变成增强视野中角色力量的元素。仰角越极端，视野

中的角色越具有威严感与威胁性，减弱了观众的安全感，并使观者产生

被控制、被约束的感觉，角色产生令人尊敬、庄严或者令人惧怕的心理感觉。

仰视会很好地增强画面效果，但会使半身像绘画的透视难度加大，也会

适当产生心理上的紧张与压迫感，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适得其反，缺少美

的感受。

俯视的视角
俯视给人一种强烈的心理优势，充满了扭曲、扩张的主观性。俯视视角常

被用来表现站立的大人看着脚下正在玩耍的孩子或宠物、强大的战士看

着弱小的对手、高阶层的上司看着下属、正派看着反派等等。俯视使视觉

范围内的物质对象显得可爱、卑弱、微小，降低了视觉对象的威胁性，相

对增强了观察者这一方的控制性和主宰感。因心理上的作用，俯视镜头

的角度越大，对其中人像的感受就会变得越温柔、可怜、无力、呆滞，充

满幼稚或不自信感。用俯视表现一些较可爱、柔美、弱势的人物半身像更

为妥当。

优秀的构图是一幅好画的第一步，做好布局与经营的艺术。

（如图 19）绘画时根据题材和主题的要求，把要表现的形象适当地组织

起来，构成一个协调完整的画面，称为构图。研究构图的目的是什么？就

是在一个平面上处理好三维空间—宽、高、深之间的关系，能突出主题，

增强艺术的感染力。一幅成功的半身像作品，首先是构图的成功。在半身

像的默写考试中，好的构图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构图首先要饱满，人物占

据画面的面积恰到好处，素描半身像的构图要求把头、颈、躯干、上肢（特

别是手）和髋部，甚至大腿的形体完整地表现出来，有时还要考虑道具与

环境气氛的表现等。一般在半身像上部空白少留，人物面朝的方向上要比

人物背对的方向多留些空间。半身像构图比较复杂，为了取得满意的构图，

可以利用小构图，便于推敲修改。纸张尺寸越小，人像往往需要把画面

占据得更饱满，随着纸张尺寸的变大，人像占据画面的比重却在缩小。 

二、比例关系与形体结构
生活中，人物的形态千差万别，要画好人物半身像，必须面对模特儿写

生之前，熟悉和了解人的一般比例关系和形体结构规律，这是画好人物

半身像的前提和基础。初学者懂得标准人体比例是很有益处的，通常习

惯以人头长度为衡量单位，中国人一般高个子身高为 7.5 个头长。上段：

头至乳头至肚脐至趾骨为 4 个头长。下段：足底至膝为 2 个头，膝至大

转子为 2 个头。上下两段在大转子部位重合 1/2 头长。与头部等长的还

有上臂、肩胛部、臀部、脚和手。手臂约等于 3 个头长（指尖至肘为 2

个头长）。

  人体从前面和背面看，各部左右是对称的，从侧面看，则前后各部长

短大不一样，这就构成了各部衔接处的倾斜线。画侧面或半侧面时尤需

注意这一特点。

以上是人体一般正常比例，仅限于中国的高个子，若是西方人，一般又

可能要高一些，也许近 8 个头高。通常来讲，身高主要是在下肢的变化，

身高中点约在耻骨联合处的位置。还需提及的是，在掌握了正常人的一

般比例之后，还必须懂得人体的美学比例。

三、躯干体块及其运动规律
要想画出生动的动态，必须准确表现出“一竖、两横、三体积”的关系（如

图 12、图 13 ）。 

 “一竖”指脊柱线，“两横”指肩线和胯线，“三体”指人头、胸廓和骨盆三

个实体。通常将其概括为三个长方体，它们是人体最主要的构成，显示人

体的基本动态和基本形状。三体由脊柱相连接，以脊柱为轴线发生转动

变化。对三体的塑造是人体造型具有厚重感和体量感的关键。其中，头部、

胸部和盆骨是三个不变体块，这三个以骨头为框架的大体块，不管人体

如何运动，它们自身作为基本特征的圆球体或立方体都是不会改变形的。

四、具备人物头像写生基本功
素描半身像是以头部为主导，手部为呼应，三大块为主线的造型关系。如果缺少对头部的具体表现，素

描半身像也就失去了视觉中心，也就失去了对人物精髓的具体体现。虽然我们不必要对头部倾注太多时

间和细节深入，但头部的主体性是素描半身像写生中永远不变的规律。

首先要注意认清“三庭五眼”的比例关系 ；其次注意抓住人像特征要点，模特群体有年龄和性别之分，

这是相对整体的特征，通常称为第一特征，借此来区分开你、我、他；模特个体又有其自身的特征，通常

我们称之为第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人物头、颈、肩动态，五官的特征，表情的差异等等。每个模特都是

独立的个体，需要仔细观察与思考，夸张哪些特征，概括哪些特征。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既要横向地

比较第一特征，也要纵向地比较第二特征，抓住特征是画面生动的法宝，也是抓住考官眼球的利器。

写生时，一定要把三个体块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倾斜、俯仰和扭转关系，把握动态特点，

就容易画出生动而富于动态变化的形象。在绘画上，躯干部的难点有两个：即头、颈、肩关系与胸腹关系。

头胸的倾斜易于辨认，而俯仰和扭转关系容易被忽视。颈部与头部和胸部的衔接自然而然地有机接合

是非常重要的。胸腹关系容易出现的毛病是生硬平板，上下两端无变化画成直桶，其余是没有认真分析

它们之间的界限，即腰部的面向差异。此外，躯干各部分如肩、胸、盆骨、臀部横断面，它可以辅助并加

强我们对三个体块的认识和对躯干各部分厚度的认识。男女在各个部分的宽度及厚度是不一样的，区

别最大的是肩、胸和骨盆（如图 6-11）。

五、加强对手部结构的理解
手 部的刻画在素 描半身 像写生中，是 继 头部之 外的又一重

点表现 对 象。手的表现能够充分反映人物的动作 特点和内

在精神活动。但由于手的结构复杂，加上手的动作变化较多，

以及年龄的区别，手的表现也就显得难度较大。俗话说：“画

马难画走，画人难画手。”手 指的形状虽然 相似，但由于变

化万千，要想对其准确地把握也绝非朝夕之事。美国艺术教

育家贺加斯就曾说过：“从一个人画手就能看出他绘画素质

的高低。”本书会在手和生活道具专项练习章节进行详解。

六、衣纹与人体结构的关系
素描半身像的写生离不开对衣服的刻画，衣纹是依附于人体和

肢体运动的外在呈现。每一个衣纹的变化都不是孤立的，或疏

散或密集，都集中反映了内在形体结构的变化特点。素描半身像

的表现方法，或全因素调子，或单纯用线，或线面结合，都离不

开对具体衣纹的刻画。为了整体的需要，我们虽然可以大体概括，

但关键部位的衣纹要刻画到位，以便能够更好地表现形体，充

实画面的语言，体现审美情趣。因此衣纹的穿插是充分表现人物

半身像不可或缺的要素。

所以写生时，除了要“透过”衣饰认识里面的体积外，还要抓

紧两肩的连线和盆骨上沿的倾斜透视线，深入理解其斜度的

差异，以及头部、腰部的变化。

七、光源、黑白灰层次关系
 1. 光源决定投影，也可以说投影决定光源（如图 20）

光影关系很简单，但很多同学在画的时候却常常忽略或者搞混。

大家都有在路灯下走夜路的经历，顺着路走，你的影子会一会

儿在身前，一会儿在身后，这就是主体物跟光源间的互动关系，

只要两者有一个稍微有所变化，那另一个肯定会跟着有所变化。

头像素描也是光影艺术的一种表达形式。通常情况下光源的

方向与影子的方向是相反的，用这个规律不管默写考题中出现

什么方向的光源要求，都可以应对。

2. 学会控制画面黑白灰节奏（如图 18）

“三大面，五大调子”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背光面、受光面、

侧光面”即“黑、白、灰”。很多同学在学习过程中肯定深有理解，

作画时常常会有不同程度的“不到位”或“过度”，画面就会产

生“油、腻、灰、脏、碎”等问题。这些都是在前期观察过程中

没有仔细想好，在后期表现过程中又没有及时调整所造成的。

我们为了能够让同学们更清晰地从根源上杜绝这些问题，在模

特照片的背景处增加了辅助观察的“黑白灰节奏”配图。只要

心中一直有“黑白灰节奏”意识，作画时定会势如破竹。

头部骨骼结构7 头部体块示意图8

头颈肩体块关系图10 黑白灰关系图11 火柴人动态图12 体块穿插图13

人像照片6 头部肌肉结构9

三个体块是靠脊柱连接起来，其运动受脊柱支配和制约。其运动规律可分为以下三类：（1）左右倾斜（正

面看）；（2）前后俯仰（侧面看）；（3）两侧扭转（在水平面上）。

在人体活动中，这三种运动方式经常是综合作用的，假如你对三个体块的认识越明确，观察它们的运动

方式也就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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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身像平视图 1 半身像俯视图 2 半身像照片 14 半身像黑白灰示意图 15 半身像剪影示意图 16

半身像剪影示意图 17 半身像体块示意图 18 半身像范画 19

半身像仰视图 3

人物衣褶实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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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观察照片并把照片写生
画好
一、根据视角合理安排构图
视角决定了人像的空间透视关系，不同视角与角度给人的感受不同。（如

图 1-3）

平视的视角
平视给人一种很正式而宁静的感觉，如很多中世纪的肖像画就是平视正

面。平视正面的人像透视关系最简单，很适合作半身像绘画的入门练习，

从平视正面的半身像视角开始练习基础，然后再逐步地练习稍俯视、仰

视或偏侧面的视角。平视的最大劣势在于画面会显得较呆板，缺乏表现

力与感染力。

仰视的视角
仰视给人一种威严宏伟的感觉，仰视视角常被用来表现宗教建筑中的神

像、人民领导者等，如伟人与英雄的半身像就多用仰视来表现。仰视可产

生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低处往上看，角色的力量感被大大增强。环境和

背景变得次要，甚至变成增强视野中角色力量的元素。仰角越极端，视野

中的角色越具有威严感与威胁性，减弱了观众的安全感，并使观者产生

被控制、被约束的感觉，角色产生令人尊敬、庄严或者令人惧怕的心理感觉。

仰视会很好地增强画面效果，但会使半身像绘画的透视难度加大，也会

适当产生心理上的紧张与压迫感，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适得其反，缺少美

的感受。

俯视的视角
俯视给人一种强烈的心理优势，充满了扭曲、扩张的主观性。俯视视角常

被用来表现站立的大人看着脚下正在玩耍的孩子或宠物、强大的战士看

着弱小的对手、高阶层的上司看着下属、正派看着反派等等。俯视使视觉

范围内的物质对象显得可爱、卑弱、微小，降低了视觉对象的威胁性，相

对增强了观察者这一方的控制性和主宰感。因心理上的作用，俯视镜头

的角度越大，对其中人像的感受就会变得越温柔、可怜、无力、呆滞，充

满幼稚或不自信感。用俯视表现一些较可爱、柔美、弱势的人物半身像更

为妥当。

优秀的构图是一幅好画的第一步，做好布局与经营的艺术。

（如图 19）绘画时根据题材和主题的要求，把要表现的形象适当地组织

起来，构成一个协调完整的画面，称为构图。研究构图的目的是什么？就

是在一个平面上处理好三维空间—宽、高、深之间的关系，能突出主题，

增强艺术的感染力。一幅成功的半身像作品，首先是构图的成功。在半身

像的默写考试中，好的构图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构图首先要饱满，人物占

据画面的面积恰到好处，素描半身像的构图要求把头、颈、躯干、上肢（特

别是手）和髋部，甚至大腿的形体完整地表现出来，有时还要考虑道具与

环境气氛的表现等。一般在半身像上部空白少留，人物面朝的方向上要比

人物背对的方向多留些空间。半身像构图比较复杂，为了取得满意的构图，

可以利用小构图，便于推敲修改。纸张尺寸越小，人像往往需要把画面

占据得更饱满，随着纸张尺寸的变大，人像占据画面的比重却在缩小。 

二、比例关系与形体结构
生活中，人物的形态千差万别，要画好人物半身像，必须面对模特儿写

生之前，熟悉和了解人的一般比例关系和形体结构规律，这是画好人物

半身像的前提和基础。初学者懂得标准人体比例是很有益处的，通常习

惯以人头长度为衡量单位，中国人一般高个子身高为 7.5 个头长。上段：

头至乳头至肚脐至趾骨为 4 个头长。下段：足底至膝为 2 个头，膝至大

转子为 2 个头。上下两段在大转子部位重合 1/2 头长。与头部等长的还

有上臂、肩胛部、臀部、脚和手。手臂约等于 3 个头长（指尖至肘为 2

个头长）。

  人体从前面和背面看，各部左右是对称的，从侧面看，则前后各部长

短大不一样，这就构成了各部衔接处的倾斜线。画侧面或半侧面时尤需

注意这一特点。

以上是人体一般正常比例，仅限于中国的高个子，若是西方人，一般又

可能要高一些，也许近 8 个头高。通常来讲，身高主要是在下肢的变化，

身高中点约在耻骨联合处的位置。还需提及的是，在掌握了正常人的一

般比例之后，还必须懂得人体的美学比例。

三、躯干体块及其运动规律
要想画出生动的动态，必须准确表现出“一竖、两横、三体积”的关系（如

图 12、图 13 ）。 

 “一竖”指脊柱线，“两横”指肩线和胯线，“三体”指人头、胸廓和骨盆三

个实体。通常将其概括为三个长方体，它们是人体最主要的构成，显示人

体的基本动态和基本形状。三体由脊柱相连接，以脊柱为轴线发生转动

变化。对三体的塑造是人体造型具有厚重感和体量感的关键。其中，头部、

胸部和盆骨是三个不变体块，这三个以骨头为框架的大体块，不管人体

如何运动，它们自身作为基本特征的圆球体或立方体都是不会改变形的。

四、具备人物头像写生基本功
素描半身像是以头部为主导，手部为呼应，三大块为主线的造型关系。如果缺少对头部的具体表现，素

描半身像也就失去了视觉中心，也就失去了对人物精髓的具体体现。虽然我们不必要对头部倾注太多时

间和细节深入，但头部的主体性是素描半身像写生中永远不变的规律。

首先要注意认清“三庭五眼”的比例关系 ；其次注意抓住人像特征要点，模特群体有年龄和性别之分，

这是相对整体的特征，通常称为第一特征，借此来区分开你、我、他；模特个体又有其自身的特征，通常

我们称之为第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人物头、颈、肩动态，五官的特征，表情的差异等等。每个模特都是

独立的个体，需要仔细观察与思考，夸张哪些特征，概括哪些特征。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既要横向地

比较第一特征，也要纵向地比较第二特征，抓住特征是画面生动的法宝，也是抓住考官眼球的利器。

写生时，一定要把三个体块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倾斜、俯仰和扭转关系，把握动态特点，

就容易画出生动而富于动态变化的形象。在绘画上，躯干部的难点有两个：即头、颈、肩关系与胸腹关系。

头胸的倾斜易于辨认，而俯仰和扭转关系容易被忽视。颈部与头部和胸部的衔接自然而然地有机接合

是非常重要的。胸腹关系容易出现的毛病是生硬平板，上下两端无变化画成直桶，其余是没有认真分析

它们之间的界限，即腰部的面向差异。此外，躯干各部分如肩、胸、盆骨、臀部横断面，它可以辅助并加

强我们对三个体块的认识和对躯干各部分厚度的认识。男女在各个部分的宽度及厚度是不一样的，区

别最大的是肩、胸和骨盆（如图 6-11）。

五、加强对手部结构的理解
手 部的刻画在素 描半身 像写生中，是 继 头部之 外的又一重

点表现 对 象。手的表现能够充分反映人物的动作 特点和内

在精神活动。但由于手的结构复杂，加上手的动作变化较多，

以及年龄的区别，手的表现也就显得难度较大。俗话说：“画

马难画走，画人难画手。”手 指的形状虽然 相似，但由于变

化万千，要想对其准确地把握也绝非朝夕之事。美国艺术教

育家贺加斯就曾说过：“从一个人画手就能看出他绘画素质

的高低。”本书会在手和生活道具专项练习章节进行详解。

六、衣纹与人体结构的关系
素描半身像的写生离不开对衣服的刻画，衣纹是依附于人体和

肢体运动的外在呈现。每一个衣纹的变化都不是孤立的，或疏

散或密集，都集中反映了内在形体结构的变化特点。素描半身像

的表现方法，或全因素调子，或单纯用线，或线面结合，都离不

开对具体衣纹的刻画。为了整体的需要，我们虽然可以大体概括，

但关键部位的衣纹要刻画到位，以便能够更好地表现形体，充

实画面的语言，体现审美情趣。因此衣纹的穿插是充分表现人物

半身像不可或缺的要素。

所以写生时，除了要“透过”衣饰认识里面的体积外，还要抓

紧两肩的连线和盆骨上沿的倾斜透视线，深入理解其斜度的

差异，以及头部、腰部的变化。

七、光源、黑白灰层次关系
 1. 光源决定投影，也可以说投影决定光源（如图 20）

光影关系很简单，但很多同学在画的时候却常常忽略或者搞混。

大家都有在路灯下走夜路的经历，顺着路走，你的影子会一会

儿在身前，一会儿在身后，这就是主体物跟光源间的互动关系，

只要两者有一个稍微有所变化，那另一个肯定会跟着有所变化。

头像素描也是光影艺术的一种表达形式。通常情况下光源的

方向与影子的方向是相反的，用这个规律不管默写考题中出现

什么方向的光源要求，都可以应对。

2. 学会控制画面黑白灰节奏（如图 18）

“三大面，五大调子”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背光面、受光面、

侧光面”即“黑、白、灰”。很多同学在学习过程中肯定深有理解，

作画时常常会有不同程度的“不到位”或“过度”，画面就会产

生“油、腻、灰、脏、碎”等问题。这些都是在前期观察过程中

没有仔细想好，在后期表现过程中又没有及时调整所造成的。

我们为了能够让同学们更清晰地从根源上杜绝这些问题，在模

特照片的背景处增加了辅助观察的“黑白灰节奏”配图。只要

心中一直有“黑白灰节奏”意识，作画时定会势如破竹。

头部骨骼结构7 头部体块示意图8

头颈肩体块关系图10 黑白灰关系图11 火柴人动态图12 体块穿插图13

人像照片6 头部肌肉结构9

三个体块是靠脊柱连接起来，其运动受脊柱支配和制约。其运动规律可分为以下三类：（1）左右倾斜（正

面看）；（2）前后俯仰（侧面看）；（3）两侧扭转（在水平面上）。

在人体活动中，这三种运动方式经常是综合作用的，假如你对三个体块的认识越明确，观察它们的运动

方式也就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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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身像平视图 1 半身像俯视图 2 半身像照片 14 半身像黑白灰示意图 15 半身像剪影示意图 16

半身像剪影示意图 17 半身像体块示意图 18 半身像范画 19

半身像仰视图 3

人物衣褶实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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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典半身像    绘画之前真诚地希望您能读一下      怎样观察照片并把照片写生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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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要求
素描人像考题形式要求主要分为三大类：画照片、默写和写生。近几年考试画照片的省市

和院校递增趋势明显。这是因为考试画照片有它明显的优势：标准统一、可操作性强、省

人力物力，画照片的模式越来越受美术高考欢迎是大势所趋。平日练习中画照片的优势更

加突出，广泛、自由、可控、高效、低成本，受到广大教师学生的青睐，经过教学实践与考试

的检验，也充分说明了照片练习的重要性。真人写生和默写也需要勤加练习，这三种形式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考题类型
素描考试中通常分为人

像素描、静物素描和石

膏像素描三个基本大类。

从 面 积 图 中 很 容 易 看

出，人像在素描考 试中

始 终占主导 地位，我们

对于人像的练习要不断

加强。

注：另有关于考试的详细数据也会出现在每个篇章页上。
因“211 工程”级别以下院校较多承认联考成绩，所以以上统计数据暂未包含此部分学校；另因个别院校公布信息不全，所以以上信息会有 2% 左右误差，望谅解。

中国美术考试五年素描考题趋势分析

人物性别年龄
素描人像考试中绝大部分题目有

人物性别年龄的要求，可以分为男

青年、女青年、男中年、女中年、

男老年、女老年等。从图表可看出

每年的变化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总体上男青年占比最大。人像应该

多练，画的时候不要挑模特，只有

多练才能应付变化多端的考题。

人物角度
素描人像考试中几乎所有

题目均有人物角度的要求，

常考的角度有正面、3/4 侧、

1/2 侧 和 正侧 面。3/4 侧 一

直以来都是最常考的角度，

近几年正面和正侧面的被

考几率有所增加。在日常练

习中，我们要在有所侧重的

情况下各种角度都练习到。

人物视角光源方向
素描人像考试的题目在视角和光源上一般不做要求，少数考试会限定画面人像的视角或

光源，如果考试要求允许，为了营造更有感染力的画面效果，在视角上尽可能地安排略仰

视或俯视，在光源方面最容易掌控的是顶光，其他如侧顶光、侧光等常见光源方向，在练

习中同样应练习纯熟，以应对考试中的不同要求，逆光、底光等非常特殊的光源方向，在

基础扎实之后再去挑战。

其他特殊要求
素描人像考试的题目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在表现手法上会限

定用线性或全因素素描表现，在工具上限定用铅笔或者炭笔，在画面内容上可能会考如少

数民族头饰人像、外国人等不常练习的人物形象，更有考动物这种特别颠覆性的头像考试。

平时练习中，在基础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前提下，可以尽量拓展练习内容的广度，对特别

的要求也都尝试一下，考试中遇到新颖的题目才不会乱了方寸。

—  用数据说话，先弄明白该画什么才能上好学校

人像考试中对于时间的要求是有区分的。一般考试时间都集中在 2.5

小时到 4 小时之间。整体来看，3 小时的考试时间占比最大。

人像考试中会提供不同尺寸的纸张，大部分都是 8 开和 4 开，所以

要提前有所准备。将纸张裁成不同尺寸进行练习，以免考试时构图

出现问题。还有纸张的粗糙程度有所不同，须多尝试不同的纸张，

以防考试不适应。

人像考试中部分学校对于构图会有所要求。一般竖构图居多，也有用方

形纸的考试，所以平时练习的时候就要进行不同构图的练习，多去主动

地组织经营画面。

考试时间

纸张尺寸

8k6k

16k
4k

构图要求

竖横

人物配饰道具
在人像考试的要求中，有时会有人物配饰道具的限定，常见的有眼镜、帽子、头饰、耳环、

耳机、围巾、衣服以及手上的各种饰品和手持的各种道具等等种类丰富的配饰道具。这就

需要在平时的训练中为应对不同的配饰和道具安排有针对性的训练。人物配饰道具的练

习要注意物品和人物如何结合得自然流畅，同时物品质感的刻画需要既生动有节奏，又不

能喧宾夺主。

内容主题
素描人像考题有：头像素描、胸像

素描、头像加道具素描、头像加手

素描、半身像带手素描这几类。在

这些细分里面，所有的都是以头

像为基础的（如右图所示）。从图

表中可清晰地看出头像仍然是占

据主导地位的，所以要求我们头像

一定要画好，而且还不能只画好头

像，其他不同主题也要跟上。各种

主题形式只要变换符合主题的道

具、姿势、构图，即可轻松地完成

主题转换，这是本书的编排思路

之一，也是非常推荐给考生们掌握

的应变方法。

人像 石膏像静物

2011年2012年

2014年

2010年
2013年

81.81%

82.95%

50%

77.78%

81.2%

画照片

写生

默写

2014

2010

2011

2012

2013

21.05%

20.8%

25%

15.18%

9.09%

22.11%

20.8%

29.17%

27.68%

33.64%

56.84%

58.4%

45.83%

57.14%

57.27%

2013

2011

2010

2014

2012

41.46%

33.33%

15.73%

17.65%

66.67%

9.76%

11.11%
2.25%

9.09%

43.9%

50%

29.21%

44.12%

2.44%

1.86%

26.97%

5.88%5.88%

3.03%

2.44%

3.7%

25.84%

26.47%

21.21%

正面 1/23/4 微侧 全侧
女青年 女中年 女老年

男中年 男老年男青年

2013

2011

2010

2014

2012

28.21% 7.69%11.54%
6.41%

43.59%
2.56%

23.68%
7.03%

39.47%
7.89%

16.67%
5.26%

28.13% 14.58%
2.08%

41.67%
5.21%

8.33%

15.05%12.9% 9.68%9.68%
9.68%

43.01%

21.7% 8.7%
1.09%

2.17%
58.74%

7.6%

2013

2011

2010

2014

2012

头像＋手胸像

头像 头像＋道具 半身像＋手

3.03% 1.51%

2.7%

3.08% 3.08%

65.15%
4.55%

20.63% 19.05%19.05% 18.25% 23.02%

60.52%
2.63%

10.53% 26.32%

5.4%
45.95%

5.41%
40.54%

56.9%
9.25%

27.69%

25.76%

我们统计了全国组织联考的 28 个省市自治区，33 所独立院校（包括九大美院）中有美术相关专业的，13 所参照艺术类院校，还有 211 工程院校中有美术相关专业的共 121 所院校近五年（2010
年至 2014 年）的考题。经过详细分析，将其整理分析成对考学有用的可视化数据，并充分参照这些数据进行编辑。以下数据涵盖联考和校考。

顶结 节（头顶最高点，被头发包裹，它是画短平发型的男生头顶中间会看到泛白头

皮的原因）、额结节（平缓的骨点突起，表现时不要太刻意，男生更明显）、颞 线（头

正面和顶面跟侧面的转折的重要标志，通常是明暗交界 线的一 部分）、颅 结 节（颅

骨 最 宽 处，决 定 头 型的方 或圆，重要 转 折 骨点）、眉弓（呈弓状 隆 起，外 表附 着眉

毛）、额 颧 突（额部正面和 侧面 转折的重要的骨点，眉毛 末 端的小突 起，与颞 线相

连）、颧骨（头像中最重要的骨骼，需 要深刻理 解 块面 转折和朝向）、颧弓（颧骨后

缘，面部最宽处，两侧颧弓宽度决定面颊形状，颧弓分割脸侧面的上下两倾斜面）、

齿 槽突（嘴正面和 侧面的转折点，长虎 牙或暴牙的模 特 一 般 都比 较 突出）、下颌 角

（头像的侧面和底面的重要转折点，侧面的重要骨点）、颏隆突（通常呈三角形）、

颏结节（男生较明显，颏结节距离决定下巴形状）、皱 眉肌（眼眶上檐，靠近眉心，

重要的表情肌）、眼轮匝肌（绕眼一周，控制眼部的表情，神态表 达的重要肌肉）、

咬 肌（头像侧面最发 达的肌肉之一，注 意它的起 始点和走 势，表现时要跟颧骨、颧

一、头像中对画面影响大的骨骼和结构

必须要了解的结构和比例知识
—想画好先画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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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尚结构通正面头骨骨点详图1

正面头像三庭五眼比例关系图5

掌尚结构通正面头部肌肉详图2

正面男青年的照片跟重要骨点和肌肉匹配图6

掌尚结构通正面头骨骨点详图3

侧面头像三庭五眼比例关系图7

掌尚结构通正面头部肌肉详图4

侧面男青年的照片跟重要骨点和肌肉匹配图8

三、男青年照片中重要骨点和肌肉结构的匹配

皱 眉肌（附着在眉弓上，很重要的表情肌）、眼轮匝肌（绕眼一周，控制眼睑表情，

神 态 表 达的重要元素）、咬 肌（头像 侧 面最 发 达的肌肉之一，表 现时要跟 颧骨、颧

弓和 下颌骨有肉和 骨的区分，注 意它的起 始点和 走 势）、口轮匝 肌（绕 嘴一周，注

意走势和形状，不是正椭圆）、喉结（脖子正面突起，男性特征）、胸锁乳突 肌和斜

方肌（发达的肌肉，它们和喉结让 脖子不再是单纯的圆柱体）。

艺用人体解剖相对医用解剖更加注重结构形状 特征的概括和形象 理解。在学习过

程中要努力训 练 这种图形化的形象 思 维，加强图形 概括 能力，绘 画过程中要 在 理

解的基础上做到灵活运用，切不可生搬硬套的概念化处 理。

二、“三庭五眼”的比例关系  

“三庭”是指从前额的发际线 到下巴底面，可以竖向分为三个等 份，上庭指发际到

眉弓，中庭指眉弓到鼻底，下庭指从鼻底到下巴底部。“五眼”是以一个眼为长度单位，

将脸的正面横向分为五等 份。两眼之间是一个眼的宽度，然后从外眼角至头部边缘，

又为一个眼的距离，加起 来 就 正 好 是 五个眼的宽 度，所以大家起稿画内眼角的时

候 宽度一定要 参照眼 宽和鼻翼宽度。此外，通常成 人的眼睛基 本处于头部 1/2 处，

儿童 眼 睛上 方则 会 略 长 于下方。还有关于耳朵的 位 置，耳朵的上 缘 通常在 眉弓与

眼 睛之间，下缘 通常与鼻底齐 平。（图 5 和图 7 是 正面和 侧面的角度，如果头部角

度和视角变换，那么透视“三庭五眼”的透视也会有相应变化）

绘画过程中要灵活地运用这些普 遍 规律，在头部角度和观察 视角产生变化时，“三

庭五眼”能够 随着 这些不同而产生变化，但 是 始 终 遵循着 近 大 远小的视觉 规律。

如 俯 视时“上 庭”“中庭”“下庭”不 再 是“三等 份”的 分布，而是 形成 从 上 至下，

由大到小的分布（“五眼”的视觉规律 亦是如此），但通常情况下模特的动态会使“三

庭五眼”都有透视变化，在绘画过程中要不断地注 意这些微 妙的透视变化。

弓和下颌骨有肉和骨的区分）、口轮匝肌（绕嘴一周，表 达时注 意肌肉走势）、喉结（脖

子正面突 起，男性明显特 征）、胸 锁 乳突 肌和 斜方肌（发 达的肌肉，它们和 喉 结 让

脖子不再是单纯的圆柱体）。

观 察 模 特的时 候，要首先看 这些重要的骨点和 肌肉，在普 遍 规律中找寻 每 个模 特

的特征，作画时要时刻注 意这些骨点和肌肉，将 这些 特征 适当地进行取舍和夸张，

让画面更加生动，不“死板概念”。

学习的过程中要 不 断 地 重 复记忆，另外告 诉 大 家一个比 较 实用的方法：每天睡觉

之前在 床 上摸 着自己的头，想着 这些结 构 知 识，熟 练记忆每 块 骨头的形 状比例和

特 征，了解每个面的朝向和始 终；同时 记住 肌肉的走向和形状 特 征，了解每块 肌肉

在头部的位 置和功能。然后将骨骼和肌肉连起 来 考虑在它们共同作用下所 形成的

头部结构，这样下来，一周的时间就能对头部的主要结构有个大致的了解。在绘画

过程中不 断 地将自己的记忆 和 理 解 在画面中认证，几 次 三番下来，结 构 知 识 就 能

了然于心了，祝大家早日掌握，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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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典半身像    绘画之前真诚地希望您能读一下      中国美术考试五年素描考题趋势分析    必须要了解的结构和比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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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要求
素描人像考题形式要求主要分为三大类：画照片、默写和写生。近几年考试画照片的省市

和院校递增趋势明显。这是因为考试画照片有它明显的优势：标准统一、可操作性强、省

人力物力，画照片的模式越来越受美术高考欢迎是大势所趋。平日练习中画照片的优势更

加突出，广泛、自由、可控、高效、低成本，受到广大教师学生的青睐，经过教学实践与考试

的检验，也充分说明了照片练习的重要性。真人写生和默写也需要勤加练习，这三种形式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考题类型
素描考试中通常分为人

像素描、静物素描和石

膏像素描三个基本大类。

从 面 积 图 中 很 容 易 看

出，人像在素描考 试中

始 终占主导 地位，我们

对于人像的练习要不断

加强。

注：另有关于考试的详细数据也会出现在每个篇章页上。
因“211 工程”级别以下院校较多承认联考成绩，所以以上统计数据暂未包含此部分学校；另因个别院校公布信息不全，所以以上信息会有 2% 左右误差，望谅解。

中国美术考试五年素描考题趋势分析

人物性别年龄
素描人像考试中绝大部分题目有

人物性别年龄的要求，可以分为男

青年、女青年、男中年、女中年、

男老年、女老年等。从图表可看出

每年的变化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总体上男青年占比最大。人像应该

多练，画的时候不要挑模特，只有

多练才能应付变化多端的考题。

人物角度
素描人像考试中几乎所有

题目均有人物角度的要求，

常考的角度有正面、3/4 侧、

1/2 侧 和 正侧 面。3/4 侧 一

直以来都是最常考的角度，

近几年正面和正侧面的被

考几率有所增加。在日常练

习中，我们要在有所侧重的

情况下各种角度都练习到。

人物视角光源方向
素描人像考试的题目在视角和光源上一般不做要求，少数考试会限定画面人像的视角或

光源，如果考试要求允许，为了营造更有感染力的画面效果，在视角上尽可能地安排略仰

视或俯视，在光源方面最容易掌控的是顶光，其他如侧顶光、侧光等常见光源方向，在练

习中同样应练习纯熟，以应对考试中的不同要求，逆光、底光等非常特殊的光源方向，在

基础扎实之后再去挑战。

其他特殊要求
素描人像考试的题目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在表现手法上会限

定用线性或全因素素描表现，在工具上限定用铅笔或者炭笔，在画面内容上可能会考如少

数民族头饰人像、外国人等不常练习的人物形象，更有考动物这种特别颠覆性的头像考试。

平时练习中，在基础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前提下，可以尽量拓展练习内容的广度，对特别

的要求也都尝试一下，考试中遇到新颖的题目才不会乱了方寸。

—  用数据说话，先弄明白该画什么才能上好学校

人像考试中对于时间的要求是有区分的。一般考试时间都集中在 2.5

小时到 4 小时之间。整体来看，3 小时的考试时间占比最大。

人像考试中会提供不同尺寸的纸张，大部分都是 8 开和 4 开，所以

要提前有所准备。将纸张裁成不同尺寸进行练习，以免考试时构图

出现问题。还有纸张的粗糙程度有所不同，须多尝试不同的纸张，

以防考试不适应。

人像考试中部分学校对于构图会有所要求。一般竖构图居多，也有用方

形纸的考试，所以平时练习的时候就要进行不同构图的练习，多去主动

地组织经营画面。

考试时间

纸张尺寸

8k6k

16k
4k

构图要求

竖横

人物配饰道具
在人像考试的要求中，有时会有人物配饰道具的限定，常见的有眼镜、帽子、头饰、耳环、

耳机、围巾、衣服以及手上的各种饰品和手持的各种道具等等种类丰富的配饰道具。这就

需要在平时的训练中为应对不同的配饰和道具安排有针对性的训练。人物配饰道具的练

习要注意物品和人物如何结合得自然流畅，同时物品质感的刻画需要既生动有节奏，又不

能喧宾夺主。

内容主题
素描人像考题有：头像素描、胸像

素描、头像加道具素描、头像加手

素描、半身像带手素描这几类。在

这些细分里面，所有的都是以头

像为基础的（如右图所示）。从图

表中可清晰地看出头像仍然是占

据主导地位的，所以要求我们头像

一定要画好，而且还不能只画好头

像，其他不同主题也要跟上。各种

主题形式只要变换符合主题的道

具、姿势、构图，即可轻松地完成

主题转换，这是本书的编排思路

之一，也是非常推荐给考生们掌握

的应变方法。

人像 石膏像静物

2011年2012年

2014年

2010年
2013年

81.81%

82.95%

50%

77.78%

81.2%

画照片

写生

默写

2014

2010

2011

2012

2013

21.05%

20.8%

25%

15.18%

9.09%

22.11%

20.8%

29.17%

27.68%

33.64%

56.84%

58.4%

45.83%

57.14%

57.27%

2013

2011

2010

2014

2012

41.46%

33.33%

15.73%

17.65%

66.67%

9.76%

11.11%
2.25%

9.09%

43.9%

50%

29.21%

44.12%

2.44%

1.86%

26.97%

5.88%5.88%

3.03%

2.44%

3.7%

25.84%

26.47%

21.21%

正面 1/23/4 微侧 全侧
女青年 女中年 女老年

男中年 男老年男青年

2013

2011

2010

2014

2012

28.21% 7.69%11.54%
6.41%

43.59%
2.56%

23.68%
7.03%

39.47%
7.89%

16.67%
5.26%

28.13% 14.58%
2.08%

41.67%
5.21%

8.33%

15.05%12.9% 9.68%9.68%
9.68%

43.01%

21.7% 8.7%
1.09%

2.17%
58.74%

7.6%

2013

2011

2010

2014

2012

头像＋手胸像

头像 头像＋道具 半身像＋手

3.03% 1.51%

2.7%

3.08% 3.08%

65.15%
4.55%

20.63% 19.05%19.05% 18.25% 23.02%

60.52%
2.63%

10.53% 26.32%

5.4%
45.95%

5.41%
40.54%

56.9%
9.25%

27.69%

25.76%

我们统计了全国组织联考的 28 个省市自治区，33 所独立院校（包括九大美院）中有美术相关专业的，13 所参照艺术类院校，还有 211 工程院校中有美术相关专业的共 121 所院校近五年（2010
年至 2014 年）的考题。经过详细分析，将其整理分析成对考学有用的可视化数据，并充分参照这些数据进行编辑。以下数据涵盖联考和校考。

顶结 节（头顶最高点，被头发包裹，它是画短平发型的男生头顶中间会看到泛白头

皮的原因）、额结节（平缓的骨点突起，表现时不要太刻意，男生更明显）、颞 线（头

正面和顶面跟侧面的转折的重要标志，通常是明暗交界 线的一 部分）、颅 结 节（颅

骨 最 宽 处，决 定 头 型的方 或圆，重要 转 折 骨点）、眉弓（呈弓状 隆 起，外 表附 着眉

毛）、额 颧 突（额部正面和 侧面 转折的重要的骨点，眉毛 末 端的小突 起，与颞 线相

连）、颧骨（头像中最重要的骨骼，需 要深刻理 解 块面 转折和朝向）、颧弓（颧骨后

缘，面部最宽处，两侧颧弓宽度决定面颊形状，颧弓分割脸侧面的上下两倾斜面）、

齿 槽突（嘴正面和 侧面的转折点，长虎 牙或暴牙的模 特 一 般 都比 较 突出）、下颌 角

（头像的侧面和底面的重要转折点，侧面的重要骨点）、颏隆突（通常呈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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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像中对画面影响大的骨骼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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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尚结构通正面头骨骨点详图1

正面头像三庭五眼比例关系图5

掌尚结构通正面头部肌肉详图2

正面男青年的照片跟重要骨点和肌肉匹配图6

掌尚结构通正面头骨骨点详图3

侧面头像三庭五眼比例关系图7

掌尚结构通正面头部肌肉详图4

侧面男青年的照片跟重要骨点和肌肉匹配图8

三、男青年照片中重要骨点和肌肉结构的匹配

皱 眉肌（附着在眉弓上，很重要的表情肌）、眼轮匝肌（绕眼一周，控制眼睑表情，

神 态 表 达的重要元素）、咬 肌（头像 侧 面最 发 达的肌肉之一，表 现时要跟 颧骨、颧

弓和 下颌骨有肉和 骨的区分，注 意它的起 始点和 走 势）、口轮匝 肌（绕 嘴一周，注

意走势和形状，不是正椭圆）、喉结（脖子正面突起，男性特征）、胸锁乳突 肌和斜

方肌（发达的肌肉，它们和喉结让 脖子不再是单纯的圆柱体）。

艺用人体解剖相对医用解剖更加注重结构形状 特征的概括和形象 理解。在学习过

程中要努力训 练 这种图形化的形象 思 维，加强图形 概括 能力，绘 画过程中要 在 理

解的基础上做到灵活运用，切不可生搬硬套的概念化处 理。

二、“三庭五眼”的比例关系  

“三庭”是指从前额的发际线 到下巴底面，可以竖向分为三个等 份，上庭指发际到

眉弓，中庭指眉弓到鼻底，下庭指从鼻底到下巴底部。“五眼”是以一个眼为长度单位，

将脸的正面横向分为五等 份。两眼之间是一个眼的宽度，然后从外眼角至头部边缘，

又为一个眼的距离，加起 来 就 正 好 是 五个眼的宽 度，所以大家起稿画内眼角的时

候 宽度一定要 参照眼 宽和鼻翼宽度。此外，通常成 人的眼睛基 本处于头部 1/2 处，

儿童 眼 睛上 方则 会 略 长 于下方。还有关于耳朵的 位 置，耳朵的上 缘 通常在 眉弓与

眼 睛之间，下缘 通常与鼻底齐 平。（图 5 和图 7 是 正面和 侧面的角度，如果头部角

度和视角变换，那么透视“三庭五眼”的透视也会有相应变化）

绘画过程中要灵活地运用这些普 遍 规律，在头部角度和观察 视角产生变化时，“三

庭五眼”能够 随着 这些不同而产生变化，但 是 始 终 遵循着 近 大 远小的视觉 规律。

如 俯 视时“上 庭”“中庭”“下庭”不 再 是“三等 份”的 分布，而是 形成 从 上 至下，

由大到小的分布（“五眼”的视觉规律 亦是如此），但通常情况下模特的动态会使“三

庭五眼”都有透视变化，在绘画过程中要不断地注 意这些微 妙的透视变化。

弓和下颌骨有肉和骨的区分）、口轮匝肌（绕嘴一周，表 达时注 意肌肉走势）、喉结（脖

子正面突 起，男性明显特 征）、胸 锁 乳突 肌和 斜方肌（发 达的肌肉，它们和 喉 结 让

脖子不再是单纯的圆柱体）。

观 察 模 特的时 候，要首先看 这些重要的骨点和 肌肉，在普 遍 规律中找寻 每 个模 特

的特征，作画时要时刻注 意这些骨点和肌肉，将 这些 特征 适当地进行取舍和夸张，

让画面更加生动，不“死板概念”。

学习的过程中要 不 断 地 重 复记忆，另外告 诉 大 家一个比 较 实用的方法：每天睡觉

之前在 床 上摸 着自己的头，想着 这些结 构 知 识，熟 练记忆每 块 骨头的形 状比例和

特 征，了解每个面的朝向和始 终；同时 记住 肌肉的走向和形状 特 征，了解每块 肌肉

在头部的位 置和功能。然后将骨骼和肌肉连起 来 考虑在它们共同作用下所 形成的

头部结构，这样下来，一周的时间就能对头部的主要结构有个大致的了解。在绘画

过程中不 断 地将自己的记忆 和 理 解 在画面中认证，几 次 三番下来，结 构 知 识 就 能

了然于心了，祝大家早日掌握，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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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男青年体格健壮，给人阳刚坚毅的感觉。面部棱角分明，结构非常明确，整个身体

的体量感很足，黑色的裤子，深灰的衣服和亮灰的皮肤对比非常明显。模特的动态比较

简单，也比较常见，画面的光感明确。

头骨肌肉结构（如图 8） 
男青年结构明确转折刚硬，男青年面部肌肉都要比女青年发达，尤其是咬肌和口轮匝肌

特别突出，身体和胳膊都比较粗壮，手指较粗，总体上男性模特的体块转折比女性模特

要更加强烈。

体块穿插（如图 9）

头颈肩关系准确是画好半身像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头颈肩关系决定了整个模特的动

态，表现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空间体积意识，才能把半身像的立体感表现到位，明确各部

分关键性的转折，交界线往往在转折处出现。

黑白灰层次（如图 10）

素描半身像的绘画根本上来讲是用黑白灰关系在平面载体上表现立体形象，对黑白灰

层次的把握是核心，也是处理好画面节奏的主要因素。这幅范画中作者有意突出头部和

手部，对于衣服的处理采用了一种很放松的线性表现方式，画面生动，节奏控制得很好。

男青年半身像

Young man

男

从照片到范画，手把手练好
半身像
数位高手，独家绝技，小试牛刀

1. 整体观察模特形象和动态特征，定好各

个部分的位置，特别是头、肩膀、手的位置

关系，然后用长线将模特大的轮廓特征表

现出来。

3. 确定画面的光源，将模特受光与背光面

区分出来，这个过程不需要太详细，不要拘

泥于细节，抓住大的感觉，保持住对模特的

新鲜感。

5. 深入刻画的时候一定要整体进行，半身

像和头像不同，不能仅仅突出头部而忽略

其他部分，手、衣服以及整个身体的厚度

都要表现好，注意画手的时候不要一根根

地去画，要分体块去表现。

6. 在深入的过程中注意细节的把握和质

感的区分，如牛仔服的质感较为硬朗，要

和裤子、皮肤柔软的质感区分开。深入到

一定程度后要及时调整画面大关系，不要

因为刻画丢掉整体的关系。

4. 进一步明确画面的黑白灰关系，将衣服、裤

子、头发等重颜色明确出来，注意在表现衣纹

的时候要学会取舍， 留住那些表现动态的大

衣纹，去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衣纹。

2. 进一步深入画面各部分的结构特征，半身

像中要特别注意头颈肩的关系，注意找准画

面的透视，将五官、衣领、胳膊、手等的形体

特征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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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的处理一定要细致一些，毕

竟头部是整幅画面最精彩的部分。

但是不必像素描头像那样面面俱

到，一些特别小的细节可以忽略

不计。

脖子、衣领和肩膀是半身像中很

关键的部分，做好三者之间的穿

插关系，才能表现出整个肩部的

厚度，让整个人物身体鼓起来。

衣服不必处理得特别细致，交代

出明暗关系后 稍 微 地 表现一下

衣服的质感即可，像扣子这种小

的细节主要起丰富画面的作用。

手的处理是关键，画半身像之前

要对手有专门的训练，理解好手

的体块和结构，表现的时候应先

将其体积表现好，再具体地去表

现手的细节，但由于手部离光源

较远，所以一定不要画得特别亮，

让它灰下来，否则就会太抢眼。

裤子到臀 部之间的空间感

非常重要，能够反映画面的

纵深距离。但裤子不必过多

地去强调，将其体感表现好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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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典半身像    绘画之前真诚地希望您能读一下      从照片到范画，手把手练好半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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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骨肌肉结构（如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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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出来，这个过程不需要太详细，不要拘

泥于细节，抓住大的感觉，保持住对模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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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深入刻画的时候一定要整体进行，半身

像和头像不同，不能仅仅突出头部而忽略

其他部分，手、衣服以及整个身体的厚度

都要表现好，注意画手的时候不要一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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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区分，如牛仔服的质感较为硬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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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物头像中最具传神且重点刻画塑造的部位。

上下眼睑包裹着眼球的虚实转折及明暗关系，与处理几何球体的手

法类似。眼球的塑造首先要将其当作球形玻璃体，在注意大的亮部、

暗部、灰部的前提下，切忌将瞳孔刻画成死黑，眼白部分同样如此寻

找丰富的细节，使之具备一定的质感。注意上眼皮、下眼皮的厚度和

虚实转折穿插关系，仔细观察方圆、深浅和虚实的变化，同时要深刻

理解这些穿插关系在头部位置转动时所发生的微妙变化。

对于五官来说，总结起来就是下面两点：
1. 刻画眼部时一定要建立在形体上，也就是说要能将表面的这些细节附着在形体上

来进行刻画，这当然也包括要掌握形体归纳的本领和对头部骨骼与肌肉的研究。 

2. 运用前后的空间意识，将靠前的部分往前深入刻画，加强黑白对比，尽量清晰体

块的边缘，再将远处和暗部在来龙去脉交代清楚的前提下适当的虚下去。掌握了以

上两点，基本就领会了刻画的精髓了。

中 线 

灰面

亮面

重色

浅灰

灰面

反光

反光 背光

亮
面

明暗交界线

高
光

高光

重
灰

浅灰

亮面 浅灰

反
光

注 意 眉 弓 与 鼻

子的上下落差、

鼻 梁 的 上下 起

伏 以 及 翘 起 的

鼻 头 所 形 成 的

正 面 微 妙 的 明

暗 变 化，不 要

将鼻子的正面画成一个简单的平

面。还需注 意鼻头与鼻梁 之间高

光的强弱和 形状的不同，其 次鼻

子左右两侧的明暗要注意深浅的

区分，并且 拉 开与鼻 底 的 深 浅 关

系，这样便 可建 立鼻子大的黑白

灰关系。鼻头的塑造注 意明暗交

界 线的表现和高光的形状，鼻孔

一定 要敢于虚 下去，使 其包含在

一个整体的暗 部中，鼻底下方的

投影注意近实远虚以及形状上的

变化。

交界线

受光面

反光
投影

重掐嘴唇底面边缘
中间透明
轻掐颌唇沟

犬
齿

隆
凸

是
口

轮
匝

肌
形

体
转

折
的

关
键

重

圆

中
线

浅立
面
灰

立
面
灰

顶面亮

底面暗

侧
面
灰

远处侧面重灰

虚浅

圆
实

重

实重

受光面

交界线

斜侧面亮
立面灰

高光 亮面

上唇阴影
口裂

反光圆虚浅

正
面
亮

嘴唇的塑造一定要附着在口轮匝肌这块大的形体上，注意嘴角处

上嘴唇边线和交界线之间的穿插关系，不要过于强调嘴的边缘线。

注意嘴唇体块之间的上下穿插层次关系，可利用上嘴唇投到下嘴

唇的投影，很 好地加强嘴部的形体和空间，投影随着嘴唇的起伏

有着微妙的深浅、方圆和虚实等变化。

耳 朵 在一 般 角度

中并 不 是 处 于 画

面 的 中 心 位 置，

但 仍 需 要 充分 的

重 视，可 利 用 耳

朵 虚 实 关 系，将

整 个 头 部 的 虚 实

空间 关 系 带 到 一

个 新 的 层 次。耳

朵 内 外 形 的 方 圆

关 系，需 具 体 问

题具体分析，不可

概念和模糊化。

顶面

耳舟

对耳轮上脚

三角窝

对耳轮下脚 耳轮

对耳轮

斜侧面
立面

亮
面

虚

耳道

耳垂

对耳屏

耳屏

暗
面反光

反
光

交
界

线

灰
面

高
光

亮光

交
界

线

额结节

犬齿隆突

颏隆突

颧结节

额骨隆突

正侧面分界
交界线

头顶额头分界
交界线

侧面中部
交界线

咬肌
纵向
交界线

咬肌
口轮匝肌
横向
交界线

犬突交界线颧骨
底面
交界线

颧骨弓
交界线

颧骨额突

颌骨颧突

嘴角

面部明暗交界线是表现面部体积

的最重要因素。 描绘交界线时要

做到明确、清晰、生动。明确肯定

地顺着骨骼肌肉结构的起伏来表

现面部交界线，这就首先需要将

头部骨骼肌肉结构系统地了解清

楚，没有结构体 积意识，只能是

含糊地抄着表面的调子；交界线

表现一定要清晰，除了心中有数

画的肯定之外，还要适当主观强

调，让体积感和光影效果都更加强

烈，前后虚实空间拉得更开；在明

确和清晰地表现面部交界线的同

时，也要注意交界线的生动，不能

画得太死，作为面部最重要的调

子，既要处理好节奏变化，又需要

画得透气些，如颧骨上的交界线

往往会对比更加强烈，颞骨和额

骨衔接处的交界线则相对较弱一

些。

耳
Ear

鼻
Nose

嘴
Mouth

眼
Eye

头部细节详解
深入分析，逐个击破

把不同模特的特征运用到每次作画过程中。
1. 黑眼珠和瞳孔要区分开，注意高光的位置、大小。

2. 仔细观察眼皮从左到右的虚实变化，要特别注意整个眼球体积的表现。要找到眼球

上、下、左、右四个点在什么位置，不要盲目地只是画眼线，还应注意其周围的联系，包

括上点和眉弓、下点和颧骨、左点和颞线、右点和鼻根。

3. 上眼皮在下眼皮的前面，整个下眼袋不要太亮。 下眼袋结构是一个“3”的形状，

上下左右要鼓起来，眼球大体分为左、中、右三个大面，左右要往后去，中间要往前来，

这样球体的感觉才能出来。

4. 眉毛边缘通常都有一条很窄的明暗交界线，要使形体尽量往后转，并且让这条明暗

交界线一直延伸到上下眼皮。

交界线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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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物头像中最具传神且重点刻画塑造的部位。

上下眼睑包裹着眼球的虚实转折及明暗关系，与处理几何球体的手

法类似。眼球的塑造首先要将其当作球形玻璃体，在注意大的亮部、

暗部、灰部的前提下，切忌将瞳孔刻画成死黑，眼白部分同样如此寻

找丰富的细节，使之具备一定的质感。注意上眼皮、下眼皮的厚度和

虚实转折穿插关系，仔细观察方圆、深浅和虚实的变化，同时要深刻

理解这些穿插关系在头部位置转动时所发生的微妙变化。

对于五官来说，总结起来就是下面两点：
1. 刻画眼部时一定要建立在形体上，也就是说要能将表面的这些细节附着在形体上

来进行刻画，这当然也包括要掌握形体归纳的本领和对头部骨骼与肌肉的研究。 

2. 运用前后的空间意识，将靠前的部分往前深入刻画，加强黑白对比，尽量清晰体

块的边缘，再将远处和暗部在来龙去脉交代清楚的前提下适当的虚下去。掌握了以

上两点，基本就领会了刻画的精髓了。

中 线 

灰面

亮面

重色

浅灰

灰面

反光

反光 背光

亮
面

明暗交界线

高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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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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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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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眉 弓 与 鼻

子的上下落差、

鼻 梁 的 上下 起

伏 以 及 翘 起 的

鼻 头 所 形 成 的

正 面 微 妙 的 明

暗 变 化，不 要

将鼻子的正面画成一个简单的平

面。还需注 意鼻头与鼻梁 之间高

光的强弱和 形状的不同，其 次鼻

子左右两侧的明暗要注意深浅的

区分，并且 拉 开与鼻 底 的 深 浅 关

系，这样便 可建 立鼻子大的黑白

灰关系。鼻头的塑造注 意明暗交

界 线的表现和高光的形状，鼻孔

一定 要敢于虚 下去，使 其包含在

一个整体的暗 部中，鼻底下方的

投影注意近实远虚以及形状上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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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唇的塑造一定要附着在口轮匝肌这块大的形体上，注意嘴角处

上嘴唇边线和交界线之间的穿插关系，不要过于强调嘴的边缘线。

注意嘴唇体块之间的上下穿插层次关系，可利用上嘴唇投到下嘴

唇的投影，很 好地加强嘴部的形体和空间，投影随着嘴唇的起伏

有着微妙的深浅、方圆和虚实等变化。

耳 朵 在一 般 角度

中并 不 是 处 于 画

面 的 中 心 位 置，

但 仍 需 要 充分 的

重 视，可 利 用 耳

朵 虚 实 关 系，将

整 个 头 部 的 虚 实

空间 关 系 带 到 一

个 新 的 层 次。耳

朵 内 外 形 的 方 圆

关 系，需 具 体 问

题具体分析，不可

概念和模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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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明暗交界线是表现面部体积

的最重要因素。 描绘交界线时要

做到明确、清晰、生动。明确肯定

地顺着骨骼肌肉结构的起伏来表

现面部交界线，这就首先需要将

头部骨骼肌肉结构系统地了解清

楚，没有结构体 积意识，只能是

含糊地抄着表面的调子；交界线

表现一定要清晰，除了心中有数

画的肯定之外，还要适当主观强

调，让体积感和光影效果都更加强

烈，前后虚实空间拉得更开；在明

确和清晰地表现面部交界线的同

时，也要注意交界线的生动，不能

画得太死，作为面部最重要的调

子，既要处理好节奏变化，又需要

画得透气些，如颧骨上的交界线

往往会对比更加强烈，颞骨和额

骨衔接处的交界线则相对较弱一

些。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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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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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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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

头部细节详解
深入分析，逐个击破

把不同模特的特征运用到每次作画过程中。
1. 黑眼珠和瞳孔要区分开，注意高光的位置、大小。

2. 仔细观察眼皮从左到右的虚实变化，要特别注意整个眼球体积的表现。要找到眼球

上、下、左、右四个点在什么位置，不要盲目地只是画眼线，还应注意其周围的联系，包

括上点和眉弓、下点和颧骨、左点和颞线、右点和鼻根。

3. 上眼皮在下眼皮的前面，整个下眼袋不要太亮。 下眼袋结构是一个“3”的形状，

上下左右要鼓起来，眼球大体分为左、中、右三个大面，左右要往后去，中间要往前来，

这样球体的感觉才能出来。

4. 眉毛边缘通常都有一条很窄的明暗交界线，要使形体尽量往后转，并且让这条明暗

交界线一直延伸到上下眼皮。

交界线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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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由手腕、手背、手掌和手指组成。首先要抓住整个手的动态特征，切忌一根一根描画

手指。大家可将手看成几何体进行概括，由整入零，逐步完成。注意手臂、手腕的扭动

关系，手的握、提、抓、展开等动作，这些都能很好地加强手的“表情”。在考试中最常

出现的一些手的基本动作有自然下垂与平放、抓握、拿笔、拿筷子等，只有先牢牢掌握

了这些最常考的基本动作，才能在考试中游刃有余。画手须将手的大形和细微的起伏

变化画准，然后在关节处辅助以少许的明暗。同时需要注意掌指和指间关节所形成的

弧度，准确画出这种弧形，可增强手的体感。大家须注意用笔力量的强弱变化和线条

颜色深浅粗细的控制，每根手指的强弱虚实都富有丰富的节奏变化。还有，如果画面

中同时出现两个手，那画的时候尽量不要平均用力，分清主次关系，为画面空间关系的

营造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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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系数： 难度系数：

这位男青年五官特点明显，相
貌也很端正，扮演了一位工人，
具有劳动人民的力量感，有一
种勇敢、坚毅的气质。

军人的形象一般都高大威武，
神圣而不可侵犯，非常适合用
仰视的角度来表现。这位模特
浓眉大眼，神气十足，非常好
地展现出军人的飒爽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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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形象一般都高大威武，
神圣而不可侵犯，非常适合用
仰视的角度来表现。这位模特
浓眉大眼，神气十足，非常好
地展现出军人的飒爽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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