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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果

3 . 范 画 步 骤 ：

步 骤 一 ： 先 用 直 线 切 出 苹 果 的 大 形 态 ， 用 笔 要

轻 ， 确 保 改 动 时 可 以 不 会 留 下 痕 迹 。

步 骤 二 ： 根 据 苹 果 的 形 体 结 构 和 光 源 方 向 ， 找

出 明 暗 交 界 线 与 投 影 。

步 骤 三 ： 从 明 暗 交 界 线 着 手 画 ， 加 重 暗 部 ， 亮

面 也 轻 轻 过 渡 一 层 调 子 ， 加 强 黑 白 灰 关 系 。

步 骤 四 ： 深 入 塑 造 苹 果 ， 找 出 苹 果 黑 白 灰 的 微

妙 变 化 ， 为 了 画 面 的 统 一 ， 要 有 目 的 地 取 舍 。

完 成 稿 ： 调 整 画 面 ， 从 远 处 观 察 整 个 苹 果 的 黑

白 灰 关 系 、 前 后 关 系 、 主 次 关 系 是 否 统 一 。

1 . 结 构 形 态 ：

    苹 果 是 一 个 宁 方 勿 圆 的 物 体 ， 是 由 很 多 块

面 组 成 的 ， 要 是 一 开 始 就 把 苹 果 画 成 圆 球 , 这

样 不 利 于 我 们 对 苹 果 结 构 的 理 解 。

2 . 黑 白 灰 节 奏 ：

    如 右 图 所 示 ： 根 据 苹 果 的 光 影 与 结 构 分 出

黑 、 白 、 灰 、 反 光 四 个 面 ， 根 据 这 些 分 出 的 面

上 素 描 调 子 ， 苹 果 的 立 体 感 才 会 突 出 。

小 提 示 ：

     物 体 的 明 暗 是 自 身 结 构 形 态 、 质 地 、 光 影 和 环 境 色 综 合 影 响 的 因

素 ， 使 得 视 觉 上 产 生 亮 面 、 暗 面 、 反 光 面 以 及 阴 影 等 变 化 。 要 处 理 好

物 体 的 明 暗 关 系 也 要 根 据 以 上 的 因 素 逐 一 突 破 。单体的明暗处理

实物照 步骤二

完成稿步骤四

步骤一

步骤三

灰黑

反 光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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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范 画 步 骤 ：

步 骤 一 ： 根 据 照 片 给 出 的 物 体 ， 用 短 直 线 切 出

物 体 的 外 轮 廓 ， 然 后 找 出 物 体 的 相 应 结 构 线 和

番 茄 的 蒂 叶 ， 线 条 要 轻 不 能 过 重 。

步 骤 二 ： 找 准 番 茄 的 结 构 后 ， 根 据 光 源 方 向 找

出 物 体 的 明 暗 交 界 线 以 及 投 影 位 置 。

步 骤 三 ： 从 明 暗 交 界 线 开 始 ，加 重 明 暗 交 界 线 ，

用 笔 的 侧 锋 画 出 暗 部 、 亮 部 与 阴 影 ， 要 分 出 各

个 面 的 黑 白 灰 层 次 。

步 骤 四 ： 深 入 刻 画 番 茄 的 细 节 ， 找 出 黑 白 灰 的

微 妙 变 化 ， 受 到 环 境 色 、 光 源 和 自 身 质 感 与 结

构 的 影 响 ， 物 体 产 生 了 高 光 、 反 光 以 及 凹 凸 产

生 的 折 射 光 点 ， 注 意 统 一 、 归 纳 。

完 成 稿 ： 整 体 调 整 画 面 的 空 间 与 黑 白 灰 关 系 。

1 . 结 构 形 态 ：

    番 茄 一 般 由 五 个 类 球 状 的 瓣 组 合 而 成 ， 带 有

一 定 的 块 面 和 凹 凸 ， 因 此 在 画 的 时 候 线 条 不 能

过 于 圆 ， 可 用 直 线 切 出 番 茄 的 外 形 。

2 . 黑 白 灰 节 奏 ：

    观 察 右 图 中 的 黑 白 灰 实 图 ， 番 茄 的 光 源 为 顶

侧 光 ， 白 与 灰 都 比 较 集 中 于 番 茄 的 上 半 部 分 ，

暗 面 面 积 较 大 。 因 番 茄 的 表 面 具 有 凹 凸 起 伏 ，

产 生 了 多 个 高 光 ， 画 时 突 出 一 个 高 光 就 可 以 。

二 蔬菜

白

黑

反 光

灰

实物照 步骤二

完成稿步骤四

步骤一

步骤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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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范 画 步 骤 ：

步 骤 一 ： 用 短 直 线 找 准 罐 子 的 形 体 结 构 。

步 骤 二 ： 找 出 罐 子 的 明 暗 交 界 线 、 投 影 ， 接 着

分 出 罐 子 大 体 的 黑 白 灰 。

步 骤 三 ： 深 入 刻 画 罐 子 的 黑 白 灰 的 微 妙 变 化 。

完 成 稿 ： 统 一 调 整 罐 子 的 高 光 与 整 体 黑 白 灰 。

1 . 黑 白 灰 节 奏 ：

    上 釉 罐 子 的 表

面 光 滑 ， 因 此 反 光

点 比 较 多 ， 要 分 析

罐 子 的 黑 白 灰 要 根

据 其 形 体 入 手 。 分

出 大 体 的 黑 白 灰

后 ， 再 感 觉 虚 实 关

系 处 理 表 面 反 光 。

2 . 范 画 步 骤 ：

步 骤 一 ： 找 准 铝 饭 盒 的 形 态 ， 找 出 光 影 关 系 。

步 骤 二 ： 从 明 暗 交 界 线 开 始 找 出 黑 白 灰 面 。

步 骤 三 ： 用 纸 巾 擦 一 遍 ， 区 分 出 黑 白 灰 关 系 。

完 成 稿 ： 留 出 高 光 位 置 ， 深 入 刻 画 铝 饭 盒 的 细

节 ， 表 现 质 感 。

1 . 黑 白 灰 节 奏 ：

    铝 的 材 质 偏

白 ， 因 此 黑 白 灰 并

不 明 显 。 但 是 再 小

的 黑 白 灰 在 画 面 中

还 是 要 表 现 出 来 。

我 们 可 以 根 据 圆 柱

体 对 铝 饭 盒 的 黑 白

灰 进 行 概 括 。

三 器皿

实物照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完成稿

实物照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完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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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范 画 步 骤 ：

步 骤 一 ： 用 线 勾 出 杯 子 的 形 态 和 投 影 线 。

步 骤 二 ： 根 据 黑 白 灰 和 光 影 关 系 用 线 排 出 。

步 骤 三 ： 用 纸 巾 或 擦 笔 擦 杯 子 ，加 强 转 折 部 位 ，

用 橡 皮 擦 出 高 光 位 置 。

完 成 稿 ： 深 入 刻 画 玻 璃 的 细 节 ， 找 出 透 明 玻 璃

产 生 的 黑 白 灰 与 高 光 的 微 妙 变 化 。

2 . 范 画 步 骤 ：

步 骤 一 ： 用 线 定 出 矿 泉 水 瓶 高 度 与 宽 度 ， 再 把

矿 泉 水 瓶 的 形 体 塑 造 准 确 。

步 骤 二 ： 顺 着 矿 泉 水 瓶 的 结 构 排 线 ， 找 出 黑 白

灰 块 面 与 投 影 。

步 骤 三 ： 用 纸 巾 擦 一 遍 ， 再 用 橡 皮 找 出 反 光 。

完 成 稿 ： 深 入 塑 造 细 节 和 质 感 。

1 . 黑 白 灰 节 奏 ：

    图 中 玻 璃 杯 为

左 侧 光 ， 因 玻 璃 器

具 有 透 明 性 ， 反 光

也 很 强 ， 形 成 了 很

多 不 规 则 的 反 光

点 ， 往 往 转 折 的 地

方 比 较 暗 ， 底 部 有

明 显 的 反 光 。

1 . 黑 白 灰 节 奏 ：

    塑 料 与 玻 璃 的

材 质 比 较 像 ， 透

明 、 反 光 点 比 较

多 。 塑 料 在 光 照 下

两 边 颜 色 较 重 ， 中

间 颜 色 浅 ， 上 半 部

分 颜 色 轻 ， 下 半 部

分 颜 色 重 。

实物照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完成稿

实物照

步骤一

完成稿

步骤二 步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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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范 画 步 骤 ：

步 骤 一 ： 用 短 直 线 勾 画 出 玫 瑰 花 的 大 形 态 ， 稍

微 带 出 一 些 阴 影 。

步 骤 二 ： 根 据 光 线 与 玫 瑰 花 的 结 构 ， 找 出 明 暗

交 界 线 ， 然 后 找 出 玫 瑰 花 的 黑 白 灰 。

步 骤 三 ： 用 纸 巾 把 画 面 擦 一 遍 ， 注 意 轻 重 ， 不

要 把 画 面 颜 色 抹 成 一 样 的 了 。

步 骤 四 ： 从 明 暗 交 界 线 开 始 ， 深 入 塑 造 玫 瑰 花

的 细 节 ， 注 意 黑 白 灰 关 系 、 虚 实 关 系 。

完 成 稿 ： 统 一 调 整 画 面 ， 主 要 突 出 花 朵 部 分 ，

对 于 抢 了 主 体 物 的 部 分 要 适 当 减 弱 。

1 . 结 构 形 态 ：

    花 朵 的 结 构 虽 然 看 起 来 很 不 规 则 ， 我 们 可 以

将 花 朵 比 作 球 体 ，围 绕 着 球 体 花 瓣 往 里 收 进 去 。

花 径 是 有 弧 度 的 圆 柱 体 ， 带 有 小 刺 。

2 . 黑 白 灰 节 奏 ：

    这 支 玫 瑰 花 的 明 暗 主 要 体 现 在 花 朵 上 ， 因 为

花 瓣 的 重 叠 和 卷 曲 导 致 出 现 很 多 暗 面 与 亮 面 ，

这 时 就 要 先 根 据 明 暗 关 系 表 现 圆 柱 体 ， 然 后 再

细 致 地 刻 画 出 花 瓣 的 形 状 。

四 花卉

实物照

步骤三 步骤四 完成稿

步骤一 步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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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范 画 步 骤 ：

步 骤 一 ： 用 直 线 勾 画 出 书 本 的 形 态 ， 要 注 意 透

视 的 准 确 。

步 骤 二 ： 根 据 光 线 分 出 黑 白 灰 三 个 大 块 面 。

步 骤 三 ： 用 纸 巾 把 黑 白 灰 面 擦 一 遍 ， 加 深 明 暗

交 界 线 。

步 骤 四 ： 观 察 照 片 找 出 书 本 的 细 节 进 行 刻 画 ，

字 体 的 处 理 、 纸 的 重 叠 处 理 。

完 成 稿：调 整 书 本 的 整 体 黑 白 灰 ，该 黑 的 黑 下 去 ，

该 亮 的 提 亮 。

1 . 结 构 形 态 ：

    观 察 右 图 ， 书 本 与 方 体 相 似 ， 面 与 面 之 间 转

折 非 常 明 显 ， 画 的 时 候 要 抓 准 方 体 的 透 视 。

2 . 黑 白 灰 节 奏 ：

    书 本 材 质 为 纸 ， 没 有 明 显 的 反 光 ， 观 察 右 边

的 黑 白 灰 图 ， 可 以 看 出 书 本 与 方 体 相 同 ， 黑 白

灰 相 当 明 显 ， 白 部 分 ， 因 为 是 立 面 直 接 受 光 所

以 显 得 亮 。 封 面 是 灰 部 分 ， 受 光 不 直 接 ， 但 在

绘 画 封 面 时 要 表 现 出 由 亮 到 暗 的 渐 变 效 果 。

五 文具

灰

白
黑

实物照

步骤三 步骤四 完成稿

步骤一 步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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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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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

骤
分

析
：

步
骤

一
：

定
出

物
体

在
画

面
上

的
大

体
位

置
，

要
求

物
体

在
整

体
画

面
中

要
上

紧

下
松

。
用

线
勾

勒
物

体
的

外
形

确
定

好
画

面
中

物
体

的
主

次
关

系
、

前
后

关
系

。

步
骤

二
：

根
据

物
体

结
构

与
光

影
关

系
找

出
物

体
的

明
暗

交
界

线
、

暗
面

以
及

投

影
，

先
用

直
线

根
据

结
构

整
齐

地
排

一
层

调
子

，
注

意
用

笔
一

定
要

轻
，

要
是

在

发
现

错
误

的
时

候
还

可
以

更
改

。

步
骤

三
：

把
画

面
整

体
用

纸
巾

擦
一

遍
，

细
小

的
地

方
可

以
用

小
手

指
，

以
免

把

画
面

细
节

抹
掉

。
然

后
加

重
暗

面
与

投
影

，
在

亮
面

上
轻

轻
上

一
层

调
子

。
在

排

线
的

时
候

注
意

线
条

排
放

均
匀

、
方

向
要

一
致

，
不

要
散

乱
无

节
奏

。

步
骤

四
：

完
成

大
的

整
体

画
面

后
，

开
始

局
部

刻
画

，
先

着
手

于
主

体
物

的
刻

画
，

刻
画

时
不

能
太

过
细

致
，

线
条

也
不

能
太

黑
太

重
。

主
体

物
后

就
紧

跟
着

离
主

体

比
较

近
的

物
体

的
刻

画
，

在
细

节
刻

画
的

时
候

，
要

时
时

刻
刻

关
注

画
面

整
体

效

果
，

保
证

画
面

的
统

一
。

步
骤

五
：

局
部

刻
画

完
毕

，
回

到
整

体
画

面
上

进
行

调
整

。
注

意
画

面
上

的
空

间

关
系

、
黑

白
灰

关
系

、
虚

实
关

系
是

否
到

位
。

2
.

范
画

步
骤

组
合

的
空

间
处

理
一

文
具

类
组

合

小
提

示
：

  
  

说
起

空
间

感
，

构
图

是
展

示
空

间
感

的
第

一
感

受
，

将
物

体
置

于
什

么
样

环
境

、
什

么
样

的
角

度
，

都
决

定
着

画
面

能
给

人
怎

样
的

第
一

感
受

。

当
然

除
了

构
图

外
，

画
面

调
子

也
对

空
间

起
着

决
定

性
的

作
用

，
画

面
中

的
虚

实
关

系
、

主
次

关
系

、
远

近
关

系
、

简
繁

对
比

等
的

刻
画

，
使

平

面
空

间
的

画
面

中
展

现
出

多
个

次
元

空
间

，
以

拉
开

画
面

的
空

间
感

。

A

C

D

B

F

E

1
.

画
面

空
间

特
点

讲
解

  
  

  
 图

纸
：

  
  

  
  

  
A

处
黑

板
上

的
贴

图
是

一
处

非
常

有
意

思
的

地
方

，
虽

然
是

一
张

薄
薄

的
小

纸
片

，
但

也
画

上
了

投
影

，
像

是
又

一
幅

优
秀

的
范

画
贴

在
黑

板
上

，
它

与

前
面

的
石

膏
产

生
了

遮
挡

关
系

，
形

成
了

前
后

的
空

间
感

。

A   
  

  
 黑

板
与

桌
面

交
界

处
：

  
  

  
  

  
B

处
的

黑
板

与
桌

面
交

界
处

使
用

了
比

较
微

妙
的

处
理

办
法

，
黑

板
落

于
桌

面
上

，
但

没
有

完
全

挡
住

桌
面

，
而

是
留

出
来

一
条

边
，

使
得

桌
面

在
黑

板

的
后

面
还

留
有

一
半

的
感

觉
，

从
而

增
加

了
画

面
的

空
间

感
。

B   
  

  
 石

膏
：

  
  

  
  

  
 画

面
上

的
一

叠
书

本
与

黑
板

是
有

一
定

距
离

的
，

而
C

处
的

石
膏

体
落

在
书

上
，

靠
在

黑
板

上
，

像
是

连
接

了
书

本
与

黑
板

之
间

的
空

间
距

离
。

石
膏

是

画
面

上
的

主
体

物
，

石
膏

体
为

鼻
子

部
分

结
构

复
杂

，
需

要
仔

细
刻

画
和

表
现

。

C   
  

  
 黑

板
刷

的
投

影
：

  
  

  
  

  
D

处
是

黑
板

刷
的

投
影

位
置

，
投

影
可

以
展

现
两

个
物

体
之

间
的

空
间

距
离

。
在

画
物

体
投

影
的

时
候

，
注

意
投

影
的

通
透

性
，

以
及

投
影

投
射

到
其

他

物
体

上
的

处
理

，
既

要
表

现
出

投
影

的
暗

面
，

也
要

展
现

出
物

体
本

有
的

质
感

。

D   
  

  
 橘

子
：

  
  

  
上

图
为

一
幅

四
边

形
构

图
的

静
物

，
橘

子
的

位
置

是
离

我
们

最
近

的
一

个
静

物
，

为
了

拉
开

空
间

距
离

和
遵

循
近

大
远

小
的

规
律

，
橘

子
的

比
例

可
以

适
当

画

大
一

些
。

E   
  

  
 桌

面
转

折
空

间
：

  
  

  
  

  
木

桌
的

转
折

面
因

处
于

背
光

面
，

F
这

一
面

比
较

暗
，

但
是

木
桌

的
纹

理
是

不
可

以
忽

略
的

，
观

察
上

图
可

以
发

现
，

暗
面

中
带

有
粗

糙
木

纹
的

反
光

面
，

还
有

桌
面

的
厚

度
都

可
以

分
辨

清
楚

。

F

实
物

照

步
骤

三

步
骤

四
步

骤
五

步
骤

一

步
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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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蔬菜类组合

A

B

C

D

      衬 布 的 阴 影 ：

     A 处 为 背 景 衬 布 的 阴 影 部 分 ， 这 一 处 是 表 现 空 间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阴 影 打 在 墙 壁 上 产 生 前 后 的 空 间 ， 仿 佛 前 面 这

组 静 物 要 从 画 面 中 跳 出 来 。

       桌 面 ：

      桌 面 表 现 空 间 感 的 方 法 有 ： 透 视 角 度 的 大 小 、 前 后 虚 实 的 刻 画 ， 复 合 式 台 面 的 表 现 等 等 。 这 幅 组 合 静 物 所 表 现 的

桌 面 是 以 前 后 虚 实 来 表 现 空 间 感 的 ，桌 面 前 面 部 分 光 照 充 足 显 得 比 较 亮 ，越 往 后 面 颜 色 比 较 深 ，这 样 桌 面 就 越 往 后 越 虚 ，

可 以 表 现 出 往 远 处 延 伸 的 感 觉 。

       主 物 体 ：

      C 处 的 主 体 物 铁 水 壶 是 整 个 画 面 中 最 能 吸 引 人 的 地 方 ， 也 是 画 面 中 最 黑 的 一 个 静 物 。 物 体 之 间 表 现 空 间 感 的 最 直

接 的 方 法 就 是 主 次 虚 实 关 系 的 对 比 ， 如 主 体 物 是 刻 画 最 到 位 的 自 然 往 前 跳 ， 玻 璃 杯 处 于 主 体 物 后 方 刻 画 就 要 简 单 些 、

虚 一 些 ， 这 样 物 体 就 会 往 后 退 。

       桌 面 转 折 ：

      桌 面 的 转 折 面 是 一 个 背 光 面 ， 简 单 地 用 竖 线 表 示 一 下 转 折 面 ， 能 表 现 出 一 个 单 独 的 立 面 即 可 。 转 折 处 因 为 衬 布 的

垂 落 ， 在 衬 布 的 转 折 处 褶 皱 产 生 的 不 规 则 光 影 ， 给 简 单 的 灰 面 增 添 了 活 跃 感 。

1 . 画 面 空 间 特 点 讲 解

步 骤 一 ： 根 据 实 物 照 片 确 定 画 面 构 图 ， 在 构 图 时 画 面 上 下 左 右 要 留 有 一 定 的 空 间 ， 使 得

物 体 在 画 面 中 处 于 适 中 位 置 。

步 骤 二：根 据 实 物 照 片 提 供 的 光 源 方 向 ，用 铅 笔 轻 轻 勾 勒 ，找 出 物 体 的 明 暗 交 界 线 、暗 面 、

投 影 的 位 置 。 这 阶 段 不 需 要 过 分 仔 细 地 找 出 物 体 微 妙 的 调 子 关 系 ， 分 出 物 体 的 黑 白 灰 效

果 就 行 。

步 骤 三：观 察 画 面 中 物 体 ，分 出 画 面 中 物 体 的 黑 白 次 序 ，根 据 物 体 在 画 面 中 的 颜 色 深 浅 ，

从 明 暗 交 界 线 开 始 刻 画 ， 对 物 体 的 固 有 色 、 暗 部 、 投 影 该 重 的 加 重 ， 该 浅 的 浅 。

步 骤 四 ： 用 纸 擦 笔 或 者 纸 巾 对 画 面 黑 白 灰 进 行 统 一 处 理 ， 亮 面 不 要 擦 ， 以 免 画 面 灰 ， 主

要 对 灰 部 、 暗 部 、 投 影 统 一 擦 一 遍 ， 记 得 区 分 黑 白 灰 层 次 ， 不 能 都 擦 成 一 样 的 颜 色 。

步 骤 五 ： 多 从 远 处 观 察 画 面 ，统 一 调 整 画 面 的 大 层 次 关 系 。把 主 体 物 突 出 ，把 抢“ 风 头 ”

次 要 物 体 进 行 简 化 处 理 。

2 . 范 画 步 骤

A

B

C

D

实物照

步骤三 步骤四 步骤五

步骤一 步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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