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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块面画法的运用依据是以调子素描作为基础的，由于速写的表现时间短，

不可能像调子素描那样进行深入的刻画，因而要将物象概括成大的体面关系，

强调大的黑白灰对比，利用线来加以肯定和区分，技法掌握起来有一定难度。

另外，线面结合的方法还可以局部结合的形式出现。

黑白关系：黑白关系的运用可以使画面效果响亮，加强表现的力度，对

于黑白效果的运用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利用光源的关系，加强局部的黑白对

比；二是利用客观物象的固有色度，加强整体的黑白对比关系；三是运用取舍

的原则，人为地进行艺术处理，加强平面色块的黑白对比关系。黑白对比关系

的加强，对于画面效果的丰富性和表现力的提高具有很大的补充作用。

造型：创意速写中形象造型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在创意速写的画面

中有很多形象都经过重组，也就是说，很多形象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在表

现的时候不能够完全地描摹对象，而是要加入很多作者主观的想象，使形象之

间的结合具有“合理性”，使形象的造型与情节相适应，与环境相协调。既然

很多形象是作者重新创造出来的，情节也是根据主题安排的，那么形象在造型

的时候就要开始考虑它的形象感，但是在重组的同时对造型的处理需要运用一

些手法，当然这些手法的运用是为了塑造更加生动的形象，从而更好地表现主

题。

疏密关系：疏密关系是指画面中形象的线、面的组合排列关系，是构成

画面节奏感的重要因素，它的运用与取舍关系紧密相连，取则密，舍则疏，疏

密来自取舍，但取舍也有其相对性，于是就会出现多个层次的疏密，产生节奏

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要有大的疏密对比，然后再注意到局部的疏密变

化，所谓“疏中有密，密中有疏”即是此意。

主次关系：主次关系的处理直接关系到是否能明确地表达主题。在画面中

主要元素与次要元素造型的处理、位置的安排以及刻画的程度等等都与主次息

息相关，主要元素无疑要进行强调，加强其位置的重要性，次要元素要酌情处

理，适当的时候要减弱，以此削弱其地位，更好地为整体服务。另外，在画面

的整体处理上，疏密关系、虚实关系的处理以及节奏的安排都与主次关系有一

定的联系，最终都是为画面的整体效果服务的。

虚实关系：虚实既与疏密有关，也与色调轻重有一定的联系。疏密是线面

的排列、并置之远近，虚实则是线面之轻重和有无。所谓虚实相生，是指虚实

之间的一种合理安排使得虚与实之间相得益彰。在处理画面的时候要注意线面

的组织安排，要看到空白处也就是说疏处的形状、大小、位置等等，空白大小

不一，疏密自然有变化，甚至能通过空白处的疏来衬托密处的实。虚实疏密、

变化有致，使画面产生节奏感和韵律感。

通过此书的学习之后，你将对创意速写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尤其是准备

报考江南大学，北京服装学院、上海东华大学的考生，因为创意速写是这些大

学必考的科目，而本书注重考生创意思维的培养，对一幅好的创意速写的形成

过程有深入的讲解。本书供稿来自中国博华教育集团北京先锋艺术学校，该学

校前身是北京李永美术工作室&先锋画室，成立于1997年，办学历史悠久，近

年来与博华教育集团合资成立北京最大、最权威的机构，该学校以优异的教学

成绩为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北京各大高校输送了上千名优秀学

生。书中收录着许多历年的优秀考卷，讲解细致，可以使考生更加合理、有目

的性地进行创意速写的学习。

                                              2008年6月于北京

编者的话

创意速写是多年来各大高等设计学院的必考科目之一。初次见到“创意

速写”这个词的人，可能会感到陌生。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常常听到有学生问

“创意速写”的具体含义，如果从字面上对“创意速写”这个词稍加分析，可

以得到一个大概的认识。把“速写”看成是中心词，“创意”看成是“速写”

的修饰语，那么可以理解成“创意性的速写”,这样应该能更透彻地理解“创

意速写”的概念。

创意速写在创作过程中运用了一种独立的联想模式，并用速写的形式加以

表现。它是传统速写在新时期的一种创新和探索，在给人们带来新的视觉享受

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信息和社会价值，在艺术形式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道路

上开拓了新的空间。

创意速写优劣的评判标准可以从创意思维和画面表现两个方面来考虑。创

意对于考生来说并不陌生，但是能否找到合适的创意方法来恰当地表现出主题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考生对创意思维的方法能融会贯通，并能熟练地运

用；至于画面表现，需要有一定的速写功底，平时的速写练习是一门很重要的

功课，并且需要长期训练。

创意速写的构思与构图及表现的基本方法如下：

构思与构图：构图是正式表现创意速写的第一步，实际上在这之前还有一

个重要的环节—构思。构思是构图的前奏，何谓构思？即图形创意。图形的

创意应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要遵循“阅读最省力”的原则，图形直观、言简

意赅。在确定好基本创意之后就开始动笔构图，速写构图的一些基本规律在创

意速写中同样要遵循，画面要饱满、均衡，表现物体的大小要安排适中，对上

下左右空白空间的处理要恰当、合理，一般的规律是上半部分留下的空间比下

半部分要稍小一些，防止有坠落感产生，但也不排除特例。对于空间的取舍要

根据整个画面的需要来安排，不能盲目地套用模式。左右空间的大小以画中物

体的面部朝向或动态变化较大的一面较空为宜，这样可以让画面更舒适，至于

具体预设多少，同样要根据不同的画面需要来决定。

表现方法：“线”是绘画艺术中最基本的表现语言，它单纯、明确，对物

象的表现来不得半点马虎，因此也就成为了创意速写中最为快捷、方便的表现

技法。在创意速写中，线的用法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介绍：单线的画法；

单线与复线结合的画法；线面结合的画法。

a.单线的画法：单线的画法是中西方速写中最基本的表现形式，特别是中

国画在线描中对单线的使用相当讲究。线条的变化实际上也是画家情感的反

映，线条本身的粗细、曲直、轻重、虚实、缓急、顿挫等种种变化，无不与作

者对物象的感受有关，特别是初学者更应该目的明确，有感而发，把注意力集

中到研究结构这一目的上来，线的运用才能有的放矢。

b.单线与复线结合的画法：单线的画法是指速写的线条虽然有粗细、虚实

和轻重之分，但是每一条线就是一笔。单线与复线结合的画法是指有的地方是

单线，有的地方是由许多单线组成的复线。这种画法与纯单线完成的作品相

比，容易画得丰富、深入，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则容易造成画面有杂乱感。单

线与复线结合的画法在表现中一般以单线为主，复线为辅，因为复线虽然可以

使物象表现丰富，但是其表现力远远不如单线明确肯定，同时缺乏力度。中国

画对复线的运用，着眼点大部分在结构转折处，是在单线基础上的扩展。西洋

画对复线的运用，着眼点也在结构上，但位置是受光线影响变化的。

c.线面结合的画法：线面结合的画法是速写中最常规的画法，以线为主，

以面为辅的方法，线的作用是对物象的造型起到骨干与支架作用，面只是一种

辅助，对面的运用有很大的灵活性，面的运用以协助线的表现结构与形体转折

入手。以面为主，以线为辅的方法同样要从表现物象的形体结构入手，虽然运

用面的表现也可以对具体物象加以概括，但是考虑到光源的影响和固有色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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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卷画面气氛轻松、活跃，各个元素的组织合理到位。第一幅画表现得很酷，帅气的墨镜加上一把吉他，把人物放松的状态表

现得淋漓尽致，画面的主题“热闹”就很自然地随之而出；第二幅的画面简洁明了，但足以达到表现主题的目的，简约而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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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是一幅完整而有趣的作品，作者的幽默感不仅很好地表达了主题，而且吸引了读者的眼球，让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另

外，作者对生活中的物品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感受，能将它们合理地运用到画面中，可看出作者有着很强的画面组织和表现能力。

1.作者选择元素的时候很聪明，他选择和自己生活联系比较

紧密的手机作为元素，并且选择的手机大方整体，有绘画感。

2.完成第一步，作者又设计了适合画面的卡通造型，卡通人

物的动态设计和手机的动势相吻合，面部表情非常生动。

3.其他细节的设计也要和卡通人物、画面的主题结合起来，

“短信”和“没电”正好能体现“高兴”与“悲伤”的主题。

4.一切联想思维完成以后，就将各个元素组合，根据主题要

求，再进行细节的调整和完善，一幅完整的试卷就完成了。

设计基础/创意速写

命题《以手机/电话为元素进行创意，分别表现高兴与悲伤》的绘画步骤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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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是一幅完整而有趣的作品，作者的幽默感不仅很好地表达了主题，而且吸引了读者的眼球，让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另

外，作者对生活中的物品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感受，能将它们合理地运用到画面中，可看出作者有着很强的画面组织和表现能力。

1.作者选择元素的时候很聪明，他选择和自己生活联系比较

紧密的手机作为元素，并且选择的手机大方整体，有绘画感。

2.完成第一步，作者又设计了适合画面的卡通造型，卡通人

物的动态设计和手机的动势相吻合，面部表情非常生动。

3.其他细节的设计也要和卡通人物、画面的主题结合起来，

“短信”和“没电”正好能体现“高兴”与“悲伤”的主题。

4.一切联想思维完成以后，就将各个元素组合，根据主题要

求，再进行细节的调整和完善，一幅完整的试卷就完成了。

设计基础/创意速写

命题《以手机/电话为元素进行创意，分别表现高兴与悲伤》的绘画步骤解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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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构思巧妙，主题明确，主题元素选择合理，局部刻画仔细，表情可爱大方，作者将所有元素都服务于画面整体，使画面

看起来多而不乱，特别是两幅画面之间的疏密对比关系，很好地表现出主题，这也是作者处理画面的独到之处，值得考生借鉴。

1.作者在这幅作品中同样采用手机作为主体物，但和前一张不

一样的是，手机采用了类似的两款型号，表达出情侣之间的关系。

2.作者设计的卡通形象活泼生动，人物与手机的动态相吻

合，通过表情及动作变化来表现情侣之间的“团结、分裂”。

3.作者将这些细节紧紧地和整体画面结合，能够反映题目和

画面要求，而且加上自己的主观处理，显得生动、不死板。

4.最后一步，作者再将这些元素合理地组合在一起，形成完

整的画面，作者注意到用疏密来表现画面，使得画面主题突出。

设计基础/创意速写

命题 《用电话、手、嘴表现关爱与疏远》的绘画步骤解析



4

教师点评

5

画面构思巧妙，主题明确，主题元素选择合理，局部刻画仔细，表情可爱大方，作者将所有元素都服务于画面整体，使画面

看起来多而不乱，特别是两幅画面之间的疏密对比关系，很好地表现出主题，这也是作者处理画面的独到之处，值得考生借鉴。

1.作者在这幅作品中同样采用手机作为主体物，但和前一张不

一样的是，手机采用了类似的两款型号，表达出情侣之间的关系。

2.作者设计的卡通形象活泼生动，人物与手机的动态相吻

合，通过表情及动作变化来表现情侣之间的“团结、分裂”。

3.作者将这些细节紧紧地和整体画面结合，能够反映题目和

画面要求，而且加上自己的主观处理，显得生动、不死板。

4.最后一步，作者再将这些元素合理地组合在一起，形成完

整的画面，作者注意到用疏密来表现画面，使得画面主题突出。

设计基础/创意速写

命题 《用电话、手、嘴表现关爱与疏远》的绘画步骤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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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者能够注意生活中的细节，一些不起眼的东西经过作者的细心经营变成了一幅创意速写。现在要求考生掌握的往往不是一

些巧妙的技法和独到的风格，而是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将这些东西合理地运用到画面当中，照样可以产生好的作品。

1.作者在处理画面方面很巧妙，他没有将物体拿来就用，而

是通过主观处理，将物体卡通化，为后面的步骤进展做铺垫。

2.卡通形象的设计虽然简单，但通过设计表情，正好和命题

主旨相呼应，特别是人物脸部的设计正好和鞋子的外形相吻合。

3.作者采用这两个细节符号就直接地表现出主题思想，简单

明了，这种抓重点的能力会成为考试制胜的法宝。

4.在前三步的联想基础上做稍微的调整，就形成了这幅优秀

的作品，通过画面能看出来作者动了脑子，抓住了命题的主旨。

设计基础/创意速写

命题《任选生活用品为元素进行创意，分别表现热闹与冷清》的绘画步骤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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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者能够注意生活中的细节，一些不起眼的东西经过作者的细心经营变成了一幅创意速写。现在要求考生掌握的往往不是一

些巧妙的技法和独到的风格，而是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将这些东西合理地运用到画面当中，照样可以产生好的作品。

1.作者在处理画面方面很巧妙，他没有将物体拿来就用，而

是通过主观处理，将物体卡通化，为后面的步骤进展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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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相呼应，特别是人物脸部的设计正好和鞋子的外形相吻合。

3.作者采用这两个细节符号就直接地表现出主题思想，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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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前三步的联想基础上做稍微的调整，就形成了这幅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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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基础/创意速写

命题《任选生活用品为元素进行创意，分别表现热闹与冷清》的绘画步骤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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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点评

9

作者分别用两个不同的场景来表达两种不同的感觉，通过物体数量的多少、卡通的表情以及周围的环境来烘托两种不同的气

氛，正和主题“快乐与悲伤”相符合。另外，作者在用笔上也很讲究，上面的用笔肯定来表现热闹，下面的用笔顿挫来表现冷清。

1.作者将鞋子的造型尽量画得放松，以表现那种懒洋洋的感

觉，另外在鞋子的大小、外形方面，作者也下足了功夫去设计。

2.卡通人物设计表现得非常可爱，无论是造型还是表情都很

有味道，就算将这一步联想作为一幅独立的画，也是优秀的。

3.细节的表现虽然很简单，但作者却很用心，特别是太阳的

处理，作者有意只画一半，是为了整体画面构成的需要。

4.简单的物体加上巧妙的组合，构成了一幅不庸俗的画面，

两幅画气氛上有着鲜明的对比，使画面立意准确、表现生动有趣。

设计基础/创意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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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点评

11

在这幅画中，作者同样采用一张写实、一张变形的手法，写实的刀子形体准确、细节到位，有着超写实的效果；夸张变形的

那个表情丰富，让人过目难忘。整体画面完整而生动，有意无意间时刻紧扣主题，作者的创意能力突出，处理画面与众不同。

夸张的动态、令人捧腹的表情，画面中无处不彰显作者的诙谐幽默，由此可见作者轻松的作画状态。画面在整体统一的同时

又不缺少细节，像右边物体眼睛的刻画，左边物体的手势表现，瓶盖自然转化为帽子，这些都为画面整体创意来服务的。

这幅画中一个是写实的瓶子，而另一个则是创意变形的瓶子，通过对比夸张处理，使得画面有与众不同的思维。第二个物体

的刻画很有意思，线条的处理柔软给人放松的感觉，将物体拟人化以后加上一笔“口水”，酣睡的状态尽现眼底。
教师点评

作者用诙谐的语言来表现画面的主题思想，两个可爱的人物之间的对话，被逗开心的其实还是读者，作者很好地表现出卡通

人物的精神状态，胖与瘦、喜与悲、温暖与寒冷都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对比，画面完整干净，细节表达也是很完善的。
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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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比较有力量感，物体的选择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握紧的双手和相击的拳头正好符合“团结”和“分裂”的主

题。作者思维活跃，没有直接画手而是用手套表现出手的造型，运用一定的拟人化技法，体现出作者良好的画面表现能力。

这幅试卷的命题是用鞋子去表现“团结”与“分裂”，这位

考生并没有用太多花哨的设计元素，只是简单地使用了拟人的手

法和写实的技法。用线描的手法去勾勒出两双皮鞋，一双是崭新

的，另一双是破旧的，但是这些足够去表现主题了。在考场上考

生一定要头脑清醒，因为考试的时间是有有限的，一定要扬长避

短，用最省笔墨的创意去紧扣主题。

画面用笔放松，构图上很饱满，将物体用自己独到的思维

进行组合，形成两张不同寓意的画面。画面的细节处理也很有意

思，上幅鞋带的组织有一定的秩序美，而下幅的鞋带显得杂乱无

序；上幅的鞋面干净整洁，而下幅的则显得陈旧破乱。虽然仅仅

通过几处的细节处理但是却能表现出物体的不同状态，而且还能

够紧扣主题，事半功倍，可以看出这位考生对此类考题有着自己

独到的处理方式。

教师点评

这幅考卷的画面主题明确，考生很好地表现出书包的“重”与

“轻”，创意紧扣考试的命题，画面虽然风趣幽默但充满对现实状

态的讽刺。

物体的夸张变形很有意思，作者将书包拟人化处理，赋予他们

新的表情、动态后，就直接和人相对应起来，反映出学生上学时的

种种状态。上幅表现的是国家现在表面上所倡导的“减负”，下幅

表现的却是现实生活中学子们的遭遇，虽然考生使用夸张的手法，

但恰如其分地再现出学子的苦不堪言。

作者同时还用两个书包不同的神态、动作来表现“轻松”与

“沉重”的创意主旨，书包拟人化的表情也很到位，形成了很好的

对比，同时非常耐人寻味，让阅卷的老师也回忆起自己读书时的酸

甜苦辣，达到人与人情感上的共鸣！画面能深刻反映出中国教育制

度的缺陷，虽然是一幅用墨不多的创意速写，却挖掘出很深一层的

寓意，让人沉思！

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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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试卷的构图饱满，画面有张力，显示出作者对画面有着较强的组织和控制能力，采用大透视的夸张造型，上边两个酒杯

依靠在一起与下面破碎的场景形成对比，既相互对应又突出主题，用一个心形来辅助说明画面，完成了命题的要求。           

这幅作品同样也是表现“运动”与“静止”的含义，考生也

选择了杯子作为主体承载物，与上幅考卷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位

考生更注重细节的表现，更趋近于拟人化，画面的叙事性更强，

更贴近于日常生活。

作者用两个不同的水杯组织了一幅有故事性的画面，通过两

幅画的对比来突出主题。其中第一幅画有着童年时代的乐趣，让

人想起了小时候朋友们一起做游戏的场景；第二幅的杯子表情很

可爱，大大的鼻涕泡表现出一种酣睡的状态，头顶的热气既是水

蒸气的蒸发又有头发的感觉。从整体效果上看，这幅试卷组织合

理、造型可爱，同时又充满童趣，令人看后心情愉快。     

教师点评

作者思路清晰，选用杯子作为主体承载物，“运动”与

“静止”的含义诠释得很充分，紧扣主题，画面的情感色彩

表达明确，“乐”和“苦”在画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

的戏剧氛围很好，设计元素的运用很充分，生动的形象传递

出各个角色的感情。

画面的气氛热闹，作者刻意地将物体的动态做得很夸

张，目的也是要让画面更加生动有趣、更加耐看，物体形象

的表现很有韵律感，特别是第二幅在夸张的同时，也反映了

现实中的情景。画面的细节很有意思，汗水、太阳、音符，

都很合理地被作者运用到画面中，再加上作者的细心经营，

虽然设计元素很丰富，整幅考卷却一点也不显得杂乱。                

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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