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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认识头像

RENSHITOUXIANG
1. 人物头像
人物本身的特点：

(1) 共性。在学习中要掌握学习方法和规律，而人物本身有很
多规律，如头部椭圆的形状，五官、头颈肩的连接等相同的绘
画要点和结构，人物本身的这种特点满足了在学习中对对象本
身的概括和归纳。

(2)个性。每个人都是两个眼睛、一个嘴巴、一个鼻子、两只耳朵。
但是我们却能够分辨出来每个人的不同的点，这就是因为人的
个性。要想画好头像，就要观察每个人物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征。

人物的共性和个性既满足了绘画中对物象的观察，又强调
了人的共性，在历来绘画中一直是画者描述的重点。在人物头
像的学习中要从共性中找个性，在个性中总结共性。

2. 头像照片
素描人像的考试形式主要有写生、默写和画照片，而画照片

成为各省市和院校考查的一大趋势。人像照片主要有以下特点：

(1) 便于阅卷老师阅卷。当考查的人像的角度、光线、对象特
征等因素标准统一时，阅卷老师要考虑的就是单纯的构图、素
描塑造、绘画修养等能力，这样便于统一评分。

(2) 可操作性强。写生有模特的费用和时间的限制等问题，而
照片恰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节省人力和物力。

(3) 可有效衔接写生和默写。绘画的起步还是要从写生开始，
画照片需要有一定的写生基础，需要对对象的规律有一定的认
识和理解，如人物面部的重要骨骼点、面部肌肉的走向等，而
默写是要求掌握对象的特征，可以说写生、默写和画照片三者
是相互衔接的。

在了解头部的外形后，认识头

部的骨架和对象本身的特征，

如发型、脸型。

深入了解对象的五官特征，对

面部的重要骨点和肌肉的走向

有一定的认识。

首先，认识头部的外形轮

廓，用立方体和椭圆形体

概括头部形体。

3. 认识头像的过程
头部的形体为椭圆的球体，头部的骨架形状是介于圆球体

和立方体之间的一个大面体，头部又分脑颅和面颅两部分。

脑颅呈卵圆形，占头部的 1/3，脑颅部的前额区构成了方
形体块。面颅部则由颧骨区的扁平体块、上颌骨区的圆柱状体
块、下颌部区的三角形体块组成，约占头部的 2/3。头部的形
体特征及其面部的协调，是通过脑颅部与面颅部，以及额、颧、
上颌、下颌构成的四个体块的相互穿插关系构成的。

4. 头部的基本比例

三庭
①发际到眉间距离为上庭。

②眉间到鼻底的距离为中庭。

③鼻底到下巴的距离为下庭。

(2) 眼睛的位置

(1) 三庭五眼

五眼
从正面看脸部最宽

的地方为五个眼睛

的宽度，两眼间距

为一个眼宽，两眼

角至两耳分别为一

个眼宽，即五眼。

1/5 1/5 1/5 1/5 1/5

眼睛位

于头部

的 1/2

处

1. 人物头像

2. 头像照片

3. 认识头像的过程

4. 头部的基本比例

5. 头部透视

6. 画面构图

7. 照片与作品对照

8. 比例训练类照片

9. 透视训练类照片

发际

眉间

鼻底

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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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骨骼的透视

（4）不同角度的头部透视关系

(3) 不同的构图效果

视前方空间不足 顶部空间不足 正确的构图画面过满

俯视角度

仰视角度

仰视角度，头部下巴的部分会

被拉长，脑门的高度会随之变

短，注意鼻子底线和耳朵上沿

的关系 ; 五官整体会呈现出向

上弯曲的弧度趋势 ; 头部五官

的位置会提高，耳朵的位置则

会相应降低 ; 还有就是下巴底

面的面积会加大，转折较清晰。

俯视的角度要注意眉毛和耳朵

上沿的空间关系 ; 鼻子和耳垂

的空间关系；眼睛和下巴的空

间关系。在表现半侧面时不仅

要注意五官排列向下弧度的特

点和趋势，还要格外注意五官

之间形体所形成的角度关系。

（3）不同角度的头部比例

5. 头部透视
要掌握头部的透视规律应首先确定头部中线、五官辅助

线，再以此出发去把握头部运动规律。在把握这一规律时要
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掌握透视变化规律，如近大远小，视线
以上的物体近高远低，视线以下的物体近低远高等 ; 二是了
解头部结构的连贯性，头部运动引起结构透视变化，要依靠
结构辅助线从中找出变化规律 ; 三是视觉位置的判断力要准
确，观察整体透视，推断出变化的透视幅度。

6. 画面构图
(1) 在头像照片构图训练中可以从一些几点把握构图：
①从视角来说：在训练过程中，应有意识地从仰视、平视、
俯视及正面、侧面、3/4 等不同角度进行训练。

②从媒介来说：应有意识地对短发、披肩长发、辫子、帽子、
眼镜、胡子、围巾等辅助物的形式进行训练。

③从规律来说 (以考试用纸为准 )：

8 开纸通常上面留出 1.5—2 厘米，头像高度为 22.5 厘米左
右。

4开纸通常上面留 3厘米，头像高度为 25 厘米左右。

(2) 构图要求
①在构图中，通常情况下头部视线的前方都要留出相对较多
的空间，后方的空间可相对少一些。当然此规律也不是一成
不变的，比如遇到表现女性长发，梳马尾辫子和 3/4 侧面
角度的头像时，头部可适当往前移，有缎带、辫子的模特在
构图时要留出一个相对合适的空间，以此来保证画面中头
发作为一个最重的色块在画面中的上下左右及大小的视觉平
衡。

②强调画面构图的完整性。能从经营作品的高度去控制调整
画面，避免在动笔之前欠缺整体观察与思考，消极、惰性地
对待肖像与画面之间的关系，欠缺整体的布局与安排，以致
造成构图上诸多的弊端。

③原则上人物安排于画面视觉中心，大小适当，以保持画面
平衡，注重人物头、颈 、肩整体在画面中的关系。避免过偏、
过满、过空等现象。

正面

侧面

3/4 侧面

平行透视

平行透视

平行透视

平行仰视透视

平行仰视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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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照片为例分析如何认识头像：

①在头像照片的练习中，拿到照片时，首先要对对象有一个认识：如对象的外形轮廓、

发型、服饰、个性特征（年龄、视角、五官）等方面有一定的印象。

②在认识对象时要明白其区别于其他对象的特征，并进一步抓住对象的特征。如本幅人

物的特征为：3/4 侧面男青年、刘海较长、眼睛斜视下方、黑色圆领 T恤、颈部有动势。

③认识对象的特征后，在脑海中要形成对象表现在画面中的轮廓，在画面中前视方留白

较多，勾勒出人物的外形轮廓，同时注意所画对象与其他对象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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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角度的头部透视关系

(3) 不同的构图效果

视前方空间不足 顶部空间不足 正确的构图画面过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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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物体近高远低，视线以下的物体近低远高等 ; 二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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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视角来说：在训练过程中，应有意识地从仰视、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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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原则上人物安排于画面视觉中心，大小适当，以保持画面
平衡，注重人物头、颈 、肩整体在画面中的关系。避免过偏、
过满、过空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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