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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素描的孩子，什么年龄开始学？先学什么再学什么？作为家长，这

也许是您最想知道的问题，同样，这也是令许多从事基础美术教育的工作

者一直深感困惑的问题。根据我们多年教学经验，认为孩子在12岁左右开

始学习素描较为合适。

为什么12岁的孩子适合学习素描呢？

12岁以前的儿童还没有进入初级写实期，他们的想象力强而写实性

差，对于比例、透视、强弱等写实性素描训练的东西不易接受。所以，许

多儿童美术教育专家和心理学专家也认为，12岁以前儿童不宜学素描。

素描，从字面上解释是“朴素的描写”的意思，指用单色或简单的颜

色工具，如铅笔、木炭条、炭精条、钢笔甚至毛笔等，描绘对象的轮廓、

体积、结构、空间、光线、质感等基本造型要素的绘画方法。

素描是造型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等）训练的

重要课程。

素描训练的主要途径是写生，就是直接以实物为对象进行描绘的作画

方法。写生是初学者及画家锻炼绘画表现技法和搜集创作素材的重要手段

之一，通过对静物、风景、人物的写生，提高作者对物象的认识能力和表

现能力。初学者一般从石膏几何形体开始入门。

为什么学习素描要先从几何形体开始练习呢？

这是因为学习素描应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分期、分步地解决问题。

初学者没有形体的意识，而几何形体对初学者而言十分直观，形体结构也

是非常简单的几个面，比较容易理解和观察。

世界上各种各样复杂的形体均可以看作是由各种几何形体构成的，几

何形体是构成一切形体的基本形。所以画好几何形体在学习素描过程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

几何形体为单色，这样比较容易观察它们的光影变化，可以轻松地联

系到我们今后学习的每一个环节。

我们画室成立至今，已连续出版图书16种，并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

响，在此我要感谢河南省青藤书画艺术中心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感谢河

南美术出版社各位同仁的支持，感谢金鼎公司团队的精心制作，感谢各位

家长和同学的理解与信任。

《青藤素描基础教程》是我们近年来在教学中摸索、探究的一点积

累，一家之言，难免有偏颇不当之处，诚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希望

这套书能让各位同学有所进步，也祝愿同学们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李丰原

                                                                           2013年12月10日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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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藤素描基础教程——几何形体

素描，是心灵的净化，画得好不好，要看心静的程度。

素描，就是画明暗，或者说是白纸上画黑线条，若是没有变化，

那便是把一张白纸涂成黑色而已。

素描，就是用一组组线条，表现出明暗、虚实、远近、质感等。

素描，就是锻炼眼、手、脑的协调能力，怎样观察，如何比较，

理解之后，表现出来。

素描，就是适当地、不断地处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素描，就是找好主次、虚实关系，有些画近看好像乱七八糟，放

远一看什么都出来了，因为它们的关系到位了。

素描，就是比较，大小的比较、宽窄的比较、高低的比较、长短

的比较、粗细的比较、虚实的比较、轻重的比较⋯⋯

素描，也是藏线，在起稿过程中所画的辅助线、结构线，画到最

后都要将所有的线擦掉，或者是融进画面中，也可以说是隐藏起来。

老师经常说“画面要统一”。什么是统一？统一就是目标明确，顾全

大局。这就像抗日战争时期，全民动员，一致对外，方可取胜。所以，我

们要学着做到统一，不可因小失大。（如图1）

老师还经常说“画面太灰、太花、太重”，如果你出现了这样的情

况，那么，先从你的心理特征和性格分析一下。

画面经常灰：不够实际、幻想太多、容易情绪化，意志薄弱、优柔寡

断，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和自信。（如图2）

克服办法：分清画面主次关系，锁定目标，大胆尝试加重明暗。

NO．1 青藤人素描语录

初学素描，先是肌肉训练，因为是从学拿铅笔、打线条、拿画板

等这些基础学起。

初学素描，认真临摹一幅素描作品，可以读出作者的心境和

气息。

初学素描，改好一张画，远比重新画一张要进步大。

作画过程中，如果在画面中找不到重点，有可能在生活中也会主

次不分。

作画过程中，在没有经过仔细观察，还不理解时就动手画，或者

说，看见什么画什么，那就是在瞎画呀！

作画过程中，一定要将形体起准确，然后再上明暗，最后把握线

条的表现，建议先临摹。

▲

▲

▲

画面经常重：追求完美，心思细密，感情内敛；不懂也不问，爱面

子，不善言谈，喜欢一个人默默行事；经常会有惊人的毅力，但会因为方

法不对而事倍功半。（如图3）

克服办法：有不懂的一定要问老师、问同学，多与同学交流，多临摹

优秀作品。

画面经常花：精力旺盛、热情活泼，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强烈的好奇

心；喜欢一门心思钻到底，经常丢三落四，不喜欢落在别人的后面；面对

竞争压力时，战斗力十足，是行动派的人物。（如图4）

克服办法：画面花的原因是喜欢进行局部刻画，从而忘记了整体，需

经常把画板放远观察并与实物进行对比。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观察到，学生出现最多的问题就是常常重于局部，

所以素描最重要的是把握整体，这不单是在绘画上，同时也是做任何事情

时要注意的简单道理。

当然看似简单的道理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才能明白。

我们在临摹一些作品时，不要去追求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很多学生

在书店挑选素描范本大多注重的是画面的效果，刻意去模仿那些华丽的线

条和表现手法。而对于初学者，这恰恰是最误人子弟的。所以，绘画的过

程永远是以整体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说美术好考，走了捷径！而我说，你太小

看学美术的孩子了。学美术的孩子都有超强的意志力。因为在美术教育

中，学生从不理解到能够整体掌握物体的形态，准确地判断物体的大小

比例，准确地处理好明暗关系和空间关系等，这些都离不开一系列心理

因素的参与。在诸多心理因素中，意志这一非智力因素，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

学美术的人付出的是一般人几倍的努力，甚至几倍的学费！他们要画

好一幅作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常在别人熟睡时奋斗，不论寒冬酷

暑，依然拿着画板，握着画笔，因为他们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坚持。

▲

▲

图2　画面较灰 图3　画面较重 图4　画面较花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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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藤素描基础教程——几何形体

图17　长短适中

素描常用工具有：铅笔、夹子、橡
皮、接笔器（如图9）、小刀、纸巾、画
纸、画板、画架等（如图5、6）。

1.铅笔：铅笔杆上有型号标记，有B类
和H类，HB是中性的。“H”表示硬度，H
前数字越大，铅笔越硬，排线越细致、浅
显；“B”表示软度，B前数字越大，铅笔越
软，排线越粗犷、色重（如图7）。最开始
学习素描可用2H、HB、B、2B四种类型。

2. 夹子：夹到画纸的最边缘，尽量减
少占用画面的位置，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视
线（如图8）。

3. 橡皮：有硬橡皮和橡皮泥两大类，
除了可以改错，还可以粘、画、削（如图
10～13）。刚开始学习素描，要多观察，
下笔要肯定，尽量少用橡皮。

4. 纸巾：生活中常用的卫生纸，可以
擦、揉，软一点的更好，能够使画面效果
更加细腻（如图14、15）。

5. 小刀：削铅笔时，将左手食指垫在
铅笔下面，拇指与中指固定铅笔，右手距
离刀片要近，拿笔才稳。切忌用左手拇指
推刀，会出现“啃笔”现象（如图16）。
削铅笔长短要适中（图17），太长易断
（如图18），太短则会不停地削铅笔。

6. 画纸：一般素描纸，初学，不易太
贵，用4开6元一包的，能画就行。素描纸
一般分为8开、4开、对开等，刚开始学习
素描可使用8开的。

7.画板：画夹或木质画板均可。

跟平常写字的握笔不太一样，分

横握与竖握。优点是比较适合快速地作

画，并且能够保持平衡。一般用在起草

稿和铺整体色调时。缺点是不容易深入

地刻画图像。

1.画短线条的姿势：用小拇指做支撑

点，以拇指和食指的关节为圆心，大拇指

和食指关节用力。（如图19、20）

2.画长线条的姿势：一般用右手大拇

指和食指夹住铅笔，拇指指甲盖朝上，用

小拇指做支撑点，手指绷紧，以手腕为圆

心。（如图21）

3. 画更长线条的姿势：用大拇指和

食指夹住铅笔，但不用支撑点，以肘为圆

心，手臂绷直来回用力。（如图22）

4.画再长的线条：以肩为圆心，手和

手臂全部绷紧。

刚学画素描时，打的线条可能很

乱，看起来也不协调，而且线条常常会一

头深一头浅，很难看！要不就是有的长有

的短，又或者是线条与线条之间的距离有

的宽有的窄！线条画多了看起来又像摸出

来的调子，没有层次感⋯⋯（如图24、

25、26） 

好的线条打出来要肯定而有力，两

头细中间粗（如图23），熟练之后，自己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甚至为了达到某种效

果，根本不在乎线条怎么打。

NO．2 画素描常用的工具

NO．3 执笔姿势 

NO．4 什么样的线条才是好的呢

图5　常用工具①

图6　常用工具②

图7　2H、HB、B、2B、3B、4B

图8　夹子的位置

图9　接笔器

图10　用橡皮粘 图11　粘后的橡皮 图12　用橡皮擦细节

图13　削尖的橡皮 图14　纸巾揉擦 图15　擦后的纸巾

图16　啃笔 图18　因长而断

图21　画长线姿态

图20　画短线姿态②

图19　画短线姿态①

图22　画长线条执笔姿势

素描基础知识

2



3

青藤素描基础教程——几何形体

      正确的写生姿势，有助于整体观察

和表现方法的运用。

      画板放在画架上最好，如果没有画

架，放在大腿上也可以。在绘画时身体

应与画板相距一臂左右。握画板的手臂

要尽量伸直并保持足够的距离。画板与

画者视线应成90度。（如图28～30）

      在素描起草和练习过程中，一定要

保持画板与身体的距离和角度，使画面

全部处于我们的视线之内，以便更好地

观察和把握画面各个部分的关系。

      进行局部处理时，才可以将画板拉

近，对局部作细致的描绘。在检查作品

的时候，也可以将画板放到远处或对象

前，直接进行对比观察，这样可以使画

面的问题容易被发现。（如图31）

NO．6 作画姿势、如何拿画板 

在画纸上确定数十个远近不同的点，然后用画长线条的握笔姿势把

这些点用长线条连接起来。注意不要来回描，线条要肯定有力，线条打

不直不要用橡皮擦，再重新打一次。两点之间的线条要出头。（如图27）

NO．5 如何练习长线条

图34　请指出视点在哪里？ 图35　请指出视平线在哪里？

我们知道在平面几何里,平行线是

永远也不能交叉的，但是在透视几何物

体中，有很多平行线却是要相交的，并

且还有规律可寻，这就是透视，也是我

们常说的近大远小、近长远短、近宽远

窄、近实远虚⋯⋯（如图32）

视线：眼睛与看到的物体之间的连

接线（如图33）。

视点：就是你的眼睛（如图34）。

视平线：通过视点并且平行于水平

线的一条线（如图35）。

灭点：两条平行线在透视画面里最

终的消失点就叫灭点，也叫消失点、余

点。在左边消失的，称左余点；在右边

消失的，称右余点（如图36）。

NO．7 透视基本知识

图23　较好的线条

图24　镰刀线 图26　毛虫线图25　钉子线

图27　练长线的方法

图28　低板凳姿势

图29　高凳子姿势

图30　站姿 图31　局部刻画

图32　透视实景图例

图33　视线

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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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藤素描基础教程——几何形体

达·芬奇创作的《最后的晚餐》(如图38），是典型的平行透视。任何
形状的物体，只要有一面与画面成平行的方向，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平行

透视。例如：建筑物、桌椅家具、汽车轮船，都可以归纳在一个或数个立

方体中，无论这个物体有多复杂。这种透视技法的特点是：与平面平行的

这个面，形状在透视中只有近大远小的比例变化。

透视一般分为：焦点透视、散点透视。

传统的中国画就是使用了散点透视的方法(如图37）。

西方绘画则使用焦点透视。焦点透视分平行透视、成角透视、三点透视。

1．平行透视：平行透视也叫一点透视，即物体向视平线上某一点消失

(如图39） 。

2．成角透视：成角透视也叫两点透视，即物体向视平线上某两点消失

(如图40）。

3．三点透视：物体其中两面向视平线上某两点消失，另一面在天点或地

点消失(如图41）。

图36　透视平面图

图38　意大利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图39　一点透视图

图40　两点透视图

图41　三点透视图

灭点 视点 视平线 灭点

图37　明代　沈周　《青园图》
灭点

视平线

灭点

灭点 灭点

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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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藤素描基础教程——几何形体

构图在国画画论中，不叫构图，而叫

布局，或叫经营位置。其实，意思是一样

的，所以也把构图称为画面构成。

单个物体的构图比较容易：注意保持

画面的均衡感，形象大小适中，在画纸中

的位置宜稍微偏上，根据对象高宽比例确

定横构图还是竖构图。多个物体就稍难一

明暗：一明，一暗，即物体在受到光源照射后，出现的受光面和背光

面，这是明暗关系中最基础的（如图52）。

三大面：黑、白、灰，物体上受光最多的面为亮面，侧光照射的面为

灰面，背光的面为暗面。

五大调：高光、中间调子、明暗交界线、反光、投影五个色调。这五

个调子基本反映出明暗关系的基本规律，无论什么物体，无论它有多么复

杂，都不会改变这五大调的规律（如图53）。

NO．9 如何构图与取景

NO．10 认识明暗关系

NO．8 如何观察与比较

初学素描阶段，要找准确物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右手拿支长点的

铅笔，面向写生对象伸直右臂，眯起一只眼睛，铅笔要水平竖直，铅笔头

的最高点和对象的最高点一致，用大拇指掐住最低点，中间这段就是物体

的相对高度。同样把笔横过来找出物体的相对宽度，然后进行比较。所得

出的那个差，就是高与宽的比例关系（如图42、43）。

这只是初学时使用的方法，到最后，还是应该依靠目测来找出形体的

比例关系，这样才能练就一双敏锐、准确的眼睛，才能更好地掌握素描观

察、表现技术。

色阶是表示图像亮度强弱的指数标准，也就是我们说的调子深浅。在

数字图像处理教程中，指的是灰度分辨率。图像的色彩丰满度和精细度是

由色阶决定的。色阶亮度和颜色无关，但最亮的只有白色，最不亮的只有

黑色（如图54）。

图42　正确找比例姿势 图43　正确找比例姿势

图44　错误方法 图45　用手取景构图

图50　用手取景 图51　用手取景

图48

图49　取景框

图46

图47

受光面

背光面

中间调子
高光

明暗交
界线

反光

投影

图52 图53

图54 　色阶

白 ← 灰 → 黑

些，经常出现构图偏大、偏小、忽左忽右等问题。

初学者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物体本身，而忽略构图，画面便常会出现

忽大忽小或者重心不稳的现象。解决取景与构图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取

景框”（如图49）。

用硬一些的卡纸就可以做出来取景框。最方便的还是用自己双手的食

指和拇指构成（如图45、50、51）。

构图其实就是在画纸这个“框”内分布形状和空间。

5



6

青藤素描基础教程——几何形体

■正方体

步骤提示

步骤一：用软点的铅笔（2B以上）构图定

位，确定正方体的最高、最低、最左、最右的位

置，然后长线条起形。

步骤二：外形确定后，观察比较左、右面的

宽窄大小，画竖长线分开左右两面。

步骤三：确定向右上倾斜的四条线，由于透

视，这四条线的延长线要向右上方有相交的趋势。

步骤四：确定向左上倾斜的四条线，由于

透视，这四条线的延长线要向左上方有相交的趋

势。再画出上下正方形的对角线来矫正形体。

步骤五：将所有辅助线擦掉，找出正方体和

衬布的暗部，统一上一层明暗。

步骤六：确定正方体的明暗交界线，再找出

线上最实的点，加重后过渡。

步骤七：因为石膏的固有色为白色，所以背

景也要跟上，注意整体关系。

步骤八：最后刻画画面细节。

步骤二步骤一

步骤五步骤四

步骤三

步骤六

步骤七 步骤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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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藤素描基础教程——几何形体

教师引导

初学素描，学拿铅笔、打线条、拿画板等，这些应该说是肌肉训练，所以，必须勤

练，才能养成一个好的绘画习惯。写生训练一般都会从正方体开始画起，在我们下笔前

先考虑一下将正方体和它的投影，放在画面的什么位置比较合适，这就是构图。因为正

方体的投影在向左边延伸，所以，构图应当略微偏右一些，但不宜太满，否则空间感将

减弱。

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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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虚线构图，画一正方形定位，以方求圆，大概确定

球体的位置。

步骤二：形体确定后，找出明暗交界线与投影的位置，浅浅

铺上一层线条。

步骤三：加重明暗交界线与投影，注意过渡自然。

步骤四：用稍硬的铅笔刻画高光以外的地方，增加球体的立

体感。

1 此处是明暗交界线最暗的地方。

2 此处是高光处，其它地方都要打上明暗。

3 背景随时要跟进，不可放到最后再处理。

4 球体的反光处变化微妙，紧挨投影的地方反而要暗一些。

5 注意暗部与背景的微妙对比关系。   

6 球体投影的位置不好确定，一般在明暗交界线结束的地

方，另外注意近实远虚。

■球　体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步骤提示

要点提示

1 2 3

65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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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藤素描基础教程——几何形体

肌肉训练第二课——一组线条如何由重到轻。

素描讲究以方求圆，所以画球体时应当先画一个正方形，构图的位置与正方体相

似，因投影在左侧，所以构图稍微偏右。画球体的难点在于明暗交界线的微妙变化和灰

面的衔接处理。从明暗交界线到灰面打出来一组线条要由重到轻。处理灰面与亮部时，

适合用稍硬点的铅笔，慢慢过渡。

教师引导

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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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藤素描基础教程——几何形体

步骤一：虚线画出一个正面的长方体，然后以方求圆初定出圆柱

体。

步骤二：形体确定后，找出明暗交界线与投影的位置，浅浅铺上一

层线条。

步骤三：从明暗交界线与投影最暗的点开始加重并过渡，背景也要

稍微加重一些。

步骤四：要使画面达到统一，需多次整体加重后，用稍硬的铅笔刻

画高光以外的地方，增强立体感、空间感。

1 此处是上圆面与圆柱之间的明暗交界线，也是物体上最暗的地

方，左右过渡要自然。

2 此处是圆柱竖着的明暗交界线较重的地方，过渡要自然。

3 为加强空间感，投影中离光源较近的地方需要有意识加重，近实

远虚的效果也会更加明显。

4 此处是背景里最暗的点，由此向周围过渡。         

5 注意暗部与背景的微妙对比关系。   

6 用较硬的铅笔（2H铅笔即可）刻画细节。

■圆柱体

步骤提示 要点提示

步
骤
四

步
骤
三

步
骤
二

步
骤
一

1 2 3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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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藤素描基础教程——几何形体

上面的圆面是个难

点，以方求圆过程中，经

常有学生把圆面画成两头

尖，这是对倾斜圆面透视

不理解造成的，再就是上

下两个圆面的俯视角度不

一样，导致它们倾斜的角

度也略有差异。

最后要提醒的是圆柱

亮部容易画成平面，那是

因为除了高光最亮，其他

地方都要打上色调。

教师引导

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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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棱柱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一：先确定六棱柱的位置，注意六棱柱的透视，近大远

小，近长远短。

步骤二：待形体确定后，将结构线擦干净，再将暗部和投影

用线条轻轻铺上一层，初步分出暗部与亮部。

步骤三：画上几遍明暗以后，用纸巾擦拭所有暗部，再用橡皮

将所有亮部和灰部擦干净，然后从明暗交界线开始加重并深入。

步骤四：整体加重，注意虚实变化，使用的铅笔也由软到硬

（3B→2H）。

步骤提示

要点提示

1 2 3

654

1 此处是三线交于一点，距离视点最近的地方，也是明暗交

界线，所以在画面中应处理得最实。

2 此处是暗部中的两个面之间弱对比。

3 投影依然是离光源较近的地方，需要有意识加重，近实远

虚，空间感也会加强。

4 此处是背景里最暗的点，由此向周围过渡。         

5 注意暗部与背景的微妙对比关系。   

6 用较硬的铅笔（2H铅笔即可）刻画细节。

步骤四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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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藤素描基础教程——几何形体

实物

六棱柱，是长方体的延伸，也是学习透视较好的题材。构图时先确定视平线在哪

里，因为是俯视，所以视平线在物体上方。那么，这个石膏上有几组平行线，都将向上

相交并交于视平线上某一点。所以，画好结构图至关重要。

教师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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