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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政府的要求下，长期以来，学校文化艺术活动作为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广大青少年建立兴趣爱好和

成才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学校德育工作发挥巨大作用的主要因素。营

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为广大青少年开拓广阔的成才之路，这是加

强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培养青少年未来实现中国梦想的要求。

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能够使广大青少年达到开阔

视野、陶冶情操、增长才智、提高素质、沟通人际、适应社会以及改

善知识结构和掌握实用技能等方面的效果。在这些文化艺术活动中，

广大青少年通过接受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有益教育，能够起到潜移

默化的作用，这对造就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适

应中国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新一代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校对于开展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和营造浓郁

的校园文化环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投入和努力，学校里的音乐队、合

唱团、舞蹈队、书画社、兴趣小组等，简直琳琅满目。因此，校园文

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与指导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就需要坚持先进

文化的正确方向，以育人为根本目标，努力发展符合实际需要并为广

大师生喜闻乐见，且具有实效的校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体系，真正

营造五彩校园的文化氛围。

PREFACE
前言



为此，根据党和政府有关政策和部门的要求以及国内外最新校园

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特别编撰了《五彩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丛书，

不仅包括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管理、策划方案等指导性内容，还

包括阅读、科普、歌咏、器乐、绘画、书法、美化、舞蹈、文学、口

才、曲艺、戏剧、表演、游艺、游戏、智力、收藏、棋艺、牌技、旅

游、健身等具体活动项目，还包括节庆、会展、行为、环保、场馆等

不同情景的活动开展形式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娱乐性、指导性和

实用性。

本套丛书图文并茂，设计精美，格调高雅，不仅是广大学校用于

开展丰富文化艺术活动的最佳指导读物，也是大中小学学校领导、教

师，在校大中小学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有关人员学习的最佳实

用读物，还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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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的定义和种类

绘画的定义

绘画，是指用笔、板刷、刀、墨、颜料等工具材料，在纸、纺织

物、木板、墙壁等平面上塑造形象的艺术形式。现代可以通过计算机

软件用鼠标进行数码绘图，实现无纸化数字图像保存，避免了资源的

浪费，也使得观看图片更加方便。

绘 画 是 一 个 捕 捉 、 记 录

及表现不同创意目的的形式，

绘画的本质可以是自然及具像

派的，如静物画或风景画、影

像绘画等；也可以是叙事性质

的、象征主义的、情感的或政

治性质的。

历史上有一大部分的绘画

被灵性主题及概念所主导，这

些绘画形式由陶器上的神话角

色到西方教堂的内壁及天花板

上的圣经故事场景都有，它们

会透过人类身体本身去表达灵

性的主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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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以前，绘画模仿得越真实技术越高超，但进入20世纪，

随着摄影技术的出现和发展，绘画开始转向表现画家主观自我的方

向。看到一幅画，鉴赏家有时已经说不清画的是什么，但一定能说出

是谁画的。每个画家都开始发展自己独特的风格。

油画及水彩画是西方文化中知名度最高的绘画媒体，它们在风格

和主题上有丰富且复杂的传统。在东方，黑色及彩色的水墨画则主导

了绘画媒体的选择，但是它在风格和主题上和西方同样有着丰富且复

杂的传统。 

绘画的种类

绘画按工具材料和技法的不同，分为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

画、水粉画等主要画种。

中国画又按技法的工细与粗放，分为工笔画和写意画。版画又

根据版材的不同，分为木版画、铜版画、纸版画、石版画、丝网版画

等；版画还依制版方法和印色技法分类，常见的有腐蚀版画、油印木

刻、水印木刻、黑白版画、套色版画等等。

以上画种，又依描绘对象的不同，分为人物画、风景画、静物画

等。人物画又依据描绘题材内容的不同，分为肖像画、历史画、宗教

画、风俗画、军事画、人体画等。

本书为了开阔同学们的视野，增加了雕塑、剪纸以及篆刻等方面

的内容，希望对大家学习绘画有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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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的工具和材料

国画的工具和原料

国画的工具主要有笔、墨、纸、砚等。

1.笔。

指毛笔。毛笔以其笔锋的长短可分为长锋、中锋和短锋笔，性能

各异。长锋容易画出婀娜多姿的线条，短锋落纸易于凝重厚实，中锋

则兼而有之，画山水以用中锋为宜。

2.墨。

常用制墨原料有油烟、松烟两种，制成的墨称油烟墨和松烟墨。

油烟墨为桐油烟制成，墨色黑而有光泽，能显出墨色浓淡的细致变

化，宜画山水画；松烟墨黑而无光，多用于翎毛及人物的毛发，山水

画不宜用。

3.纸。

中国画在唐宋时代多用绢，到了元代以后才大量使用纸作画。中

国画用的纸与其他画种不同，它是以青檀树做主要原料制作的宣纸，

宣纸产于安徽泾县，古属宣州，故称宣纸。

4.砚。

我国最有名的砚是歙砚和端砚。歙砚产于安徽歙县，端砚产于广

东高要县。一般书画选择各地产的砚台可以了，选择砚台就主要择其

石料质地细腻，湿润，易于发墨，不吸水。砚台使用后要及时清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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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保持清洁，切忌曝晒、火烤。

5.颜料。

传统的颜料有矿物性颜料和植物性颜料两大类。

矿物性颜料从矿石中磨炼出，色彩厚重，覆盖性强，常用的有石

绿、石青、朱京、朱标、赭石、白粉等。

常用的植物性颜料有花青、藤黄、胭脂等。

6.其他工具。

除了上述的笔、墨、砚、纸绢、颜料之外，尚需准备相关的用具：

（1）调色（储色）工具：以白色的瓷器制品较佳，调色或调墨应

准备小碟子数个，储色以梅花盘及层碟较理想，不同的颜料应该分开

储放。

（2）贮水盂：盛水作洗笔或供应清水之用，亦以白色瓷器制的

较佳。

（3）薄毯：衬在画桌上，可以防止墨渗透将桌面沾污。铺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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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也不易被笔擦坏。

（4）胶和矾：上石青、石绿、朱砂等重色时为防止颜色脱落，可

用胶矾水罩上。矾有粉末状和块状，胶则有瓶装的液状鹿胶与条状或

块状的牛胶、鱼胶、鹿胶等，最好备置一套杯、酒精灯，以便融胶调

兑清水。

此外挂笔的笔架、压纸的纸镇、裁纸的裁刀、起稿的炭条、吸水

的棉质废布（或废纸），以及钤印用的印泥、印章等皆可酌情备置。

油画的工具

油画作画方法多样，其工具也有异同。几百年来油画艺术的历史

演变，使绘画工具不断改进。总体而言，常使用的工具如下：

1.画箱。用来装颜料、画笔、调色板及调和剂等绘画材料的一种工

具箱。多为木质，有三条可伸缩开合的腿，用作室内绘画和外出写生。

2.画架。用来固定画幅。

根据画家需要，室内画架可以

使画幅上下前后移动；折叠式

画 架 用 于 野 外 写 生 。 画 架 又

可 以 和 画 箱 或 画 桌 结 合 在 一

起——画箱式画架。

3.画桌。室内作画时用来

摆 放 调 色 板 、 颜 料 及 其 他 用

具、物品等。专业画桌具备多

种功能，能自由移动和调整高

度的为最好。

4.画凳。室内画凳可调整

高 度 ， 外 出 写 生 用 画 凳 可 折

叠。还有一种能上能下的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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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凳，用于绘制大型油画。

5.画伞。外出写生时专用，可以避雨，也可以阻挡阳光直射。专

用画伞通常带有固定设置。

6.画笔和画刀。画笔有不同的笔型和大小型号，分动物毛和人造

毛两类，用于调色和画面着色。画刀有多种造型，主要用来调色、作

画、刮色、清理画板等。

7.调色板。有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用于调色及摆置颜料。

8.油壶。用来装调色油、松节油等调和剂。底部装有弹簧片的小

油壶可夹在调色板上。

9.洗笔器。用于洗刷或搁置带颜色的画笔。

10.绷布钳。钳口较宽，绷装画布时专用。

11.订枪。用来固定画布，类似订书机。有大小两种钉型，比普通

订书钉略长且坚硬。

12.小锤和钉子。用于传统的绷装画布的方法。有的小锤一端带有磁

性，可以吸钉子。

13.砂纸或浮石。作底子时用来打磨画布。

14.木炭、铅笔、橡皮和油画棒。用来起画稿。

15.电动搅拌器。用来制作底料或胶液。

16.板刷和刮板。用来作画布底子。

17.大理石板和研磨杵。用于研磨油画颜料。

18.其他工具。此外，烧杯、瓶子、金属盒、金属罐等各种容器，

以及尺子、剪刀、钳子、胶带、夹子、天平、铜臼、电吹风、喷枪等都

能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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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绘画的正确方法

培养正确的学习方法

培养正确的学习方法，也就是建立在对物体的深入理解上。我们

画素描要懂得素描的基本要素，如形体、比例、结构、明暗调子、质

量感和空间感等。

这些名词看起来好像不难，但具体的操作却是不容易的。初学者

在短时间内也可完成一幅肖像，但画面简单空洞，而受过良好素描训

练的人却可表现得深入而丰富。因为视觉上的敏感不同，感觉到的内

容就会有差异，后者可以抓住物体的本质，能够概括简洁、明确肯定

地表达对象的特征。

建立良好的整体意识

整体意识的建立在绘画领域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学生将来

的绘画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无论是从事何种绘画创作，都要涉及这

个问题。对于初学者来说，一方面是加强对整体意识的理解，另一方

面是在观察和表现中关注整体关系，克服注意力局限在某一个点上的

不良习惯。

培养整体意识可从观察事物入手，多观察多比较，这样才能明确

各个事物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把握整体。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

再到整体，贯穿于整个作画的过程中，反复比较，培养局部与整体关

系的能力，建立良好的整体意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