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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苹果红苹果的颜色较鲜亮，色彩变化丰富。

刻画时在水分的把握上要做到暗部略湿，

而灰部和亮部略干。用笔上多使用一些摆

的笔触，特别是苹果的灰部和亮部，这样

较容易体现它的色块，使苹果具有较强的

体积感。笔触应大小结合，不要用一样的

笔触，在细节处可以多塑造。

红苹果的画法

实物照片

步骤步骤一 : 用单色起稿，然后加水稀释交代出苹果

的基本外形特征和明暗转折关系及投影。

步骤步骤二 : 从苹果的暗部开始入手，按苹果的形体

转折用笔，铺画出苹果暗部大体色彩。

步骤步骤三 : 深入塑造，铺出苹果的灰部和亮部，注

意颜色从灰到亮的明度和色相的变化 , 把握好苹果的

环境色。

步骤步骤四 : 用小号笔侧锋运笔，颜料干湿适中，根

据画面需要加强其亮部的颜色，使其颜色饱和、明亮，

层次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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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苹果青苹果的不同面有色相和冷暖的差异，

暗部有环境色或反光的影响，亮部的边缘

有偏灰的色彩，主要是受其他反射光源的

影响。画时要注意突出颜色的饱和度与透

明度，这样才能保持水果的新鲜感。因此

在画时，画笔必须保持干净，绿色的过渡

可采取色彩的并置法，也可适当降低色彩

的纯度。

青苹果的画法

实物照片

步骤步骤一 : 用单色勾形，注意青苹果的大小比例和

透视关系，概括画出青苹果的结构及明暗大关系。

步骤步骤二 : 先区分青苹果不同面色彩的相互关系，

再铺出青苹果的固有色。注意青苹果亮部颜色的水分

应多一点。

步骤步骤三 : 把握青苹果圆面色彩的虚实变化，塑造

暗部、灰部的色彩，注意色彩的纯度及明暗变化。

步骤步骤四 : 深入表现青苹果的色彩变化，注意不同

的面用笔要有所区别。加强整体画面的色彩关系，最

后扫出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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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苹果梨的外形多为一头较尖的椭圆形，蒂

把一般长在较尖的那头，要根据其特点和

朝向去表现。梨表皮粗糙，看上去有亚光

的效果 , 所以固有色较浅，明度变化相对

较弱。画梨的亮部时可在颜色中略加些白

粉。梨的暗部颜色不宜太深，否则会把梨

画“脏”。

两个梨的画法

实物照片

步骤步骤一 : 用单色画出梨的外形，准确把握梨的朝

向及位置关系。勾勒出梨的结构转折关系及投影。

步骤步骤二 : 画出梨的固有色，调色稍厚一些，用笔

应注意顺着形体结构画。

步骤步骤三 : 强调梨的色彩变化，画出梨暗部和灰部

的色彩，用笔要有变化。

步骤步骤四:调整画面，注意亮部和灰部的笔触衔接，

勾出梨蒂把，处理好梨反光和投影的色彩，最后用干

笔点出高光完成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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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苹果葡萄具有半透明性，色彩通透，易受

环境色影响，有较强的高光。葡萄一般都

是成串的，由一个个小球体组成，画时要

把整串葡萄分成几个大组，这样分析色彩

及光影关系更容易些。首先应大刀阔斧刻

画整串葡萄的大基调，再细致刻画单个葡

萄，注意位置靠前较显眼的葡萄应着重刻

画。不用把笔上的颜料调和得太匀，用旋

转的笔法来表现其球体结构。丰富反光能

很好地突显晶莹的质感。

实物照片

步骤步骤一 : 整体观察，注意区分每个葡萄的形态。

用单色起稿，概括画出葡萄的明暗关系。

步骤步骤二 : 迅速捕捉葡萄的色彩基调，果断铺出色

彩关系，大胆取舍，强调整体。要善于归纳重色部分

的形态。

步骤步骤三 : 画出固有色、亮色部分。明确单个葡萄

的体积关系，组织好成串葡萄的体积关系，注意概括

成整体分析。

步骤步骤四:调整画面，注意亮部和灰部的笔触衔接，

勾出葡萄蒂把，处理好反光和投影的色彩，最后用干

笔点出每个葡萄的高光，完成塑造。

葡萄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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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苹果桃子表皮有一层细细的茸毛，其表面

粗糙，色彩柔和而淡雅，所以多用干画法

表现，用色可灰一点，为了表现其表面茸

毛特征，可用干笔“扫”出其亚光柔和的

质感。刻画时要准确把握桃子的色彩倾向

及其边缘线的处理。桃子的颜色应画得淡

雅一些，而其边缘线应处理得模糊些，这

样更有利于表现桃子柔软的果肉质感。用

色一定要控制好水分，使桃子的颜色干净、

利落，给人新鲜的感觉。

实物照片

步骤步骤一 : 观察画面，将两个桃子看成一个整体，

以正确和灵活的用笔，确立桃子的基本形。

步骤步骤二 : 抓住画面的整体色彩基调，用大笔快速

铺出，这个阶段不必拘泥于细节描绘。注意用色要薄

而准确。

步骤步骤三:找出光源色、环境色和色彩的冷暖变化。

根据不同的造型采用不同的笔触，进一步具体桃子的

质感特征。

步骤步骤四 : 加强整体的色彩关系，扫出反光。调整

两个桃子的前后、虚实关系，完善桃子在画面中的体

积感和质感。

桃子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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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苹果香蕉一般呈黄绿色 , 质地较粗糙，没

有明显的高光与反光。单个香蕉可理解成

棱柱体，成组的香蕉呈扇形展开，表现成

组的香蕉时，要区分其前后的层次关系，

靠前的重点刻画，靠后的要适当弱化。表

现香蕉棱柱形体时应注意其弯曲度，用笔

要干脆、利落，特别是暗面与亮面的转折，

处理好了可以增强香蕉的体积感。蒂把是

香蕉的重要特征，画时要整体表现，不能

与整体脱节。

实物照片

步骤步骤一 : 将整组香蕉与苹果看成一个整体，用正

确和灵活的用笔，画出基本形并找出大的明暗关系。

步骤步骤二 : 用大笔铺出香蕉与苹果的基本色调，描

绘时要保持笔触的水分饱和度，同时沿着形体转折面

运笔。

步骤步骤三 : 分析颜色的变化，抓住总的色彩基调，

画出亮、灰面的基调。注意色彩的冷暖关系，用色要

薄而鲜明。

步骤步骤四 : 从整体出发，加强画面的主次、前后、

虚实关系，要求画面色彩明快、简洁，用笔松动而富

有变化。

香蕉与苹果组合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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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苹果藕的外形曲线流畅，藕身有小的形体

转折，其表皮质感粗糙，反光较弱。刻画

时顺着形体，用笔摆出大的块面关系，再

用一些过渡的颜色将莲藕圆柱体的形表现

得细致一些。亮面建议用较干的小号笔一

道道扫，这样能很好地塑造出莲藕表面粗

糙的质感。用色水分可多一些饱和一些，

以便表现出莲藕的新鲜感。

实物照片

步骤步骤一 : 理解莲藕的形体特征，用单色画出莲藕

的外形及大的明暗关系。

步骤步骤二 : 用大笔铺出莲藕的基本色调，用色应饱

和些，笔触要体现其形体转折。

步骤步骤三:明确莲藕各个面色彩的变化，画出亮面、

灰面的色彩。注意色彩的冷暖关系，用色要薄而鲜明。

步骤步骤四 : 从整体出发，塑造画面的主次、前后、

虚实关系，要求画面色彩明快，用笔松动而富有变化。

莲藕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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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苹果生姜的形体非常不规则，表面起伏变

化较多。刻画时不要受其表象的影响，先

找出大的明暗关系 , 再对局部细致的起伏

进行刻画。画生姜用色应注意同类色的冷

暖变化，亮部的用色要厚些，少加白，可

以少许调一点灰绿。处理细节时注意小笔

触的灵活运用。粗糙表皮可用干笔画出其

肌理。

实物照片

步骤步骤一 : 用单色起稿，准确勾勒生姜的大小和位

置，然后加水调和铺出暗部与投影。

步骤步骤二 : 用稍大号的笔从生姜颜色最深处开始铺

色，调色以厚薄适中为宜，用笔要大胆、快速。

步骤步骤三 : 塑造生姜暗部、灰部的色彩，注意表现

出生姜表面小起伏的色彩变化。

步骤步骤四 : 全面调整画面的色彩，特别是生姜亮、

灰部色调的刻画，注意不要忽视与台布的联系。

生姜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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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苹果要想画好蔬菜，首先要把握好各种蔬菜

的外形，蔬菜的外形大都比较松动，有点

随意性。画花菜时要注意体积的表现，花

菜的表面凹凸不平，塑造难度也会相应增

加。刻画时要多注意它的特征，要整体概括，

避免支离破碎。应先用大笔概括基本关系，

再用小笔适当强调个别细节。

实物照片

步骤步骤一 : 用单色起形，用简单的线条画出花菜的

基本形，铺出暗面及投影部分。

步骤步骤二 : 区分花菜不同面的色彩变化，果断铺出

基本的色彩关系，注意笔触的衔接要体现圆面体感。

步骤步骤三 : 继续刻画花菜亮面和灰面色彩，重点加

强花菜表面凹凸的形体特征。用笔要严谨到位，争取

形色兼备，干脆利索。

步骤步骤四 : 用小号笔调整明暗、虚实及色彩对比。

明暗交界处的突起应着重刻画。注意笔触应松动、随

意些，使笔触更流畅，富有美感。

花菜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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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苹果大白菜由菜帮和菜叶组成。菜叶和菜

帮颜色都较淡，受周围环境色影响明显，

在调色时要注意勿画“脏”。可先用湿画

法画出它大的形体和色彩关系，菜帮颜色

较亮，在铺色时可适当留出高光，并要准

确把握菜帮灰部颜色的色彩倾向。菜叶亮

部颜色较淡，绿色纯度不宜高，可适当加

些白色和柠檬黄去表现，白色不宜加得过

多，否则画出的白菜会显得“粉”气。

实物照片

步骤步骤一 : 用单色起形，注意画出大白菜圆柱体的

形体关系，大致表现出菜叶的位置。

步骤步骤二 : 用较湿润的大号笔画出大白菜大的形体

与色彩，再选择主要的茎与叶作细致表现。

步骤步骤三 : 画出大白菜的体积关系，在刻画时要保

持统一协调的整体感，用色虚实结合，过渡自然含蓄。

步骤步骤四 : 用湿画法加强叶片、茎部颜色。待到茎

叶的颜色干一些了，用小号笔蘸较干的亮色“扫”出

茎的质感。

大白菜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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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苹果画萝卜时要注意体积的表现，在色彩

上要求色彩明快。刻画这类白萝卜时要强

调萝卜各部分的颜色倾向，但不能“灰”

或“脏”，不要用太多的颜色进行调和。

萝卜的亮面虽然是白色，但是不能用单纯

的白色进行刻画，可稍微加入一点周围的

环境色，形成有色彩倾向的白色。

实物照片

步骤步骤一 : 用单色起稿，画出萝卜的形体结构、明

暗转折及投影。

步骤步骤二 : 用中号水粉笔铺出萝卜亮面和灰面的颜

色，注意亮面用色要干净。笔触应随着萝卜的形体刻

画。接着铺出投影和简单的环境色。

步骤步骤三 : 从萝卜暗面画起，逐渐向亮面过渡，由

冷过渡到暖，注意亮面的白色成分要多。加强萝卜的

环境色。

步骤步骤四 : 根据画面需要可调整其亮面的颜色，使

其饱和、明亮，层次丰富厚重。最后用轻松的笔触扫

出萝卜的须与高光，完成塑造。

萝卜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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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苹果玉米形似圆锥体，圆端长有叶片，尖

端有玉米须。排列整齐的玉米粒是表现玉

米质感的重要特征，画时可先上一层色，

确定好黑白灰面，再调出较明亮部位的色

彩错落地点上即可。最后还可在受光特别

强烈的玉米粒上点上高光。玉米虽然看着

繁杂，其实也是有规律的。表现玉米粒的

层次感时，不用刻意的去一粒一粒的画，

玉米粒之间的间隙可以用笔锋勾出来。

实物照片

步骤步骤一 : 用单色画出玉米的外形，准确把握玉米

的朝向及位置关系。画出明暗转折关系及投影。

步骤步骤二 : 画出玉米的固有色，调色稍厚一些，用

笔应注意顺着形体结构画。

步骤步骤三 : 强调玉米的色彩变化，画出玉米暗面和

灰面的色彩，用笔要有变化。

步骤步骤四 :调整亮、灰面的色彩变化，勾出玉米粒，

处理好反光和投影的色彩，最后用干笔点出高光。

玉米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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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解析

步骤步骤一 : 用单色起稿，画出矿泉水

瓶的基本轮廓，注意瓶颈与瓶身的形体

转折，确保形体准确。

步骤步骤二 : 先平铺出背景与桌面颜

色，再画出矿泉水瓶标签部分的固有色。

步骤步骤三 : 画出矿泉水瓶透明部分的

颜色，注意保持色彩的纯度和通透性。

步骤步骤四 : 强化细节，注意整体明暗

层次的变化。最后画出暗部的反光、环

境色及高光。

训练要点

苹果矿泉水瓶既具有玻璃的特

性，表面晶莹剔透，又具有瓷

器易反光的特性，光滑洁净，

质地细腻。矿泉水瓶通体透明，

高光、反光琐碎而突出。在塑

造时，可以分为透明处与中间

的标签两部分来刻画。透明的

部分可和背景一起画，不可留

空白，稍干后用较深一些的冷

灰色勾出瓶子的轮廓即可。应

注意的是，塑料瓶毕竟没有玻

璃瓶那么透明，高光附近往往

有些冷灰色。标签部分用色也

应淡雅些。

实物照片

矿泉水瓶的画法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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