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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和内容，相比于其他的素描形式更注重画面的设计感。如果把画面中的黑

白灰关系排列稳妥，那么画面就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闪光点，让阅卷老师给予

更高的评价，因为安排画面需要一个清晰的大脑和缜密的思维。比如一个简单

的生活场景，随意摆放的物品都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设计素描题材，而刻画技法

也是设计素描中的重要部分，仅仅有好的设计创意是不够的，因为设计素描是

一门设计和素描相结合的学科，画面效果表现的不够到位也是不行的。

（3）对创意的理解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如果不了解高等美术院校

关于创意的要求，就很容易把创意理解成非现实的创作，自己凭空编撰出超现

实的画面，故弄玄虚，但是有的考生则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奇怪的物象空间表

达上，完全忽略了物象组合所起到的传达作用，这是错误的。另一个问题就是

把创意理解为故事性的文字叙述，这更是哗众取宠的，创意可能会有非现实因

素的表达，但是整体上还是要求画面的合理性，建立在物象表现基础上的联想

与想象。好的设计作品都是以大的创意空间关系开始构思的，在现实空间中寻

找新的创意点进行创作，运用所学习到的素描关系来实现自己的设计构思。重

要的是要准确把握空间关系和造型的和谐性，在实现自己创意的同时又要保证

画面的合理性。

（4）有的同学对设计素描一直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把设计素描刻意画

得很怪异、不伦不类，认为这样才算有创意的“设计”，其实不然，好的设

计素描恰恰不一定是特别新颖，而是把一个普通的场景运用好的形式、好的构

图表现出来，这才是设计素描真正的内涵，不要因为不理解而盲目地去画。设

计应永远面向未来，立足“设计为人民服务”的发展战略，在素描设计教学中

应该引进和借用未来风格抽象思维的艺术训练方式，探索设计领域表现的新空

间，来培养学生的综合基本技能和先进的视觉审美观念为根本。 

打破严格的透视法则和常规构图，施行这种教学方式是让学生知道，透

视的准确并不是衡量画面美的唯一标准。可以对画面物体进行扭曲、平面化和

夸张化的形象处理，改变固定思维的审美标准，提高自己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能

力。传统素描在构图上都有严格要求，而设计素描可以完全打破上下左右的画

面平衡，在构图上以求满、求险、求空、求偏、求局部等形式格局为追求，这

样，可以使画面在空间选择上获得出人意料的自由度。

本书从设计实践需求出发，全面阐述了设计素描的基本概念、训练要点、

透视应用、画法过程以及通过作品点评的形式指出训练中应注意的事项，按照

由简到繁、从易到难的原则安排训练内容，循序渐进、讲究实效，在画法介绍

中，注重分析对象的功能构造、材料、工艺等特征的前提下进行表现，强调画

面形态的严谨性、推导性、传达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本书在指导思想上突出知

识的系统性和技法的实用性，适合具有一定素描造型基础的学生，该书条理清

楚、图文并茂、易于理解，除相应典型范例和步骤图外，还收集数余幅中央美

术学院的设计素描作品，但内容以考前必须掌握的物品为主，新颖广泛，涉及

的物品丰富，看了本书之后你一定会在设计素描方面有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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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素描是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课程，其主要任务是对客观形态构造特征

进行设计与分析，发现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特征，通过设计素描的训练培养敏

锐的观察力、思考力、创造能力以及分析与归纳能力。设计素描教学的质量将

直接影响到设计类专业学生的专业发展，对其使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路的研

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央美术学院等专业院校的高考设计科目中设计素描是必考的科目，提

前了解设计素描考试的情况是取得一个好成绩的必要工作，现在说说考试中容

易出现的问题：

有些考生在造型方面不能充分地利用考题中所给的元素，只是简单地把物

体摆放在画面上，没有对物体的造型做主观处理。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还

是基于传统的素描训练，导致考生只是被动地描绘现实中的形象，而我们的考

试题目，使物体的造型具有巨大的可塑性，由考生来选择和处理。

设计素描注重思维方面的创意与想象，好创意的表达需要你用最快的绘

画技术去表现，素描是一切艺术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训练自己的写生能力与

创意能力，所以在设计素描课程的安排上写实与创意穿插进行，这也是为什么

一些好的设计院校将设计素描作为他们必考的内容，既可以考查学生的设计思

维，又可以考查学生的造型能力，一箭双雕，所以设计素描的好坏是检阅一个

设计类考生水平的重要依据。

笔者经过多年对该课程的教学与研究，认为现行的设计素描教学还存在一

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必须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设计素描是以设计概念为先导的设计形式。它是以设计思维为教学目的而

进行的各种素描写生和素描创作，设计素描跨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素描概念，不

再仅仅是作为以绘画技艺与表现方法的训练，也不是为了艺术创作去写生或再

现物体和收集生活素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打破传统思维定式的静物组合方式和常规的静物选择方式，在传统

绘画中，我们习惯了一些物体的组合模式。例如传统的物体组合主要包括：关

联性物体组合、体量类似物组合、高差异体量组合、质感差异组合等。为了打

破这种组合，避免常规式的摆放方式，可以用悬挂、倒挂、累积、包扎等多种

形式进行随机性摆放，让学生参与其中进行物体选择，同时融入自己的思维和

观念，使原来的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的互动方式，提高学习积极性和主动参

与意识。

构图方面通常的问题是在一些高中美术班或考前班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

式，由于老师摆好了静物，组织好了构图，然后学生去写生，缺乏在构图方面

的基本训练。因此，在应考中央美术学院等高等美术院校的素描考试中就缺乏

自我组织画面的能力，缺少具有艺术性和原创性的构图方式，或者构图常常固

定化，没有新意，永远是所谓的三角构图或“S”形构图，缺乏从生活中发现

艺术性构图的能力，还有一类学生将各大院校高考指南上的高分试卷的构图作

为模仿的对象，但这些构图往往已经过时。如果2008年在评卷中出现新颖的构

图往往会引起判卷老师的注意，但是2009年出现模仿的、重复的构图，那些抄

袭的考卷往往得不到高分。因此，无论设计还是绘画，创新性与独特性总是得

分最高的，模仿与抄袭永远不能代替原创。

（2）学生尽可能尝试多种素描技法和不同工具，传统素描模式是用排线

的方式画素描，但设计素描的方法不同于传统素描，它的表现手法是无穷的，

包括涂、抹、擦、印、贴等。不同的手法会产生不同的视觉美感，不再拘泥

于传统素描的像还是不像，在这方面可以结合设计素描的类型多做尝试性的探

索。

黑白灰是设计素描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结合了设计与造型的特点，更

讲究黑白灰的分布，讲究新颖有张力的构图，讲究黑白灰的面积，注重画面的

构图的组织意识不错，黑白对比及前后的主次关系处理得比较到位，有一定的纵伸感和构成感，水泵的造型结构明确，黑白

灰关系表达准确。作者的表现手法新颖，对物体的描绘概括而强烈，视觉冲击力强，螺栓等细部表达到位，画面效果完整。

29

教师点评





2

教师点评

3

作者选择形体比例优美的玻璃瓶，整幅画除了应有的写实技法之外，更多的是追求黑白灰和点线面的平面构成。画面中装可乐

的瓶子是作者有意安排的，丰富黑白灰的层次感，可乐瓶外轮廓线的相互交织、叠加及疏密的调整都是点、线、面构成的体现。

1.用可乐瓶子来组织画面本来就有一种形式美感，用其唯美

的外形来构图，注意形与形的透叠关系，用线要流畅，构成感要

强。

2.细致地勾出瓶口、高光、明暗交界线的位置以及投影的形

状，注意线与线的交错，线要有取舍，注意疏密空间，不要混淆。

3.玻璃的质感要突出，首先把最重的颜色画上去，留出高

光，黑白灰做明确，这一步是分黑白灰的阶段，从最重的色块入

手。

4.进一步深入刻画，完善瓶子的质感和细节，黑白对比继续

加强，丰富黑白灰的层次关系，已经基本上是一幅完整的画面。

设计素描/节点分割—透明玻璃可乐瓶组合的设计思路解析



2

教师点评

3

作者选择形体比例优美的玻璃瓶，整幅画除了应有的写实技法之外，更多的是追求黑白灰和点线面的平面构成。画面中装可乐

的瓶子是作者有意安排的，丰富黑白灰的层次感，可乐瓶外轮廓线的相互交织、叠加及疏密的调整都是点、线、面构成的体现。

1.用可乐瓶子来组织画面本来就有一种形式美感，用其唯美

的外形来构图，注意形与形的透叠关系，用线要流畅，构成感要

强。

2.细致地勾出瓶口、高光、明暗交界线的位置以及投影的形

状，注意线与线的交错，线要有取舍，注意疏密空间，不要混淆。

3.玻璃的质感要突出，首先把最重的颜色画上去，留出高

光，黑白灰做明确，这一步是分黑白灰的阶段，从最重的色块入

手。

4.进一步深入刻画，完善瓶子的质感和细节，黑白对比继续

加强，丰富黑白灰的层次关系，已经基本上是一幅完整的画面。

设计素描/节点分割—透明玻璃可乐瓶组合的设计思路解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4 5

选择楼梯的拐角来做主题承载

物，一个极为平常的拐角在作者的精

心组织安排下，楼梯、栏杆、台阶都

是绝好的画面构成元素，黑白灰的位

置也是作者苦心经营的，黑白灰的色

调有层次、有对比，处理得很理性，

栏杆选用线的表现极具构成感，也有

很强的节奏感。左下角的光影可以说

是画面的点睛之笔，不失为一幅造型

严谨、创意新颖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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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走廊的拐角，简约

而不简单，构图就很吸引人，

用几条主线来构成画面主要的

动势走向，虚实线结合明确主

体物的位置。

2.细化形体，丰富画面，细

节要强化，画面中的楼梯要有很

强的空间对比，线的疏密对比也

要把握好节奏感。

3.确立好完善的黑白灰位

置，一定要注意层次感，黑白对

比要强烈，其中也要注意块面与

点、线的构成变化，点、线、面

层次进一步明确。     

4.线、面对比继续加强，画

面的整体效果要给人很强的吸引

力，特别是错综复杂的线的变

化，深入刻画局部的层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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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作品构图很有趣味，几辆破自行车有了新的生命，作者通过对车轮黑白灰层次的排列，以及由三角车架为主的线性语言

的交织和叠加形成了疏密有节奏的线性构成，加上画面中个别由车轴表现的点，组成了一幅以点、线、面构成为主的设计素描。

1.分析不同圆形与三角形之间的穿插，用节点勾出各部分的

动势，使画面具有构成感，同时也要斟酌自行车支架的疏密变化。

2.深入细节，车座、车架、车轮之间有点、线、面的对比和

配合，自行车的轮廓有节奏感，强化疏密，构成就会有深度。

3.形体不同黑白关系就不同，车轮分别用黑白灰三种颜色搭

配，可见作者对面的考究，车架用黑线表现，强调线的构成。

4.画面中加强了灰的层次，同时车座、车蹬、车链等地方的细

节都有所加强，深入强化点、线、面的构成，使画面看上去完整。

设计素描/节点分割—一排自行车组合的设计思路解析



6

教师点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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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可见作者对面的考究，车架用黑线表现，强调线的构成。

4.画面中加强了灰的层次，同时车座、车蹬、车链等地方的细

节都有所加强，深入强化点、线、面的构成，使画面看上去完整。

设计素描/节点分割—一排自行车组合的设计思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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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个不起眼的教室场景在作者的眼里却成为极佳的创作素材，课桌的桌腿以及桌腿的投影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主线的分割，与

桌面及远处黑板的组合形成面的交错，再加上近处的足球形成的点，构成了一幅很抽象的画面，点、线、面的层次清晰明确。

1.选取日常教室的一个场景作为切入点，抽象地将其概括为

几何形态，利用方与圆的对比，经营出画面的主次构成关系。

2.将各物体细化，桌子和椅子的腿都画上，要注意到疏密的

关系，有规划地取舍，控制画面节奏，将视觉中心调整到画面中

部。

3.将黑白灰的色块设定好大小，点、线、面的对比要加强，

整个画面要给人以力度美，大小黑白灰的块面使画面更加丰富。

4.细节要继续刻画，强调光感，丰富灰面的层次，突出课间

那种活泼、自然的状态，画面故事性强，让人回想起读书的往事。

设计素描/节点分割—教室内桌椅、黑板及吊灯组合的设计思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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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起眼的教室场景在作者的眼里却成为极佳的创作素材，课桌的桌腿以及桌腿的投影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主线的分割，与

桌面及远处黑板的组合形成面的交错，再加上近处的足球形成的点，构成了一幅很抽象的画面，点、线、面的层次清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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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各物体细化，桌子和椅子的腿都画上，要注意到疏密的

关系，有规划地取舍，控制画面节奏，将视觉中心调整到画面中

部。

3.将黑白灰的色块设定好大小，点、线、面的对比要加强，

整个画面要给人以力度美，大小黑白灰的块面使画面更加丰富。

4.细节要继续刻画，强调光感，丰富灰面的层次，突出课间

那种活泼、自然的状态，画面故事性强，让人回想起读书的往事。

设计素描/节点分割—教室内桌椅、黑板及吊灯组合的设计思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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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个玻璃杯很单调，多个重叠的玻璃杯就会构成漂亮的画面，并且高低错落很有节奏感，两组杯子形成了一种上下呼应的关

系，玻璃的质感刻画到位，加上玻璃杯中勺子的透视变化使画面更加精彩，下侧的重色桌角既丰富了空间层次又稳定了画面。

1.杯子的组合很吸引人的视觉，特别是彼此叠加的外形具有

设计的美感，用简单的几何形分割画面，要注意前后透叠的关系。

2.进一步明确整幅画的节点位置分割，调整各个杯子之间的

形状比例，要注意勺子、几个杯口、杯底圆弧和桌面的透视变化。

3.大的黑白灰要设定准确，要注意玻璃质感的明度，不能画

得过重，表现高光的部分要刻意预留出来，以方便后续丰富画面。

4.深入刻画细节，要注意质感的处理，还有杯子间的前后虚实

关系，不能混淆，投影的变化也要明确，重点体现构成的法则。

设计素描/节点分割—透明玻璃杯和勺子组合的设计思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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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明确整幅画的节点位置分割，调整各个杯子之间的

形状比例，要注意勺子、几个杯口、杯底圆弧和桌面的透视变化。

3.大的黑白灰要设定准确，要注意玻璃质感的明度，不能画

得过重，表现高光的部分要刻意预留出来，以方便后续丰富画面。

4.深入刻画细节，要注意质感的处理，还有杯子间的前后虚实

关系，不能混淆，投影的变化也要明确，重点体现构成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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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这是一幅典型运用点、线、面构成的作品，作者通过支架形成了三条大的主线撑起整个画面，地缝形成了次要的线分割，还有

电线形成的曲线更丰富了线的层次感，地面分割成几个小块，地面的裂缝及插头等都是点的元素，黑白对比强烈，画面效果醒目。

1.画室中写生灯的底座是很漂亮的形体，恰好与地面的方地

砖形成一种分割关系，概括好方与圆的关系，形成线和面的对比。

2.构图适合《空间》的命题，将画面的细节确定下来，包括

电线走向、地板裂缝等，目的是加强画面的节奏感和形式感。

3.明确画面黑白灰的位置，强调底座的重色，与地板的亮色形

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底座上各部分也应加以细化，强化黑白灰。

4.金属的质感刻画重点应注意层次的分明和高光的处理，加

强色块的明度对比，用笔要细腻，铅笔排线的方向要依据形体结

构。

设计素描/节点分割—命题《空间》的设计思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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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典型运用点、线、面构成的作品，作者通过支架形成了三条大的主线撑起整个画面，地缝形成了次要的线分割，还有

电线形成的曲线更丰富了线的层次感，地面分割成几个小块，地面的裂缝及插头等都是点的元素，黑白对比强烈，画面效果醒目。

1.画室中写生灯的底座是很漂亮的形体，恰好与地面的方地

砖形成一种分割关系，概括好方与圆的关系，形成线和面的对比。

2.构图适合《空间》的命题，将画面的细节确定下来，包括

电线走向、地板裂缝等，目的是加强画面的节奏感和形式感。

3.明确画面黑白灰的位置，强调底座的重色，与地板的亮色形

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底座上各部分也应加以细化，强化黑白灰。

4.金属的质感刻画重点应注意层次的分明和高光的处理，加

强色块的明度对比，用笔要细腻，铅笔排线的方向要依据形体结

构。

设计素描/节点分割—命题《空间》的设计思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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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的“形态”很好，说明作者很善于发现生活的细节，色块之间有层次感，冷暖色设计得很漂亮，而且对色块的形状也做

了仔细的斟酌，画面的立体感很强，物体的阴影起到衬托主体的作用，作者可以在手套的质感表现上继续加强，以丰富画面。

画面气氛很好，作者选用自行车作为创作素材，车轮有着很强的冲击力，构图比较巧妙，用圆的物体和方的纸张形成对比，

轮胎的粗线与车辐条的细线相互穿插，疏密与节奏感掌握得不错，加上作者用色粉等绘画技法使画面的观赏性加强。

这幅作品以桌、椅为元素去设计画面的构图，充分地把节点分割画面的设计观念发挥到极致，看似对实景的再现，其实是升

华，作品融合了作者主观的设计思想，主次分明，黑白灰的布局不仅体现出被刻画物体的体量感，而且加强了空间的延展性。



教师点评

14 15

教师点评

教师点评
手套的“形态”很好，说明作者很善于发现生活的细节，色块之间有层次感，冷暖色设计得很漂亮，而且对色块的形状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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