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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解析

步骤步骤一 : 定位，确定酒坛的摆放角度及透视关

系，先定点再连线，画出酒坛的高宽比例。

步骤步骤二 : 进一步切画酒坛的外轮廓，把握好酒

坛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注意坛身的形体转折应准

确。

步骤步骤三 : 理解酒坛形体特征，画出酒坛的内部

结构线，把握好形体结构特征及透视关系。运用辅

助线调整准确形体，加强外部轮廓线使形体空间关

系更明确清晰。

步骤步骤四 : 调整线条的轻重、粗细、虚实，进一

步完善几何体的体积感、空间感。

训练要点

正方在刻画酒坛前先分析酒坛是由哪些形体组合而

成，把酒坛的局部概括理解成简单的几何形体。口

沿部分可按圆锥或圆柱体来画，坛肩上的几个耳可

以看作长方体在改变透视角度时的状态。要认真分

析理解后，再进行刻画。

酒坛的画法

步骤一 

实物照片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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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解析

步骤步骤一 : 定位，确定瓷瓶的摆放角度及透视关

系，用定点的方法标示出瓷瓶的形态特征，画时注

意瓶口、瓶颈、瓶身的高宽比例。

步骤步骤二 : 立体理解瓷瓶的内部结构，明确画出

瓷瓶的大轮廓。

步骤步骤三 : 运用辅助线进行检查，调整完善瓷瓶

细节特征并对内部结构进行刻画。刻画瓶口内部结

构时注意离视平线越近的圆面显得越扁。

步骤步骤四 : 塑造瓷瓶的整体关系，拉开结构线、

明暗交界线的虚实对比，使画面空间结构明确。

训练要点

正方这个瓷瓶的瓶口稍显复杂，刻画前先仔细观察。

用简洁概括的笔触找出瓷瓶大的形体关系。在刻画

时应注意不同部分的造型特征，准确体现瓷瓶的透

视关系（如：瓶口外沿、内沿与瓶颈的透视）。具

体刻画时注意瓶口向瓶颈内部转折的空间表现。

宽口瓷瓶的画法

步骤一 

实物照片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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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正方从外形上看，瓷瓶是由圆锥体与圆柱体结合而

成。瓷瓶刻画的重点一般放在口沿部位，因为口沿

有厚度，形体的变化较多 ,应注意区分高低两个口

沿的圆面透视关系。在打轮廓和切大的体面时，要

注意形体的转折。画瓶身时注意两边形体的对称关

系。

瓷瓶的画法

步骤一 

实物照片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步骤解析

步骤步骤一 : 定位，确定瓷瓶的摆放角度及比例关

系，用长直线定出瓷瓶在画面中的位置。

步骤步骤二 : 用定点的方法画出瓷瓶的基本轮廓，

注意形的对称及鼓腹处转折结构的表现。

步骤步骤三 : 调整形体，使形体更加完整、准确。

同时适当加强线条对比，强化形体的结构。

步骤步骤四 : 明确瓷瓶整体空间关系，调整线的虚

实轻重，突出形体空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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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解析

步骤步骤一 : 定位，确定土陶罐的摆放角度及透视

关系，先定点再连线，画出土陶罐的高宽比例。

步骤步骤二 : 明确形体的透视角度，用短直线细心

切画出大轮廓，注意把握罐口与罐身形体的穿插。

步骤步骤三 : 画出土陶罐内部结构，加强轮廓线，

初步呈现立体空间感。

步骤步骤四 : 调整轮廓线与结构线的虚实关系，强

化形体空间。最后根据形体大关系，进行调整，完

成塑造。

训练要点

正方土陶罐的造型较为复杂，由罐口、罐身、罐把

手几部分组成。在进行形体塑造时，可将这些部分

分拆开，用简单的几何形进行概括理解。根据几何

形体基本结构找出形，同时要树立整体意识，从局

部回到整体，把土陶罐各部分联系起来理解。

土陶罐画法

步骤一 

实物照片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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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罐的画法

步骤一 

实物照片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训练要点

正方画时须理解和分析药罐的形体组成。先归纳药

罐的大形体，再对形体转折进行塑造。处理形体转

折关键部位的笔触要自然流畅。罐盖、把手部分的

形体结构是整体塑造的难点，刻画时应拆分成小的

形体来理解，处理好形体的穿插与结合关系。

步骤解析

步骤步骤一 : 定位，确定药罐的摆放角度及透视关

系，先定点再连线，画出药罐的高宽比例。

步骤步骤二 : 将罐身、罐盖、把手分开理解分析，

细心切画出药罐的外轮廓。

步骤步骤三 : 调整外轮廓，用水平线和垂直线来比

较弧面的透视角度，画出药罐内部的结构关系。

步骤步骤四 : 理解形体透视，调整内部结构线，使

线条具有虚实、强弱的变化。最后整体调整，完成

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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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解析

步骤步骤一 : 定位，确定陶壶的摆放角度，用长直

线定出陶壶在画面中的位置。

步骤步骤二 : 用切面的方法画出陶壶的大轮廓，注

意联系形体组织线条。

步骤步骤三 : 立体塑造陶壶内部结构关系，加强外

部轮廓线，使形体空间关系明确。

步骤步骤四 : 反复检查形体结构和透视关系，拉开

线条对比，使线条有主次、虚实的变化。最后协调

整体关系，完善形体塑造。

训练要点

正方陶壶整体造型优美，壶身可理解成半球体，把

手可以理解成弯曲的长方体。塑造形体时应注意壶

嘴的位置要与壶口平行，这是准确画好陶壶的关键

点。由于其质地坚硬，在用笔上应采用硬铅进行作

画，线条应刚劲有力但不要画得太过浓重，用线应

清晰明快些。

陶壶的画法

步骤一 

实物照片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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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解析

步骤步骤一 : 定位，确定白瓷壶的摆放角度及透视

关系，先定点再连线，画出白瓷壶的高宽比例。

步骤步骤二 : 根据整个壶身的透视规律，用短线条

切画出白瓷壶的大轮廓。注意壶嘴的位置应准确。

步骤步骤三 : 运用辅助线调整白瓷壶内部结构，对

外部轮廓线进行强调，使形体空间关系明确清晰。

步骤步骤四 : 对白瓷壶的内部结构线进行调整与加

强，拉开线条的强弱、虚实变化，完善瓷壶形体感

以及空间的刻画。最后整体调整画面，完成塑造。

训练要点

正方瓷壶的结构复杂 ,由多个基本形组成，壶身为

圆柱体结构，壶盖与壶底则是锥体结构。生活中类

似的复杂静物，都是由多个基本形体组成的，这些

结构特点都遵循几何形体及其变化的规律。在刻画

过程中，线条要紧密，不宜“松”, 不宜“跳”，

以表现出瓷器坚实的质地。

白瓷壶的画法

步骤一 

实物照片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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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解析

步骤步骤一 : 定位，确定陶壶的摆放角度及透视关

系，先定点再连线，画出陶壶的高宽比例。

步骤步骤二 : 确定构图位置，用轻线勾勒出壶身圆

柱形的外轮廓，注意利用圆面透视来辅助形体的塑

造。

步骤步骤三 : 分析并理解壶耳、壶嘴的形体结构，

用短线细心切画出具体形。注意形体的转折与穿插

关系。明确形体后再用透明画法将内在的结构、透

视画出。

步骤步骤四 : 调整线的虚实变化，加强陶壶各转折

面的明暗对比，强调明暗交界线的虚实对比，完成

塑造。

训练要点

正方这个陶壶的体积比一般陶壶大，质地坚硬，厚

重，具有较强的体量感。在形体塑造上应注意壶耳、

壶嘴的形体大转折关系。无论造型多么复杂的陶器，

都可以用几何体来概括，以上陶器可以看作是圆柱、

圆锥体等形体的组合。塑造时应多运用结实有力的

笔触来表现坚硬、厚实的体量感。

复古陶壶的画法

步骤一 

实物照片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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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解析

步骤步骤一 : 定位，确定瓷壶的摆放角度及透视关

系，先定点再连线，画出瓷壶的高宽比例。

步骤步骤二 : 运用几何形仔细切出瓷壶各部分的大

比例关系，把手和壶嘴的比例位置要准确。

步骤步骤三 : 运用辅助线调整形体内部结构，加强

外部轮廓线，使形体空间关系明确清晰。

步骤步骤四 : 调整结构线、轮廓线的轻重、粗细、

虚实，完善瓷壶的体积感、空间感。

训练要点

正方运用简单的几何形分解瓷壶各部分的形体结构。

瓷壶的口沿处有一定厚度，且向内凹陷，壶身类似

球体，可以方见圆来刻画。把手的形体可理解为细

且弯曲的长方体，画时应特别注意形体的转折。透

视上应注意壶口、壶颈、壶身、壶底的圆面中心始

终要保持在一条中心线上。

宽口瓷壶的画法

步骤一 

实物照片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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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解析

步骤步骤一 : 定位，确定瓷壶的摆放角度及透视关

系，先定点再连线，画出瓷壶的高宽比例。

步骤步骤二 : 仔细分析壶耳、口沿、壶嘴等细节部

分的结构特征，完善外形的塑造。

步骤步骤三 : 画出瓷壶的内部结构线，把握好形体

结构特征及透视关系。

步骤步骤四 : 按光源方向找出瓷壶的明暗交界线。

明确形体的明暗转折，突出形体空间感。最后调整

线的虚实轻重，强调形体结构空间感。

训练要点

正方瓷壶造型优美，线条流畅，整体体积感较厚重。

我们在刻画时要客观、严谨地表现瓷壶的造型与结

构特征。瓷制器物都具有清脆响亮的特征，用笔应

刚劲有力。其表面均匀、细腻，作画时注意形体转

折处应柔和，用笔用线都应体现光滑的质感。

带耳瓷壶的画法

步骤一 

实物照片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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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要点

刻画通过比较观察，分析陶罐与

水果各部分形体的高低、宽窄比

例关系。在刻画时，应注意陶罐

的位置，最高点尽可能向上，以

体现上紧下松的构图效果，其他

物体依据陶罐进行比较表现。对

于物体的结构造型，要根据主次

和前后关系，运用不同粗细轻重

的线条进行区别表现。因为高低

不同的物体本身就可以调节画面

空间的分割关系，所以在安排时

应利用静物高低的不同做相应穿

插，由此形成画面高、中、低的

节奏感，丰富构图的层次。处理

水果时应注意其透视及结构原理

与石膏球体是同样的，先要确定

出实际的形体比例关系，再进行

体块切分。

陶罐与水果组合

步骤步骤一 : 确定形体的摆放角度及透视关系，用标点的

方法明确各物体在画面中的位置。此步应从整体入手，不

要局限于单个形体，注意构图的完整性和饱满性。

步骤步骤二:具体完善各形体特征，分别将各物体的外形、

结构、透视画准确。注意物体的穿插及叠压关系。

用长步骤三 : 运用透明画法分析并理解各物体的内在结

构，借助辅助线、透视线反复比较，画准形体结构、比例

关系和透视关系。

用长步骤四 : 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加强轮廓线、结

构线的虚实变化。明确形体整体空间感。最后用轻松的笔

触强化衬布褶皱，完成塑造。

实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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