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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知识

素描当我们开始进入正规美术培训时，为了打好扎实的绘画基本功，我们必须从素描开始进行正规的训练。造型艺术是所

有艺术的基础，而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同时，素描又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具有自己独立的审美特征。石膏几何体

写生是初学者素描训练的入门阶段，其中包括对一般素描常识的了解、对作画工具及其性能的了解与熟悉、对观察方法与

作画步骤的掌握及对绘画的各种造型因素的初步认识。

素描石膏几何体写生是初学绘画者素描入门的第一步。因为几何体属于基本形体，即最简单、最明确的形体，所以它便于

我们认识和表现。只有通过对几何体的细致观察和研究，我们才能更直接和更有效地把握形体的透视、比例、结构、明暗、

空间以及构图等造型规律。另外，世界上的一切形体都是由基本的几何体组合而成。学习和掌握几何体的观察和表现方法，

有助于初学者今后更好地理解、把握复杂形体，为今后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几何形体分为正方体、球体、圆柱体、锥

体四类基本的形体，复杂的几何形体就是由这四种基本形体演化而来的。石膏几何形体由石膏制成，其造型简练，明暗变

化清晰，是初学素描的学生最理想的形式，便于观察、分析和理解绘画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为下一阶段静物素描训练打

好基础。

石膏几何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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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结构素描 : 是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段的

素描形式，相对忽略光影变化及质感，目的

是为了加强对对象形体结构的理解，是强调

对象造型、空间及内部结构的一种绘画方法。

绘画过程中要理性地观察和分析对象，运用

对比和透视原理来把握对象的体块转折及基

本轮廓。结构素描是培养学生造型能力和高

级设计能力的基础。

苹果明暗素描 : 是以明暗色调为主要表现手

段的素描形式，是把对形体光影、体积感和

质感的认识统一起来塑造和表现的素描方

法，以获得“真实”的视觉感受。对对象明

暗关系的理解和表现，是以理解其结构关系

为前提的。要把物体自身结构、背景、光影

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通过用笔、用线，以

及对黑、白、灰明暗层次的处理，表现出物

体的体积、空间及质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绘画工具的使用

明暗我们在进行素描学习之前，应准备好所要使用的工具及材料，还要对所使用的工具及材料有所了解，这是必要的准备

工作。熟悉工具、材料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要了解工具、材料性能 ;二是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和预见使用效果。

作画工具及材料

风景

作画姿势

竖握铅笔

铅笔竖握铅笔，手部用力。这样握笔在刻画局部和抠细节时可以更精确地控制画面。

在结构几何体的作画中这种笔法更多地运用在棱边的刻画及底面调子的深入上。

横握铅笔

铅笔横握铅笔，手腕用力要均匀。这样的握笔方法在打形和上调子时可以整体地

控制画面。在画直线条时也常常使用这样的握法，根据线条的走向不同，变换手

腕的方向。

明暗正确的作画姿势有助于整体观察和表现对象。在绘画时身体应与画板相距一臂左右。姿势要保持正而直，手要基本伸

直，画板要与眼睛视线成直角。如有条件，画板放在画架上最好。没有画架，画板放在大腿上也可以。画架一般放置在绘

画者的右前方。画者与绘画对象之间的最佳距离，通常是对象高度或宽度的三倍到五倍之间，太远了看不清楚物象的细节，

太近会因透视而引起变形。良好的作画习惯有助于绘画技能的提高。

橡皮、橡皮泥

铅笔橡皮，用来修改、擦拭画面，当然不

纯粹是为“擦除”所用，橡皮在素描中更

多是一种用来表现的工具，在塑造物体的

过程中巧用橡皮是学习素描的重要技法 ;

橡皮泥，又叫作可塑橡皮，它不能完全替

代橡皮，但可以随意捏出一个尖角或者一

个齐整的边缘，用来处理物体细节，深入

刻画物体。

画纸

铅笔素描纸尽量选用较厚的、纹理粗糙的

纸张，一般素描纸有漂白的和原浆的两种，

各有其特点。漂白素描纸色泽白、质地细腻，

画出的画面效果响亮，对比强烈，但不易上

铅；原浆素描纸色泽发黄、质地粗糙，易上

铅，画起来较易上手。

铅笔、纸笔

铅笔铅笔分软硬两类，H—6H 是硬铅，B—

8B 是软铅，HB 为中性。初学素描时用到较

多的是 H 到 6B 的铅笔，因为太硬的铅笔不

适合画线条、打调子，而过软的铅笔初学

者往往又掌握不好。纸笔也叫擦笔，是用

生宣纸卷成的，在较粗糙的素描纸上可以

擦出均匀的灰面，多用来塑造细节或者表

现物体质感。

全效教学 石膏几何体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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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暗万物还原后的最基本形是立方体。立方体除高度、宽度外还有一个深度。高度、宽度和深度，我们称之为三维空间。

在平面的纸上，如何来表现物体的三维空间，给人视觉上的立体效果呢？这就需要正确地表现物体的透视变化。近大远小

是绘画透视中最基本的原理。

透视知识

平行透视

弧形透视

成角透视

三点透视

第一章  基础知识 03

平行透视

在画画立方体时，我们通常正对着它的一个面。由于物体放

置的位置和观察的位置不同，物体形态会出现九种情况。要

掌握这些变化，我们必须懂得平行透视的一些规律 : 一个立

方体一共有十二条边线，离我们近的长且粗，离我们远的短

且细。其中有四条边线与视平线平行 , 有四条边线上下垂直 ,

还有四条边线总是向视点集中。

成角透视

在画如果要画的立方体是斜放着的，那么，只有四条竖线仍

是上下垂直的，另外八条边线则分别向视点两旁的两个消失

点集中。这种透视叫“成角透视”。

在画当立方体的一个角正对着我们的时候，两个消失点到视

点的距离是一样的。慢慢转动物体，一个消失点渐渐靠近视点，

而另一个消失点却离主点越来越远了。最后，一个消失点与

主点重合，另一个消失点不见了。这时，立方体的一个面正

面对着我们，成角透视已不知不觉地转成平行透视了。

三点透视

在画三点透视有三个消失点，高度线不完全垂直于画面。根

据站点的高低，高度线或消失于天空中的天点，或消失于地

面中的地点。另外两组深度线延长与视平线形成两个消失点，

消失在视平线上。

弧形透视

在画球体透视主要是圆面的弧形透视，圆形可由立方体的方

形面“切”出。但当立方体上部的面发生透视变化时，中间

所“切”的圆也就发生了透视变化而成为椭圆，并且椭圆中 A

的面积大于 B 的面积。它们的变化规律是 : 相等的圆面近大

远小 ; 相等的空间距离近宽远窄 ; 等高的物体视平线以上是

近高远低，视平线以下是近低远高。



线的运用及排线方法

正方体的投影及明暗变化规律

球体投影及明暗五调子的变化规律

亮面

暗面

三大面

亮色调

中间色调

明暗交界线

投影反光

五调子

几何体明暗规律

明暗线条是素描塑造对象的主要手段。对初学者来说，掌握线条的曲直轻重极为重要。在线条练习过程中，要注意用笔的

方法。落笔时要体会手、腕、肘的运动对线条的影响，画出线条长短、粗细、轻重、浓淡、疏密的关系，让线条在平稳、

自然、有序、顺畅中得到轻松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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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面

长曲线排线平行排线 垂直排线

多重交叉交叉排线

连笔排线

渐变线 揉擦线

明暗根据不同物体的明暗关系及其变化，我们可用“两部三大

面五调子”来概括几何体的明暗规律。两部 , 即受光的亮部和

背光的暗部。三大面 , 即物体在光线照射下所呈现的亮面、灰

面、暗面。五调子 , 即物体在光照下，从受光到背光所呈现出

来的明暗变化，被归纳为亮色调、中间色调、明暗交界线、反光、

投影五个基本调子。



几何体结构规律

风景我们所练习的几何体多是由正方体所演变出来的。认真分析各形体，认识了解形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能更快地掌握几

何形体的构造。

在素在素描学习中，“形”的塑造是艺术创作的基础。要打好、打准形，一定要从物体的大小、方圆、曲直、穿插、粗细、

材质等方面，去观察、了解物象，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让自己养成观察物象的习惯，这是画准、画好一幅作品的关键。

形体比例及分割

先定点再连线 ① ②

用铅在具体作画时，先目测高度，再目测宽度，最后作上、下的宽窄比较，

就能把握住形的基本特征。目测通常用铅笔来作估量，量时闭住一眼，

保持身挺、头正、臂直，先用笔头对准被测物体最高点，再找到最低

点在笔杆的位置并用拇指按住，然后横过来量物体宽度，测量出物象

的长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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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视点

简单几何体

画法一般形体可大体归纳为平面和球面两类，作为造型训练的基

本要求，应将形体平面理解为组成体积的基本单位。以长方体与

正方体的变化来理解归纳形体的结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到，随

着形体棱角及块面的增多，形体的切面表面越来越接近圆面。

复杂几何体

画法通过复杂几何形体结构组合示意图，可以看出几何体的组合

规律。因此，我们在画组合形体时一定要分解开来理解，由此可

见无论多么复杂的物体都是由基本的几何形体组成的。



实物照片 结构分析

正方体的画法

第二章 单个几何体的画法

学习目的

通过通过对正方体的练习，掌握正方体的基本形体特征及三大面的基本空间透视变化关

系。通过明暗关系的合理运用表现正方体的立体感和空间感。表现正方体形体结构应注

意正方体平行或成角透视规律，利用顶面、底面对角线交点引垂线检验形体正确性。

步骤讲解

用单步骤一 : 先根据两个面之间的宽度比

例确定垂直线，再用长直线画出正方体的

轮廓。

用单步骤二 : 根据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调

整外轮廓，并画出背光面及其投影位置，

简单铺画正方体的明暗关系。

用单步骤三 : 进一步加强正方体三个面的

黑、白、灰关系。

用单步骤四 : 调整整个画面效果，确立暗

面完整的虚实，进一步深入刻画背景色调，

拉开正方体的空间距离。

全效教学 石膏几何体06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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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步骤二 : 确定长方体明暗

交界线与投影的位置 , 并用长

线条铺画出来。

用单步骤三 : 画暗部及投影，

并逐渐向亮部推进。为了更好

地塑造空间关系，可适当加强

亮部与背景的对比。

用单步骤四 : 加强长方体与背

景的明暗对比，强化亮部，虚

化暗部。最后整体调整完成。

用单步骤一 : 先勾勒出长方体

的外轮廓，注意长方体在画面

中所处的位置，再利用透视线

及辅助线检查形体。

学习目的

苹果通过对长方体的练习，进

一步巩固对黑、白、灰三大面

的塑造。长方体透视现象明显，

有很强的空间感，透视上具有

近大远小的特点。

长方体的画法

实物照片

结构分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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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照片 结构分析

学习目的

一切通过对六棱柱体的练习，理解近大远小、近实远虚的明暗透视规律。六棱柱是四棱柱

向圆柱体进一步的过渡，六棱柱体一般能看到四个面。横放的六棱柱体空间的延伸性比较

大，所以透视的程度较强，明暗具有近实远虚的特征。

六棱柱体的画法

步骤讲解

用单步骤一 : 用长直线确定六棱柱体的外

形特征，完成画面构图及基本形的塑造。

用单步骤二 : 调整轮廓线的虚实变化。确

定光源，把暗部调子与投影铺上。

用单步骤三 : 运用轻重、粗细、虚实不同

的线条具体描绘六棱柱体各个面及背景的

深浅变化。

用单步骤四 : 深入刻画，拉开暗部、背景

的对比反差。丰富面与面的调子变化，让黑、

白、灰层次更加明确。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用单步骤二 : 用有变化的排线

表现出圆柱体的明暗大关系。

拉开投影和几何体的空间关系。

用单步骤三 : 加重背景调子，

把亮部烘托出来，同时加强亮

部和暗部的对比。

用单步骤四 : 最后用硬铅刻画

形体，使其关系更丰富，画面

效果更明确。

用单步骤一 : 利用圆形透视规

律，抓准圆柱体横竖比例关系，

并画准顶面和底面的弧度。

学习目的

一切通过对圆柱体的练习，掌

握圆柱体面的转折变化关系，

理解圆面透视变化规律。圆柱

体是由长方体逐渐切面而成的。

在刻画时要格外注意顶面圆与

底面圆的透视。

圆柱体的画法

实物照片

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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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步骤二 : 开始铺设基本的

明暗关系。此时要注意控制好

明暗交界线及投影的变化。

用单步骤三 : 深入刻画，用稍

硬的铅笔将其适当向亮部过渡。

注意斜面与柱体暗部的强烈对

比。

用单步骤四 : 继续丰富调子，

并使其过渡越来越自然，从而

强化弧形的形体感。

用单步骤一 : 确定切面圆柱体

的大轮廓，注意切面圆柱体的

长宽及斜面椭圆的倾斜度。

学习目的

一切通过对切面圆柱体的练习，

掌握对斜面角度及斜面椭圆透

视形的处理。具体刻画时除要

注意明暗交界线向两边渐变以

外，还要注意椭圆面的透视变

化。

切面圆柱体的画法

全效教学 石膏几何体10

实物照片

结构分析



用单步骤二 : 运用较长的线条

顺着六棱锥体的边线走向开始

铺设暗面调子 , 同时适当表现

投影。

用单步骤三 : 仔细观察每个面

的调子变化，拉开三个斜面的

明暗虚实差别。

用单步骤四 : 深入调整三个斜

面的虚实关系。加强背景空间

的层次，并适当表现亮面的灰

度。

用单步骤一 : 画出大轮廓，根

据比例分出能看到的三个三角

形，注意四条边的正确倾斜度。

学习目的

一切通过对六棱锥体的练习，

理解锥体形体变化规律，加强

运用三大面关系表现物体体感

的能力。六棱锥体的对边都是

相互平行的，刻画时应把握好

锥尖与底面六边形中心的垂直

关系。

六棱锥体的画法

第二章  单个几何体的画法 11

实物照片

结构分析



用单步骤二 : 修整好外轮廓，

找准明暗交界线，并把暗部、

反光、投影联系起来粗略描绘。

用单步骤三 : 强化明暗交界线

及暗面、投影的黑、白、灰关系。

注意明暗交界线的渐变过程。

用单步骤四 : 丰富灰面的明暗

并向亮面适当过渡。注意投影

和背景一定要联系起来画，这

样才能使画面空间感更强烈。

用单步骤一 : 确定圆锥体的大

轮廓，注意把握准圆锥体的长

宽及斜面的倾斜度。

学习目的

一切通过对圆锥体的练习，理

解形体圆面调子的变化规律。

圆锥体除了明暗有所变化外，

其形状、结构每个角度都相同 ,

所以刻画时先画等腰三角形，

再画中轴辅助线。

圆锥体的画法

全效教学 石膏几何体12

实物照片

结构分析



第二章  单个几何体的画法 13

用单步骤二 : 适当运用十字辅

助线修正各个五边形的形体。

开始着手铺画暗部及投影的调

子。

用单步骤三 : 区分暗部中不同

方位明暗的强弱关系。这个时

候可以适当铺出灰调子，形成

基本的黑、白、灰关系。

用单步骤四 : 检查并完善各个

方位的虚实关系，统一暗部，

注意反光的表现，以突出空间

为目的，开始深入刻画背景。

用单步骤一 : 确定正五边形多

面体的高宽位置，用直线切出

其基本外形，并确立形体内最

接近五边形的位置及形状。

学习目的

一切通过学习加深对多面体透

视变化的理解，锻炼眼睛对不

同方位面的明暗虚实变化的感

受能力。多面体的各个面所处

的位置、角度不同，所接受到

的光源也不尽相同，刻画时要

注意比较区别。

正五边形多面体的画法

实物照片

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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