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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速写基础知识

SUXIEJICHUZHISHI

1. 学习速写的目的
(1)速写能培养我们敏锐的观察能力,捕捉生活中美好的瞬间。

(2) 速写能培养我们的绘画概括能力 , 使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
内画出对象的特征。

(3) 速写能为创作收集大量素材 , 好的速写本身就是一幅完美
的艺术品。

(4) 速写能提高我们对形象的记忆能力和默写能力。

(5) 经常练习速写。能使我们迅速掌握人体的基本结构，熟练
地画出人物和各种动物的形态和动态，对创作、构图安排和情
节内容的组织会有很大的帮助。

2. 照片速写的观察方法
无论是速写绘画还是素描、色彩的绘画 ,“整体观念”是

一个常谈的画题，同时也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很多同学
在速写学习中会出现“头画大了” “纸不够用” “人画矮了” 
“模特画太瘦了”等类似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从整体的出发
去把握画面。作画要的是整体的效果，没有整体的局部，再精
彩、再深入也毫无意义。因此，在速写的学习中只有在整体的
概念下通过比较，对人物进行简化、立体地观察才能画好速写。

(1) 比较的看：比较是认识客观对象的第一要素，只有比较才
能掌握诸多因素间的关系，如通过比较认识对象部位的大小、
前后、宽窄、方圆 、长短、轻重等不同差别都是相对的，对
比的同时并加入自己的认识、想象、理解、评价等主观处理，
将对象的形体特征清楚地表现出来。

(2) 简化的看：日常生活中，不同对象的形体结构千差万别，

但是，任何三维空间的物体都能够将形体进行简化，都可
以概括为单纯的几何形体，或呈现出二维的平面效果，运
用基本形体和组合形体的观念去看，是一种符合造型规律
的观察方法。只要抓住了对象形体结构中最基本的几何形
体及其组合关系，就能够轻松地把握对象的特征和整体关
系，安排在画面空间之中，从而获得立体空间透视准确完
美的艺术形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减法，在速写的绘
画中要学会做减法。        

(3)立体的看：从结构观念入手，观察比较对象的空间位置、
距离，研究和辨析客观对象的实体空间、透视空间，把画
面上的平面空间看作是三维的立体空间，仿佛是在立体空
间中塑造形象，我们的眼睛要把对象形体结构的空间位置
看准，并安排在画面空间之中，从而获得立体空间透视准
确的艺术形象。   

3. 整体观察方法例图分析
(1) 整体的观察下图模特，由于模特的伸展动作较大，在
绘画中要注意人物在画面中的比例。无论是上下肢、躯干
还是五官，都需要从整体出发，符合模特整体的比例。

(2) 对比观察以下几点 : 模特五官的比例和位置，可以以
眼睛作为比较的参照对象。比较模特下肢的动态，明显的
左肢动态比右肢要大，重心在右肢。

(3) 简化的看，即对观察对象进行概括归纳，如模特头部
球体的形状，上下肢圆柱体的形状，同时对模特的衣纹褶
皱进行概括。

(4) 立体的看，在观察对象时要明白对象各个部分之间的
前后空间关系，如两腿之间的前后关系。

1

2

3

4

5

6

7

8

模特腋下的衣纹较繁
琐且多，作者在处理
时对其进行了概括，
只表现了重要的衣纹
线和动态线。

以头部为参照，注意
模特在画面中的比例，
如上下肢和躯干各占
几个头部的长度。

注意此处，作者对投
影的处理，体现了下
肢的立体感和空间感。

两腿在处理时尽量不
要均衡用力，刻画要
有主次之分，注意前
后的空间关系，这样
才能营造好整体画面
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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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物速写中的比例
人物速写一般以头部作为量取比例的标准，而头部则以

眼睛为比例参照，如“三庭五眼”和“站七坐五盘三半”。
在绘画过程中，从头部的起形到定位非常关键，在刻画时对“三
庭五眼”灵活运用，来处理不同角度所产生的透视关系。

人体比例为“立七半、坐五、跪四、盘三半”，具体结构为头顶至脚底，1/2处为耻骨。
下颌至乳点、乳点至肚脐各为 1 个头长；躯干为 3 个头长，兼宽为 2 个头长；上
肢为 3 个头长，其中上臂约 1.3 个头长，前臂约 1 个头长，手约 0.7 个头长；两
臂伸展与人体等高；大腿为2个头长，小腿包括脚在内为2个头长，脚为1个头长。
（以上是一种共性的参考基准。人物个性比例特征经常体现在高矮胖瘦上，瘦长
者常显头小腿长，而胖矮者往往头大腿短，观察时要从对人物的客观认知中看出
差异，并在表现中强调这些差异）

正面五眼比例关系图

←5/1 →← 5/1 →← 5/1 →← 5/1 →← 5/1 →

↑
1/3

↓
↑
1/3

↓

↑
1/3

↓

三庭比例关系图

头部的比例

“立七半、坐五、跪四、盘三半、蹲三”，是我们用头
部作为标准量取人体整体的比例关系。在运用的过程中，要
灵活把握，如由于头部透视、身体伸展、身体扭转等带来的
透视大小的变化，要学会寻找结构中隐藏的辅助线来判断所
描述对象的准确性。

不同姿态的人体的比例

5. 比例速写训练的课时安排
训练内容 要点 课时

书籍临摹训练
通过人体解剖类书籍的临摹，掌握人体

各部分的比例和结构。
5课时

站、坐、蹲训练

进行站、坐、蹲的训练，对比掌握人体

不同动态的比例，如“站七半、坐五、

蹲三”等规律。

1课时

不同年龄的训练
进行不同年龄阶段的速写练习，掌握人

体生长中人体比例的变化规律。
1课时

常见动态练习
进行常见动态的练习，如伸展手臂，弯

腰等，把握人体各部位在运动中的变化。
2课时

进行比例的训练，有助于在以后的学习中对速写画面的
掌握，避免出现人物在画面中过小或跑出画面等严重问题。
同时掌握好人体比例也是画好动态速写的基础。

不同年龄人体的比例
成人 7个半头长

1

2

3

4

5

6

7

3 岁 5 个头长

1

2

3

4

5

10 岁 7 个头长

成人 10 岁 3 岁

1

2

3

4

5

6

7

人体比例与年龄有着密
切的关系。10 岁以下的
儿童腹部较为突出，身
体稍圆胖一些 ;10 岁以
上身体开始变匀称 ; 成
年时期人的肩变宽，体
格更健壮 ; 到了老年时
期，腰、膝开始弯曲，
身高变矮。

6. 人物速写中的特征把握
人物特征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如人体的比例、性别、年龄、

服饰、动态等，在速写的学习中每个特征都不可忽视，但要
分清首要和次要特征，如由于人体运动所带来的动态特征一
般属于首要特征，在学习中要重点把握。在速写学习中可以
从以下方面学习掌握人体的动态特征：

(1) 重心与支撑面：重心是人体重量的中心，是支撑人体的
关键；支撑面是支撑人体重量的面积，指两脚之间的距离。
重心的位置在人体骶骨与脐孔之间，由脐孔往下引一条垂直
线，称为重心线。重心线的落点在支撑面之内，人体则可依
靠自身的支撑，如在支撑面以外，则不能依靠自身支撑。

由此构成了静止动态的三种基本动态特征。重心落在支
撑的一只脚上，称为单脚支撑动态；重心落在两脚之间，称
为双脚支撑动态；重心落在两脚之外，即支撑面外，人体要

(2) 动向线：动向线是指人体结构之间的连线，如左右肩之
间的连线和臀部的左右连线。动向线只有在人物立正站立、
头部平视的状态才是一种平行状态；人体只要稍微一动，动
向线就是一种对立的状态。

(3)形体转折：形体转折是指头、胸、臀三大体积的扭转变化。
形体转折与动向线两位一体，动向线是形体转折的外在表象，
形体转折是动向线的本质体现。

(4) 动 态 线： 动
态线是指人体由
于动向线与形体
转折的变化，带
来的形体外在形
态外缘上的变化。
动向线与形体转
折主要体现在躯
干的动态变化上，
而动态线则包括
四肢在内的全身
动态变化的特征。
最能体现动态外
形变化的线条称
为主要动态线，
其他则称为辅助
动态线或次要动
态线。

(5) 头、颈、肩的关系：头、颈、肩的关系是人物速写中最
容易出现问题的动态部位。要注意头部的透视及头、颈、肩
的穿插关系。

站姿人体比例

1

2

3

4

5

6

7

坐姿人体比例

1

2

3

4

5

保持平衡，则要依靠辅助物体支撑，称为有辅助支撑点的动态。
（如坐在凳子上的动态即属此类）

主要
动态
线

辅助动态线

头颈肩关系照片与作品对照

蹲姿人体比例

1

2

3

4

盘腿坐姿人体比例

1

2

3

4

跪姿人体比例

1

2

3

4

5

形体转折线动向线

重心

支撑面 单脚支撑的动态，重心落在支撑的腿上

双脚支撑的动态，重心在两腿之间 有辅助支撑点的动态，重心在
两脚与辅助的支撑物之间

重心

①

①仰视角度

②平视角度

③俯视角度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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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物速写中的比例
人物速写一般以头部作为量取比例的标准，而头部则以

眼睛为比例参照，如“三庭五眼”和“站七坐五盘三半”。
在绘画过程中，从头部的起形到定位非常关键，在刻画时对“三
庭五眼”灵活运用，来处理不同角度所产生的透视关系。

人体比例为“立七半、坐五、跪四、盘三半”，具体结构为头顶至脚底，1/2处为耻骨。
下颌至乳点、乳点至肚脐各为 1 个头长；躯干为 3 个头长，兼宽为 2 个头长；上
肢为 3 个头长，其中上臂约 1.3 个头长，前臂约 1 个头长，手约 0.7 个头长；两
臂伸展与人体等高；大腿为2个头长，小腿包括脚在内为2个头长，脚为1个头长。
（以上是一种共性的参考基准。人物个性比例特征经常体现在高矮胖瘦上，瘦长
者常显头小腿长，而胖矮者往往头大腿短，观察时要从对人物的客观认知中看出
差异，并在表现中强调这些差异）

正面五眼比例关系图

←5/1 →← 5/1 →← 5/1 →← 5/1 →← 5/1 →

↑
1/3

↓
↑
1/3

↓

↑
1/3

↓

三庭比例关系图

头部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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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把握人体特征速写训练的课时安排
训练内容 要点 课时

人体不同重心

的练习

通过人体重心的前后、左右等的移动，掌握重心

变化的规律。
2课时

服饰训练
进行不同季节、面料、民族等服饰的练习，了解

不同服饰的用线规律。
2课时

透视训练
通过同一模特不同的视角变化，掌握人体体块的

透视变化。
1课时

动态训练
进行上下肢、躯干等运动的训练，掌握人体运动

的规律。
1课时

对人物特征的把握是多方面的，在速写中人物特征是给
我们的第一感觉，一般进入人的视线和大脑的是给我们印象
深刻的特征，是区别于其他人物的特征。如少数民族给我们
的第一印象是服饰，其次是动态和重心等。在训练中我们要
能够抓住人物特征，并且表现到位。

8. 速写的学习方法
(1) 多临摹；对优秀作品的临摹，是初学者最快捷简便的学
习方法。通过临摹，一方面可作为训练造型的手段，另一方
面是学习其表现方法，应用在以后的学习中。

(2) 熟能生巧：速写的工具较为简单，利用速写本可以随时
随地地记录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只有多画多练才能提高专
业水平。本套照片书从简到繁，为初学者提供大量的速写素材。

(3) 勤用脑：学习绘画也是一种思考的过程，思考如何把所

(6) 服饰特征的观察：服饰是人物
形象及特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
分，同样具有典型性。形体特征、
形象特征、动态特征、服饰特征共
同构成了人物的个性特征，但观察
也不能完全依赖于直觉的直观感
受。运用垂直线、平行线在观察物
象加以比较的方法，可以从被视察
对象的某个点入手，从上到下，或
由下至上；从左到右，或由右至左；
由整体看到局部，由局部联系到整
体，要从整体上去比较，在比较中
去观察。

(1) 以线为主的速写：在表现对象的过程中，从结构出发，
将对象的形体转折、运动变化和质感特点用概括简练的线条
表现出来。线性速写应造型严谨，形态自然生动，线条运用
得当，注重整体效果。它通过线的粗细、虚实变化表达主次
关系和空间关系。

(2) 以线为主，线面结合的速写：以线为主，线面结合的速
写表现形式，在速写中，尤其是长时间的速写练习中能较好
地发挥速写的特点，也是速写学习中常用的表现手法。通过
对部分明暗交接线及暗部、衣纹处调子的补充添加，来表现
物体空间感，其特点是层次丰富，表现力强。

线性速写 线面速写

速写构图中要求构图得当，得当的构图是画好速写的第一步，在构图时我们可以用黑白灰的概念去处理画面构图。所谓
的“黑白分明”是指形和形之间的关系。如太极符号的黑和白，黑和白就是正形和负形的关系，黑是黑，白是白，有各自的形体。
如中国画家所倡导的“计白当黑”，强调“黑”与“白”的关系。速写构图训练的目的是掌握构图技巧，对画面合理布局，
即位置得当，整体和谐。

12. 速写构图训练的课时安排
训练内容 要点 课时

对常见构图的构

图形式进行训练

常见的构图形式有S形、C形、梯形、圆形等，

掌握常见构图形式的要点。
2课时

站、坐、蹲构图训

练
把握站、坐、蹲在画面中的位置。 1课时

单人、双人、场景

类构图

进行单人、双人、场景类构图训练，对比其不

同组合构图上的不同。
2课时

不同纸张的训练

对平时用纸和考试用纸等不同的纸张进行构图

的练习。
1课时

构图练习的重点是能够应对不同人物、场景的变化形式，
在构图上要注意取舍和对画面整体的布局。

白

白白

八开比例尺寸的单人构图 八开比例尺寸的组合构图

黑

黑

看所想通过画笔的形式表现出来。画速写绝不是照抄对象，
所以在画速写中应注意多动脑筋。

(4)由慢到快：速写学习要遵循人们的认识规律，由慢到快，
这是速写学习中在时间上应遵循的原则。慢，是指以较慢的
速度将对象较准确地记录下来，形体的准确是重要的，但速
写又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速度只能在练习中逐步提高。

9. 速写的表现形式
速写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就目前考生训练中较常见的

主要有以下两种：

10. 速写中线的运用
(1) 线的穿插：表现好线与线之间的穿插呼应关系，是使画
面富有节奏感的重要因素。同时，线的穿插呼应关系和透视
关系对表现物象的空间感、层次感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方
向的线的组织穿插，给人的前后空间感是不一样的，它可以
直接表现物体的透视方向。但速写又不同于线描，如果每一
处的刻画都像线描一样注意衣纹，线与线之间的穿插呼应就
失去了速写富有节奏、流畅的韵味。

(2) 线的取舍提炼：速写训练中基本形肯定之后 , 对于线的
处理应注意以下几点：“衣纹线”忌平行，应注意疏密对比，
体现结构。“结构线”要准确，贴皮肤处要实一些，线要准。
“惯性线”刻画时不要画得太多，且不宜画得太重。

(3) 线的对比：在速写中，通过对比检查物体形体比例、透
视关系是否正确。而速写中强调在形体比例、动态、透视等
几个方面准确的前提下，利用和强调的线作对比，通常有以
下几种对比手法：线的曲直对比、线的浓淡对比、线的虚实
对比、线的长短对比、线的疏密对比、线的粗细对比。

(4) 关于结构：速写的目的在于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及严谨
的造型能力，学习者需具备熟悉人体解剖知识，这样在写生
中才能做到游刃有余。人体的内部结构是不会变化的，变化
的只是随着人体运动的动态、衣纹等。因此，线的运用与结
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线要为结构服务。

11. 速写中的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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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上下肢、躯干等运动的训练，掌握人体运动

的规律。
1课时

对人物特征的把握是多方面的，在速写中人物特征是给
我们的第一感觉，一般进入人的视线和大脑的是给我们印象
深刻的特征，是区别于其他人物的特征。如少数民族给我们
的第一印象是服饰，其次是动态和重心等。在训练中我们要
能够抓住人物特征，并且表现到位。

8. 速写的学习方法
(1) 多临摹；对优秀作品的临摹，是初学者最快捷简便的学
习方法。通过临摹，一方面可作为训练造型的手段，另一方
面是学习其表现方法，应用在以后的学习中。

(2) 熟能生巧：速写的工具较为简单，利用速写本可以随时
随地地记录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只有多画多练才能提高专
业水平。本套照片书从简到繁，为初学者提供大量的速写素材。

(3) 勤用脑：学习绘画也是一种思考的过程，思考如何把所

(6) 服饰特征的观察：服饰是人物
形象及特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
分，同样具有典型性。形体特征、
形象特征、动态特征、服饰特征共
同构成了人物的个性特征，但观察
也不能完全依赖于直觉的直观感
受。运用垂直线、平行线在观察物
象加以比较的方法，可以从被视察
对象的某个点入手，从上到下，或
由下至上；从左到右，或由右至左；
由整体看到局部，由局部联系到整
体，要从整体上去比较，在比较中
去观察。

(1) 以线为主的速写：在表现对象的过程中，从结构出发，
将对象的形体转折、运动变化和质感特点用概括简练的线条
表现出来。线性速写应造型严谨，形态自然生动，线条运用
得当，注重整体效果。它通过线的粗细、虚实变化表达主次
关系和空间关系。

(2) 以线为主，线面结合的速写：以线为主，线面结合的速
写表现形式，在速写中，尤其是长时间的速写练习中能较好
地发挥速写的特点，也是速写学习中常用的表现手法。通过
对部分明暗交接线及暗部、衣纹处调子的补充添加，来表现
物体空间感，其特点是层次丰富，表现力强。

线性速写 线面速写

速写构图中要求构图得当，得当的构图是画好速写的第一步，在构图时我们可以用黑白灰的概念去处理画面构图。所谓
的“黑白分明”是指形和形之间的关系。如太极符号的黑和白，黑和白就是正形和负形的关系，黑是黑，白是白，有各自的形体。
如中国画家所倡导的“计白当黑”，强调“黑”与“白”的关系。速写构图训练的目的是掌握构图技巧，对画面合理布局，
即位置得当，整体和谐。

12. 速写构图训练的课时安排
训练内容 要点 课时

对常见构图的构

图形式进行训练

常见的构图形式有S形、C形、梯形、圆形等，

掌握常见构图形式的要点。
2课时

站、坐、蹲构图训

练
把握站、坐、蹲在画面中的位置。 1课时

单人、双人、场景

类构图

进行单人、双人、场景类构图训练，对比其不

同组合构图上的不同。
2课时

不同纸张的训练

对平时用纸和考试用纸等不同的纸张进行构图

的练习。
1课时

构图练习的重点是能够应对不同人物、场景的变化形式，
在构图上要注意取舍和对画面整体的布局。

白

白白

八开比例尺寸的单人构图 八开比例尺寸的组合构图

黑

黑

看所想通过画笔的形式表现出来。画速写绝不是照抄对象，
所以在画速写中应注意多动脑筋。

(4)由慢到快：速写学习要遵循人们的认识规律，由慢到快，
这是速写学习中在时间上应遵循的原则。慢，是指以较慢的
速度将对象较准确地记录下来，形体的准确是重要的，但速
写又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速度只能在练习中逐步提高。

9. 速写的表现形式
速写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就目前考生训练中较常见的

主要有以下两种：

10. 速写中线的运用
(1) 线的穿插：表现好线与线之间的穿插呼应关系，是使画
面富有节奏感的重要因素。同时，线的穿插呼应关系和透视
关系对表现物象的空间感、层次感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方
向的线的组织穿插，给人的前后空间感是不一样的，它可以
直接表现物体的透视方向。但速写又不同于线描，如果每一
处的刻画都像线描一样注意衣纹，线与线之间的穿插呼应就
失去了速写富有节奏、流畅的韵味。

(2) 线的取舍提炼：速写训练中基本形肯定之后 , 对于线的
处理应注意以下几点：“衣纹线”忌平行，应注意疏密对比，
体现结构。“结构线”要准确，贴皮肤处要实一些，线要准。
“惯性线”刻画时不要画得太多，且不宜画得太重。

(3) 线的对比：在速写中，通过对比检查物体形体比例、透
视关系是否正确。而速写中强调在形体比例、动态、透视等
几个方面准确的前提下，利用和强调的线作对比，通常有以
下几种对比手法：线的曲直对比、线的浓淡对比、线的虚实
对比、线的长短对比、线的疏密对比、线的粗细对比。

(4) 关于结构：速写的目的在于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及严谨
的造型能力，学习者需具备熟悉人体解剖知识，这样在写生
中才能做到游刃有余。人体的内部结构是不会变化的，变化
的只是随着人体运动的动态、衣纹等。因此，线的运用与结
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线要为结构服务。

11. 速写中的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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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骨：对头部外形起
决定作用的是头骨，掌握
头部的结构，必须首先熟
悉它。头骨是除下颌骨外，
其余各块连成了一个难以
分割的整体。同时还要了
解头部的肌肉，它对掌握
头部造型，特别是对表情
的刻画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画头发时，注
意对头发进行分
组和头发的前后
遮挡、穿插关系。

头发分组一般都是
前面大、后面小，
取近大远小之意。

头部轮廓：画头部轮廓时注意观察对象特征，一般常见
脸形有以下几种。

头发：在画头发时，要注意头发的生长方向和头部的转
折。

甲字脸形在女性特征上俗称瓜子脸，申字脸形为颧骨较高者，国字脸形多为婴孩。

甲字脸 申字脸 国字脸 田字脸 圆字脸

头部照片与作品对照

画男性时骨点转折处可方硬，画女性时转
折处要柔和些，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分析。

颧骨

下颌骨

锁骨

面部骨点：画头部脸形时要处理好骨点的位置。

13. 局部刻画
（1）头部
   认识头部

头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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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手部

   认识手部

手部结构：手由手腕、手背、手掌和手指组成。手的造
型体块宽而平，呈刮铲形，手掌有三个肉垫，高而大的拇指
肉垫、上大下小的小指肉垫，以及与手指相接、横放的前掌
肉垫。从拇指到腕关节处是画手应抓住的重要结构部位。

单手表现

画单手时，要
对其结构特征与解
剖关系有充分的理
解，熟练掌握其基
本比例与动态，为
下面复杂的手部训
练做准备。

受力的手的表现

手的形体比
较复杂，其自身的
动态变化也非常丰
富，将手与其他物
体组合在一起，就
能形成手部的不同
受力变化。手在受
力时，骨骼结构和
肌肉形体都会变得
更加明显，但在表

现受力的手时，一定要将这些变化融入到手的大关系、大体
块中去观察，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将其表现出来。

手部照片与作品对照

(3) 脚部
    认识脚部

脚部结构：脚的骨骼决定了脚的基本形。所以要首先熟悉脚部骨骼的形体结构。足
骨分跗、跖、趾三部分，与手相仿，只是指骨占全手的 1/2，而跖骨只占全足的 1/4。
跗骨有七块。

趾骨 跖骨 跗骨
脚的具体表现：对于脚（鞋）部的处理，除了从整体上把握住脚部（鞋）的形态特征外，

最重要的（往往也是容易忽视的）是对脚部（鞋）的细节描绘。比如有些女孩鞋上的花
纹、标志、系带等不起眼的细节，如果能有所取舍地表现出来，必能使整幅速写活灵活
现，增色不少。但要注意细节永远是处于整体之中的，决不可陷入细节的描绘而不能自
拔，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我们时刻要考虑的问题。

脚部照片与作品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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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部照片与作品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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