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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能力ü 美术高考的新标准

2009年的高考，是不平凡的，也许学生们已经习惯了每年的应届专业考

试，但是对于高考辅导的教师来说，这一年的高考，有着重要的变革，预示

着下一环节美术考生的较量，不仅仅是基本功的较量，也不仅仅是思路的较量，

而是新的标准ü 临场应变能力的较量。

2009 年，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专业考试，由原来的科目 ü 素描（场

景、静物）、色彩（风景）、平面设计、立体设计转变为速写（人物加场景）、

素描（场景、静物）、色彩（场景、静物）、平面设计；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设计类试题由多年的惯例 ü 素描头像、色彩静物、图形创意转变为

素描静物、色彩静物、图形创意，转考题转变的背后预示着思路的转变，我

们是否从某种角度可以注意到考试思路及范围的思维比重与基本功比重的互

相转变呢？

看似简单的速写与立体设计的互换，素描头像与素描静物互换，背后

所针对的应试训练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针对现在高考的形势与相对各校的报

考与招生比例，大多数学生选择了最“事半功倍”的应试教育，但是应试教

育的弊端在今年大的高考形势下显露无疑；另一方面结合各校的招生思路与

招生规范考虑，悬殊巨大的报考与录取比例下，真正能在评卷现场拉开考生

的具体分数吗？早从几年前开始，各大名校的专业分数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并

列 ü 某名校在 0.5 分的差距下，就会出现 50 名的悬殊，同样分数的并列名

次在 100名以内的范围内，出现了同一名次有 30人左右的重叠，这些都导

致无法从分数上真正拉开差距，尤其对于某些专业成绩与文化课成绩相加排

名录取的学校来说，更是对招生产生了困难⋯⋯这一切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所报考的学校往年出什么题？专业考试相对的评分标准与风格差异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了解与否会导致根本分数的不同，但是现在网络信息的发达，已

经使各校的高考信息完全透明化，甚至有网站因及时、全面地公布各名校的

往届试题与对应优秀试卷而闻名；其次是针对训练的方式方法决定了学生投

入相对少的训练时间就会取得相对圆满的应试效果，各大名校周围考前训练

班的兴盛，证明了训练方式方法与训练思路的竞争使其日益完善。换句话说，

各大名校的招生变得困难起来，绘画、设计类试题的出题归根结底是为了更

全面、更有针对性地选择学生，但是在今天，高分的学生真正能代表学生的

实际能力吗？如果在以基本功竞争为主流的高考年代，分数相对公平的话，

现在，我想大多数学生和基础课教师都茫然了⋯⋯试题命题与应试思路无法

使学生拉开差距，高分的标准日益模糊与随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变革

将要到来！

怎么变革？如果再像往常一样听到各名校高考前重复的声音：试题要变

化了，思路要变化了⋯⋯这是多么的苍白，多么的无力！仔细阅读各大名校

近年的考题，已经变化得相当“丰富”了，甚至“力竭”⋯⋯还能再变化吗？

真正的变化是什么？是命题方式的转变！换个角度思考，只有这样，面对激

烈竞争、人数众多的艺术考生，校方才能真正通过试卷，相对区别短期应试

教育与学生自身素质所在的分数区别 ü 很简单，就算你经历的人物头像训

练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面对静物、风景考试的⋯⋯但是对于经历过系统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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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学的学生来说却都能应付自如，

这就是相对标准，也正符合了各大专业

院校，尤其是名校的招生原则。

对于高考辅导教师来说，应该怎

么应变？摆在面前的思路有两条：“专”

与“全”，这似乎是矛盾的统一 ü 如

果时间有限，怎么抓升学率？怎么抓学

生的考场应变能力？这对教师来说，是

应试思路转变的时候了。如果无法选择，

我宁愿在当前的高考思路下，奉劝先抓

“全”再抓“专”。

何谓“全”？高考究竟有多少命题

方法？通过各种途径我们可以做到信息

的汇总，都尝试画过一遍，绝对可以迅

速找到自己擅长的 ü 在我的经验里真

的有“头像”可以迅速上手但是面对“风

景”始终无法驾驭的学生，练“全”可

以真正找到自己的擅长，练“全”也可

以为日后应“变”打好基础。就像几年前，

我在《艺术设计基础教育的革新》 （山

东美术出版社）一书中积极倡导的“知

识的基础阶段，知识的宽度往往比单一

知识的深度更重要。”

何谓“专”？艺术高考现在以省为

单位，都设置了专业“会考”，过了会

考才有资格报考省外学校，而会考的内

容相对是最简单的最普及的美术类绘画

方式。过了会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

们都会更有信心、有精力冲刺自己的最

高理想，在这个前提下，接受有针对性

的“应试训练”是绝对有必要的。针对

想要报考的学校，相对生疏的命题方式，

采取短时间有针对性的应试练习。

天气很热，写完上面的文字，就

像我说完了自己一直以来想说给学生听

的一段话一样，心情得到释放。转念想

起了一直崇拜的陈丹青先生，正在积极

的呼吁“分数”不能代表人的实力与修

养，这个话题所引起的争论也许是无休

止的，争论本身的意义也许高于问题得

到解决的意义⋯⋯但是从另外的角度考

虑，如果没有分数，没有考试，筛选的

规则何在？会有更全面的方法、更有力

的标准与之交换吗？这也许正应对了达

尔文的进化论：是人会随着自然改变还

是自然会随着人而改变？我无法回答，

也没有能力回答，但是我一直保持积极

的态度：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我们如

果无法改变，那么我们就努力做得更充

分吧。

当所有一切对于基础教学的认识，

必须通过实践不断完善与验证的时候，

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验证教学思

路。小泽画室的主持教师魏伟就是我所

认识的许许多多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教育

现状的基础课教师，经历八年基础教学，

他和他的学校依然经历变故、经历考验

却依然年轻，这种因年轻而焕发的活力

使我羡慕，也为未来经历更多的教学变

革、经历更严峻的教学考验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魏伟是我为众多出版教材的山

东兄弟写序的其中一个，这表现的不仅

仅是一种团结，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大

学的课堂，还是在高考的课堂，我们都

在默默的点燃学生的理想，我始终认为

对艺术、对设计的热爱是学好艺术与设

计的第一步。即将迎来 2011年，我将

走过从事大学基础教育的第一个十年，

十年的经历使我可以体会出基础教学教

师的责任。

为魏伟与他的学校加油！你我一

起，与所有胸怀理想、并正在为实现理

想而不懈努力着的人共勉。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2010 年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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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2010 年初夏·于北京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梦想，有梦就要去追。追梦的人注定最累，最苦，但

没有梦的人会倍感空虚与失落。一个坚持己见者，将会失去通融性，如果你无法改

变环境，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变你自己。智慧与汗水是体现你们价值的唯一手段，成

绩与挫折、荣誉与流言都只能是你们实现人生理想的垫脚石。

“业精于勤，荒于嬉”。勤勉是一种美德，与成功互为表里。人会因勤勉而成功，

也会因懒惰而无所作为。有人天生颖慧，但他们就像生来富有的人，由于忽视财富

的培植增益而欠上债务，最后沦为乞丐。假使你有天赋，勤勉会使你的天赋更加完善；

假使你才智平平，勤勉则能助你补足缺陷。人的天赋就像火花，会熄灭，也能继续燃烧，

而促使其燃烧成熊熊火焰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勤勉。学生如此，教师也是如此。

教书者必先强己，育人者必先律己。

我相信在这个画室里的教师就是如此的勤奋，我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努力与

智慧，对于学生的种种问题，他们都能给予耐心的解答与指导。我看到的是一个团结、

勤奋、努力、智慧的团体。由此我相信，这里的同学不仅能得到丰富的知识、优异

的成绩、快乐的青春，他们更能得到使之终身受益的优良美德。

对于正要高考的你们，我想说的是：“勤奋努力加上远大目标”。所以，同学们

还要树立远大的目标。同学们，高中时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

文学家都是在中学时代打下的基础，立志成才，为国家民族做贡献，就是他们共同

的理想。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十八岁时写下一句名言：“立志是事业的大门”。苏

联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说：“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

会就越有益。”因此，我殷切的希望，进入高三的莘莘学子，在你们埋头于书山题海

勤学苦读之际，切莫要忘了先树起拼搏奋斗的目标。用你们自身勤奋与努力来实现

你们心中远大的目标吧！同学们，学习中有很多事要做，但是树立远大的奋斗目标

是首先要考虑的工作。有了目标就像航船有了方向，不会迷失在高考的海上。愿每

位同学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让目标导引我们学习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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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泽画室创办人

2010 年 6 月·于北京

高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众多考生背上行囊，踌躇满志的来

到北京学画，有着太多的感动，来的时候都是平等的，但走的时候就大不相同了，

几家欢喜几家忧。随着参加艺术高考人数的增多竞争也越来越大，物竞天择，很残

酷，有的同学当年就上了很理想的学校，有的却没考上，没考上的有复读的，也有

回家工作的，我的周围就有复读八年依然执著着的。从 2003年开画室教学生，一晃

已是七个年头了，累计教过超过一千五百名学生，对于艺术高考小有心得，借此机会，

与广大考生分享一下，希望下面的话能对同学们的学习有些帮助。

要有理想

既然学了画，为什么不考取一所相对好一点的院校呢？

有的考生怕好学校难考，总以为考上清华、央美是件遥不可及的事，是别人的事，

跟自己没关系，其实不然，就像龙卷风的中心其实没风。如果有合适的方法，高强

度的训练，这完全可能。我有过至少五名学生从零基础学，学了五个月就考上了央美。

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你不行？再者，“欲中上，必上上”，就像好多学生要求他 70 分，

他可能得 60分，以清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可能考个北服，要以某二类本科学校来

要求自己，可能连联考都过不了。理想的不同，付出的努力就不同，得到的结果也

就不同。

要会“学习”，“补钙关键在吸收”

经常在网上看到考生批判这个画室不好那个画室不好，要我说再好的画室也有

考不上的，再不好的画室也有考上的，同一个画室，同样的教学，有的学生考上了

清华，有的却空手而归，其实高考的主因不在画室，也不在于家长，更不在于高考

政策，只有考生自身是关键，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想做好，总有办法，不想做，

总有理由。美术基础的学习有其特殊的方法，需要同学们认真去体会，要善于思考，

勤于思考，要去伪存真，要用心去画画，不能敷衍了事，认真去体会老师讲的每一

句话。要充分利用自己身边的资源，老师，比自己画得好的同学，书，美术资料，

各种美术展览，甚至包括各画室的简章（免费的范画印刷品）。学习时要像资本家一

样对待自己，延长学习时间，加强学习强度，注意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调整压力，保持良好心态。

高考是综合能力的考查，考生不光要有良好的专业素质，还要注意加强心理素

质的锻炼。很多考生平时画得不错，一到考试就掉链子。心理素质不强的同学要注

意多做模拟考试，学习过程中戒骄戒躁，要“稳”，宁愿中规中矩，也不求状态好时

就惊世骇俗，状态不好时就没法儿看，考试发挥失常的往往是后者。

以上只是我多年教学的点滴心得。其实，最终是期望考生们能考上理想的院校，

通过自身的勤奋和努力为自己将来美好的人生画卷添上重要的一笔色彩！



随着全国美术高考学生人数不断增多，艺术高考难度也在不断增加，考题类型也

一变再变，使得很多“急功近利”的考生摸不着头脑，有考静物素描的，有考石膏像

的，有考人物头像的，还有半身像的，从形式上有写生的，还有默写的，考法决定学法，

考法的转变要求考生学习全面而扎实，并且要求一定的熟练性。  

在众多素描考试方法中，我们要抓“根本”。近年来，综合大量院校的高考素描考题，

可以清楚地看到素描头像是最主要的考查方式。既然大多数的院校以素描头像考试为

主，我们应该熟练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形体结构的准确是所有高校对素描考生的第一要求。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

的基础，如果形不准，也就无从去造。考生应从学习解剖知识，立体分析头骨，端正

观察方法，锻炼自己眼睛的敏锐度等方面来加强自身准确把握形体的能力。

其次，黑白灰大关系要强烈、要清晰、要整体并且完整。每一位考生的试卷在批

卷老师面前停留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三秒钟，因此有一个强烈清晰而且整体的大效果

是至关重要的。考生易犯的错误有：关注局部，忽视整体；出现灰、花、脏、平等常

见问题；缺乏完整性。

再次，要有较强的深入塑造能力。通过深入塑造，抓出对象的个性特征，营造视

觉冲击力，克服概念的观察及表现方法，塑造出形象鲜明的对象。

最后，在能够熟练掌握写生技巧的情况下，加强默写训练，并注意时间的合理分配，

提高作画效率，努力将应试素描控制在三小时以内。

第一章  强调特征和气质，准确把握形体
                               

一张优秀的素描头像必须有充分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而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

能够抓住对象的特征和气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征，这样

我们才能区分谁是张三，谁是李四，而所谓的“特征”落实到素描头像上无非是性别、

年龄、人物气质、骨骼特征、三庭比例、五官特征、发型等。初学者往往将人物概念化，

把他的每一张头像画放到一起比较，似乎都有些神似和形似，这样不仅完全失去了感

染力，使学生无法体验到素描的乐趣，也让学生丧失了对素描的兴趣。

那么如何才能把形起准呢？

比较法是把形起准的关键，而我认为，学会了比较，就能够基本掌握观察方法，

作为参加高考的高中三年级学生来说，能够掌握以下三种比较方法就能够把素描头像

的形基本起准。

一、线段比较方法

除了端点，用肉眼最容易确定一条线段上的哪一个点？我相信大家的回答是一致

的，那就是该线段的中点。也就是说，靠近这条线段中点的位置最容易比较出来。例

如，在素描头像中，当确定了头像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后，一条线段就在你心中形成了，

那么往往在这条线段中间左右的点就是眼睛。由于年龄结构或者个性特征的不同，或

高一点点，或低一点点，这样就很容易确定了。当眼睛这个位置点确定了，就分别形

成了两条线段。在眼睛和头顶中间左右的点是发迹线，或高或低，进行比较观察，确

定位置，这样依次类推，确定其他的位置点，还要比较线段长短比例关系。例如在画

素描头像中，三庭比例是区分你我他的重要特点，因此要想把形起准抓准，三庭比例

关系就极为重要了。观察模特时，把三条线段归纳出来，比较孰长孰短，然后在画面

中确定出来。

二、形状比较方法

人的眼睛对于形状是非常敏感的。你在观察的时候可以把对象归纳成一个几何形

状，再把你所画的归纳成一个几何形状，比较差别，进行修改。

三、水平和垂直比较方法

这个方法不难理解，确定某些位置点，要用已知的位置点作水平线或者竖直线作

为参考，达到目的。前两种方法熟练应用后，就能够有效地确定出各个器官的位置。

第三种方法能够有效地确定出该器官的形状，这些方法熟练应用后，你的素描起

形上就不会有硬伤。

四、在形的方面，考生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望大家引以为戒，有则改之，

无则加冕。

1、透视问题

视角不统一是考生经常犯的毛病。没有任何一个模特能够长时间一动不动，往往

开始阶段精神饱满，抬头挺胸，而后来由于乏累，可能会困意十足，低头缩胸。一些

局部画法的考生就会在一张素描纸上画出仰视或平视的眼睛眉毛，同时画出俯视的鼻

子和嘴。

透视过大。近大远小是透视的精髓，很多考生在起形时过于夸张，近大远小得过

于强烈，以致感觉他画的头像转过头来就是鼻歪眼斜，或者给人感觉两眼拉开的空间

有好几米。我要提醒这些考生，人的面部空间即使从侧面看也不过是十几公分，因此

并不会产生过于强烈的透视。

2、三庭比例和五官位置概念化

好多考生由于启蒙教育的问题，往往形成一些误区，记住了一些死的概念，不注

意不同人物的三庭比例关系以及五官位置关系的变化，形成概念。

3、五官特征概念化

同样是观察方法的问题。每个人的每个器官都与别人的不同，就像哲学里讲的“世

界上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鼻子，建议考

生关注个性特征，提炼并表达。

另外，构图在一张素描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的，考生同时需要对外轮廓和剪影

加以重视。

构图是一门非常讲究的学问，一些画家常常会拿出一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来研究

一张油画创作的构图，反复斟酌。对于我们考生经常画的头像、半身像，构图也很重要。

考生易犯的错误是：经常把侧面头像面向的方向留太多空间，造成画面黑白平衡失调，

希望大家重视画面左右的黑白平衡。

同时，外轮廓和剪影对于一张素描来说也十分重要，一张优秀的素描的外轮廓必

须有松有紧有节奏，有虚有实有变化。

第二章  立体地理解头骨

很多考生一谈到解剖就带有一种排斥心理，其实研究好头骨解剖是画好头像的必

要先决条件。也有很多考生认为解剖复杂、零散 , 而且名称都十分绕口，其实艺用解

剖仅仅研究一些影响人体造型的骨骼和肌肉，并不十分复杂，对于高考考生的要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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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美术高考学生人数不断增多，艺术高考难度也在不断增加，考题类型也

一变再变，使得很多“急功近利”的考生摸不着头脑，有考静物素描的，有考石膏像

的，有考人物头像的，还有半身像的，从形式上有写生的，还有默写的，考法决定学法，

考法的转变要求考生学习全面而扎实，并且要求一定的熟练性。  

在众多素描考试方法中，我们要抓“根本”。近年来，综合大量院校的高考素描考题，

可以清楚地看到素描头像是最主要的考查方式。既然大多数的院校以素描头像考试为

主，我们应该熟练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形体结构的准确是所有高校对素描考生的第一要求。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

的基础，如果形不准，也就无从去造。考生应从学习解剖知识，立体分析头骨，端正

观察方法，锻炼自己眼睛的敏锐度等方面来加强自身准确把握形体的能力。

其次，黑白灰大关系要强烈、要清晰、要整体并且完整。每一位考生的试卷在批

卷老师面前停留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三秒钟，因此有一个强烈清晰而且整体的大效果

是至关重要的。考生易犯的错误有：关注局部，忽视整体；出现灰、花、脏、平等常

见问题；缺乏完整性。

再次，要有较强的深入塑造能力。通过深入塑造，抓出对象的个性特征，营造视

觉冲击力，克服概念的观察及表现方法，塑造出形象鲜明的对象。

最后，在能够熟练掌握写生技巧的情况下，加强默写训练，并注意时间的合理分配，

提高作画效率，努力将应试素描控制在三小时以内。

第一章  强调特征和气质，准确把握形体
                               

一张优秀的素描头像必须有充分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而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

能够抓住对象的特征和气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征，这样

我们才能区分谁是张三，谁是李四，而所谓的“特征”落实到素描头像上无非是性别、

年龄、人物气质、骨骼特征、三庭比例、五官特征、发型等。初学者往往将人物概念化，

把他的每一张头像画放到一起比较，似乎都有些神似和形似，这样不仅完全失去了感

染力，使学生无法体验到素描的乐趣，也让学生丧失了对素描的兴趣。

那么如何才能把形起准呢？

比较法是把形起准的关键，而我认为，学会了比较，就能够基本掌握观察方法，

作为参加高考的高中三年级学生来说，能够掌握以下三种比较方法就能够把素描头像

的形基本起准。

一、线段比较方法

除了端点，用肉眼最容易确定一条线段上的哪一个点？我相信大家的回答是一致

的，那就是该线段的中点。也就是说，靠近这条线段中点的位置最容易比较出来。例

如，在素描头像中，当确定了头像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后，一条线段就在你心中形成了，

那么往往在这条线段中间左右的点就是眼睛。由于年龄结构或者个性特征的不同，或

高一点点，或低一点点，这样就很容易确定了。当眼睛这个位置点确定了，就分别形

成了两条线段。在眼睛和头顶中间左右的点是发迹线，或高或低，进行比较观察，确

定位置，这样依次类推，确定其他的位置点，还要比较线段长短比例关系。例如在画

素描头像中，三庭比例是区分你我他的重要特点，因此要想把形起准抓准，三庭比例

关系就极为重要了。观察模特时，把三条线段归纳出来，比较孰长孰短，然后在画面

中确定出来。

二、形状比较方法

人的眼睛对于形状是非常敏感的。你在观察的时候可以把对象归纳成一个几何形

状，再把你所画的归纳成一个几何形状，比较差别，进行修改。

三、水平和垂直比较方法

这个方法不难理解，确定某些位置点，要用已知的位置点作水平线或者竖直线作

为参考，达到目的。前两种方法熟练应用后，就能够有效地确定出各个器官的位置。

第三种方法能够有效地确定出该器官的形状，这些方法熟练应用后，你的素描起

形上就不会有硬伤。

四、在形的方面，考生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望大家引以为戒，有则改之，

无则加冕。

1、透视问题

视角不统一是考生经常犯的毛病。没有任何一个模特能够长时间一动不动，往往

开始阶段精神饱满，抬头挺胸，而后来由于乏累，可能会困意十足，低头缩胸。一些

局部画法的考生就会在一张素描纸上画出仰视或平视的眼睛眉毛，同时画出俯视的鼻

子和嘴。

透视过大。近大远小是透视的精髓，很多考生在起形时过于夸张，近大远小得过

于强烈，以致感觉他画的头像转过头来就是鼻歪眼斜，或者给人感觉两眼拉开的空间

有好几米。我要提醒这些考生，人的面部空间即使从侧面看也不过是十几公分，因此

并不会产生过于强烈的透视。

2、三庭比例和五官位置概念化

好多考生由于启蒙教育的问题，往往形成一些误区，记住了一些死的概念，不注

意不同人物的三庭比例关系以及五官位置关系的变化，形成概念。

3、五官特征概念化

同样是观察方法的问题。每个人的每个器官都与别人的不同，就像哲学里讲的“世

界上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鼻子，建议考

生关注个性特征，提炼并表达。

另外，构图在一张素描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的，考生同时需要对外轮廓和剪影

加以重视。

构图是一门非常讲究的学问，一些画家常常会拿出一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来研究

一张油画创作的构图，反复斟酌。对于我们考生经常画的头像、半身像，构图也很重要。

考生易犯的错误是：经常把侧面头像面向的方向留太多空间，造成画面黑白平衡失调，

希望大家重视画面左右的黑白平衡。

同时，外轮廓和剪影对于一张素描来说也十分重要，一张优秀的素描的外轮廓必

须有松有紧有节奏，有虚有实有变化。

第二章  立体地理解头骨

很多考生一谈到解剖就带有一种排斥心理，其实研究好头骨解剖是画好头像的必

要先决条件。也有很多考生认为解剖复杂、零散 , 而且名称都十分绕口，其实艺用解

剖仅仅研究一些影响人体造型的骨骼和肌肉，并不十分复杂，对于高考考生的要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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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了。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头部的大的解剖关系，由于塑造的关键就在于抓住体面

转折和明暗交接线，故我们可以把头骨当作是一个长方体，那么把这个长方体的结构

转折处抓住，也就能够有效地把头部的体积建立起来。

一、头部的正面和侧面的交界通常可以理解为颞骨、颧骨、口轮匝肌外边缘、下

颌结节。

考生易犯的错误有：颞骨位置不准确或者转折太楞，颧骨转折处理简单，四分之

三侧时左右颧骨对称性不好，口轮匝肌处理手法太硬，和骨头感觉雷同。

二、头部的正面底和底面的交界主要是下颌骨。 

考生易犯的错误有：下颌底面交代不清，空间关系处理不好，没有把脖子和下巴

的空间拉开。

三、头部的正面和顶面的交界主要结构是额结节。

考生易犯的错误有：额结节位置不明确，没有额头体积。

第三章      五官的问题

一、眼

眼睛是由上眼睑、下眼睑、眼裂、眼白、瞳孔、虹膜组成球形嵌在眼睛窝里，上、

下眼睑包裹在眼球外，上下眼睑的边缘长有睫毛，呈放射状。上眼睑，睫毛较粗长向

上翘，下眼睑睫毛细而短向下弯。 两只眼球的运动是联合一致的，视点在同一个方向

上，由于头部的扭动，眼睛会出现不同的透视变化。眼睛的形状不同，有圆、扁、宽、

双眼皮、单眼皮等区别。年龄段不同，眼睛的形状也不同。有的人内眼角低，外眼角高；

有的人内外眼角较平，观察表现时应注意认真区分。

眼睛的塑造首先要立体，宏观上就是个球体，把球体的感觉营造好，然后注意眼

皮的厚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类似“橘子皮”的关系。并注意质感的刻画，晶体的感

觉要清晰可见。

二、眉毛

眉头起自眼眶上缘内角，向外延展，越过眼眶就成为眉梢，分上、下两列，下列

呈放射状，内稠外稀，上列覆于下列之上，起势向下，内侧直而刚，并且常因背光而

显得深暗，外侧呈弧形，因受光显得轻柔弯曲。人的眉毛形状、走向、浓淡、长短、

宽窄都不尽相同，是显示年龄、性别、性格、表情的有力标志。 

三、鼻

鼻隆起于面部，呈三角状，有鼻根和鼻底两部分组成。鼻上部的隆起是鼻骨，它

小而结实，其形状决定了鼻子的长、宽等。鼻骨下边连接鼻软骨，包括鼻中隔软骨、

鼻侧软骨和鼻翼软骨，鼻翼可随呼吸或表情张缩。鼻子的形状很多，因人而异，有高的、

肥厚的、也有尖细的或扁平的等等，都是形象特征的概括。鼻孔的形状随鼻形而变化，

特别与鼻翼有很大的关系。

四、嘴

嘴就形状来说，是由覆于上、下颌骨和牙齿之上的唇肌所决定的。颌骨和牙齿形

成的弧度直接影响双唇的曲直。嘴形的不同，就是由颌骨和牙齿的弧线所定形的。嘴

唇由口轮匝肌组成，上下牙齿生在半圆形的上下颌骨齿槽内，外部是呈圆形体积。上

唇中间皮肤表面有条凹，称人中。嘴唇的表面有唇纹，各人的唇纹形状不同。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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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的活动十分灵活，彼此呼应，不仅对发音有很重要的作用，对表情也有直接的影响。 

五、耳

耳朵由外耳轮、对耳轮、耳屏、对耳屏、耳垂组成，是软骨组织，具有一定的弹性，

形似水饺。耳朵稍斜长在头部的两侧。在学习时除了弄清它的结构外，还应注意它的

体积。 

第四章    考生最容易犯错误的四处

考卷评分时，绝大部分试卷在考官面前的停留时间只有一两秒钟，在这么短的时

间里，如果映入考官眼帘的是一处很明显的硬伤，那么这张考卷的命运可想而知。故

此我们应极力避免一些常见错误——头发、额头、脖子、耳朵。

一、头发经常出现的问题有平、硬、假。平，一方面是指没有把头发本身的体积

感画出来；另一方面是指没有有效地把头部的体积暗示出来。硬，是指头发刻画效果

太硬，如钢丝。假，指由于头发边缘尤其是发迹线的处理太死，像假发。

二、额头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平、软。平，一方面是指没有把额头本身的体积感画

出来；另一方面是指没有有效地把头部的正面和顶面的转折暗示出来，破坏了头部的

体积。软，指额头部分主要有骨骼组成，覆盖的肌肉和脂肪都很薄，要求考生画出硬

朗的效果，很多考生由于对结构了解不准确，表现力太弱，画得松软。

三、脖子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平、头颈胸关系不准确。平，有的考生对结构不够了解，

画出的脖子只是个圆柱，也有的考生知道胸锁乳突肌，一味强调，结果破坏了整个脖

子的体积。头颈胸关系不协调，脖子和下巴的关系拉不开。

四、耳朵的问题最主要是态度的问题。耳朵空间上处于面部的后方，最容易被考

生忽视，虚化并不代表可以不负责任去画。很多考生都有把难画的放在最后，结果往

往耳朵就在最后剩下的十分八分钟里被糊弄了，长期下来，很多考生往往在上百张素

描里仅仅认真画过几个耳朵。

第五章    注意画面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画面的整体性尤为重要，我们对画面应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局部服从整体，根据

画面整体的需要，对画面做出适当调整，有些地方进行强化，有些地方进行削弱，营

造整个画面的节奏，画面最后效果不可以灰、花、脏、平，不能让读者感觉没有完成。

完整性的处理，并不一定两小时的素描就不完整，二十小时的素描就完整，而在于画

面各部分深入程度的对比，不能把有的器官刻画了七分，有的器官却只刻画了三分，

画面整体感觉要相对一致。

“补钙关键在吸收”，教学也一样，希望每一位考生建立强烈的立体意识、整体意识、

构图意识、主动的造型意识，只有意识对了，画才能迅速提高。在此，我仅代表北京

小泽美术培训中心祝愿每一位考生在高考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更低了。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头部的大的解剖关系，由于塑造的关键就在于抓住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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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处抓住，也就能够有效地把头部的体积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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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易犯的错误有：下颌底面交代不清，空间关系处理不好，没有把脖子和下巴

的空间拉开。

三、头部的正面和顶面的交界主要结构是额结节。

考生易犯的错误有：额结节位置不明确，没有额头体积。

第三章      五官的问题

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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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里仅仅认真画过几个耳朵。

第五章    注意画面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画面的整体性尤为重要，我们对画面应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局部服从整体，根据

画面整体的需要，对画面做出适当调整，有些地方进行强化，有些地方进行削弱，营

造整个画面的节奏，画面最后效果不可以灰、花、脏、平，不能让读者感觉没有完成。

完整性的处理，并不一定两小时的素描就不完整，二十小时的素描就完整，而在于画

面各部分深入程度的对比，不能把有的器官刻画了七分，有的器官却只刻画了三分，

画面整体感觉要相对一致。

“补钙关键在吸收”，教学也一样，希望每一位考生建立强烈的立体意识、整体意识、

构图意识、主动的造型意识，只有意识对了，画才能迅速提高。在此，我仅代表北京

小泽美术培训中心祝愿每一位考生在高考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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