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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要求

• 不迟到，不早退

• 期末成绩=平时成绩+作业及期末考试

• 缺课大于等于3次，平时成绩为0
• 作业缺少一次，平时成绩扣10％



素描就像一个“借口”。
也可以叫“工具”。我
们利用它来解决一些问
题。

素描作品



单体几何体：这部分基础知识训练重点在

于让学生充分理解素描中的客观和常见问题。

教学目的



为什么学素描，为什么素描是
绘画的基础

就表现目的而言，学习素描是为了提高同学们的造型能力，分析能力。

素描是基础，因为素描可以锻炼分析能力（明暗关系的变化，光线的方向，
关系的对比）



素描观念及表现形式

            素描是用单一颜色来描绘对象的一种绘画。常见的素描画

是以黑色（即利用黑白的层次）描绘的，但也有用一种彩色描

绘的（如棕、红、绿、蓝等），或一种彩色加黑或在此基础上

加白粉，也属于素描。

更具体地说，素描是舍弃了对象的多种色彩关系，用单一颜色的线

条或明暗描绘对象的外形、比例、结构、体积、空间、质感和

色彩的浓淡，运用这些造型艺术的基本因素来综合表现形象的

绘画。 他针对物体的外形.比例.结构.体积.空间.质感.色彩浓淡

等方面进行刻画。

    



素描观念及表现形式

          

       素描画的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线描（相当于中国画的白

描）；二是以明暗手段表现物象的体积的所谓明暗法；三是线

条与明暗法的结合，亦称线面结合法。 

       由于素描画排除了色彩的直接表现，集中运用造型艺术的

基础因素去表现对象，所以它是造型艺术的基础。在绘画发展

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既有别于素描创作又有别于画家的素描

习作的素描基础训练。这种系统的素描基础训练，已经成为学

画者的必经之途。



素描准备工具

• 一般有起稿的2B铅笔或者炭笔，还有绘画
用的素描纸以及画板橡皮擦，夹子等工具。



素描的构图





素描透视基本知识

水平线的透视

 一点透视的画法

两点透视的画法



• 因为距离、位置等
因素的不同，在我
们的视觉中就会产
生近大远小、近疏
远密、近宽远窄、
近高远低、形状改
变的感觉，这样的
现象也就是我们所

说的“透视”。 

　透视现象-请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点透视

A 视平线



 透视图的形成

      当人透过玻璃窗看室外建筑物时，在玻璃窗上留下的图

形，就是建筑物的透视图。

透视图的特点：

  近大远小，近高远低，

近长远短，互相平行的直

线的透视汇交于一点。

玻璃窗
（画面）

透视图

建筑物

眼睛

视线

透视图的形成



• 近大远小

• 近实远虚

• 近宽远窄

• 近高远低

　透视的基本规律 



H
基面

P
画面

透视术语（一）

P

P

视点（S）—人眼所在的位置，即

      投影中心。

基面（H）—地面。

画面（P）—透视图所在平面，与

      基面垂直。

站点  （s）—人站立的位置，即视

      点在基面上正透影。

视点
S

s

站点

透视术
语

s'



灭
点
二

     1. 一点透视  画面与筑物的长度和高度两组棱线的方向平行， 

此时，宽度方向的棱线有一个灭点。

两点透视

（长宽有灭点）

透视图的分类

     2.  两点透视  画面与建筑物的高度方向的棱线平行，而与另外两组

棱线的方向倾斜，此时，长度方向和宽度方向的棱线各有一个灭点。

一点透视

（宽度有灭点）

灭点

灭
点
一

透视图的分
类



• 又叫平行
透视，物
体有一个
面与画面
平行，其
他面向视
平线上某
一点消失

一点透视





一点透视

A 视平线





• 又叫成角透视，物体的面和画面有一定角度，其余的面向
视平线上某二点消失。

两点透视



 方形物体向左旋转的状态

(1)平行状态

(2)微动状态

2、二点透视的四种状态



二
点
透
视 (

成
角
透
视)     Adian tou shi(cheng jiao tou shi)       (

成
角
透
视)     dian tou shi(cheng jiao tou shi)

 方形物体向左旋转的状态

(3)一般状态

(4)对等状态







       二点透视(成角透视)         dian tou shi(cheng jiao tou shi)       (成角透视) dian tou shi(cheng jiao tou shi)









素描的用笔用法
• 落笔起笔要虚，中间实，线条要求不死板。
不要“硬口”线条排列整齐均匀紧密，走向
统一又要有适度的变化，最后在画实际物体
的时候根据物体的转折，质感可活泼用线。



素描的明暗关
系



素描的步骤和画法

• 确定构图：确定物
体在画面的位置。   

• 起稿 ：找好基点比
例把大的关系画出。

• 刻画：明暗灰调子
小的比例对比以及
细节部分的刻画。

• 调整：调整画面的
主次关系检查整体。





素描的三大面五大调子





素描的步骤和画法

• 确定构图：确定物
体在画面的位置。   

• 起稿 ：找好基点比
例把大的关系画出。

• 刻画：明暗灰调子
小的比例对比以及
细节部分的刻画。

• 调整：调整画面的
主次关系检查整体。



• 1.构图落幅：在对被描写物
象的进行观察，分析的基础
上，用直线轻轻地在画面上
把物体的位置确定下来。可
多画几幅小草图，从中选择
较适合的构图，再动手画到
正稿上去。



• 2.抓基本形体：从结构出
发分析物象基本特征，掌
握其概括地基本形体，并
以较轻的直线分析出准确
的物象造型的转折位置配
合抓基本形画准物象的大
小比例和空间部位，运用
表现大块体面的方法，把
形状和体积较准确地画出
来。

在抓基本形体的这一过程中，掌握物象特征，
反复推敲各物象的特点（如比例、结构、形状
等），把握其造型特征。运用直线进行刻划，
直到画准轮廓为止。同时进一步画出基本的明 
暗调子（包括初步画出固有色和背景的调子），
使习作体现出素描黑白灰的明暗调子效果。



• 3.深入刻划：深入刻划，
并非不分巨细、主次而平
均对待，而是以画面总效
果为依据，抓住重点，深
入表现。强调结构，把形
体画结实，充分表现其立
体感和质感，使人有身临
其境的感觉。作画可以从
明暗对比最强烈的明暗交
界线开始，逐步向反光部
推进。





素描几何体

组合几何体：目的在于培养学
生的绘画方法，通过系统的学
习，在学习中提高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