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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前 

言

Ⅰ

在社会环境和艺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艺术创作和艺术

教育同样发生着变革。素描教学从只注重再现性描绘到强调设计

性、表现性训练，再到今天重视创意表达，其语言表达形式越来

越自由和丰富。

素描作为一个画种，是独立的艺术形式。素描也是培养人们

发现美、认识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重要途径。本书针对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来编写，着重介绍了素描的基础知识，以及不同素描的

特征和表现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感受力、想象力、表

达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本书共分六个单元，各单元的内容和学时分配建议如下表

所示。

内  容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单元  素描概述 6 0

第二单元  素描基础知识 6 20

第三单元  表现性素描 8 10

第四单元  设计素描 8 8

第五单元  创意素描 10 20

第六单元  综合材料素描 2 8

总计（106） 40 66



II

本书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传统素描和现代素描的教育思想进行整合，并结合学前

教育专业的特点，建立一个兼容写实与表现、传统与现代的大素描

教育思想体系。

（2）教材内容融合了写实、具象、抽象、材料等众多表现元素，

扩展了素描的内涵，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3）将思政内容融入教材，在每个单元设置了 “思政目标”，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正确的创作观，使学生真正体

会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本书由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封韵、郭渝明任主编。在

编写过程中，编者参考、借鉴了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在此向相

关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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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目标

学习目标

第一单元
素 描 概 述

• 了解素描的特性与本质；

• 了解素描的表现形式及每种形式的特征；

• 了解素描艺术的发展过程；

• 思考中西绘画的异同及相互关系。

• 通过学习，学会观察生活，关注时事政治、社会发展；

• 能将作品创作和社会、历史相结合，提高作品的审美性；

• 树立正确的创作观，真正体会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素描是绘画艺术创作形式之一，也是一切绘画形式的基础，以及表达构

思和构图最便捷的方式，一直以来，素描都被当作学习绘画必须掌握的基本

技能。纵观世界绘画艺术发展史，无数艺术家在作品创作之初通常都运用素

描制作小稿或练习，以单色线条的变化来表达对物象的认识，确认作品的构

图和构思。随着绘画艺术创作表现的深入和材料的多样化，素描的理论与实

践也在逐渐扩大领域，并不断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表现样式。其使用工具简

单、便捷及易修改等特点，使其已经不仅仅只被作为绘画初稿、构图雏形和

把握记忆的手段，而是发展成了一种独立的艺术表现语言和正式的艺术形式。

当代素描艺术所体现出来的描绘题材的广泛性、表达内容的丰富性以及运用

材料的多样性等，使得这门传统的绘画技法展现出新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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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素描的本质与分类

一、素描的本质

素描是绘画的一种形式，是以线条或明暗表现物体形象的单色画。学习素描可以培养学生

的造型能力和艺术素养，进行高层次形象思维训练，也可以用来表达思想、态度和感情等。

以往素描被认为是一切艺术的基础，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方便的、单色的、光影物

象结构的分析训练，成为其他艺术形式的预备造型。然而，在艺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艺术

手段日益多元化，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素描的价值。

二、素描的分类

不同类型的素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发展，以及文化艺术的

繁荣而出现的，与时代的意识形态、民族气质、文化

传统、地域特色，以及人类文化艺术史的演变等紧密

相关。早期的素描较单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多

样，形成不同类型的素描。但各种类型素描的区分没

有什么公认的标准，实际上彼此也没有严格的界限，

难以断然区分。仅就不同素描大致的特点，素描大体

可以分为明暗写实素描、表现性素描、结构素描和创

意素描。

1．明暗写实素描

明暗写实素描（如图 1-1）是指具象地再现客观

物象，其造型方法是具体的、准确的、立体的，以再

现之物为主体，在表现方法上尊重客观物象，用明暗

调子方式塑造物体形体。

图 1-1  明暗写实素描作品 /
［德国］阿尔布雷特·丢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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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现性素描

表现性素描（如图 1-2）以自我为主体，以物为客体，主观地解构、重组物体。人为客体

偏重于主体修养、偶然性和个性的释放与追寻。表现性素描在关注客体对象的同时更注重表现

心灵与自然现实碰撞所产生的“后果”，即将主观的感受从客观物体中提炼、抽取出来，形成

具有说服力的画面语言形式。

图 1-2  表现性素描作品 / 

［以色列］阿维格多·阿利卡

3．结构素描

结构素描（如图 1-3）注重对物象的内轮廓或解剖结构及其组合的观察与分析，深入地表

现客观物象的空间、透视、比例等关系，抛开表面的黑白光影效果，尽可能直接地揭示事物的

本质。结构素描的造型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段，几何化地提炼、概括复杂物体的构造特征。多

角度的观察研究、多层面的剖析和拆卸训练，可培养画者认识自然与分析结构的观念；对物象

结构的观察及分析，可加深画者对空间的自我感受，提高观察能力、理解能力、对形体的概括

能力，以及空间思维能力和设计思维能力，使自己在面对事物时，能有意识、全方位地观察对

象，自觉地透过表象去寻求内在本质，引导描绘由表及里地深入，把感性推向理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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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结构素描作品 /

［瑞士］阿尔贝托·贾科梅蒂

4．创意素描

创意素描（如图 1-4）突出发散性思维意识，是以表达创意意图为目的的创作。它以表达

设计思想为核心，以创造性思维方式研究、理解并赋予联想。它是拓展视觉经验的过程，是激

发创造力的契机，也是拓展思维空间的过程。创意素描的教学过程也是实现从基础教学到设计

教学的思维转变的过程。创意素描的关键不在于绘画的技巧，而在于观察的方法和视觉思维。

它的本质是视觉思维活动的外在化。

图 1-4  创意素描作品 / 

［西班牙］爱德华多·纳兰霍



第一单元　素 描 概 述

5

模块二 素描的演变与发展

一、西方素描的演变与发展简述

“素描”这个概念在 14 世纪就被提出来了，但是素描的发展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着悠

久的历史，而且一直在发展变化。在古埃及时期就出现了素描，但是当时的素描是融合到墓室

壁画中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古埃及壁画（如图 1-5）中的人物形象用墨线勾出，再施以胶

彩，人物形象是平面化的，人物头部为正侧面，肩为正面，腰部以下为正面，这也是古埃及的

大多数墓室壁画都遵守的一条严格的程式——正面律。其画面虽是二维的，但是人物形象都是

几何化、程式化的，人物刻画写实、生动，体现了当时的造型观念。

图 1-5  古埃及壁画

古希腊艺术是欧洲艺术的摇篮，其与古埃及艺术相比有了较大的转变。古希腊初期的素描

很重视轮廓线的表现力，线条准确、简练且流畅；到了后期，具备明暗因素的色调、变化丰富

的技法便取而代之。古希腊人用“艺术模仿自然”的观念赋予了艺术形象强大的生命力，运用

立体写实的手法诠释了他们对绘画的理解。

古罗马在继承了古希腊艺术的同时又进行了创新和发展，透视手法被运用于绘画中，并穿

插以情节性的绘画，使画面更具写实性和空间感，如古希腊埃克塞基亚斯的《阿喀琉斯和埃阿

斯掷骰子》（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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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阿喀琉斯和埃阿斯掷骰子 /

［古希腊］埃克塞基亚斯

中世纪，绘画成为服务宗教的工具，绘画造型又回归到早期的几何图形化形式，强调

形体的平面化装饰，从而形成冷漠的定型化的模式，如中世纪镶嵌画《面包和鱼的奇迹》 

（图 1-7）。

图 1-7  面包和鱼的奇迹 / 庞贝古城的遗迹 / 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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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运动给欧洲绘画注入了生机，西方的素描

艺术也是从这个时期逐渐发展兴盛起来的，成为世界艺

术史中亮丽的篇章。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中叶，意大利

涌现出很多优秀的艺术大师，其中最杰出的是达·芬

奇、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他们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

“三杰”。达·芬奇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天才，他在绘画史

上的贡献是把光线和投影融入绘画中，把绘画的造型观

念和表现方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还善于用科学的角

度研究空间与透视，把结构与空间透视及明暗规律和谐

地统一起来，在素描中表现出转向空间深度的深厚体积

感（如图 1-8）。

米开朗琪罗是著名的雕塑家与建筑家。他的素描造

型结构准确，堪称造型艺术的经典（如图 1-9）。

图 1-9  选自《米开朗琪罗手稿》/

［意大利］米开朗琪罗

17—18 世纪的艺术发展呈多元化趋势，欧洲素描的风格也由严谨的线造型转向更为自由

奔放的多样化追求，画法从单一面貌向更多的形式风格发展，画家们运用黑白灰的色调去表现

光感和空间感，不断地完善在二维平面上反映三度结构的立体画法。这一时期也涌现出很多杰

出的艺术大师，如佛兰德斯画家鲁本斯、荷兰画家伦勃朗等，他们为绘制油画创作了大量素描

作品，这些作品形象逼真，表现出精湛的写实技艺（如图 1-10、图 1-11）。

图 1-8  选自《达·芬奇手稿作品选》/

［意大利］达·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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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人物素描 /

［佛兰德斯］鲁本斯

       

图 1-11  人物素描 /

［荷兰］伦勃朗

安格尔是 19 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画家，他在素描肖像领域颇具影响力。他竭力

主张让绘画回归到朴素、适度和秩序上，他用铅笔表现严谨、纯正的线造型和格律美，他

笔下的人物经过高度概括的线条提炼，造型简洁，极富理性，显示出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如图 1-12）。安格尔认为除了色彩，素描便是一切，他把优美、典雅的素描推向极致。而法

国浪漫主义的代表画家德拉克洛瓦则表现出与安格尔迥然不同的风格，他以热情、奔放的线条

开启了素描富于个性化的先河（如图 1-13）。

图 1-12  人物素描 /

［法国］安格尔

   

图 1-13  人物素描/

［法国］德拉克洛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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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主义画家以自由多变的线条和色调取代了以往依靠形体边缘暗示体积的轮廓线素描方

法。例如，法国画家修拉的素描运用独特的点画法，完全抛弃了轮廓线，用纯粹的点组成了画

面的黑白灰调子来表现形体，并创造出了朦胧、深沉的画面氛围（如图 1-14）。

图 1-14  点画作品 /［法国］修拉

契斯佳科夫教学体系是一种较完备的素描教学体系。该教学体系基于西方文艺复兴的学院

教学传统，以及科学主义、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学思想，主张精确素描，重视透视空间和质

感表现，努力使造型接近古典美的理想形体。契斯佳科夫教学体系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传入

中国，被我国教育界接受并采纳。

20 世纪，现代素描总的特点是反传统，不以再现和模仿自然为己任，在素描写生和创作

中对客观的人与物进行夸张、变形、抽象、解构、重构和综合，在技法及材料运用上不断创

新，有时用单一材料，有时用多种材料，有时将笔绘与粘贴报纸、布条、木块、扑克牌、石膏

等实物材料相结合。现代派艺术家的大胆创新与探索，开辟了艺术表现的新领域，丰富了画面

的形式语言，对艺术家的创作思维创新和形式创新有积极意义。在素描创作上有影响力的画家

有毕加索、马蒂斯、康定斯基、蒙德里安、达利、德·库宁、贾科梅蒂等，其作品如图 1-15

至图 1-21 所示。其他具有传统写实风格和现代具象风格的素描大师有俄裔美籍的费钦、美国的

克洛斯、奥地利的弗洛伊德和西班牙的纳兰霍，其作品如图 1-22 至图 1-25 所示。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抽象表现主义更加趋于形式化，于是有的艺术家反其道而行之，从“极端抽象”

转为“非常具体”，转向表现生活中的实物。这就是始于英国，尔后风靡美国的波普艺术。在西

方现代艺术形成的过程中，素描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代表艺术家有安迪·沃霍尔等，其作品 

如图 1-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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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西班牙］毕加索作品 图 1-16  ［法国］马蒂斯作品

图 1-17  ［法国］康定斯基
作品

图 1-18  ［荷兰］蒙德里安
作品

图 1-19  ［西班牙］达利作品 图 1-20  ［荷兰］德·库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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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美国］克洛
斯作品

图 1-22  ［美国］费钦
作品

图 1-21  ［瑞士］贾科
梅蒂作品

图 1-25  ［西班牙］ 
纳兰霍作品

图 1-24  ［奥地利］ 
弗洛伊德作品

图 1-26  ［美国］ 
安迪·沃霍尔作品

综上所述，西方素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平面到立体、由单纯到多元化、由描摹到科学创

作、由再现到表现、由传统到现代的基本发展脉络。研究、分析西方素描发展史，有利于我国

的素描向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素描的演变与发展

中国古代素描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传统线描画和水墨画的发展史。原始社会线条流畅的陶

器纹饰，西周、春秋的壁画、青铜器纹饰，先秦时期的帛画，隋代的仪仗图壁画（如图 1-27）

等都形象地说明线描在很早以前就已成为中国绘画造型的基础。其中，战国的《人物御龙图》 

（图 1-28）为帛画作品的经典代表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讲究的“天人合一”的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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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隋〕仪仗图壁画

     

图 1-28  〔战国〕人物御龙图

中国近代素描源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西式艺

术教育被引进中国并逐渐普及。以徐悲鸿为代表的一代艺术教育家留学归国带回来的素描认识

与教学方法，对中国素描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悲鸿在人体素描上造诣精深，他将欧洲素

描表现技法与中国“天人合一”的绘画精神相结合，提出了素描造型的“新七法”，即位置得

宜、比例正确、黑白分明、动态天然、轻重和谐、性格毕现、传神阿堵，开创了中国素描近代

史的先河，对中国近代素描民族风格的形成具有先导作用，其作品如图 1-29 所示。

图 1-29  人物素描 / 徐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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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的异同

西方绘画的渊源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艺术，其重视对自然的模仿和对和谐形式美的

追求（如图 1-30）。中国绘画的渊源在商周的钟、鼎（如图 1-31）、尊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

的凝重、浑穆、典雅，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理想。此外，汉代的画像砖（如图 1-32）、画

像石（如图 1-33），以及壁画也是中国绘画的渊源。

   

图 1-30  ［古希腊］雕塑

       

图 1-31  〔商〕青铜鼎

图 1-32  〔汉〕画像砖

   

图 1-33  〔汉〕画像石（局部）

由于渊源不同，中西方绘画所表现的境界层次也就不同：西方绘画是写实的，中国绘画是

虚灵的；西方绘画是物我对立的，中国绘画是物我相容的；中国绘画以抒发为骨干，以诗境为

灵魂，诗、书、画融为一体，西方绘画以建筑空间为间架，追求逼真的可视空间，以雕塑、人

体为对象，建筑、雕刻、油画同属一个境界层。

在透视学上，西方绘画是焦点透视，视点固定，不可前后左右移动，只能表现有限的空间

画面，如荷兰艺术家霍贝玛的《林间小道》（图 1-34）；而中国绘画是散点透视，没有固定的

视点，可以“搜尽奇峰打草稿”，画出心中之景，这是国画的长处，如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

山图》（图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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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林间小道 /

［荷兰］霍贝玛

   

图 1-35  千里江山图（局部）/

〔宋〕王希孟

从创作表现手法来看，西方绘画可以反复修改、覆盖，画面既可以表现水色淋漓、清新透

明的效果，也可以表现斑驳、厚重的效果；而中国绘画则要求画家们做到“胸有成竹”“一气

呵成”，更多的是追求神韵、意境和灵性。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素描的本质与分类，西方素描的演变与发展，中国素描的演变

与发展，以及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的异同。通过对本单元基本艺术理论的学习，学生

可逐步认识素描、理解素描，理解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的差别。素描创作除了需要深

厚的基本功，还需要有对自然的敏锐观察力，以及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更需要在长期

的积累中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在素描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充分认识和理解素描

艺术的意义，以更好地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知识小结

1. 简述西方素描艺术的发展过程。

2. 简述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的异同。

思考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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