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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元
一

素描的 
基础知识

知识目标：掌握素描的基本概念，

以及素描的工具与材料的种类。

技能目标：掌握素描的执笔方法。

素养目标：了解中国传统绘画中的

线描和水墨画形式，增长传统文化

知识，培养文化自信。

学习目标

素描是使用相对单一的色

彩，借助明度变化来表现对象

的绘画方式，是现代造型艺术

的基础训练内容之一，是表达

创意、积累素材的重要手段，

也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备的

重要技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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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的概念模块一

“素描”一词从字面来解释，素是指单一，描是指描绘。素描指的是运

用单一的方式来描绘和表现物体的绘画方式，因此又被称为单色绘画，是

一种对客观物象的形态和结构特征做朴素表现的绘画形式。在日常表述中，

素描泛指运用铅笔、炭笔、钢笔、毛笔等工具，以单色的线条或明暗块面

为描绘方式在纸面上或者其他材料上所做的绘画。

素描是人类美术活动中最为古老的一种造型手段。在西班牙的阿尔塔

米拉洞穴和法国的拉斯科洞穴中都发现了用简单的线条、单一的颜色描绘

的许多动物图案，这些都是人类早期的绘画遗迹，可以说，这些就是最早

的素描绘画作品（图 1-1）。

素描的表现对象十分广泛，从题材上可以分为静物素描、人物素描、

风景素描、动物素描，从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结构素描、明暗素描，从性

质上可以分为写实性素描、表

现性素描，从创作意图上可以

分为习作性素描、创造性素

描，从作品创作时间上可以分

为长期素描、短期素描。

素描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学

生科学地观察对象，提高造型

能力，能准确、形象、生动、

艺术地表现对象。学习素描要

从简单到复杂、由易到难。 图 1-1  洞穴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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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的工具与材料模块二

素描的工具与材料可选择性不多，但是简单易得。

笔

常见的铅笔（图 1-2）、炭笔（图 1-3）、炭条、圆珠笔、水笔、毛笔、

签字笔、针管笔、白板笔都可以作为素描用笔。笔不同，其使用的方法也不

相同，画出画面的效果与情趣也不相同（图 1-4、图 1-5）。

             图 1-2  铅笔                             图 1-3  炭笔

1. 铅笔

素描初学者最常选用的素描笔是铅笔。铅笔的软硬和深浅用不同的型号

表示。笔芯软的铅笔用 B 表示，B 前面的数字越大，表示笔芯越软、颜色越

黑；硬芯的铅笔用 H 表示，H 前面的数字越大，表示笔芯越硬、颜色越浅。

素描初学者一般配备 H、2B、3B、4B 的铅笔即可。画者用不同软硬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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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浅的笔芯，结合绘画用力的轻重、缓急，再配合抹、蹭等技法，以及橡皮等工具，就能

在画面上表现出丰富的层次感，从而获得满意的效果。

2. 炭笔和炭条

炭笔没有那么多型号，一般分为硬炭笔、中炭笔和软炭笔，画出的画面层次也没有铅

笔那么丰富，比较适合快速表现。

炭条也是素描常用的作画工具，一般由柳条烧制而成，质地松软、易碎，附着力较

差，画作需要配合使用定画液固定画面才能保存。

3. 钢笔

钢笔的表现力丰富，笔尖的粗、细、圆、扁不同，画出的画面会有不同效果，且钢笔

易携带，操作简便，因此钢笔常常被画者用作外出写生的工具。钢笔画常由点、线的多种

变化组成画面，画布线条流畅、对比强烈、细致紧凑（图 1-6）。

4. 毛笔

根据材质的不同，毛笔可分为狼毫、羊毫等不同类型。狼毫笔较硬，适合画线条，羊

毫笔较软，适合画一些大面积的块面（图 1-7）。

图 1-4  人物炭笔画习作 ( 王超 )              图 1-5  人物铅笔画习作 ( 王俊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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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纸

画者一般应根据作画用笔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纸张。例如，选用铅笔、炭笔作画时，一

般要选用质地粗且较厚的纸张；选用钢笔作画时，要选择表面光滑的纸张，如复印纸；选

用毛笔作画时，则要选用宣纸。

其他工具

画素描还需要用到画板、画架、胶带、夹子、橡皮、削笔刀等，这些都是素描作画时

需要常备的工具。

图 1-6  钢笔画                                                             图 1-7  《驴》（黄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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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素描的常用术语模块三

三大面

从狭义上说，三大面是指一个六面体（如正方体等）中人们可以看到

的三个面，或者在聚光灯照射的情况下一个六面体所呈现出的三种明暗状

态：亮面——完全受光；中间面（灰面）——部分受光；暗面——完全不

受光，为背光面。

在实际的素描画作中，我们面对的画面层次要复杂得多，不会仅仅只

有三大面，比如人物头像的层次非常丰富，转折也很复杂，只用三大面必

然无法表现出如此丰富的效果。但是为把握基本形体，需要把整体划分为

三大面，把握基本的明暗规律，再对画面进行准确分析，这样才能将表现

对象细节的复杂变化描绘出来，让画面展现出强烈的空间感和立体感（图

1-8）。

图 1-8  炭笔画习作（范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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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大调

“调子”本身指音乐中声音的高低层次，在素描中则指的是视觉上的明暗层次变化，是

在三大面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化描述。“五大调”是指在素描表现中对表现对象整体色调的 

概括性把握，或体现在对象物体上的几种主要色调，即高光、灰面、明暗交界线、投影、

反光等（图 1-9），其中高光属于亮面，明暗交界线、反光和投影都属于暗面，中间部位属

于灰面。在进行素描训练时，要整体把握所描绘对象的明暗关系，切忌反光面的暗度小于

灰面。

黑白灰

黑白灰通常指素描绘画作品中的深色调、中间色调和浅色调的比例与节奏关系等的变

化，有时也用于表达其他色彩绘画中的深浅色调关系。

灰面

明暗交界线

反光
投影

高光

图 1-9  五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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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素描的作画姿势和执笔方法

素描初学者需要养成良好的作画习惯，尤其要掌握正确的作画姿势和

执笔方法。

作画姿势

作画姿势有坐式和站式两种。这

两种姿势都需要眼睛和画面保持一定

距离，不宜太近，视线要与画面垂

直，以便于整体观察，准确把握画面

内容。

站姿需要用画架作为辅助工具，

将画板放置在画架上，根据作画者本

人的身高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一般画

板的高度以画板的上沿略高于作画

者的肩膀为宜（图 1-10）。采用坐姿

时，可以用画架，也可以不用画架。

如果用画架，则作画时应将画板放置

到眼睛对应画板相对中心的位置；如

果不用画架，则作画时直接将画板放

在腿上，这样作画者便于观察所要表

现的对象。作画姿势的选择主要根据

作画者的需要。如果外出写生且未携

模块四

图 1-10  站姿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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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拓展

二

带画架，多用不带画架的坐姿作画；在画室中作画，尤其是长期作画时，则通常要使用

画架。

执笔方法

素描作画的执笔方法与我们日常写字时的执笔方法是不同的。素描是一门以训练造型

能力为主要目的的课程，掌握正确的执笔方法很重要。素描执笔的要点是“指实掌虚”，

即握笔不要太紧，手指要放松，拇指、食指和中指握笔，笔尖和手指间应有一定距离，根

据所画线条长短的需要配合使用手指、手腕、肘的力量（图 1-11）。一般来说，如果要画

的线条比较短，而且要精确控制，则以手腕做支撑，用手指关节带动笔作画；如果画的线

条比较长，则用肘部做支撑，手腕则不活动。手臂所能控制的最大范围是以肩为支撑来作

画时的控制范围。虽然素描的执笔方法有一定的要领，但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练习的不

断深入，每个人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掌握了素描作画的基本姿势和执笔方法后，要不断练习，形成肌肉记忆，尤其是执笔

方法。这个过程需要初学者付出耐心和时间，只有达到一定的练习量才能真正做到控笔自

如，从而画出理想的画面效果。

素描的概念虽源自西方，但是其核心特点是单色，用线条或者明暗来表现对

象。从这一点来看，我国传统的线描也属于素描的范畴。线描又称白描，是具有独

图 1-11  素描作画的执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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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姿百态的树叶

树叶千姿百态在我们的生活中十分常见，有位哲人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

两片树叶（图 1-13）。我们可以用画笔来表现不同树叶的美（图 1-14）。请你认真

观察，看看它们的外轮廓是怎样的，脉络是怎样的，然后用最简单的线条表现出

来吧。

                                          图 1-13  树叶                                  图 1-14  树叶作品

  拓展案例

立审美价值的画种，同时也是工笔画家在上色之前的一个绘画步骤。我国历代画家

对线条都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画中的线条既能表现刻画对象的静态之美，也能表

现刻画对象的“灵动”韵律之美。人们用“吴带当风”来称赞唐代画家吴道子的高

超画技，他对线条的运用炉火纯青，相传吴道子创作的《八十七神仙卷》（图 1-12），

就生动体现了当时画家的精深技艺。

图 1-12  《八十七神仙卷》（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