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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工艺美术学校 （教学设计） 

        年级           班     学科                     教师                

课题          素描的明暗                                    课时         

备课时间         年      月     日         上课时间      年      月     日   

课 

堂 

教 

学 

目 

标 

 

知识 

与 

技能 

基  本  知  识  点 

学 识 水 平 

了
解 

理 
解 

识 
记 

应
用 

分析 
综
合 

要求学生掌握物体的光影效果、理解物体结构和基

本透视。 
      

情感、 

态度、 

价值

观 

学习要善于思考和总结。 

教 学 

重 点 
物体光影的表现与质感表现 

教 学 

难 点 
对画面的整体把握，避免“灰”、“花”、“脏” 

课 型 理论讲授与实践指导 教具  

教 学 内 容 及 教 学 过 程 （ 达 标 措 施 、 反 馈 矫 正 ）  

达 标 环 节  知 识 点 及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课 前 准 备  

新 课 导 入  

1、绘画工具和范画的准备 

2、知识回顾 

绘画工具的准备、 

知识回顾。 

 

 

 

教 授  

展示一组静物及范画，让学生观察思

考。 

一、素描的观察方法 

1、形体观察 

 

学生观察思考。 

 

学生尝试说出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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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课  

 

 

 

 

 

 

 

 

 

 

 

 

 

 

 

 

 

 

 

 

 

 

 

教 授  

新 课  

 

 

 

 

 

 

 

 

 

现实生活中的物体都有自己的特征和

形态、质地、重量及空间。但我们通过观察、

概括，可以发现他们不外乎都是由方形和圆

形组成的。所以在观察任何物体时，都必须

把它概括成最简单的基本形。通过透视规律

后，就可以用这些简单的基本形把十分复杂

的形体表现出来。在形体观察阶段，学生对

物体的形基本都能做到归纳概括。 

2、形体结构 

物体都有自己的外形和内部构造，在写

生中不能只注意外形的变化，在素描训练

中，强调结构十分重要。在一般情况下，物

体的内部结构关系是不会变化的，无论环境

光线如何变化，都只能引起明暗色调的变

化，其本身的结构并不会因为环境光线的因

素而有所改变。因此只有熟悉理解了写生对

象的形体和结构关系才能准确地塑造物体。 

在进行全因素素描前有必要作一两幅

结构素描练习。 

 

课堂练习一： 

结构素描小稿练习（16 开）临摹，3 课

时。 

 

3、形体比例 

作画过程中，必须强调比例关系的准

确。要做到比例关系的准确性，就必须在观

察阶段就要整体观察、整体比较、整体表现，

切不可局部观察和绘画。 

确定比例关系的方法是：从整体到局

部，先确定大的全局比例关系，如最高最低，

后的结果。 

 

 

 

学生尝试对物体的形进

行归纳概括。 

 

 

 

 

 

学生尝试对物体的形体

机构进行归纳概括。 

 

 

 

 

 

 

 

 

 

 

 

 

学生尝试找出物体的形

体比例关系。 

 

 

 

 



                                                                                                     

 

《素描》教学设计 

第   3 / 3  页 

 

 

 

 

 

 

 

 

 

 

 

 

 

 

 

 

 

 

 

 

 

 

 

 

教 授  

新 课  

 

 

 

 

 

 

 

 

最左最右，在图中的位置最大物体中间的最

小物体等，然后再确定从大到小的局部的比

例关系。其中的局部比例关系一定要服从整

体的比例关系，要不断在画面上下左右，利

用水平线、垂直线、斜线和虚的辅助线反复

比较，以检查比例的准确性。 

 

4、形体与明暗 

形体造型准确后，明暗光影就是素描造

型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了。 

由于物体质地所吸收和反射光的强弱

有所差别，就形成了明暗光影的不同。另外

光照的角度和强弱也使得物体的明暗层次

更加丰富和复杂。 

大多数学生都对“三大面”“五大调子”

有所了解，但在运用到写生过程中，却常常

表现得不够充分。 

 

所谓三大面指的是；亮面、灰面和暗面；

五大调子则是亮面、灰面、明暗交界、暗面

反光及投影。 

在写生中，主要出现的问题有两种：一

种是灰面的层次表现得不够丰富，使画面仅

仅区别了亮面和暗面，没有表现出亮灰、暗

灰、环境以及反光对物体复杂的影响。另一

种是灰面过多，而亮面、暗面区分不明确，

使得整幅画缺少重点强调的部分，都很平

均，也就是所说的“画灰”了。 

因此，作画中必须反复比较亮部、暗部

以及其它中间层次，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强

调差别时又要注意画面整体性。 

 

 

 

 

 

 

 

 

 

学生尝试找出物体的明

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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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授  

新 课  

 

 

 

 

 

 

 

 

另外，还有少数学生杜宇明暗交界线和

投影还有些问题。明暗交界线是区分出亮面

和暗面的一个交界的线形，它一般沿着物体

造型结构的走势出现在受光面和背光面之

间，而不是自身形成的不与物体造型相干的

部分。 

投影一般是字铺大调子是和物体的暗

面一同铺的，投影的形状也是依据物体造型

的不同而不同，而且投影月靠近物体的部分

越黑，反之越远越亮。 

 

5、质感、亮感与空间感 

控制准确的明暗反差和掌握表现方法

及灵活的笔法对表现物体的质感、亮感十分

重要。 

一般，光滑的物体明暗反差较大，毛糙

的物体明暗反差较小，光滑的物体受环境和

反光的影响明显，毛糙的物体受固有色的影

响，明暗反差弱。软物体用笔轻松，坚硬物

体用笔肯定。 

在表现空间感方面，要首先确定画面的

主体。从而作画时心里清楚哪些要画得清

楚、强烈、具体，哪些要模糊简略。一般情

况下，前面的物体清楚，后面的物体模糊，

强光下明暗对比强，弱光下明暗对比弱，对

比强就往前突出，对比弱就往后退。 

可概括为：亮面实，暗面虚，前面实，

后面虚，中间实，边上虚，主体实，背面虚。 

 

课堂练习二： 

光影素描几何体临摹，8 开纸张，3 课

 

 

 

 

 

 

 

 

 

 

 

 

 

 

 

学生尝试表现出物体的

质感量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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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授  

新 课  

 

 

 

 

 

 

 

时。 

课堂作业辅导及课后点评。 

明暗素描是通过光与影在物体上的变

化，体现对象丰富的明暗层次。 

明暗是表现物象立体感、空间感的有力

阶段，对其真实地表现对象具有重要的作

用。 

 

明暗素描适宜于立体地表现光线照射

下物象的形体结构、物体各种不同的质感和

色度、物象的空间距离感等等，使画面形象

更加具体，有较强的直觉效果。 

在早期的绘画中，就有人不同程度地采

用了这种手段。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科

学的发展，促进了这种手段的成熟，形成了

明暗造型的科学法则。这时期的三杰：达•

芬奇、米开郎基罗、拉斐尔等艺术大师的研

究实践把前人的经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

段。 

初学者在开始学习时，最好采用灯光下

的几何体来练习，它能帮助你认识物体在光

源下的明暗变化；接着再结合静物进行练

习，进一步了解光源在复杂形体的明暗变

化，以更深一步了解和掌握光源的变化及对

象所表现的立体感、质感、明暗、空间关系

等。在调子素描的训练中，应加强光影与黑

白意识，关注明暗变化的节奏规律，以及增

强立体观念与空间意识。 

1、光影与黑白意识。 

光的照射产生明暗调子，明暗构成黑

白，它是构成完整视觉表现形式的重要因

 

课堂练习。 

学生进一步理解光影、

明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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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授  

新 课  

 

 

 

 

素。明暗是光线照射下物体形体结构的反

映，物体本质结构，决定了物体明暗的变化，

而物体的形状和它本质结构又不随光线的

变动而变化。由明暗而产生黑与白，教学中

要引导学生关注物体与背景的空间关系，以

及物体明暗生成画面的黑白灰关系。 

2、明暗变化的节奏规律。 

在作画过程中我们知道整体地观察与

表现应贯穿于作画的始终。在进行画面深入

的过程中，应该让同学们深刻地认识到亮部

与亮部之间、暗部与暗部之间、中间色之间

有节奏的渐变规律，也就是说物体最亮、最

暗只有一处，其他是次亮、再次亮，依次递

减，从而产生明暗调子有秩序的变化规律。 

3、立体观念与空间意识。 

体积感与空间感，是整个素描训练过程

的追求目标之一，也是素描观念的直接体

现。既要有整体的体积，又要有细节的体积。

作画前，首先要分析形与体的关系，关注形

体结构线，转折点，注意形体的起伏变化；

外形与明暗交界线的变化，与形体的起伏变

化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调整阶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表现物体的质感。 

质感是物体本身的材质所形成的物理

表象，如玻璃制品、金属器皿、木材、皮毛、

粗陶、花卉等制品，在视觉和触觉之间形成

平滑或粗糙、坚硬或松软、干涩或湿润各自

不同的视觉感受。如何表现观者内心感受

呢，要观察物体纹理的规则：是紊乱的、粗

 

 

 

 

 

 

 

 

 

 

 

 

 

 

 

 

 

 

 

 

 

 

 

 

 

学生根据课堂练习作业

中存在的问题去理解调

整阶段应注意的几个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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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授  

新 课  

 

 

 

 

糙的还是细腻的。通过线条有序地排列，或

揉擦或涂抹，或点、刮等多种手段去表现纹

理的质感，从而达到视觉的真实感。 

 

2、加强对比效果。 

线条本身的粗细、长短、曲折、图形的

大小、方圆、明暗的黑白、强弱，以及物质

材料所形成的坚硬与松软、平滑与粗糙、干

涩与湿润，等等，均会产生强力的对比。对

比形成反差，反差生成视觉冲击力。在静物

素描教学训练中，运用反差对比，可达到生

动、活泼、丰富、强烈的视觉效果和审美感

受。 

 

3、进行艺术处理。 

整个素描过程都是以形象思维规律去

观察美、发现美，发现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

因素。教学中，要求把对形象的认识提高到

艺术形式美的高度来观察，发现其中的形式

美感、形的力度感深厚感、节奏感和秩序感，

积极主动地通过点、线、面、黑、白、灰等

造型因素的运用，有效地表现对象，表现对

物体感受。 

 

四、课堂答疑记录 

问：为什么画出了投影的效果，画面仍

然没有光影的效果，并且显得有些灰与脏？ 

 

答：画光影素描并不是把投影效果表现

出来就可以了，并且各物体表面上的明暗面

的对比更应该强烈一些，光感在自然光状态

 

 

 

 

 

 

 

 

 

 

 

 

 

 

 

 

 

 

 

 

 

 

 

 

学生根据课堂练习作业

中存在的问题去理解调

整阶段应注意的几个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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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授  

新 课  

和灯光状态是不同的。自然光下物体各部分

对比，具有非常丰富的灰度层次。而灯光下

的物体，因光线集中照射，其两面与暗面的

色调拉得很开，两面较亮，而背光面则显得

很暗，中间过度的会面很少。 

 

所以，在画光影时，因为一方面观察不

整齐，看见哪黑就画哪，没有从整体上进行

分析与归纳，使物体花了。应该是找到物体

的亮暗面分界线，将明暗区分开，才能表现

出光影；另一方面是由于归纳地不够，看见

一些灰面就画，使其过度面的灰过多了，就

削弱了光影的效果。 

 

问：玻璃的质感应该怎样表现？玻璃的

投影应该怎样画？ 

答：玻璃是透明的，所以，在画出玻璃

的基本造型后，可先从背景的物体开始画

起。但在画时随时要注意透过玻璃所产生的

亮暗面的对比。在刻画玻璃时，要注意因而

它是光滑的，所以高光很明显，而暗部在对

比之下显得较暗，因此黑白对比越强，其高

光也就越亮越明显。另外玻璃的构造是杯底

较厚，而杯口部或薄或厚都有些厚度，而厚

度中又由于光在玻璃中产生的折射而产生

很多小的黑白对比。象这一部分就要用稍硬

一点的铅笔进行深入的刻画将厚度表现出

来。 

 

五、课堂知识点回顾。 

课堂作业练习三： 

 

 

 

学生根据课堂练习作业

中存在的问题去理解。 

 

 

 

 

 

学生根据课堂练习作业

中存在的问题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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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素描临摹，8 开素描纸张，练习 6

课时。 

 

六、课堂作业点评 
 

课后小结 

 

作业布置 

课堂练习一：结构素描小稿练习（16开）临摹，3 课时。 

课堂练习二：光影素描几何体临摹，8开纸张，3 课时。 

课堂作业练习三：光影素描临摹，8 开素描纸张，练习 6课时。 

教学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