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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教学是艺术院校造型基础教学中的一门主课。素描教学水准的高 

低，直接影响到学生造型能力的提高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提高造型能力的训 

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客观媒介的自然生长规律、形体结构规律及运 

动规律的研究；二是如何运用艺术家的眼光去分析、判断、运用艺术的手法去 

重新安排、组织并改变客体的自然形态，使之具有艺术造型的意义。虽因各阶 

段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但二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割裂。是彼此促进的相长 

关系。

“艺术家的眼光”是不同于常人的，具有非凡洞察力的，能够对事物经过 

探索研究，发现其与众不同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艺术家的 

眼光”就是发现。因而素描训练除了应让学生掌握造型的手段,更重要的是通 

过这种训练,让学生学会探索、研究，使其具有一双敏于"发现"的眼睛。而造 

型手段只能居于从属的地位，是为发现服务的。但在我们具体的素描教学中， 

尤其是在对较低年级学生的教学中，由于重点放在研究自然规律、造型规律 

上，对"艺术家眼光"的培养多少有些忽略，认为是以后的事，是学生个人的造 

化，过多地用各种规律、法则去规范学生的学习，使学生的眼光仅仅满足于 

形、明暗、体积、结构、空间的准确、规范上,将规律、法则当成了素描的全部。 

而不能去探索、研究，有所"发现"。眼光的培养成了教学中可有可无的软任 

务。长此以往，学生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常规的训练之后，没有了自己的"发 

现”，自己对象独有的感觉、认知被各种方法、概念泯灭了，变成没有自己看法 

的人、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说”，只习惯说一些常规的套话。我曾多次听到有的 

掌握了一定造型基本能力的学生说："学了画画反而不会画了。"这实际上是 

说没有了“发现”，眼中的对象除了明暗、体积、轮廓、线之外，不能透过表面洞 

悉其内在特质。这不仅影响素描教学本身向更深层次的研究，也不利于学生 

创造能力的培养。因为他不能从一个普通人脱离开来，用一个艺术家的眼光 

去分析、判断对象，超越平凡，其结果是只会照搬，不会创造。要么是循规蹈矩 

的没有生气的习作，要么是为创新直接照搬大师的手法。一旦走出教室脑子 

里便一片空白。

有发现才有创造。翻开艺术史，大师们风格各异，.华彩纷呈的经典之作， 

让后人流连忘返。米开朗基罗的雄伟，拉裴尔的秀美……尤其是进人现代艺 

术画廊，作品风格，个性更是无比鲜明。这些作品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艺术家 

对人物深刻的感受，独特的理解与发现。可以说发现是一个艺术家走向成熟 

的重要标志。也正是这种发现引起了绘画自身一次次的变革和发展。古希腊 

的艺术重视轮廓线的表现力，准确、简炼、流畅。中世纪艺术造型又回归到早 

期几何化的时代，强调形体平面化的装饰性。文艺复兴给欧洲绘画注入了生 

机，艺术家们借助新兴的科学方法发展了 "艺术華仿自然”的造型观念。达• 

芬奇把绘画的造型观念与表现方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将结构与空间 

透视缩形与明暗规律和谐统一起来，在艺术中表现出空间深度和深厚体积 

感。迈进十七世纪，欧洲的艺术风格由严谨的线造型转向更为自由奔放的多 

样的追求，画法从单一走向更多的形式风格发展。这一时间的画家们在素描 

里努力运用黑白灰色调表现光感和空间感，不断完善着在二维平面上去反映 

三度结构的主体画法，伦勃郎将此道推向至美之境。他的作品充分体现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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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变化的丰富性和强烈的体积感。进入十八世纪，"洛可可"风格的焕然一新 

使唯美的追求成为时尚。十九世纪法国的柯罗用微妙的色调去表现温情脉脉 

的女人；米勒用朴质深厚的线画着身边的农民，而杜米埃则用类似漫画的艺 

术手段，剖析着社会的种种丑恶；进人十九世纪，印象主义画家以一种非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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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手 

段。而后期印象派大师们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强烈的个性给之后现代诸流派的 

画家们以不可低估的影响。高更主张综合主义，把色彩和线条当成抽象表现 

的形式。凡•高用颤抖的点线去表现他心目中扭曲了的形态，抒发着颠狂不 

安的情绪。塞尚将现实中的一切物体归纳凝结成锥体'园柱体和球体,使之被 

誉为现代主义绘画的先驱。二十世纪初，野兽派和表现派，极力强调形、色或 

构图的表现力，破坏具体的形象、或者变形，或者使之支离破碎，使绘画抽象 

性因素得到充分发展、强化和扩张。二十世纪立体主义的出现，他们从打破形 

体出发，然后武断地重新组织这些成分，以创造一种能够独立存在的"绘画实 

体”的作品……纵观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绘画的演变，我认为是艺术家通过 

不断的探索、研究，改变了旧的眼光和旧的领悟方式，从平凡中"发现"了不平 

凡,最终超越常规，为人们展现出了一个更为光彩照人的新世界。我们不得不 

感叹人的发现对创造所产生的不可低估的作用。

发现是艺术由客观到主观转化过程的关节点，既不离自然，又要有创 

建。画家弗列德贝克•弗兰克说"我懂得了，我没有画过的东西自己从来没有 

真实地看到；再者，当我开始画一个很平常的东西时，我才意识到：连一个树 

枝、一颗蒲公英籽的结构都是多么的不平常，真正的奇迹。"毕加索说得更简 

单明了："我只发现。"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德库宁画风的转变也很好地说明了 

这一点。他早期的素描静物《盘子与壶》那看似极简单瓶瓶罐罐，却于点划的 

黑白、横直、粗细、虚实之间蕴藏着抽象构成的因素，而在他37岁时画的女子 

肖像中，透过他对安格尔的偏爱与研究的同时，正隐约看出他对抽象构成因 

素的线和色块不自觉的显露。也正是这种从一种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完成 

了他最后用狂暴的线条，在被扭曲的形象背后所用线展示的非凡的视觉冲击 

力。他的写生既来于自然，又不被条条框框所束缚，有自己的创建，始终把握 

住了自己眼睛所发现的真实。同时，也给我们在如何对待每一个学生的个性 

特点及主观认识上的差异以很好的启示。

综上所述，素描教学中的"发现"，既要在学习规律、法则的同时，进行深 

人探索、研究，又要在写生训练中拓展思维空间，充分调动学生的感觉、知觉， 

判断、选择，不受规律、概念所束缚，形成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创建。所以我认 

为，素描教学中的"发现"对学生掌握造型艺术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技能有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对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素描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多看、多动脑筋，给眼睛更多的时 

间，让学生在写生中，"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捕捉那隐藏着足以体现美的东 

西”——发现美。而不是学好了规律、技能再去“发现”，是在"发现"中去消 

化造型规律和法则，使这种规律、法则在每个学生那里变成有血有肉的具体 

的生命，真正进入艺术审美和艺术表现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