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OUGHTS ON SKETCH - TEACHING IN DESIGN 
DEPARTMENT

CHEN CHANGZHU

对设计系素捕教学的思考

陈昌柱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人的消费水平、审美水平的不断提 

高，设计在人类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正变得日益重要。现代设计随处可见，大 

到城市建设、宇宙飞船，小到锅碗飘盆、鞋帽钮扣，无不包含着创造性的设计 

活动。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已离不开设计了，以至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设 

计的世纪。
面对设计的发展，作为设计教学的基础课程素描训练，今后如何适应设 

计的发展？如何协调设计教育专业课与基础课的关系？特别是探寻符合设计 

教育整体特点的素描教学理论体系，已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

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是造型能力训练的基础课程。从绘画的表现形 

式和过程获得对自然形态的明确、强烈的体验，并协调观察与表现的—致性， 

从而形成对造型要素即形体结构、比例、线条、明暗调子等的认识。

这是对素描概念传统的解釋，它概括了素描的意义、功能和目的。从这一 

.解释我们可以看出素描的涵意是非常广泛的。造型艺术既包括国、油、版这样 

的纯艺术，也包括象工业造型、建筑、环艺、服装那样的设计艺术。

纯艺术和设计艺术虽都属造型艺术，但又是两种自成体系的艺术门类。

通常认为纯艺术在形态的创作上以纯粹的感觉和心理上的满足为条件， 

因而有很大的随意性，艺术形态上的创造属于艺术家个人独立的意愿、性格 

和行为的表现，纯艺术不具备实用性，重在表现形式上的创新，轻视重复，因 

而量的存在相对有限，不回避社会意识形态和批判意识。

与纯艺术不同，设计艺术是在实用和消费领域中，以满足大多数人生理 

和心理的需要为条件，因而具有功利性，可以复制，远离意识形态，乐观、愉 

悦、甚至于唯美。
尽管设计中存在着艺术的因素，.但这种因素已经转化，它是属于与科学、 

技术、功能、创意相化合后的"设计美学”的范畴，因而与纯艺术的观念不一 

样0有些在艺术家看来是比较低俗、无法人画的形式和形态，但在设计中由于 

大众心理和商业目的，却可能具有意义和设计美感。

由于存在着不同的艺术特征，作为两类不同的艺术学科，在教学的实施 

和目的上也不一样，一边是培养艺术家，另一边培养的是设计师。

素描定义上的广泛性，使它具有形式上的多功能性。特别是现代造型艺 

术在视觉形式上的不断拓展，以及形式理论的演进，又由于不同艺术门类都 

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和专业性，各学科自然会选择相适应的素描训练理论、 

内容和方法。这种多功能的含义既包括用纯艺术观念指导下的素描教学体 

系，也包括用设计美学主导的素描教学体系。这两类体系应是并行不悖的。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素描教学在我国旦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即在纯 

艺术的表现观念指导下进行技能训练，并延续至今。以我院历来的素描教学 

研讨会为例，都是以纯艺术学科.的素描教学内容为对象进行的理论研讨，基 

本上是未涉及设计系的素描教学内容。这说明设计系素描教学不同于纯艺术 

的特征还未能被大多数人认识，当然也就读不上重视了。

这种现象在人们心理上也形成一种定势，以至于在设计系的造型训练 

上，长期沿袭着纯艺术表现的素描教学法。由于这种教学法不能完全与设计 

教育相适应，影响了素描作为造型训练中的基础地位，结果是素描课成为设 

计系可开可不开的课程，这不能不影响造型基础训练的质量。

虽说各设计系都开设有"设计表现技法”及构成课的训练，但"表现技法" 

从何而来？众所周知，是从对自然形态和人工形态的研究上发展起来的，而素 

描是研究自然形态和人工形态与视觉关系的第一步，它包括视觉表现的基本 

法则和规律，只有掌握了这些法则和规律，才能达到追求视觉形态的表现，故 

表现技法是代替不了素描基础训练的。

设计意念的表达主要是通过视觉化的方式来表述的，就象语言的表达要 

通过对文字的组织方式来达到一样。如室内设计是通过平面图、立面图和效 

果图表达设计意念的。在设计意念视觉化的过程中，每一步都离不开表达的 

手段和方法，而素描训练是保证设计意念得以表达的必不可少的造型基础， 

在设计教育中如果取消或者减少这种训练，也会成为设计活动中的障碍，降 

低设计意念表达的质量。

设计艺术研究的形态是异常广泛的，这决定了素描写生对象的广泛性二 

那种以瓶瓶罐罐开始，然后是石膏模型，其后是模特儿的写生模式,对纯绘画 

艺术的基础练习是行之有效的，但从设计的角度看，这种传统的写生训练，未 

免有些刻板和过于狭窄，突破这种传统的模式，将眼睛从石膏和模特儿身上 

扩展到我们身边所熟悉的一切物体，如皮鞋、衣帽、黠物、植物、动物……等 

等,扩大写生对象的含义，本身就是启发和促进对设计意义的理解。这些丰富 

多彩的自然形态和人工形态，在启发设计意念动机的同时并可作为范形加以 

利用。在设计领域中的传达效果是通过对生活中普通之物的视觉形象的新发 

现和再表现来体现的，这样，在写生中设计便与普通的生活产生联系与共鸣， 

这对设计造型有着广泛的启示。

传统的素描教学法，更强调素描对于绘画表现的显性作用，凸显了素描 

在二维单一视面中描绘形象的传统空间观念及感知能力，这对二维空间艺术 

的绘画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在这里素描训练对纯艺术的绘画是很"实用”的, 

素描已成为艺术家探索绘画语言和个人绘画风格的手段。

然而在设计艺术领域中，设计形态大都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环境 

的、流动的。无论是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展示设计、装饰艺术设计，几乎都是 

在三维空间条件下展开的，在这里素描为设计艺术提供的更多的是隐性的作 

用。如何深人地认识三维空间，如何把握这种三维空间中点、线、面对比中的 

统一和多视面造型与整体形态的关系，是设计艺术研究的课题之―。因此那 

种在素描中为锻炼把握三度空间的能力，在分析形态结构中确立立体观念的 

训练，是非常必要的。

在视觉传达设计中，为了商业化的形象表现，完美而精确地展示产品的 

质量和制作的精良，需要细腻精确的手段进行描绘。这种精密的写实表现是 

一种重要的视觉表现形式。在现代设计中精密描绘已不是一般的再现，而更 

多的是从功能和创意的角度对形态进行再表现，以形成对观者的强烈的视觉 

冲击力。这种创意视觉化的功能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而在素描教学中 

进行视觉传达的基础训练，是设计教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在素描训练 

中，掌握光影变化规律和利用光影表现三元次空间的技能，锻炼对明暗值变 

化的敏锐感受的同时，还要培养对于质感、肌理、影象等视觉因素的自觉关 

注，丰富感觉各种形态的能力，以期获得设计所需要的塑造和表现能力。

素描训练中的造型能力，很容易被理解为对形态的贴切准确的描绘再现， 

然而造型能力并非止于这一点。造型能力包括造型的观念意识,造型的美学原 

则,造型的多种形态要素的运用和表现手段。造型能力是一种广泛的概念。

由于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社会信息的变革，自二十世纪以来发达国家 

的教育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的基础结构由"信息传授型"向"能力 

培养型"转换。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重视能力的培养。因而设计系的素描训 

练应融合设计教育的整体特征，将其引人素描学习中，如功能意识、实用性、 

结构意识、空间意识、视觉传达原理与规律、形式法则等，在训练中发展观察 

与表现的多方位和多层次,启发学生思维，重视能力:的训练。从而开始符合设 

计需要的造型表现的基本能力和素质,提高设计紊药素描教学水平。

.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