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膏几何模型写生 

 

素描按其功能分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创作型素描，二是研究型素描，三是教学型素

描。本讲我们进行教学型素描的第一讲。 

首先介绍一下画石膏几何形体的意义。素描是造型的艺术，我们要如何来把握万物的形

呢？我们把万物的形归纳为几个主要的几何形体，用几何形体的方法用来分析研究复杂的造

型，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本节的要求有三点： 

第一，学会正确的掌握作画步骤。首先是怎样构图，一张纸在手中，怎样画出一张美好

的图画，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构图，就是中间放在哪里，比如方体，应该选择一个最佳的方案，

这就是构图。 

 

第二，正确表现形体比例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掌握明暗关系。明暗关系主要掌握的是调子，亮面、暗面、中间面应该明确。正

确地掌握明暗的变化，是我们画好几何模型的主要要求。通过石膏的实践过程我们能够很好

地掌握明暗的变化，把握住交界线，亮面、暗面、中间面、背景和前面明暗关系准确的变化。 

画的过程中注意不要看到什么画什么，先要仔细观察，然后大脑仔细地思索画面中的主

次关系、前后关系、直线与虚线的关系等。手脑要协同动作，在具体画的时候我们要运用这

种方法，不要看到什么就摹写什么。下面在画的过程中为大家进行讲解。 

在画的过程中如何把握节奏给大家示范一下。 

首先，我们要确定人的视平线，所画的物体在我们的视平线以下，透视的灭点要高于事



物，由于透视的变化，长度要短于高度，通过延伸线把正方体的透视画出来，把四个结构点

找到，正确的比例和结构就形成了。 

 

第二，开始画明暗，表现它的立体关系，光线从左边来，上面的面是半受光面灰面，下

边是影子。画明暗首先是从交界线开始，因为这里受光面和背光面明暗对比很强烈。接近明

暗交界线的部分要比远一些的地方重，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画半受光面，一定要跟暗面有

所区别，这样我们就把暗面、亮面、中间面找出来了。然后我们找出他的影子，这个物体周

围比较亮，但也有轮廓，影子不能随便画，光线照射到物体的形状，受到影子的影响照射到

衬布上，虽然轮廓不是很明显，但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影子要暗面深一些，这样，作为几个

大的轮廓关系已经找出来了。 

 

第三，抓住重点，把明暗关系和物体的体积关系以及背景的关系进一步的深入。背景布



和底座的布区分出来，让亮面亮起来，不要照搬衬布的纹理，因为立方体是主体，淡淡地把

关系画出来，同时丰富构图的线条，画一些衬布纹理。方体结构部分已经基本完成了，下一

步开始进一步深入刻画来完成。 

 

现在来进行大的轮廓明暗关系，不要因为衬布等忽视主题物的刻画，虽然后面的衬布有

些地方比主体物深，但处理的时候不能比主体物深。虽然我们目前画的是一个简单的方体，

但是大自然的一切物体都是从方和圆这两个形体变化而来的，素描中最基本、简单的道理都

在这里面了，所以画的时候要足够重视，不要照抄环境。质感要逐步地加强，画后面是为了

衬托前面，虽然画得不是很重，但是明暗和体积应该都表现出来，不要认为涂得很黑就可以

了。始终保持受光面是画面中最亮的部分，半受光面、背光面和投影这几部分的关系要始终

把握好。 

画素描的目的是要研究造型规律和造型方法。掌握规律性是从形体开始的。有些地方要

很细微地刻画。画衬布也是为了衬托前面的物体，用铅笔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使用方法在衬布

刻画和主题物刻画的时候要有所不同。 

同学们课后可以立方体为主结合其它有关的长方体、多面体组织一个联系，从理解立方

体出发，认识一些其它物体的变化。我们学习了方体的石膏模型的写生训练，下面我们来学

习圆球体，圆柱体、圆锥体，有关圆形的几何练习。进一步提出两点要求： 

1. 大比例关系掌握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物体的结构。所谓结构是物体的构成，比如在

画一个球体，我们要知道这个球体不是在平面上的圆形，而是由于它内部的结构体积构成的。 

2. 在表现大的明暗基础上进一步表现空间感。所谓空间感是指物体在平面上的深度、

透视关系和近大远小组成的，造成一个平面上表现空间的感觉，就要求我们掌握素描的空间



和语言。 

如何掌握这些技巧呢？这就要求我们多动脑筋，不要只是画，通过我们的观察理解有意

识地去处理画面。下面通过实践过程给大家进一步讲解： 

 

圆是由方变化而来的，把握球体结构首先要从方开始。首先，画中心线，然后找到中心

点，球体的轮廓线离中心点的距离都是相等的。确定后，用直线切割的方法画出球体的基本

形状，因为直线能将复杂的球体加以概括，易于把握球体的基本型。 

进一步画出明暗，首先要理解面的转折与划分，用概括的方法理解球体的体面和结构，

而后找出面的关系，面的转折宁可画得明确一些，也不要分不清界限。不能只注意明暗的色

调微妙变化而被动地抄写摹写明暗。 

  



 

擦去辅助线，把球体的体积关系进一步分割，找出细微变化。这时要注意亮面与暗面的

分界要明确而肯定。先找出明暗交界的部分再找出灰面。明暗交界线是球体转折最鲜明最强

烈的部位，因此也是我们塑造球体的关键部位。在刻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球体在不同方向的

转折。 

 

 



影子最重的部分一般是在离作画者最近的部分，后面的投影弱一些虚一些有对比变化，

下一部根据明暗交界线的位置进一步深入。 

下面根据几位同学的作业具体讲解： 

 

 

这位同学整体和明暗把握得都很好。缺点是在画明暗的时候，亮面暗面中间面分得不够

清楚。把灰面加亮，暗面加深，加强立体效果。影子的外形稍微画具体一些。  



 

下面以圆形为主给同学们组织一组作业，几个石膏几何形体的组合练习。 

 

第一步，这位同学构图和比例都比较准确。 

 



第二步，明暗关系找得也很好。下一部可以继续深入。 

 

第三步，这位同学画面整洁，明暗找得也很准确。 

 

 进行另一组几何形体组合练习图。 

 



首先确定整个画面的高度、宽度。 

 

接下来是确定每个物体具体的形和相互之间的比例。 

 

这样确定以后三个物体的位置就可以确定了，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确定每个物体的形状和

比例关系。 

绘画过程讲评： 

第一步，这位同学位置画得比较准确。 



 

第二步，明暗比较准确，亮面暗面中间面。影子的轮廓可以更具体一些。 

 

第三步，明暗就更深入了，影子和背景及亮面的关系都找到了。 

 

第四步，完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