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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稿子”教学的提出

高中美术特色班，顾名思义是普通高中加美术特色，

既具有普通中学的所有特点，还必须有美术专业特长。

在三年的美术专业学习中，使学生形成一定的美术素养，

激发学生热爱美术、寻找学习美术的乐趣，获得对美术

学习的持久兴趣，以较专业的美术语言、美术技能表达

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并树立为美术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美术特色班的另一个特点是为高校输送大量的美术人才。

但传统的美术特色班的美术教学存在着三个矛盾：教学

目标高与学生美术能力较差的矛盾，教学内容多与时间

较少的矛盾，教学场所固定与观察自然、生活场景、发

现美的闪光点的矛盾。

1、教学目标高与学生能力较差的矛盾

高中美术特色班的美术教学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比

较高，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较高的美术素养，比较专业的

美术技能，对专业有广泛的了解、深入的研究，以及有

表现的技能。而学生的美术知识比较单一，专业技能相

差甚远。

2、学习内容多与学生时间少的矛盾

美术特色班的学生不仅要学文化课知识，美术课的

学习更是种类繁多，要学习素描，速写，色彩（静物、

风景）、各类设计、美术欣赏等，就素描来说就包括石膏

几何体、静物、室内一角、石膏头像、真人头像、真人

半身像、风景等。三年中既要完成文化课学习，又要进

行美术学习，时间相当紧，所以必须要实现短时间内美

术综合能力的提高。

3、教学场所固定与发现美的闪光点的矛盾

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特别是不经意、偶然间的美

让我们更心动，但以前较固定的场所作画就很难记录这

生动的美。因为大张的、相对长期的作业制约了场所的

选择。滞后的美术特色班的“一张一张反复画”的课堂

教学严重影响了学生创造性的美术教育的全面发展：不

利于观察自然、生活场景、发现美的闪光点。不利于学

生美术知识、美术素材的积累，不利于美术技能的快速

掌握，也不利于美术专业综合能力的提高。因此，构建

新型的，适合美术特色班的教学模式势在必行，于此，

我确立“小稿子”教学的思考与研究。

二、“小稿子”教学的特点

“小稿子”就是用较小的篇幅，概括的、迅速的、生

动的、准确的去描绘对象而形成的画面。在素描中叫

“素描小稿”，色彩中叫“色彩小稿”，在设计和创意绘

画中叫“设计小样”和“创作草图”，它们具有便、敏、

多、快、小等特点。

1、便

只要有一本速写本或一张纸或随手可得的一张报纸，

加上一支笔，无论是毛笔、钢笔、或铅笔，只要你看中

了描绘的对象，或人、或物、或景，就可以非常方便的

画小稿子。画家在进行创作和锻炼技巧的过程中，离不

开“小稿子”这一手段。伦勃朗随时用毛笔、色粉笔大

量画准确、简练的速写小稿，罗丹也经常随时记录运动

着的人体，生动无比。我们也可以不带画夹，只带小本

子，随着反复观察分析，用“小稿子”记录对象最本质

的特征，回来加以表现。

2、敏

“小稿子”要求简练、准确、生动的去记录对象，去

掉多余的、模糊的东西，不犹豫、不反复涂改，通过不

断的锻炼，掌握对象的规律性，更具敏锐的感觉，这要

求我们极快地去感受对象、理解分析对象，呈现敏锐的

新鲜感。俄罗斯画家赛罗天就以其敏锐的艺术感觉著称

于世，他的名作“少女和桃”轻松、洒脱、一气呵成，

实际上，他是画了一个月，长期作业尚能保持如此生动

的新鲜感，这与大量的“小稿子”练习是分不开的。在

技巧的范围里，艺术家从来把培养锻炼自己的敏锐的艺

术感觉当成头等重要的事，不通过“小稿子”练习，难

道还有更好的手段吗?

3、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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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稿子”不需要固定的场所、指定的工具，

又只需要少量的时间来完成，课外和课堂中可以大量的

练习“小稿子”。鼓励学生平时多注意认真观察大自然，

如千变万化的自然界中的天、地、山、川、动物、植物，

色彩变换无穷的春、夏、秋、冬、早、午、晚、夜、雨、

晴、阴，并迅速的，更多的用“小稿子”记录下来。在

课堂的构图练习、色调练习中，也可以大量的运用“小

稿子”来进行研究、分析，只有练习得多，才能了解构

图规律、色调的各种变化以及表现的技巧。

4、快

“小稿子”可以锻炼在短时间内迅速捕捉色调和色块

大关系的能力。根据光源的不同，主体静物的材质、大

小、黑白的变化，迅速地把握色调，加以区别，只有快

了，才能强制学生抛弃细节的描绘，而去抓大关系。一

般“构图小稿”要求在15分钟之内完成，“色调小稿、

色彩风景小稿、素描小稿”要求在30分钟之内完成。

5、小

由于小，致使我们整体的去观察和对比，较容易概

括画面，注意大的黑、白、灰关系，大的空间关系，以

及大的色彩关系，强迫我们不从细节上去区分，使画面

不至于“花”、“乱”、“腻”，从而提高处理画面的能力，

一般的构图练习小稿或写生正稿前的抓大关系的小稿，

要求48开纸，色调练习或风景写生练习小稿要求为32

开。

可见，小稿子教学的便、敏、多、快、小的特点可

解决上述三个矛盾。加强美术教学的全方位发展，为美

术创作积累丰富的素材。又能加强对描绘对象整体、概

括、迅速、新鲜、生动的构图能力、抓形能力、把握大

关系的能力及掌握素描、色彩规律的能力。

三、“小稿子”教学的应用

小稿子教学，并不是每一张画都是小稿子，而是有

计划、有目的、有阶段的画小稿子，做到长、中期的深

入的作业与短期的小稿子作业相结合，遵循素描、色彩

的总规律，即学画要做到画进去，再画出来。我认为，

小稿子在学生三年的学习中要经常进行，特别是单纯的

课堂内的小稿子对美术专业的学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中有三个阶段最有效：较复杂的静物的构图阶段、色

调阶段和临近高考前的总复习阶段

1、构图阶段：利用“小稿子”练构图，主要是抓大

的气势、大的结构、大的比例，提高学生的构图能力

为了使学生在构图前有一个较充分的构图认识，且

使人人都能去思考、去实践，可考虑组织学生分组进行

摆放静物的练习。首先由教师讲解静物组合摆放的要点：

（1）根据不同的感受摆放静物。有生活气息浓厚的跟我

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如陶罐、菜刀、切板、蔬菜、篮

子等较粗犷的东西组成的静物以歌颂生活美，有鲜花、

水果、酒杯等组成的静物来表达唯美的意境。（2）确定

主体物后根据主次、大小高低比例、黑白灰关系确定其

他物品的大小、色泽、质地。（3）物品摆放的外轮廓的

大趋势可以是斜边三角形、平行四边形、S形或旋涡形等，

运用这些趋势理解空间的伸展、曲折有变化或更稳固。

（4）注意比例高低大小的搭配、注意重叠与单个整体的

组合、注意三三两两，即从大小、高低、数目、距离、

完整性上都要有变化。其次，学生分组确定主题，运用

所讲知识摆放静物。最后，由教师边讲解边对学生摆放

的静物进行调整。有了上述的了解以后，学生构图就可

以有的放矢的进行了。

构图，在美术基础课中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幅画

构图不好或问题较多，出现偏大、偏小、偏位，主体物

与其他物的大小比例、高低、距离不合适等问题，接下

去的时间、过程再努力，也枉费心机。所以，可考虑在

石膏头像、静物写生、真人头像写生的前一阶段时间练

习，特别是在静物写生时用较固定的、完整的一块时间，

用“小稿子”构图形式来大量的练习构图。一般会用9

节课时间完成30张“构图小稿”，基本放在高一下半学

年进行。通过线条抓住大的气势，大的结构、大的比例。

①多角度的练

从正面、侧面、半侧面去练习构图，从仰视、平视、

俯视中去练习构图，使学生能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对象、

了解对象，从而发现最美的角度，最能体现对象特征的

角度。

②多种形式的练习

运用横构图、竖构图、方构图等形式体现对象，从

而确定美的形式。

③根据画面的需要适当的调整画面的构图

每一组静物不可能每一个角度都是美的，如是不好

的角度，这时需要学生自己根据画面有选择的取舍，并

进行高低、大小、距离、曲直等的调整。使画面更具美

感。

2、色调阶段：用小稿子抓关系、练对比，提高学生

整体观察能力，处理画面的概括能力和色彩搭配的表现

能力和变调能力

“小稿子”和正稿都要求画大关系，但由于小构图画

面较小，时间较短，特别注意也没办法、没时间去刻画

小细节，客观上使画面的表现力比普通正稿写生更概括，

用笔更生动，特别是在对色调的练习中，充分运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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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子”教学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色调小稿练习的

过程中应注意用大笔（10号笔左右）、大色块去描绘小稿

（32开），用时大约为9节课画20张小稿，基本放在高二

上半年进行。

色调是一幅作品大的色彩倾向和类别，是画面色彩

结构的总体效果，它由物体的色相、纯度、色性、明度

及面积大小等因素所决定。从明度上可分为高调、中调、

低调：从纯度上可分为鲜调、中间调、灰色调：从色性

上可分为冷调、中性调、暖调：从色相上可分为红调、

黄调、蓝调等各种不同颜色的调子，以及不同色相组成

的同类色调、相邻色调和对比色调等。面对如此多的作

业，如一一用正稿——大张画面进行认真、仔细、深入

的刻画，对于高中美术特色班的学生来说是不可能的，

精力不允许……，为此可以在画室摆放很多组不同色调

的静物，让学生运用“小构图”的形式一一去表现，主

要抓大的关系，分析比较练对比，整体生动抓概括，从

而掌握一定的规律，从中选出几张有代表性的色调，再

进行深入的塑造、刻画，进行独特的表现。

变调练习对提升学生色调的把握能力、色彩的搭配

能力、应变能力有明显的效果。利用色彩的对比、调和

（同一调和、类似调和、不同面积的色彩调和、色彩与

作品内容的统一、以冷暖对比为主构成的调和、以面积

对比为主构成的调和、互补色的调和等等）有序的协调

和谐的组织在一起，形成一定的意境。

3、高考前的总复习阶段，利用小稿子不断温故、针

对性的加强观察能力、审美能力、形体结构塑造能力、

把握高低、大小、黑白灰的节奏的能力、把握空间、主

次、虚实能力、把握色彩大关系的能力

绘画是要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进行的，如石膏几

何体阶段、石膏头像阶段、真人头像阶段，虽然它们有

非常密切的关系，艺术规律也有联系性，但总有不同的

地方。以石膏头像和真人头像来说，一个是全白的静止

的，经雕塑家概括形体强化特征的，而另一个却是有血

有肉有色素的运动的需要作画者自己去分析、研究、概

括提炼的，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针对不同的对象，

可以有不同的笔法、塑造方法。因此每一位学生对每一

个阶段的掌握也不尽相同，再次，由于分阶段练习，有

些学生练习了这个阶段，对另一个阶段的练习就会疏远，

需要再次温故、熟练，找出自己不足的或有点忘记的内

容、阶段，进行针对性的练习，驱除弊病。如有的学生

画石膏头像时，透视、结构正确，形体塑造结实，但一

接触到真人，特别是较会动的真人，就很难去画好透视，

这就需要在了解透视知识的基础上，多画几张动态的写

生速写小稿、记忆和默写形式的速写小稿，加强理解、

记忆，或用小稿快速的画瞬间的动态透视，去指导正稿，

为正稿作参考。有的学生空间感受力较差，可考虑在一

张四开纸上用多张小稿子分别运用多种手段练习、分析

比较，强化空间能力：运用黑白灰展示空间，运用高低

大小排列的节奏韵律去伸展空间，运用重叠宋强化空间，

运用主次、虚实、线条的粗、细、浓、淡的变化来扩展

空间，运用布纹来拉伸空间。从而进行针对性的练习，

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有的学生画画，整体性依然不够，

这就更需要学生整体的去观察，用小稿子去概括，强化

主体，弱化附属物，局部服从整体。

四、“小稿子”教学的体会

“小稿子”教学是教学的一种手段，可以相对的提

高审美能力、整体观察能力，概括提炼能力、灵活表现

能力，不能以偏盖全。在静物色彩“小稿子”练习中，

千万不能用小笔细碎地描绘对象，看到一点画一点，这

样就失去了小稿子易概括的优点，和大笔画大稿子没多

少不同。

自从“小稿子”教学实施以后，学生养成了利用小

稿子随时准确、快速、概括的去记录对象、很大程度上培

养了学生的敏锐的感受力、激发了美术学习的持久兴趣，

掌握了良好的美术技能，使学生形成更好的美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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