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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的头像——中职头像素描的教学设计

陈芳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 江苏无锡 214433

摘 要 :中职校素描学习中进行泥塑训练可以丰富课堂形式，帮助学生提升在形体结构上的把握能力，建立体积观，强化

整体意识，最终有效推动中职校素描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关键词 :泥塑；中职素描；头像教学

设计理念：

中职生在理解能力和领悟能力上整体有别于普通高中

的学生，对于素描头像中要表现的复杂形体，往往不能深入

并整体地理解和表现其结构，停留在局部与表面。传统的素

描课堂单一的技能灌输和机械式的反复训练并不能有效解

决中职学生在素描头像学习中的困难。素描学习中进行泥塑

训练可丰富课堂形式，帮助提升学生在形体结构上的把握能

力，建立体积观，强化整体意识，有效推动素描教学的质量

和效率。

教学目标：

1. 探索引入泥塑环节的中职素描头像教学的方法和途

径，提升教师的素描头像教学水平；

2. 通过泥塑的介入教学帮助中职学生掌握头部相关形

体结构规律，提升中职学生素描头像造型能力。

教学准备：课件、素描画具、粘土、捏塑工具。

教学形式：讲授、实践与探讨结合。

教学年级：中职二年级

过程：

一、课堂导入：看一看

    1.观看视频

    A.观看 3D动画中头部建模短片，感受三维技术带来

的直观立体的视觉效果。

B.观看素描头像绘画短片。

观看后教师采访。

师：同学们，两个短片最后都呈现了一个三维的人物

头部。你更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生 1：第一个，视觉效果好，立体感强。

生 2：第二个，画得太好了。

师点评：同学们，我们都知道 3D技术目前在各个行业

领域都被广泛应用，并且相对成熟。直观立体的视觉效果更

能吸引人们的眼球。我们在画纸上画头像同样是在构建一个

三维的虚拟空间，将人物头部呈现在其中。

2.素描头像作品赏析：

观看大师作品、优秀作品，五官局部刻画作品，对比

真人照片，感受素描头像的魅力。

师点评：好的头像作品同样会给我们带来视觉的震撼，

离不开画者对头部结构的准确理解和驾驭。

3．回顾头像整体结构

师：同学们通过上节课的学习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头像

结构，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哪位同学上台演示一下？用体块

的形式表达头部结构。

个别学生上台黑板演示。

师：这位同学画完了，大家认为怎样？是否有补充？

个别同学上台补充。

师点评：很好，刚才的同学把基本结构都画出来了。

但是，却不太准确，体块衔接也不自然。 

设计意图：通过该部分的导入活跃氛围，放松心情，

开阔视野，并且让学生自我发现、思考素描头像准确结构的

处理；师生间相互产生共鸣，并有欲望一起去探讨解决这个

问题。

二、课堂展开：做一做

1. 画“你”的头像：

根据指定真人照片，学生各自在画板上画出头部体块

结构并标出明暗交界线。教师帮助展示，师生共同点评交流，

指出不足。

生 1：这个颧骨的结构不准确。（预）

生 2: 鼻子和眼睛的部分没有立体感。（预）

生 3: 大明暗交界线走向不对。（预）

……

师点评：同学们对于头像结构的表达或多或少都有问

题。好像我们这样看着照片画或者凭空想象画总是很吃力，

画不准确。不如我们亲自来“做”一个“体块头”，亲身触

摸一下它的结构——我们把它捏出来！     

2．捏“泥”的头像：

A．教师示范：教师参照真人照片，用粘土示范制作一

个 15cm左右的头像泥塑，体现基本的头部体块结构。

B．学生实践：学生尝试捏塑，教师巡视指导。

C．小组讨论修改并评选：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并互

相修改泥塑头像。并选出每组的“最佳泥塑”。

生讨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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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展示环节：四个最佳头像展示在讲台上供学生观察

交流。

生讨论：（略）

3.改“大家”的头像

学生根据每组选出的最佳“泥头”，修改自己画板上

的体块头像。教师巡视指导，并帮助展示画作。

师：同学们，暂时停下你们手中的画笔，我们来看看

这几位同学的画，还记得刚才他们的明暗交界线也不对，体

块大小也不对，现在怎么样？没问题了吧！

生：不错！

师：请他们来说说捏过“泥”后，画头像结构和之前

什么不同。

生 1：通过刚才捏头像我才发现颧骨是这样的走向……

（预）

生 2: 我清楚了怎么找出明暗交界线，就像一开始的几

何单体一样。（预）

生 3: 我觉得我的头像的比例关系变得更好了。

……

师点评：看来捏泥巴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了头像的整

体结构，大家在画纸上的表达也准确了很多。相信一段时间

大家的绘画技术会提高，泥塑能力也会进步很多啊！

设计意图：通过“画”——“捏”——“改”一个头

像的体块结构，层层递进发展，学生亲自体验二维画面——

三维泥塑——二维画面转换过程，让学生在混沌难懂的二维

平面中理解、探索结构，到动手泥塑现实的头部体块，直观

感受每一处结构及其衔接，最后回到二维画面中，根据新的

理解修改、订正画面，同时形成正确的对结构知识的记忆。

该过程有别于机械的反复背画，充满了手、眼、脑互动的乐

趣，并赋予了素描学习课堂更丰富有趣的学习形式。

三、课堂提升：玩一玩

剩下的时间，让我们把手中的“泥”的头像进一步深

入塑造，对照照片，把他细化，看谁捏得又快又像！

师：这位同学你速度非常快啊！有什么诀窍？

生：我就把方的捏圆了。

师：这位同学你在做头发吗？

生：是的，比画头发容易多了！

师：这位同学你很喜欢塑造眼睛啊！

生：我想把眼睫毛也捏出来。

……

师：同学们泥巴好玩吗？

生：好玩！

师点评：同学们都很心灵手巧啊，泥巴都玩得很不错。

课后请同学们参考照片，继续细化头像，完成它，并且再把

它搬上你的画纸，完成一幅素描头像的结构。

教师寄语：同学们，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三维的空

间里，绘画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在二维和三维的世界中来回转

化，难免出现理解和表达的问题。我们利用粘土的可塑性，

以我们的手将二维的图片画面塑造成为一个三维的物体，这

个过程使得我们对图片中的物像的结构、体块、比例、透视

等基本规律进一步加深了理解。当我们再去纸上用画笔塑造

形体的时候，我们发现，变得容易了一些，结构表达更准确

了。希望同学好好利用泥塑，准确理解各种物像的结构，希

望泥塑能帮助同学们把素描头像学得更好。

设计意图：通过最后一个提升环节——“玩”泥塑，

轻松有趣同时明确课堂主题。以不同同学捏泥塑的表现进行

师生交流，再次活跃了课堂氛围，提升了学生的泥塑兴趣，

并组织了相应的课后拓展任务。以整堂课的过程，归结出泥

塑辅助素描头像学习的优势让学生巩固本次课所获得的知

识与学习方法，建立新的素描头像课堂的概念。

教学反思：

本次课总体上来说是成功的，通过通过“画”——

“捏”——“改”一个头像的体块结构，层层递进发展，实

现二维——三维——二维的转换，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头像

结构的基本规律，提升教师的素描头像教学水平。学生在积

极参与中获得了体验与认知，获得了手、眼、脑互动的乐趣，

同时提升了中职学生素描头像造型能力并赋予了素描学习

课堂更丰富有趣的学习形式。

过程中因每个学生对泥塑的捏塑能力不同，最后呈现

结果会各不相同，对于素描头像学习的帮助也参差。通过小

组讨论的方式分享优质的泥塑结果，弱化了因能力不同带来

的分化。

整堂课突出了学生的参与性、互动性、体验性和领悟性，

学生的个体资源也得到了开发，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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