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oo5年 l2月 

第 l4卷 第 4期 

高等 建筑教 育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Insitutions of rligh~r I．earning 

Dec．．20o5 

Vo1．14 No．4 

素描在建筑装饰技术中运用的现状分析。 

刘 燕 

(成都理工大学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59) 

【摘 要] 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不仅对艺术类专业至关重要，对设计类专业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就素 

描在建筑装饰行业中对人才的需求结构、学校学科教学以及学习主体——学生等三个方面的运用状况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概述， 

以期对建筑装饰行业和高校在该专业的教学培养模式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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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e status of art basic drawing in the technique of architecture decoration 

UU Yah 

(Faculty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China) 

Abstract：Usually。the art basic includes drawing、color、sketch and so on．Drawing a8 the Art Basic of sculpt is very importance to the art spe- 

ciahy·and at the$81／le time it is very importance for design specialty too．In the article I give general introduedion to and make some analysis of 

the constrtle status of art basic drawing exert in the technique of architecture decoration。it includes the person with ability demand structure。the 

subject taught in university。and the main body student．I hope it will be some walue in the technique of architecture decoration trade and the spe- 

eialty’s teaching mode in un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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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 艺术类 设 计 专业 教 学 过程 中 ，作 为 美术 基 

础 训练科 目—— 素描 ，对大 多数学 生来 说是 熟悉 的 ， 

但 更 多 的 是 陌生 。 说 他 们 熟 悉 那 是 因 为 凡 是 选 择 设 

计造 型类 的学生 必 须学 习 素描 ，但 就学 习素 描 的真 

正 目的和 意义却是 陌生 的 。大多 数学生 对 待该 课程 

的学 习 态 度 是 畏 惧 的 ，这 一 现 象 不 得 不 引 人 深 思 和 

忧 虑 。 

什 么 是 素 描 ? 不 同 的 人 有 不 同 的 理 解 。但 不 可 

否认 的是 ，从彩 绘 的 角度 来看 ，它 是单 色 画 ；从 造 型 

的角度来 看 ，它 是利 用 点 、线 、面 来 真 实 或 创 造性 地 

表现 对象 的形体 结 构 、比例 、透 视 、空 间 、质 感 等 ；从 

功能 的角度来 看 ，素描是 一切造 型 艺术 的基 础 ，是 绘 

画创作 的基本 功 ，是 收集 整 理创 作 要 素 的方 式 和 手 

段 。 素 描 的 工 具 材 料 相 当 丰 富 ，如 铅 笔 、钢 笔 、炭 笔 、 

炭精 条 、毛 笔等 。在风 格样 式 、方法 流派 方面更 是多 

姿 多 彩 。 无 论 从 广 义 还 是 从 狭 义 上 理 解 素 描 ，我 们 

都 很 难 给 予 一 个 确 切 的 回答 。 尤 其 是 在 当 今 这 个 多 

元 化 的时代 ，随着 经济 和科 技 的发展 ，中西艺术 文化 

得 到了更 高程 度 的交 流和 融 合 ，传 统 的 素 描 审美 法 

则 和传 承 的教学模 式不 断 消解 ，艺术 创作更 加 自由。 

因此 ，对 于 特 定 艺 术 概 念 的 诠 释 更 是 千 姿 百 态 ，古 典 

素描 、东 方素描 、现 代素描 ，以及新 出现 的“新 概 念素 

描 ”，都处 在不断 的发展和 演 变 中。 

相 对 于纯欣 赏性 艺 术 ，素 描 更多 地 是 以 结构 素 

描形 式体 现在现 代 教学 中 ，比如在 建筑 、雕塑 、服装 、 

工 艺美 术 等美术 基础 知识 技能 的训 练 中 占据 着首要 

地 位 。所 谓 结构 素 描 ，就 是 用单 线 条 或 以线 为 主 的 

大块 面 色调 ，采取 由表及 里 的分 析 方 式 和 由内到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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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 现途 径 ，重点 把 握 物象 内在 的 构成 方 式 和 物 象 

之 间的 空间及 位 置关 系 ，从感 知 、分 析 、理解 到表现 、 

创造 。它主要 训 练学生 在二 维的平 面 内对三 维空 间 

物 象 内 部 构 成 形 态 的 思 维 力 和 想 象 力 并 掌 握 形 体 结  

构 的构 成 规律 。这 里 必 须指 出 ，结构 素 描 中的线 型 

表现方 式 与 国画 中 的 白描 、装 饰 绘 画 中的 线 描在 作 

用和 表现 形式 上都有 所不 同 ，相 对后 者来讲 ，结 构素 

描重点 表现 对象 的结 构 、空 间 和体 积 以及 它们 相 互 

问的关 系 。从 以上 特 点 可 以看 出 ，适 合 于 建筑 装 饰 

设计 专 业 的结 构 素 描应 该 更 注 重训 练 的过 程 ，这 对 

加 强 学 生 视 觉 空 间 的转 换 能 力 有 着 极 其 重 要 的 基 础 

作 用 。 

不 同的设 计专 业对 学生 素描 的训 练重点 是各 不 

相 同的 ，但都有 着培 养 学 生 的观 察 能 力 、造 型 能力 、 

表达 能力 和 审美能力 等 目的 。室 内设计 师应 该是工 

程 师与 艺术家 的完 美结合 。对 于一 个室 内设计 师来 

说 ，造 型能力 的提高 、表 现技法 的掌 握 以及审美 修养 

的培 育都 有赖 于素描 的训 练和研 究 。 

室 内设 计 ，简 言之 是建 筑 在 完 成一 定 结 构造 型 

工 程 的 状 况 下 ，基 于 特 定 空 间 的 功 能 ，从 墙 面 、地 面 、 

顶棚 、灯光 、陈设 以及 布局 、流程 等方 面来进 行装饰 、 

美化 或再创 造 ，目的是 在 有 限环 境 中加 强或 补 充 结 

构主 体 ，以提高使 用者 物质 生活 水准 和精神 品格 ，从 

而理想 地满 足 人们 的 生 产 生活 需 求 。 因此 ，室 内 设 

计是 一 项技术 性 和艺 术 性 很 强 的行 业 ，同时 还得 考 

虑诸 如 人文 、历 史 、民族 、地 域 等 多 方 面 的 因素 。在 

不 同历 史时期 人们 对室 内装饰 设计 的要 求是不 一样 

的。20世 纪初期 ，在各 国经 济 由恢 复 转 向繁 荣 的 同 

时 ，设计 领域也 在 经济 和 文 化 的影 响下 开 始 有 了很 

大 的变 革与发 展 。其 中以包 豪 斯设计 学 院为 中心 的 

设计 运动使 装饰 设 计得 到 了空 前 发 展 ，更加 推崇 实 

用性 。当今 ，随着经济 的发展 ，人 们 的物质 生活 水平 

的不 断提高 ，对 工作 和 生活质 量 的要求 也越 来越 高 。 

加上新 材料 的不 断涌 现 ，“安 全 实 用 ”已不 再 是 室 内 

设 计 的最高 标准 ，取 而 代 之 的是 “以人 为本 ”的 设 计 

理 念 。注 重“人 ”的设 计 创作 不 仅 是 一 种 时 尚，更 是 

一 种 需求 。这对 当代 的室 内设 计师 提 出了更 高的要 

求 ，即在科 学 、实用 、安全 、健 康 的基础 上对 使用 者身 

心 、情绪 、感 官 、审 美 等精 神 品格 的尊 重 与理 解 。就 

这 点来讲 ，室 内设 计 师 只 了解 和 掌 握装 饰 工 程 技 术 

是 显然不 够 的 ，还需 不 断地 加 强 和 提 高结 构 造 型 技 

能 、美学 意识 和艺术 修养 。就 素描 意义 而言 ，安 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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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典 地 概 括 为 “除 了色 彩 ，素 描 是 包 罗 万 象 的 ”。 

作 为 一切造 型 和 美术 设计 创 作 的基 础—— 素 描 ，x,j- 

提高 室 内设 计 师认识 美 、接收美 、创 造美 的能力 都有 

着很 重要 的作 用 。 

在 现实 生活 中 ，大 多数 的建 筑装饰 设计 行业 、学 

校 、学生 对素 描 的作 用 缺乏 足够 的认识 和 理解 。 

1．建 筑 装 饰 行 业 对 素 描 作 用 的 4,L-／~． 

笔者 就 当前室 内设 计 师的整 体素 质状况 作 了一 

个大 致 的了解 。在 调 查 的 企 业 中，从 事设 计 创 作 的 

47％的 室 内设 计 师 毕 业 于 土 木 工 程 或 材 料 专 业 ， 

25％ 的室 内设 计师 是通 过社 会短 期培训 班 学 习或 师 

徒传 承获得 知 识 ，也就 是说 仅 38％ 的室 内设 计 师 毕 

业于 建筑或 建 筑装 饰 技 术 专 业 。总 的说 来 ，建 筑 装 

饰设计 行业 忽略 了从业 人 员 在技 术 手 段 、艺 术 技 法 

和 审 美 追 求 之 间 的 关 系 。 出 现 这 种 局 面 原 因是 多 方 

面的 ，主要体 现在 以下 两个 方 面 ：1)该 行业 是在 改革 

开放 以后 才 发展 起 来 的 ，历程 很 短 。 由 于市 场 的需 

要 ，除 了专 门的建 筑或 装饰 院校 以外 ，一 些综合 性 院 

校 的相关 建筑 专业 才 刚 刚兴 起 ，要 满 足 行业 x,j-人 才 

的需求 还有 很长 的路要 走 。2)该行 业 大部分 公 司属 

于 集体企 业 或私人 企业 ，成 立时 间短 ，x,j-当代建筑 装 

饰设 计理 念 、大众 的审 美需求 的认 识 还不够 明确 ，尤 

其是 对人才 资 源不 够 重 视 ，总是 在 成 本 和短 期 效 应 

中间挣扎 。这也 体现 出人们不 理解 建 筑装饰 行业 的 

行业 属性 ，其实 建筑 、装饰 或 园林 同绘 画 、雕 塑 、工 艺 

美术 等都 同属 于美 术 门 类 ，它 们 遵 循 着共 同的 美 的 

规 律 和 美 的形 式 法 则 。 尤 其 是 建 筑 艺 术 ，它 既 是 造  

型 艺 术 、视 觉 艺 术 ，也 是 空 间 艺 术 ，是 审 美 和 实 用 、技 

术 和艺术 相互 结合 的综 合 性 艺 术 。既 然 如此 ，我们 

不难 看 出美 术修 养对 建筑 装饰行 业 的重 要性 。意 大 

利 杰 出 的 建 筑 大 师 瓦 萨 里 (1511—1574)认 为 素 描 是 

一 切造 型艺术 的基 础 ，这 也许 是 就 素 描 在 建 筑装 饰 

艺 术 中 的 重 要 性 的 最 好 诠 释 。 

2．学校 对 建筑装 饰技 术 专业 学 生的教 育与 培养 

的认 识 

大部 分 的建筑装 饰 技术 专业 或室 内外设 计 专业 

设置在 理工 N-院 校 。在 学 N-建设 方 面 以工 程 技术 、 

构造 以及工 艺流 程 为 主 ，重 点 训 练 学 生严 密 的 逻 辑 

思维 ，而对 以感性 认 识 为主 的形 象 思 维训 练 的 作 用 

缺 乏足够 的重 视 。 在课 程 设 置 方 面 ，美 术 基 础 的创 

作训 练 也 显得 比较 薄 弱 ，一 般 只安 排 4—6个 学 时 ， 

在 如此短 的 时间 内要很 好地 体 现 出素 描教 学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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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意义难 度较大 。教学 内容 和教学 程序基 本上 是从 

艺术类 专业 的大 纲 中演 绎 而 来 ，也是 强 调 客 观物 象 

的外 在表 现 ，即从 固定 的石膏 几何模 型—— 静 物 、固 

定 的光源下 ，严格 按 照透 视 的原 理 ，由线 到 面 ，由面 

到体 ，体现 出空 间结 构 或三 个 面 、五 大 调 ，把 造 型 的 

准确 、真实程 度视 为衡 量 成绩 的标 准 。当 然 也有 人 

将设 计类 素描简 化为“几 何 图绘”。这种典 型 的契斯 

洽科夫 素描模式 对 训 练 学生 的造 型 能力 、表 现技 法 

有着积 极作用 ，但 并 不完 全 适 合 于设 计 类所 有 的专 

业 。随着设计 专业 对审美 意识 和美 的创新 能力要 求 

的提 高 ，传统 的基础 素描 教学 不断得 到改进 ，出现类 

似“新概 念素描 ”的提 法 和运 用 ，但 这 很 少体 现 在 教 

学实践 中。对 于 建 筑 装 饰 设 计 专 业 的 素 描 教 学 而 

言 ，人们 应该更 多地从 专业 特性 、市场 需求 以及 学生 

状况 出发选择恰 当的表现 途径 。不管 是结 构素描 还 

是设 计 素描 ，虽 然在 造 型 因 素 和艺 术 表 现方 面各 不 

相 同 ，但 在追求 个性 的 同时都不 乏对物 象的 剖析 、想 

象和 自我 情感 的 表达 。其 实 ，素描 不仅 只是 一 种 造 

型手段 ，也不仅 是 单 纯地 描 绘 目之 所 见 。它 是 精神 

与精神 的“直接 对话 ”和艺术 家思 维状态 的 物化 。也 

就是 说 ，在 教学 中不 仅要 对 学 生 进行 常规 的结构 造 

型 、空 间透 视、比例 以及 质 感 等 方 面 的训 练 ，还应 加 

强技能 、创作 和再 创 造 的训 练 ，使 学 生 具 有 洞察 力 、 

想 象力和 审美情趣 等 。教 学观念 的革新对 素 描 的教 

学程 序 、教 学 内容 、教学 方法 和教 学环境都 有着 极其 

重要 的意 义 。老艺 术家 靳 尚谊 先 生在《素 描选 集》序 

言 中说 到 ：“这 是一 个 需 要 我们 的艺 术 教育 ，能适 应 

时代思 潮 ，并 以新 的 思维 方 式 培 养和 造 就 一代 富有 

创 造 活 力 的新 型 艺 术 人 才 的转 折 时期 。” 

3．从 建 筑 装 饰 专 业 学 生 角度 来 谈 他 们 对 于 素 描 

的 认 识 和 理 解 

在 大部 分 大专 院 校 的建 筑装 饰 专业 中 ，学 生 的 

素描基础 相 当薄弱 。长期 以来 由于受 到应 试教育 的 

影 响 ，大部分 学生 在 中小 学 没有 太 多 的 时 间和 经 历 

涉足 美术 ，落后 的教 学 条 件 和 匮乏 的 教 学资 源 也 使 

得美 育教育难 以得 到全 面开 展 ，大 部 分学 生 缺 乏 绘 

画基 本功 ，更 难 谈 得上 造 型 能 力 。进 校前 学 习过 相 

关美术 知识 的学生 仅 占极 少 数 ，大部 分 只了 解徒 手 

画 。过去有 些相关 专业 在招 生时连 徒手 画都 没做要 

求 ，招生 方 面对 学生 美术 修养方 面要 求 的降低 ，在一 

定程 度上增 加 了该 学科 教学 的难 度 ，同时 在思 想 上 

和心 理上 给学 生造 成 了一 定 的压 力 。首 先 ，由于 学 

生 的基础 差 ，缺 乏 自信 ，在 平 时 的训 练 当 中粗 心 、急 

躁 、缺 乏全 面思 考等 几 乎 成 为 他们 的普 遍 问题 。其 

次 ，由 于学生 对 素描 在 提 高 专业 技 能 方 面 的重 要 性 

缺 乏 必 要 的 认 识 ，因 而 对 学 习 素 描 课 程 的 意 义 也 不 

甚 了解 。有 些学 生甚 至认 为所谓 的素描 、色彩 、速写 

等都 是艺术 家 的 事 ，自己只要 把 一 些 关 键 的专 业 知 

识 学好 就行 了 ，比如装 饰工 程 、材 料 、预算 、工艺 流程 

等 ，在他 们心 中这 些 才 是 真 正 的 “专业 课 ”。德 拉 克 

罗 瓦在论 素 描作 用 中说 到 ，“素 描 就 像读 和写 一样 ， 

是教 育 的基础 之 一 。”的确 ，作为 学 习的主 体 ，没 有谁 

比学生更 了解 自己未来 的从业方 向和人生 的 目标追 

求 ，而教育 是 学 生 实 现 理 想 的 最 为 便 捷 的途 径 ，因 

此 ，更 好 地 把 握 学 习 机 会 ，充 分 认 识 每 门 课 程 的 重 要 

性 是 极 为 重 要 的 。 

四 

通过 以上 分析 结果 表 明 ，行业 需 求结构 、学 校教 

学体 系 、学 生 的 自身认 识 等都 是 造 成 素 描在 建 筑 装 

饰 行 业 中尴尬 局 面的重要 因素 。就行业 中存 在 的这 

些 问题 ，一 些 专家 学者 和业 内人 士 提 出 了相 应 的 解 

决 方法 和途 径 ，例 如举 办 知识 讲 座 、参 与 职 业 培训 、 

制订 考核标 准 等这 都在 一定 程度 上对学 生美 术基 础 

知 识 进 行 了 强 化 式 的 补 充 和 提 高 。 而 要 从 根 本 上 改 

变这 种现状 ，还 需 从 招生 把关 ，以教 学 人 手 ，从 学 科 

建 设 到教学 模式 充分 体 现素 描与建 筑装 饰技术 行业 

的关 系 。笔 者认 为 ，不 管是带 有功利 性 色彩 的“训 练 

手段”，还 是 从 本 位 主 义 出 发 感 受 素 描 的 “本 质 特 

色”，学生都 应对 设计 类 素描有 较深 刻 的认识 。要 -kl： 

学 生 在 完 成 基 本 知 识 训 练 的 基 础 上 重 点 掌 握 创 作 技 

能 、造型 规律 ，从 而 培 养他 们 的创 造 性 思 维 ，在设 计 

中使 自己的 构 想 、设 计 意 图得 到 升 华 。这 是 建筑 装 

饰 技术行 业 的现 实需要 ，也是学 科教 学 的改革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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