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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前言

　　美术特色学校高中美术系列教材编写得很好，教材由浅入深，由易及难，既有基础知识，又有示
范，还有名画赏析；既有素描、色彩、速写等美术基本功训练，又有字体联想、图形创意、构成艺术
，以及装饰绘画等启发智力、提高创新能力和艺术素质的艺术设计、美术创作训练。不仅非常系统，
而且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这里凝聚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中的美术教师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心血，
体现着这所特色学校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成果。　　作为一所以美术教育为特色的高中，作为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的生源基地实验学校，20多年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中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
院、中国美术学院等全国著名高等艺术院校输送了数以千计的高质量、高水平的艺术学子，在全国美
术特色学校中成绩斐然。这里聚集着一大批热爱艺术教育的高水平教师，他们为祖国的艺术教育事业
呕心沥血，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他们不仅重视学生的美术基本功训练，而且毫不放松文化课的教学
，在“手”与“脑”、艺术实践与文化修养两个方面努力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为我国高中美术教育
创出了一条值得借鉴的道路，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经验值得推广。　　这套
教材不仅适合高中美术教育，而且也是广大美术爱好者自学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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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内容概要

《色彩(3年级)》是美术特色学校高中美术系列教材之一，是针对美术高考的需要而编写的。其内容包
括九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侧重于讲构图与起稿、画面中的基本问题；第三部分主要讲重新审
视画面中的细节，侧重于讲实际操作；第四部分是色彩中的主观感受；第五部分为默写；第六部分和
第七部分为单色写生及色稿写生、色彩人像写生；第八部分是图例分析与展示；第九部分是近年高考
色彩试题分类汇总。在编写思想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针对性、时效性。《
色彩(3年级)》是作者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色彩(3年级)》适用于美术特色学校，同时也适
用于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使用，也可成为广大自学者应试练习的必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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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书籍目录

静物篇（必修）第一部分 构图与起稿一、谈构图二、重起稿第二部分 画面中的基本问题一、观察二
、注意画面颜色间的协调三、建议具体做法第三部分 重新审视画面中的“细节”一、画面中的明度二
、辨冷、暖三、光线的作用四、纵深的效果五、画面效果的控制（气氛上的）六、笔触中的节奏七、
黑色的运用第四部分 色彩中的主观感受第五部分 默写一、构图二、视角三、器物和衬布选择四、起
稿五、上色六、梳理调整人像篇（选修）第六部分 单色写生及色稿写生一、单色人像写生二、色稿人
像写生第七部分 色彩人像写生一、起形二、上色三、画面中的五官刻画四、调整第八部分 图例分析
与展示第九部分 近年高考色彩试题分类汇总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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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章节摘录

　　七、黑色的运用　　怎样看待黑色的使用？画面中能用黑色吗？黑色在画面中的作用是什么？这
三个问题是同学们在平时练习中常常提及的。那么黑色究竟可不可用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首先黑
色是最暗的颜色，因此在画面中使用它可以形成最为强烈的明暗反差效果；同时黑色又是纯度最低的
色彩，这个特点使它在反衬任何色彩时都可以使其更加鲜艳明快。这些独到的优势，使黑色在画面中
的色彩关系里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应该大胆地去使用它。　　如何正确地运用黑色是个问题，
我们应对它有更清楚地认识。印象派画家凡·高和高更，以及后来的勃纳尔经常使用黑色，但他们是
有见识地使用黑色，把它作为专属色，更多作为一种固有色使用，而不是光源色。黑色是独立的，他
们不把黑色作为一种“颜色”去和别的颜色调或弄暗阴影；在这方面莫奈、德加和其他画家已有丰富
的经验，他们都非常了解这一点：自然界中不存在绝对的黑色。实际上黑色是对于光的否定，黑色的
表面吸收了所有的光色，没有任何反射。我们平时放到颜色盒里的煤黑、马斯黑等，如果在调和过程
中直接与其他任何颜色进行混合，去弄暗物象背光部或描绘阴影，这样非但不会得到预期的效果，反
而玷污了所有的颜色，成为脏色彩的根源。　　这种色彩倾向不明确的颜色扼杀了色彩的生命，从而
不自觉地使他们成为令人生厌的灰颜色。所以在我们平时的练习过程中决不要将盒中的黑色与其他颜
色直接进行调配使用（此处特指在暗色彩时）。　　现在我们来看看三种传统的混色方法，能使色彩
变黑而没用黑颜色。方法A：中性黑（一份深茜红、一份翠绿、一份熟褐）；方法B：冷黑色（一份熟
褐、半份翠绿、一份普兰）；方法C：暖色黑（一份熟褐、半份翠绿、一份深茜红）。采用这样的方
法适量混合后得出的黑灰色，包含了其他原色成分，这个特点使它与所有色彩异中有同，可以使画面
中的色彩关系相互协调，它的适应性就好像是色彩中的“O”型血，同其他的血型不起冲突。所以这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同学们可以在实践中去尝试运用，去调整原先对于“黑色”的偏见和误用，使自
己的画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图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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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精彩短评

1、主子的书，支持～
2、姚老师的书必须要支持
3、老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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