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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方法”都需要投入时间

任何学习方法，都只是“方法”，相对无目的学习，正确的“方法”
一定会事半功倍，但是任何方法，都无法取代精力的投入。2003年，我在《艺
术设计基础教育的革新》一书中指出：不同的学习方法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适当的“方法”对初学者尤其重要，其中“多看先于多练，多比较作品的
异同先于比较作品的高低。”此类方法便是多年基础课教学的经验总结，
无论是在专业课的课堂上，还是在基础训练的课堂上，学生对于学习方法
的要求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对于教师还是学生，基础课需要精力的绝对投
入，而这种专注得到的训练结果，不仅仅作用于眼前，更重要的是作用于
将来长远的发展。

书中的大量图例均来自于教学一线，紧密结合高考命题的最新动向，
这本书也是我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图例最全面、对设计学科应试最有针对性
的一本参考书。更多的学习参考资料可以到我的实名博客 song2822.blog.
sohu.com 下载，更加欢迎反馈意见，使我可以更加准确地对应教师与学生
对于参考资料的需要。

我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考前培训班的经营，出版这些资料的初衷，源
于自己在追逐梦想的年纪，为实现梦想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至今难忘。

对这本书内容的定位——适合对设计素描学习的学生，同样适合从事
设计素描教学的一线教师。在这本学习参考书中，我们“不谈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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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能力——设计类美术高考的新标准
 

  

 

  

又一年的艺术高考都如期而至，也许应届参加艺考的学生们
已经习惯了每年的设计专业考试，但是对于设计类艺术高考辅导
的教师来说，2009 年的高考，有着重要的变革，预示着下一阶段
美术考生的较量，不仅仅是基本功的较量，也不仅仅是思路的较量，
而是新的标准——临场应变能力的较量。设计类考试的试题围绕
着“创意”与“基本功”的考察，进行了新一轮的考察角度转变。

2009 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类试题由多年的惯例——素
描头像、色彩静物、图形创意转变为素描静物、色彩静物，取消
了设计考试；与此同时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专业考试，由原
来的科目——素描（场景）、色彩风景、平面设计、立体设计转
变为速写（3 个人物的场景）、素描静物、色彩风景、平面设计；
考题转变的背后预示着思路的转变，我们是否从某种角度可以注
意到考试思路及范围的思维比重与基本功比重的互相转变呢？

2011 年，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试题，由原本注重创意发
挥的思路，素描试题开始尝试最基本的静物素描命题方式，考察
思路明显地转变为注重基本功表现的试题形式。建筑学院的设计
试题也开始注重最基本的设计形式。2012 年，考题总体回归到原
点——最简单的命题形式，相对于标准，又回归到最本质——在
都能完成的基础上，考查最基本的能力：准确、基本功、表现……

每年的艺考如期而
至，美院本院报名点迎
来了第一批 2013 年报考
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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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国范围的设计类院校试题做针对分析，整体素描与原来的
头像逐步转变为静物与设计素描结合（素描与创意发挥），越来越多
的院校取消了设计考试，把设计考试的内容与基础速写、素描相结合
（创意速写、设计素描）。对考生的“创意”考察的比重逐步加大，
与单纯基本功的考察比例对等。

看似简单的速写与立体设计的互换，素描头像与素描静物互换，
背后所针对的应试训练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针对现在高考的形势与各
校的不同专业报考与招生比例，大多数学生选择了最“事半功倍”的
应试教育，但是应试教育的弊端在今年大的高考形势下显露无疑；另
一方面结合各校的招生思路与招生规范考虑，悬殊巨大的报考与录取
比例下，真正能在评卷现场拉开考生的具体分数吗？

早从几年前开始，各大名校的专业分数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并
列——某名校在 0.5 分的差距下，就会出现 50 名的悬殊，同样分数
的并列名次在 100 名以内的范围内，出现了同一名次有 30 人左右的
重叠，这些都导致无法从分数上真正拉开差距，尤其对于某些专业
成绩与文化课成绩相加排名录取的学校来说，更是对招生产生了困
难……这一切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曾经，对所报考学校思路的了解与针对的训练是高考制胜的关键，
了解所报考的学校往年出什么题？专业考试相对的评分标准与风格差
异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了解会导致考试分数的差距，但是随着网络
信息的发达，已经使各校的高考信息完全透明化，甚至有网站因及时、
全面地公布各名校的往届试题与对应优秀试卷而闻名，现在高考的各
种信息与参考资料已经不是决定高考分数的主要因素；其次，针对训
练的方式方法决定了学生投入相对少的训练时间就会取得相对圆满的
应试效果，各大名校周围考前训练班的兴盛，从侧面证明了训练方式
方法与训练思路的竞争使其日益完善。在这样的竞争条件面前，如何
从根本上提高基础训练的效果，缩短训练时间？必须把创意训练与基

随着高看的临
近，应届的学生们
在进行艺术高考最
后一轮冲刺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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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训练并重，开拓学生的视野，多看与多练同样重要。只有这样，
才能面对正在变化的高考思路。
  

各大名校的设计类试题的出题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全面、更有针对
性地选择学生，但是在今天，高分的学生真正能代表学生的实际能力
吗？如果在以基本功竞争为主流的高考年代，分数相对公平的话，现
在，我想大多数学生和基础课教师都茫然了……试题命题与应试思路
无法使学生拉开差距，高分的标准日益模糊与随机……这意味着什
么？意味着新一轮的高考命题变革即将展开，“创意”与“基本功”
的考察比例又面临新的侧重，新的考察方式与新的标准即将产生。

如何应对变革？如果再像往常一样听到各名校高考前重复的声
音：试题要变化了，思路要变化了……这是多么的苍白，多么的无力？
仔细阅读各大名校近年的考题，已经变化得相当“丰富”了，甚至“力
竭”……还能再变化吗？真正的变化是什么？是命题方式的转变！换
个角度思考，只有这样，面对激烈竞争、人数众多的艺术考生，校方
才能真正通过试卷，相对区别短期应试教育与学生自身素质所在的分
数区别。2009 年，央美的设计学院专业试题加入速写，2010 年的色
彩试题由多年的风景命题转为常规的静物命题……但是对于经历过系
统全面的基础教学的学生来说却都能应付自如，这就是相对标准，也
正符合了各大专院校，尤其是名校的招生原则。

对高考辅导教师来说，怎么应变？摆在面前的思路有两条：“专”
与“全”，这似乎是矛盾的统一——如果时间有限，怎么抓升学率？
怎么抓学生的考场应变能力？这对教师来说，是应试思路转变的时候
了。如果无法选择，换位思考 , 我们应该用先“专”后“全”的方式
与眼光看待应试教育。在高考的问题上，并不是单纯讨论教育的目的 ,
而是要力求达成目标。所以作为应对高考的基础课教师，应该坚定的
是：“假如追求应试，就不谈艺术。”

一位腿部受伤
的考生在母亲的陪
同下拿着准考证在
央美门口留影。这
一幕使我感动，因
为每个人都有，或
者曾有过梦想，加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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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全”？高考究竟有多少命题方法？通过各
种途径我们可以做到信息的汇总，都尝试画过一遍，
绝对可以迅速找到自己擅长的——在我的经验里真的
有“头像”可以迅速上手但是面对“风景”始终无法
驾驭的学生，练“全”可以真正找到自己的擅长，练
“全”也可以为日后应“变”打好基础。就像几年前
开始，我在《艺术设计基础教育的革新》积极倡导的
“知识的基础阶段，知识的宽度往往比单一知识的深
度更重要。”

何谓“专”？艺术高考现在以省为单位，都设置
了专业“省专业联考”，过了专业联考才有资格报考
省外学校，而联考的内容相对是最简单最普及的美术
类绘画方式。过了联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会
更有信心、有精力冲刺自己的最高理想，在这个前提
下，接受有针对性地“应试训练”是绝对有必要的。
针对想要报考的学校，相对生疏的命题方式，采取短
时间有针对性地应试练习。

作为基础课教师，应该通过思路的研究与分析，
首先自己理清楚思路：题目背后真正的考点在哪里？
2006 年的色彩试题“乡村一角的晴天与阴天（2 个画
面）”，大多数考生在考场上画出了“黑天与白天”，

夕阳下的央美校园像往日般的宁
静，这里放飞了众多年轻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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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了“色调”；2010 年素描试题“桌角的静物”，很多学生只画出了“桌角”，
而忽略了“透视”；“床前的静物”，学生画出了“窗户”，却忽略了“光线”
对静物的影响。题目背后隐藏了很多需要动脑筋的地方，思考“画什么？”远
远没有思考“怎么画？”更容易拿到高分。

从学生的角度，要时刻注意：应试训练就是以“考试”为目的，要时刻以
考试的特殊性、以对应设计类专业试题的态度来衡量，并作为自我评判的标准，
不要以设计、绘画，或者艺术的标准来衡量应试习作。

如果无法迅速明确应试标准 ,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位思考 : 在评卷的现场 ,
如果你是评卷老师 , 你会致以什么样的试卷 ? 我想 , 很多标准会与单纯评判一张
作品的时候有所改变 , 这些改变就是应试的“特殊性”，只有把握住这种特殊，
并且用这些特殊因素时刻作为考前训练的标准，才能在考试中发挥自己的的优
势，时刻记住“这是考试”。

想起了一直敬仰的陈丹青先生，正在积极地呼吁“分数”不能代表人的实
力与修养，这个话题所引起的争论也许是无休止的，争论本身的意义也许高于
问题得到解决的意义……但是换个角度考虑，如果没有分数，没有考试，筛选
的规则何在？有更全面的方法、更有力的标准与之替换吗？这也许正应对了进
化论：人会随着自然改变还是自然会随着人而改变？我无法回答，也没有能力
回答，但是我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度：面对考试与考试的规则，如果无法改变，
我们就努力准备得更充分些吧。面对高考，不要有任何抱怨，这毕竟是最公平
的竞争方式，在分数面前，我们是平等的，唯一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就是“多拿分，
拿高分”。

某艺术院校的评卷现场，从照片中
的景象不难感受到应试标准的众多特殊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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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上面的文字，我的心情又一次得到释放。十六年前我也像所有
参加艺术高考的学生一样怀揣着理想来到北京追逐理想，一直以来，我
不参与任何与高考有关的“经营”，所以能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高考命
题与考察标准的核心与思路，希望有更多有才华的学生能正确地理解高
考的方法，真正有效率地发挥自己的才华，通过努力进入更好的学校，
毕竟我看到了太多的有才华的学生，由于没有进行有针对、有效果的训
练而没有顺利地进入应该进入的学校。2012 年 5 月，书即将完稿，又迎
来了一年的毕业季节，看着四年前充满激情的学生如今羽翼丰满地即将
迎向新的天地，我更加感慨，作为基础课教师的标准也应该随着时代的
变革而变化。

本书力求全面地汇总了设计类艺术高考命题范围内的新题型所需要
的参考资料，结合最新高考命题趋势，以作品与带动知识点的学习，从
基础课教师、学生两个角度，讲述个知识点“教与学”的方式。阐述我
个人极力倡导的高考练习方法：画得快比画得好更重要，学方法比学技
法更重要，怎么画比画什么更重要……不谈艺术。

2004 年，我在即将出版的第一本书中，郑重地加上下面这句话：让
我们一起，为实现理想而努力。

又 是
一年毕业
的 季 节，
毕业展览
在紧张地
筹 备 中。
学生在布
置 展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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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序渐进——从造型准确到主动创作

绘画不可以速成，但是应试可以速成。既然谈应试，如何在最短的
时间内直接提高画面效果，是每个学生都关心的。

在学习设计素描之前 , 我需要首先纠正很多初学者的错误认识：
1—学设计素描（相对于学习绘画专业），不需要基本功；
2—设计素描不需要细节，只需要“大效果”。
这是初学者的误区，基本功相对于画面的第一印象来说，可能某些

画面的表达，构图、角度、创意是第一位的，但是最后落实到画面上的，
还是“绘画的技术”起到决定作用，对造型的准确度、对透视的把握、
对质感的塑造，这些都是“素描考察”的关键。我们在赢得第一眼关注
的同时，更应该在细节的表现上抓住观者的心，这一点的意义尤其体现
在应试环节。

设计素描学习的第一步——从造型准确开始。无论画面要如何表现，
准确的透视、结构表达，是画面效果的第一步，也是画面深入的前提，
否则在短期绘画的中间阶段，造型问题会更加凸显，导致越深入问题越
突出。结构素描，是解决结构相关问题最快、效果最显著的练习方式，
在练习过程中，只能用结构线来表达物体的立体感，不要考虑光影和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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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造型简单、风格
统一的静物作为素描练习
的开始，在观察中注意造
型之间空间位置，在画面
中用线的深浅表达结构与
空间关系。造型的简单可
以使学生观察的注意力由
造型的外轮廓很自然地转
移到对结构和空间表达方
面。

对结构的表达掌握之
后，逐步加入黑白灰色调、
光影等因素，使画面的表
现元素逐步趋于完善，这
种训练的目的在于养成绘
画正确的步骤及方法，“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从结
构开始，不要对单调的训
练产生抵触，在后面的学
习中一定会更加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