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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联考改革背景下高中美术鉴赏学习
对提升学生速写创作构图能力的探究

苏静文

（都匀市民族中学，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558013）

摘要：本文阐述在美术联考改革的背景下，通过高中美术鉴赏学习，提升学生速写创作构图能力的实践与探究。首先概述了美术联

考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进而分析了之后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与美术联考速写构图能力训练融合的挑战。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美

术联考改革强调了创新与综合素质的考查，在此背景下，高中美术鉴赏课程通过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分析艺术作品，有效提升了学生的

速写构图能力。明晰了美术鉴赏学习对于培养学生观察力、提高审美能力、丰富构图技巧的重要作用。美术联考改革的切入点主要集中

在速写上，速写提分点有四个即：1. 构图能力 2. 个人表现方法 3. 道具的表现 4. 单人塑造，其中构图能力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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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术鉴赏学习，提高学生审美能力，接受情感和美育教育，

拓宽知识面，帮助学生了解构图是为主题服务，不同的构图有不

同的审美感知以及构图中各元素的巧妙运用有着不一样的视觉冲

击力，通过鉴赏学习构图的元素、形式、方法，进而提升速写创

作构图能力。

一、通过美术鉴赏，学习构图法则

高中美术鉴赏学习，可以在著名的中国画作品中学习到中国

画构图的法则和特有的构图形式、散点透视。品鉴美术，可以认

识中国画特有的构图方式：高远、平远、深远；可以学习中国山

水画特有的透视法；可以学习中国画的构图“五法”“六式”

如：在鉴赏《富春山居图》时，学生无从下手，画中时有崇

山峻岭，时有村落小溪，时又宽阔无物，犹如无人机的摄影，宽

阔高远，视线在一条水平线上移动，采用横式，将“高远”和“平远”

结合起来表现阔大的意境，形成了中国画特有的“阔远式构图”，

给学生讲清楚画面“留白、疏密、大小”的关系，经过引导学习，

学生提高了认知。

在鉴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其构图充满了深邃的哲理和

精妙的艺术构思。这幅画中运用了“高远法”，即通过山峰层层叠加，

营造出深远的空间感。画中的山峰错落有致，由近及远，形成了

强烈的立体感和深度感，让学生懂得“布势”。

北宋许道宁《秋江鱼艇图》，我们看到宽阔的秋和俊美的山峰，

从其线条可以看出运笔挥洒，流畅的皴法，描绘陡峭俊美的峰崖，

丘豁绵延，将观者的视线引导向深远处，巧妙地运用了“三远”

的构图形式。

北宋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首先提出了山水画构图的三

远法，即平远、深远和高远。自山上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

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三远法”

是指构图的不同的视觉角度（仰视、平视、俯视），是中国山水

画的特殊透视法，是一种散点透视，打破了焦点透视的局限。

通过中国花鸟画构图分析，让学生获得全新的构图认知“五法”

和“六式”

五法：1. 先主后宾法 2. 取势造势法 3. 动静疏密法 4. 穿插呼

应法 5. 留白造境法

六式：1. 三角形式构图 2. 对角线式构图 3. 四边形式构图 4.“之”

字形式构图 5. 竖线式构图 6. 弧线式构图

二、通过美术鉴赏，感知构图方式

赏析著名绘画作品，感知构图是为速写主题服务的。通过美

术鉴赏学习，感知构图的同时让学生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

于生活。中国画讲究章法，在哪留白、在哪落款与题字都非常有

讲究，作为一个画家在实际的绘画中需要意在笔先。无论是写生

还是油画创作，言画必先说构图。

作为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学会鉴赏一幅名画，一幅好画应该是

先立意，即情感和思想，感动自己并产生绘画表达的冲动，酝酿

主题，筛选内容，接着就是设计构图、思考画面构成、在众多的

素材中进行取舍，将最能表达主题的形象依照主宾、顾盼、虚实

等关系，用最简单的几何形编排组织到画面中，突出主题。

如赏析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时引导学生了解其创作背景然

后才到构图分析，使学生明白构图是为主题服务的，了解其背景，

就是启发学生认知主题和内容是速写创作的灵魂，构图和表现形

式是艺术手段，更是启发学生在生活中养成细心观察的习惯，为

创作积累素材。《韩熙载夜宴图》构图形式：长卷，以连环画的

方式来组织画面，采用散点透视原则。在联考中，一般会选取某

段作为速写创作的参照，选取第一段听乐构图做分析，“听乐”

以散点透视法把人物以梯形聚合于画面中央，画中主人公韩熙载

视线与演奏歌女将画面串联，人物头部朝向，躯干动作、形态各

异，分析出人物的动态结构图，有利于掌握基本比例和动态特点。

通过学习，让学生以《听乐》或《观舞》为主题，结合平时自己

在实际生活中参加的娱乐活动体验情感和积累到的素材，模仿《韩

熙载夜宴图》进行创作，所完成的作品在构图和表现形式上与还

没有学习《鉴赏》这一课时的作业有了明显提升。

三、通过名画赏析，感知艺术作品视觉重心

视觉重心受形式与美的影响，人们按照习惯浏览画面，在画

面中最吸引视线的中心，这个中心点就是视觉重心。概括为“最

重要、最吸引目光、停留最多处”。

如《韩熙载夜宴图》鉴赏前的作业《市场一角》，学生的画

面是生硬把人物凑数，是零散的，没有构图概念；通过鉴赏后，

学生知道去构图，有了视线引导、动与静、高矮、远近、黑白等

对比、有了前后遮挡、人物不同动态；如王式廓《血衣》通过增

添人物动态（举起血衣的人）成为画面视觉的重心。右下角、左

上角的人物视线集中到那位举起血衣悲痛欲绝的妇女手上的白色

血衣，成为起伏线的高潮，也是人群中情绪最激昂的顶点。使画

面人物的情绪在交织中紧密的联系，形成浑然一体而又变化丰富

的画面。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加强了整个画面情绪骤然紧

张而达到饱和的整体气氛，具有一种音乐的交响效果。画中汇聚

了视觉重心的几个要素：视线引导、增加动态、几何形、高对比度，

画面把视觉重心的几个元素都集中体现了，这更增强画面的视觉

冲击力。突出了所有的愤怒焦点，也就是画面节奏的高潮。

通过以上名画鉴赏后，学生获得了画面重心的重要信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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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训练中，多数学生能有意识地运用到速写二创中来。使画

面有效地突出了所学的知识点。与没有开展美术鉴赏课之前的作

业比较，简直是天差地别。

四、通过名画赏析与对比，感知构图法则

1. 构图法则：常见的构图规则很多，对于能力和审美还不够

丰富的学生来说，一定要模仿一些构图规则去安排画面，杂乱无

秩序可循的设计是毫无美感的。

常用的构图方式

①三分法；把画面横竖等分成三份，主体物就放在纵横等分

线的交叉点上。为了保持画面的平衡，通常也会设计一些次重要

的元素放在主体物斜对面的交叉点。如《田横五百士》，穿红长

袍的田横就是换免得重心点，放在三等分线的焦点。

②对称构图

《最后的晚餐》是一点透视代表作，画中构图法则最明显体

现的是“对称均衡”。同时室内的透视线与人物，构成了三角形

构图形式，三角形平稳安定，又有餐桌水平线与平坐的人物，结

合屋顶后墙体现平行视觉关系，让我们获得稳定的视觉感官。同

时众人的视线看向中间，形成放射性，也是直指向耶稣，又有了

画面的重心。

③均衡

什么叫均衡：就好比是杆式称称东西，秤盘和秤砣的形状大

小对比悬殊，但是秤砣能起到平衡的作用。均衡是画面所具有的

平衡、稳定、和谐等视觉感受，是一种视觉的平衡状态，属于美

学上的概念。

均衡顾名思义就是画面重心稳定。分布的自然组合体块、色彩，

形状、大小各异，但是在艺术家的精心安排下，使这些不同分量

和力度，如称称似的在画面中保持视觉的稳定均衡。

咱们看看画家王盛烈描绘的东北抗日联军八位女战士，为了

掩护大部队转移而英勇阻击日寇，最后弹尽粮绝，誓死不做俘虏

集体投江的事迹，创作了经典的革命历史画卷《八女投江》。右

边一组图形较重，左边水中三位入水的女战士是向左移动的，相

当于秤砣，使得画面视觉均衡。按照这思路请学生创作一幅《校

园活动老鹰捉小鸡》，学生基本上能较好的构图。

五、通过分析名画，感知画面构图的视觉平衡

在画面中编排好各种绘画语言及画面构成元素，就是视觉平

衡的核心所在，引导观者视觉游动，让视觉保持活跃。

画面平衡常见的有两种：对称平衡是之一，在我们的图案设

计里展现的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及单独纹样，就是具有规则的静

态美。所体现的对称，如同一个立正的人，左右对称保持一种平

衡状态。其二是非对称的平衡，好似一个运动的人，没有失去重心，

就是平衡的，左右上下并不相同，可是在视觉上又能保持平衡。

这是一种富有变化的不规则的动态的美。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动

态的平衡。其实很容易理解，画面视觉平衡和均衡一个道理，就

是跷跷板原理，可通过运动、形状、聚散、变化等因素来达到平衡。

如卢沉的《夏趣图》、何红舟《启航 - 中共一大会议》视线方向

达到画面平衡，右光亮空间（象征光明的未来）与左边黑暗空间

（象征黑暗过去）的对比，视线和毛主席往右运动方向形成平衡。

实际上视觉平衡在优秀的艺术作品都能体现。

六、通过鉴赏学习，归纳构图的常用表现形式

1. 圆形构图：典型的画作就是《舞蹈》这幅画，画中的色块

和游动的人物线条，是欢快韵律如歌的激情体现，是画家的情感

流淌，展现画家巧妙运用绘画语言传达出的极高构图能力。舞者

的曲美流动线条，在饱和度较高的色块映衬下显得干净明快。就

如同舞者在清新的旷野中自由释放无尽的快乐。协调统一的舞姿

彰显生命永恒和无尽的喜悦。

2. 三角形构图：《狼牙山五壮士》这幅画，画家再现了五位

壮士在临危不惧站在悬崖边那一刻动态，构图手法高度概括、简

明凝练，那豪放粗犷的笔触将人物和太行山的雄伟威武造型融为

一体。那金字塔式的三角构图显现画面的稳定感，威严耸立的金

字塔式构图，山体是基石，人物为山峰，高耸的山峰气势向上延展，

相互映衬，大胆粗犷的笔触尤为突出，展现娴熟的刀削斧砍雕塑感，

更加凸显人物的坚定果敢气质，使得画中人物和山体融为一体的

雄伟气势，又像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塔，具有刺破青天的魏然，

气概坚定，可歌可泣，给人一种威严崇高的精神境界。

金字塔式构图能将英雄们视死如归、意志坚定的伟大气概展

现得酣畅淋漓，从悲壮气势里透出豪壮正气，凸显和加强美学表现。

3.《延安火炬》：从构图上看“S”型的构图，画面中呈现出

来的流动曲线，利用延安的多山地形，把远处山坡上群星似的火炬，

和近处的游行队伍里的人群相呼应，形成了虚与实的对照，形成

了人与火炬的互相辉映，通过火炬的光影，增加了强烈的纵深感，

同时也有一定的隐喻作用，就喻示我们在黑暗的侵略战争中燃起

的胜利曙光及可燎原的星星之火。

4. 对角线构图：《玩古图》是明朝中期画家杜堇的代表作品

之一，是典型的对角线构图，它由五个人物的位置构成，从左下

方到右上方，依次是拿着棋盘和卷轴的男佣、客人、主人和两名

女侍。这个隐藏的对角线如同一个时间轴，能够把画面中的故事

情节串联起来：首先，男佣把手中的卷轴画递给主人和客人，然

后主人和客人进行观赏，观赏完成后侍女们再将卷轴小心翼翼地

收拾起来。这个的对角线将画中人物串联起来，让人欣赏时就会

联想人物的活动场景及气氛，使观赏者在类似经历情感下，自然

与画中人物互动起来，增添了无尽的乐趣！

5.“C”字形构图：C 形和 S 形是特殊曲线形式。景物呈 S 或

C 形式向远处迂回延伸，画面很有韵律感。

6. 梯形构图：普桑的《我也在阿卡迪》这幅画，四个人布局

成一个梯形，同时两组人物又各自是三角形，视线和动态又使画

面形成两组轻重、聚散、对比度的变化。

七、总结

从每次的速写创作完成作品证明了：鉴赏知识对学生构图的

重要性，通过《高中美术鉴赏》学习，使学生有了感性认识，再

反复训练，革新理性认知。学生获得了更多的构图知识，如：画

面构图的三大要素 1 视觉重心 2 构图法则 3 视觉平衡；知晓速写

创作常用的构图形式。然后强化训练让学生有了更好的构图组织、

编排能力，逐渐掌握图的技能技巧，拓宽构图视野，对提高学生

审美能力、文化素养以及情感体验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美术鉴赏

学习是提升学生速写创作构图能力的基础、是促进学生速写创作

构图能力的催化剂，在学生速写创作构图能力训练中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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