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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章节名称 
模块三：“设计色彩”教学 

色彩解构与重构写生【1】 

授课方式 □理论课  ■实践课  □实习 教学课时 3 

教 
学 
目 
的 
及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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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目的——通过对客观物象的观察与认识，根据自己的感

受而进行的一种提炼、简化、分解、重建的形式训练，目的是抓

住对象形体的特征和要害，同时变异和演化出新的艺术形态，使

学生逐步掌握艺术设计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关系，在绘画造型

与艺术设计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 

作业要求——“解构与重构写生”是需要带有较强的创作意

识，这时的客观对象起到的是灵感的启发和形象的带入的作用。

是一种全新的写生创作方法，这种写生不是一般性质的再现与模

仿，“依葫芦画瓢”，也不是一般概念的“写生变化”，而是要透

过对象的表层，深入其内部寻求本质的存在方式，因而，不仅要

打破以自然形态为基准的平面化造型和“整形变化”的手法，而

着重于追求在变形基点上的主观“变异”。其造型的关键体现在

对客观形态的抽象方面。因为客观对象的可依据性，还可以避免

完全凭空想象而使创作概念化的缺点。 

 

教 
学 
重 
点 
及 
难 
点 

教学重点 

解构性写生训练同平面化归纳的整形变化一样，也以自然形

态为依据，不同的是，平面性归纳是整形变化，不强调 “变异”，

从写生到变化无论怎么变，结果仍是自然形态， 即玫瑰还是玫

瑰，马还是马等，万变不离其宗，在整体上没有超越更深广的“变

象”的境界， 也谈不上“变异”升华到抽象的领域，而解构重

构强调变异，其行为本身即是对客观自然形象的构造成分、元素、

基因进行提炼，这些因素，促成了自然形态向抽象形态转化的条

件，分解出来的元素特质，要按照作者自我的语法结构进行重新

组装、合成，在画面重新进行布局经营，创造新的内容和形式。  

教学难点 

从创新求异的思维方法看，解构重构写生训练无疑是最有效

的训练方法之一，将客观原形进行分解进行重新组织安排的行为

本身，即要求画者有自觉、主动和强烈的变异意识，这种方法迫

使人们摆脱自然主义，“抛弃”样本，不依赖于“原形”，同时也

反对模式化，在直观感受和新的思维方式的支配下，着力于分析

研究事物内在结构，深刻了解其内在美的因素。了解局部或元素

变化对整形的影响，从而激活画者的创意和求新、求异的思维脉

络，使表现形式和风格特征呈现多种面貌。 

 



启 
发 
提 
问 

完全从形式出发，在形象或其间舍弃自然形，添加一些点、

线、面或其他形象。这种方法能使画面形象更加丰富饱满，同时、

增加了画面的装饰效果和形式美感。添加法在民间工艺美术中运

用非常普遍，可为装饰造型所借鉴。 

 

教 
学 
手 
段 

教师示范演示教学，讲解色彩观察方法，作画步骤，深入刻画方

法，修改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