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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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课方式 □理论课  ■实践课  □实习 教学课时 3 

教 
学 
目 
的 
及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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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构重构写生训练的要点是首先学会分解，其关键在于必须

在对自然形态进行提炼、精选、打散、分解中归纳出美的，所需

的对象特征的元素。分解的行为导致了自然形态的变异，使分解

的元素不再具有原来的功能，促成了自然形态向抽象形态转化的

条件。它是一种更理性化，主观化的方法，着重于为创造新形或

抽象化构成提供可能。分解有以下一些基本方法。 

教学难点 

将自然形态进行由整形向异形的逐步转化、分解，提炼出所

需的形象元素，这种元素可促成自然形态向抽象形态转化的条

件。例如，毕加索对小提琴拼贴画的演变，即是运用了“原形分

解”这一方法。 在演化中，小提琴的整形被分解为琴头、琴弦、

琴身等部分，再经过取舍、删除、切割、夸张、变形、错位或元

素再组合等主观造型的处理，逐渐演变成异形形态。从“小提琴”

这一原形分解变化并演化出来的几何形态，空间变化，其图形虽

从自然形态中演化而来，但它已经不是自然形态，不再具有原有

的性质，而是经过分解后再组合所产生的新内容和新形象。 

 



启 
发 
提 
问 

移位与嫁接——根据构思或画面的需要，打破原形在画面中

的应有位置，将单个的形态或形态的局部在构图中进行位置挪

动，产生形象上的异样感。可以是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嫁接，也可

以是某一局部和另一整形之间的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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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