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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素描教学中个人艺术语言的建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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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当代学院素描教学体系与训练方式的研究与探讨，从绘画者个人艺术成长的角度出发，重点引申出
绘画者在素描基础训练中如何培养个人对素描绘画语言的认知方式，从而使绘画者在自身绘画情感与客观素描知识的

相互结合中能够“建构”具有个人独特感知的绘画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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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学院艺术教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在长期的素描训练过程中我们研究

的大多是对物体的形状、体积、结构和空间等元素的学习和研究，这是素描的基本绘画语言，也是素描作

为一切形体艺术探索的造型因素。而如若需要从个人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主动去表达对事物的个人绘

画感知时，绘画者大多会面临感知与物象提供的诸多繁琐而又复杂的表面特征的艺术冲突过程，这个过

程恰恰是绘画者感性与素描形体知识的统一以及个人艺术造型风格的“建构”阶段，这也是绘画者长期

学习素描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素描应该走在一切造型艺术探索的最前沿部分，因为它在帮助我们认识一

切造型艺术的一般规律的同时更能承担起培养绘画者对绘画造型语言的个人认识思维方式的任务。

１　何为素描的个性化绘画语言“建构”
“建构”是个体在学习过程中依据个人目的需要主动获取知识的一种学习、认知方式，在绘画领域

中它特指绘画者依据个人艺术创作目的的需要在长期学习绘画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个人艺术语言特

点的学习方式，它伴随着绘画者主动获取绘画知识并建立个性化绘画语言特点的学习过程。建构主义

理论认为：在素描学习过程中获得绘画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立有关个人艺术感

知意义的能力，而不取决于绘画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１］，因此在学习素描中学习者最终

的目标是在个人主动获取素描绘画知识的基础上达到个人艺术语言的“意义建构”。

２　素描教学中个人艺术建构的特点
绘画者在确立个人素描艺术语言“建构”的探索学习中是对素描造型语言的一种个人艺术感知下

的认知（认识和掌握绘画知识）过程，一般情况下素描学习都会经历由“加”至“减”的个人艺术建构

历程。

“加法”是对绘画者系统学习素描造型语言过程时期的总结，它经历了绘画者对素描的启蒙学习和

既定造型语言的探索学习。在这个阶段中，绘画者个人逐渐开始形成自己认识和观察事物的方式。素

描造型语言作为绘画者从事个人艺术活动的一种特定的工具和手段被借以来描绘自然物象。由于受到

个人艺术素养和认识成长阶段的制约，在绘画语言表达和形式中绘画者往往都是以模仿对象和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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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原对象为基准，这是素描学习中一个重要的能力，我们需要在长期的素描学习过程中不断去充实自

己的素描知识，通过不断积累和借鉴他人素描的技能技法来完善个人的艺术图式，从而使自己的素描绘

画逐渐符合艺术视觉的图式。从很多大师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学习绘画的人都是沿着

具象到抽象的一条轨迹而不断循环变化的，即使象梵高这样杰出的印象大师也是如此，因为不断模仿和

还原事物的过程一方面能使绘画者不断提高和掌握个人的绘画知识能力，另一方面更能锤炼绘画者个

人对事物的深刻认识以及培养个人观察事物的独特性，以上两方面的积累即前面所提到的“加法”，而

且这两种积累是在同一过程中实现的，经历了“加法”过程后绘画者才真正具备了对素描既定造型语言

的全面深刻认识，但是这种能力要和个人独特的艺术感知相结合才可发生质的飞跃。

而当绘画者真正进入到个人素描绘画建构时期，他们经历的是一个“减法”的个人艺术创作过程。

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高”恰恰是对生活繁琐表面的一种简化，纯粹遗留在画面上的应

当是艺术家对生活情感和绘画语言个人选择下的精神体验，在素描绘画中也正是如此。“因为从学习

素描的一般意义上讲我们只有在诸多素描元素中提取符合个人感受最深的某些元素，画面才能具有个

性化的特点”［２］，如果面面俱到的话就会使画面显得平庸而缺乏生动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素描教学

专家巴尔·夏克曼（ＢａｒｒｙＳｃｈａｃｔｍａｎ）在教学中就特别指出过：“对于一个教员来说，在素描绘画中对某
个领域中走的更远和深刻要比那种‘事事都行’的杂家更有利于教学和对有价值的艺术传统的继

承。”［３］这是素描教学中单因素深入化的一种肯定和对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学生素描造型个性化语言

元素的一种提倡，而且这也符合作为艺术素描的视觉规律，就象当我们以艺术的目光停留在一幅素描绘

画上时，我们首先是被绘画者在画面上提供给观众的一种个性化绘画语言特点所感染，然后我们才会对

作品中艺术家作品中的技法和材料进行探索与研究，而这两个方面在画面中的结合正是绘画者个人情

感下的独特艺术语言形式的建构，这种认识思维方式就是一个“减法”过程。

３　素描教学中“建构”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前面建构理论的了解，我们知道素描基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达到个性化绘画

语言的意义建构，它重在培养绘画者对造型语言的一种个人独特的认知方法，这种独特的思维认识方式

必定会促进绘画者在素描绘画中个人造型语言和艺术风格的独特形成。

３．１　“建构”促进绘画者形成个性化素描语言
人的活动总是在一定认识基础上展开的社会行为，在素描绘画中个人的素描艺术创作活动都是个

人对素描绘画语言认识下的精神产品，我们知道个性化绘画语言是艺术家在长期绘画过程中个人对事

物的感知和认识，并运用一定的艺术语言和技能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与思想感情化为具体感官的艺术图

式。它是艺术家在创作活动中通过大脑对已有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的整理将自己的审美意识形态转化为

艺术作品。

在当代的艺术教学中，对怎样形成个人艺术感知的个性化绘画的注重已经尤为重要，很多教师和学

生开始对素描基础学习中怎样更有利于建构绘画者个人的造型语言进行思考，并且已经普遍认识到它

的重要性，简单地说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要注重自己的素描绘画语言特点。这种素描中的个性化语

言从某种形式上讲，也意味着个人素描绘画语言的“单因素”性，它是绘画者在素描绘画中对素描造型

语言如线条、形体、调子等的个别强化。比如在印象派画家修拉的素描中他喜欢淡弱线条的轮廓线，在

画面中非常注重强化事物的明暗调子层次，这种弱化线条通过明暗方式表达的手法反而更强化了画面

的生活气息，这位艺术大师的作品正反映出“单因素”素描绘画带给我们的内心震撼和视觉享受。

而在当代学院艺术的素描教学中，大多是从“全因素”角度出发开始综合训练绘画者的素描造型语

言能力，这种训练方式正是帮助绘画者大量获取素描知识的一种“加法”体验过程，它并不是弱化“单因

素”即“个性化＂素描语言的发展，而是为了使绘画者更好地从全因素的认识当中提炼出个人喜好的单
因素素描绘画语言，因为只有在通过对素描造型语言的全方位的学习和了解的情形下我们才能在全因

素认识结构中选择真正符合个人艺术感知的素描元素，并且在今后长期绘画过程中我们不会由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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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单一而在处理各类不同的画面时显得束手无策。从前面丢勒和修拉的素描中我们可以看出，对

一种单因素的强化并不是排斥其他元素的介入，只是对其他元素的一种淡化，这种淡化的视觉效果是为

了更好地增添画面中的画家个性情绪语言的表达。因此，学习“全因素”素描的认知过程是为了更好地

帮助绘画者在诸多素描元素中认识和寻找到适合个人素描艺术建构的绘画语言元素。

３．２　“建构”赋予艺术作品独特的魅力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在画面上经营的绘画图式，并能带给观众视觉和精神的享受。从绘画本身角度

出发，素描艺术作品是由绘画者个性化的素描语言和其所选择的素描绘画材料组合而成，这是绘画者对

画面的一种“经营”。“经营”是绘画者依据自己的艺术感知，对画面形象和造型语言元素进行安排，使

其达到体现绘画者个人感性的意图，实现素描成为艺术品的过程［３］。它贯穿于整个作品创作的所有环

节中。我们知道从素描绘画的单线构图开始就附带了绘画者的表现意图，在整个围绕以绘画者思想表

达为中心而展开的描绘过程里，绘画者都是依据个人艺术感知对造型语言和绘画材料进行选择和运用

从而逐步达到艺术形象的具体化，最终停留在画面视觉效果中的是绘画者对素描造型语言个人艺术建

构下的认知成果，它正反映出绘画者对素描知识的一种个人体验，并且这种体验在每一个社会的变革中

总是呈现不同的精神状态。通过欣赏众多形式的素描绘画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代艺术家与传统艺

术大师的不同，他们不单单满足于以还原对象的“镜像”为目的的传统素描绘画，而更多地关注以个人

感受力为主的创作性素描，因为它在打破传统的镜像绘画的单一形式上更能赋予画面个人的情绪化和

绘画语言的纯粹性，比如在德国当代艺术家赫伦韦恩（Ｈｅｌｎｗｅｉｎ）的素描作品中，画家在素描材料上突破
传统材质的单一，大胆应用彩色铅笔创作出一幅幅色彩单纯的素描景象，这与当代油画艺术的简约与色

彩单纯不谋而合，至此，这位画家在素描语言的纯粹性和绘画新材料的应用中分别赋予了当代素描新的

形式与内涵。

４　结　论
综上所述，个人艺术语言的建构认识方式在学习素描基础中不但能帮助绘画者全面掌握视觉艺术

绘画的一般规律，而且能够培养绘画者确立个性艺术语言需要的一种认识思维，这种思维认识方法是我

们探索一切艺术形式全方位的也是最前沿的部分。因此，当代学院艺术教学中绘画者在接受教师传授

素描知识的同时，更应该从个人生活情感的艺术建构角度出发，主动而又勇于创新地在素描的学习和实

践中寻找和探索个人的艺术语言，并通过独特的个性艺术语言的整体建构来带动今后绘画者各自所从

事的各类画种的实践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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