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手绘表现基础　

知识目标：透视原理、线的特征、马克笔上色技巧。

技能目标：能够正确运用透视原理绘制家具陈设并进行简单的上色。

第一节　工 具 介 绍

知识目标：学会用工具进行相应的表现。

技能目标：掌握不同工具的特性并用于表现不同的效果。

（1）钢笔：分为普通钢笔和美工笔两种。其中普通钢笔画出的线条挺拔有力，并富有弹性；美工笔

线条本身具有美感，运用起来更加灵活多变。

（2）绘图笔：粗细型号不等，画出的线条稳而挺。

（3）彩色铅笔：分油性和水溶性。水溶性可用水来调和，或与马克笔结合起来使用，能表现丰富的色

彩关系和色彩间的自然过渡，以弥补马克笔颜色层次的不足。

（4）马克笔：分油性和水性两种。有单头和双头之分，油性与水性从色彩感觉和使用上都有所不同。

油性笔用甲苯稀释，有较强的渗透力，既可在硫酸纸上作画，也可在硫酸纸反面上色，这样不仅不影响正面

的线条，而且从正面看上去色彩更为自然和谐。缺点是色料不太稳定，曝于自然光下会褪色，但运用时手

感较好。水性马克笔的颜料可溶于水，缺点是水性笔易伤纸面，色彩会显得灰暗。应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

和表现要求合理选择，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性。

（5）色粉笔：“粉笔”一词最初指由富含钙质的海贝鳞片积淀成的石灰石块，其色彩丰富。未煅烧过

的粉笔更柔和，颗粒能够渗入纸纹中，在效果表现中只作辅助工具使用。色粉笔用于大面积的渲染和过渡，

能起到柔和、调解画面的效果。

（6）修正液：它不仅有修改画面的作用，而且在画面上可用来点出高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7）软橡皮：质地较为柔软，能擦掉多余的彩铅，也可使色彩变得柔和。

（8）美工刀：用来削铅笔和裁纸张。

（9）墨：一般使用防水冲洗的碳素墨水，黑色纯正，不易掉色，作品易保存。

（10）纸：一般分为复印纸、薄型复稿纸、新闻纸、色卡纸、硫酸纸、素描纸。

上面提到的部分绘图工具实物图如图 1-1所示。

作业要求：收集参考资料，整理绘图工具与材料，并做性能练习。 



�

手
绘
效
果
图
表
现
技
法—

—
 

  

项
目
教
学
与
实
训
案
例
（
第
２
版
）

第二节　线 的 练 习

知识目标：熟练掌握不同线条的特征。

技能目标：通过排线练习会表达各种不同性格的线条。

线的练习是快速表现的基础，线也是造型艺术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看似简单，其实千变万化。快速

表现主要强调线的美感，线条变化包括线的快慢、虚实、轻重、曲直等关系，要把线条画出美感，有气势、有

生命力，要做到这几点并非容易，要进行大量的练习。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先学会画线，然后再画几何

形体。有些初学者开始练习时画得非常小心，怕线画不直。快速表现要求的“直”，是感觉和视觉上的“直”，

甚至可以在曲中求“直”，最终达到视觉上的平衡就可以了。

一、线的性格特征

线是造型的基础，也是重要的造型元素，看起来简单，但是它可以千变万化。线条的刚柔可表达物体

的软硬；线条的疏密可表达物体的层次；线条的曲直可表达物体的动静；线条的虚实可表达物体的远近，

如图 1-2所示。

图 1-2　线的图例

图 1-1　绘图工具

起步 行步 止步

起笔 行笔 收笔

紧线——快速、均匀，如同跨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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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的练习

不同的线，可以表现出不同的纹理和质感，如图 1-3所示。

图 1-3　线的练习

作业要求：用 A4 纸完成 4 种以上的效果练习。

缓线——缓慢、随意，犹如漫步在小道上。

颤线——颤动、轻松，有着舒缓的节奏。

随意的线——呈波浪形、圆形、不规则形，像水中游动的鱼。

图　1-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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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透　　视

知识目标：熟练掌握各种透视原理及其特征。

技能目标：通过透视练习，会用各种透视绘制效果图。

透视对于手绘效果图表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线”是效

果图的“骨”，那么“透视”就是效果图的“形”。没有“形”，只有“骨”，

空间也是“立”不住的，所以说透视是效果图的“灵魂”。

一、透视的基本画法——一点透视

当形体的一个主要面平行于画面，而其他面的线垂直于画面，并

且斜线消失在一个点上所形成的透视，称为一点透视。

优点：一点透视比较适合表现大的场面，纵深感很强。 

缺点：画面比较呆板，不够活泼。 

【案例 1】

利用一点透视原理，绘制长 6m、宽 4m、高 3m 的空间网格，如

图 1-4 所示。

步骤详解：

（1）确定构图，按比例画出，随后画上单位标记，不过这个“基准面”在纸上的比例非常小（确定基

面 ABCD），如图 1-5 所示。

（2）确定视平线（HL）。一般情况下，是以 1.6m 或 1.7m 作为人的平均身高，这个高度也可以称为“正

常视高”。根据实际的情况需要，这个高度可以做相应调整。这里确定为 1.5m。

在 HL 线上确定灭点（VP）,VP 点的位置需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左右调整，大致可按 2∶3 或 1∶2 的

关系确定，如图 1-6 所示。

图 1-6　确定视平线、灭点图 1-5　确定“基准面”

（3）VP 点引放射线分别穿过 A、B、C、D 四个点，一直延伸到“基准面”外直至接近纸张的边缘，

如图 1-7 所示。

（4）将 CD 线延长（方向任意），然后将 HL 线和 CD 线都延伸至“基准面”以外的部分，并按照比例

在 CD 线的延长部分上做单位标记（以 D 点为起点，标记至 6m）。在 6m 以外，接近 6m 标记的 HL 线上

确定 M 点，然后由 M 点分别引线，穿 CD 线延长部分的各单位标记，并交于 Z 线，生成交点 1、2、3、4、5、

6，如图 1-8 所示。

（5）用同样的方法，分别引水平线和垂直线，并生成透视框架，如图 1-9 所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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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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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 HL

图 1-4　一点透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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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绘制空间网格

图 1-7　连接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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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确定“进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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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视的基本画法——两点透视 

当物体只有垂直线平行于画面，而水平线倾斜形成两个消失点时

形成的透视，称为两点透视。

优点：两点透视画面效果比较活泼、自由。

缺点：视角选取不准，容易产生变形，不易控制。

【案例 2】

利用两点透视原理，绘制长 6m、宽 4m、高 3m 的空间网格，如

图 1-10 所示。

步骤详解：

（1）按照实际的比例尺寸确定墙角线 AB。过 AB 作视平线 HL。

过 B 点作水平线 GL（辅助线），找到进深和开间的尺寸。在 HL 上任意确定两个消失点 VP1、VP2，如

图 1-11 所示。

（2）依次连接 VP1A、VP1B、VP2A、VP2B, 求出墙角线，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连接墙角线图 1-11　确定高度线和辅助线

（3）以 VP1 到 VP2 的连线为直径画圆的下半部，在半圆上确定视点 E。以 E 点为依据，分别以

VP1、VP2 为圆心，以 VP1E、VP2E 为半径画弧，分别交 HL 于点 M1、M2，如图 1-13 所示。

图 1-13　确定VP、M

（4）在 GL 上刻画出开间和进深所在的位置 4m、6m。过 M 点分别与 GL 上的尺寸相连，交墙角线

于 1、2、3、4、5、6、7、8 点，如图 1-14 所示。

（5）过 1、2、3、4、5、6、7、8 点作平行于 AB 的垂直线，交于顶面。用求地格的方法求出天格，

如图 1-15 所示。

图 1-10　两点透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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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确定天格

图 1-14　确定地格

（6）在 AB 上找出相应的高度，求出墙格，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确定墙格

三、透视的基本画法——一点斜透视（一点成角透视）

人站在地平面上，对着一个墙面时所见的透视为一点透视。而当人正对着墙角线时，见到的透视为两

点透视。但当人对着内墙面，视角略有倾斜角度时看到的效果呢？此时的透视介于一点透视与两点透视

之间，这种透视叫作一点斜透视（或一点成角透视）。

【案例 3】

利用一点斜透视原理，绘制长 10m、宽 10m、高 6m 的空间网格，如图 1-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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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立 VP1、VP2，以 VP1 为圆心，VP1 到 EP 的距离为半径作弧，交 HL 于 M1。以 VP2 为圆心，

VP2 到 EP 的距离为半径作弧，交 HL 于 M2，点 M1、M2 为测点。

（3）分别过点 A、B 与 VP2 相连。

（4）连接点 M2 和点 10，交 BVP2 于点 C。过点 C 作垂直线，交 AVP2 于点 D。四边形 ABCD 为

一个墙面，如图 1-19 所示。

图 1-19　确定辅助点

（5）过点 VP1 分别和点 A、B、C、D 相连并继续延长，只显示延长线。

（6）过 C 点作一条平行于 HL 的直线，过点 1、2、3、…、10，分别连接灭点 VP2 取得点 1′、2′、 

3′、…、10′，即为另一个尺度坐标。根据其中两点的距离，取得横轴坐标 1′～ 10′，如图 1-19 所示。

（7）过点 M1 和 M2，分别与点 1′~10′和点 1～10 相连接，所取得的点分别与灭点 VP2 和 VP1 相 

连，如图 1-20 所示。

（8）根据测点法建立地格，如图 1-21 所示。

作业要求：用一点透视原理、两点透视原理、一点斜透视原理绘制空间网格。

步骤详解：

（1）根据比例，建立坐标，根据构图需要，建立视平线 HL，确立视心 VC、视点 EP，如图 1-18 所示。

图 1-18　确定HL、V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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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图 1-17　一点斜透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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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建立地格

图1-20　确定透视点

第四节  马克笔上色技巧

知识目标：马克笔的排笔和各种材质的表现。

技能目标：通过上色技巧的学习，会用马克笔表现各种材质。

一、马克笔的特性

油性马克笔有四大特点：①硬；②洇；③色彩可预知性；④可重复叠色。

（1）硬：不仅是马克笔的笔尖硬，它的笔触也是硬而肯定的。试观察笔尖会发现，油性马克笔为硬毡

头笔尖，并且笔尖为宽扁的斜面。利用这些特点我们可以画出很多不同的效果。如：用斜面上色，可画出

较宽的面；用笔尖转动上色，可获得丰富点的效果；用笔根部上色，可得到较细的线条。

（2）洇：油性马克笔的溶剂为酒精性溶液，极易附着在纸面上。若笔在纸面上停留时间稍长便会洇

开一片，并且按笔的力度，会加重阴湿的效果和色彩的明度。而加快运笔的速度，会得到色彩由深到浅的

渐变效果。利用这一特性，我们可以表现物体光影的变化。

（3）色彩可预知性：无论何时使用，马克笔的色泽总会不变，所以当我们通过实验获得较满意的色彩

VP2VP1HL M2 M1VC

A
D

B

C

EP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1’2’3’4’5’6’7’8’9’10’

VP1 M2HL VC M1
VP2

A
D

B

C

EP

0 1 2 3 4 5 6 7 8 9

0 1’2’3’4’5’6’7’8’9’10’
10



10

手
绘
效
果
图
表
现
技
法—

—
 

  

项
目
教
学
与
实
训
案
例
（
第
２
版
）

效果时，就可以记下马克笔的型号，以备下次遇到类似问题时使用。

（4）可重复叠色：马克笔虽不能像水彩那样调色，但可在纸面上反复叠色，我们可以通过有限的型号

色彩的反复叠加来获得较理想的视觉效果。

二、效果图上色注意事项

（1）马克笔绘画步骤与水彩相似，上色由浅入深。先刻画物体的暗部，然后逐步调整暗、亮两面的

色彩。

（2）马克笔上色以爽快干净为好，不要反复涂抹，一般上色不可超过四层色彩，若层次较多，色彩会变

得乌钝，失去马克笔应有的光泽。

三、笔触

（1）定义。设计者在主观上促使笔在纸上做有目的的运动，所留下的轨迹即是笔触。

（2）笔触的应用特点。手绘效果图的笔触安排，看似容易，画起来却很难。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炼，

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3）针对物体画笔触。

① 按照物体的形体结构块面的转折关系和走向运笔。

图 1-22（a）所示物体有一个面是凹进去的，而且是带有

圆弧状的，应像该图这样运笔，笔触也应该是带有弧度的。

图 1-22（b）所示物体的笔触走向是错误的，如果这样画，人

们不会认为此物体的这个面是有弧度的。

同样，图 1-23（a）所示立方体的各个面都是直的，就不

应该画成像图 1-23（b）所示那样有弧度的，否则会给人产

生误导。

图 1-24所示要表现的是一个球体。我们知道球体是有明暗交界线的，交界线所呈现的形状是像 

图 1-24（a）中那样的弧形笔触，而不是图 1-24（b）中的直线。图 1-24（b）中要表现的应是一个圆

面，而不是一个球体。

② 笔触在运用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其点、线、面的安排，笔触的长、短、宽、窄要组合搭配，不要单一，应

有变化，否则画面会显得呆板。

图 1-22　按照形体结构块面的转折关系和走向运笔

（a）正确 （b）错误

图 1-24　表现球体图 1-23　立方体的各个面都是直的

（4）马克笔的基本运用。

① 马克笔排列不必太拘谨，要注意用笔的统一性，如图 1-25所示。

② 马克笔在绘制中不宜过“满”，要注意概念中的“满”和实际中的“满”的区别，如图 1-26所示。

（a）正确 （b）错误 （a）正确 （b）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