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对目前在泥塑教学中各种观察方法进行分

析研究，吸收其中的长处，借鉴科学的观察方法，并结合自

己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些体会，归纳出一套“自觉观察法”。

“自觉观察法”从坐标观察法中吸收其可操作性，从体积观

察法中吸收其立体观察，从中线观察法与明暗观察法中吸收

其检查观察，针对学生错误的观察习惯提出一套目的明确、

易于操作、有条理的、适用于基础教学的整体观察方法。

“自觉观察法”使观察方法的教学更具体、更清晰，使学生

更容易掌握，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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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写实泥塑基础教学中主要的观察方法

目前，写实泥塑基础教学中常用的观察方法主要有以

下几种：坐标观察法、体积观察法、中线观察法、明暗观

察法等。

坐标观察法

坐标，指确定某个点所在空间位置的一组数据。坐标

观察即观察确定某个点所在的空间位置。坐标观察法要求

先确定一个基准，再利用这一基准逐步找出对象在空间的

各个点、线、面、块的位置。此方法比较理性、直接，易

于学生掌握，可操作性强。它强调了学习的顺序、操作，

符合学生学习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即使是初学泥塑的学

生，只要有一定素描基础，根据步骤也能进行操作，能较

快上手，进入状态。

坐标观察法的局限性：第一，坐标观察法观察的是

模特与参照物的关系，模特必须纹丝不动。如果模特状态

发生变化（其实模特无法做到纹丝不动），往往会让学生

感到困惑，反复修改作业，导致作业进度缓慢，甚至无法

完成。第二，泥塑跟着模特定时转动。借助各点找出轮廓

线的观察方法会让学生过于依赖轮廓线。学生依照模特从

多角度反复对照内外轮廓而忽略真切地感受、观察、理解

对象的空间、体积，这样比先理解了对象的空间、体积再

去塑造的效率要低很多。第三，一步步地求点、线、面、

块，条理但刻板的观察方法往往令学生盲目照抄对象，做

机械再现的工作，忽略感受对象的气质特点、形体特征，

不利于学生艺术感觉的培养。

体积观察法

体积观察即观察物体本身的空间形态，是一种立体的

观察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学生理解体积的横切面、各体积

之间基本形的衔接（如图1）。体积观察法有利于培养学生

对形体的判断力和控制力，通过这种观察方法表现出的形

体要比通过不断找轮廓得出的形体真实感更强烈，效率更

高，更容易抓住对象的形体特征。体积观察法注重对体积

的横切面、基本形的理解，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1]

相对于坐标观察法来说，体积观察法偏重感性，要求

学生对空间、体积有一定的认识，比较适合受过训练、有

一定泥塑基础的学生。对初学泥塑的学生来说，由于缺乏

一些过渡的步骤，对体积观察法比较难以理解。另外，学

生理解了横切面，掌握了基本形的普遍规律后，往往会形

成一个概念化、脸谱化的套路，这样就会降低学生对形体

的敏感和表现对象的能力。

中线观察法

中线观察法是利用中线进行观察的方法。它要求堆出

大形后，在泥塑上画出中间线，再利用这条中线观察两边

的对应关系，找出造型。此方法最简单易学，但只是一种

侧重平面的观察，不利于引导学生进行立体三维的观察。

明暗观察法

明暗观察法是利用光线照在形体上，由于不同的部位

与光线所成的角度不同而产生不同亮度、明暗的原理，对照

观察对象中不同亮度的黑、白、灰层次，检查泥塑的形体塑

造是否到位，并利用素描明暗关系，加强或减弱形体的体积

感，调整形体的面块朝向，塑造需要的黑、白、灰层次，增

强艺术效果。我认为，这种观察法对前期的观察缺乏引导，

它和中线观察法都不是一套全面的、系统的观察方法，而是

适合作为一种检查方法，对其他观察方法进行补充。

二、学生错误观察的习惯

通过在教学中的观察，我发现学生在观察对象的过程

中最容易犯以下几个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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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性。没有明确的观察目的、观察顺序。在观察过

程中如果没有目的性和顺序性，人的注意力容易分散，陷

入视而不见、观而不察的境地。不积极主动地由表及里地

分析研究对象，不去研究观察对象的内在形体，而是机械

被动地抄袭对象，很难深刻地、真实地表现对象。这样，

做出来的作业只能是一些局部的拼凑。

情绪性。学生容易对其感兴趣的局部投入过多的注意

力，甚至忘记观察的任务。如做人体时，喜欢做躯干，在躯

干的塑造上花大量的时间，而忽略对四肢和头部的观察，往

往是躯干已塑造得很细致，头、手、脚还在大形阶段。

笼统性。学生观察事物和现象往往满足于或停留于大

致的、笼统的、轮廓的观察，而不善于通过对比观察把握

对象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寻找对象的形体特征。如果长时

间脱离对象去感受、编造所谓的艺术效果，放弃对客观对

象感知能力的训练，就有可能造成感知能力的退化，失去

一个艺术家所应有的敏感性。这种毛病具体到泥塑写生中

的表现就是千人一面、概念化，等等。而这些毛病一旦形

成就很难纠正。

通过对各种观察方法的分析研究，借鉴目前写实泥塑

基础教学中各种观察方法的优点，针对学生学习中易发生

的错误的观察习惯，我总结出一套适合泥塑基础教学的观

察方法。

三、自觉观察法

“自觉观察法”是主动的观察方法，它是一个不断比

较、观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它要求学

生在观察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思考，有目的、有计划、有步

骤地进行整体比较。它是多种观察方法的结合运用。

1．自觉观察法的原则

思考性原则。“观察不仅止于看见事物，其中还包

括思维过程在内。”“须知所谓‘观察’不是消极地注

视，而是一种积极的思维过程。”[2]所谓“观察”，就是

既要“观”又要“察”，其本身就是一个思维过程。但是

从很多学生的作业可以看出，他们的“观察”只是一种粗

糙的看，观而不察，缺乏思考分析。学生应学会边观察边

思考，根据观察到的现象提出问题、分析其实质；要学会

区分对象的真象和假象，要排除塑造过程中的一些干扰因

素，如不要让模特脸上的皱纹干扰你对体积的观察。思考

能提高观察能力，观察能力的提高同样促进思维的进步。

思考性原则能促进学生各种观察能力的提高。

目的性原则。要具有良好的观察能力，在观察时首先

要具备一定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观察什么，怎样观察，要

达到什么目的，在观察前就应明确。如上泥之前，首先要

对模特进行全面的观察，根据模特的特点和自己的感受，

构思泥塑的动态和构图。如果观察目的不明确，学生就很

难发现这些现象。学生要学会在每一步观察之前先考虑好

要观察什么，逐步做到自觉地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选

择性的观察。目的性原则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整体性原则。整体观察要求我们全方位地观察对象，

将观察对象进行比较、

联系，而不能孤立、局

部地看它们。对观察对

象进行多方面（对象的

大小、长短、强弱、虚

实、明暗、厚薄、节

奏等）、多方位（包括

近距离观察和远距离观

察）的全面观察，获得

整体形象。只有通过比

较，才能进行全面观

察，从而取得正确的认

识。整体性原则能培养

学生认清问题的能力。

顺序性原则。根据目的制定观察计划，由大到小，从

整体到局部再到整体，从感性到理性再回到感性，有顺序

地观察，然后一步步地进行，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全面细致

地观察物体的每一部分，不会产生混乱。顺序性原则能培

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2．“自觉观察法”实施的方法与步骤

运用“自觉观察法”的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塑

造前期的自觉观察法、塑造中期的自觉观察法、塑造后期

的自觉观察法。每个阶段的观察都必须遵循思考性、整体

性、目的性、顺序性的观察原则。下面是我运用“自觉观

察法”辅导一位学生头像写生的过程。

塑造前期的自觉观察法

确定观察的目的：（1）确定动态、构图。（2）确定

大关系。

观察的思路：确定雕塑转台水平，调整雕塑转台的高

度，把准备开始塑造的泥塑架子与写生的对象置于同一视

平线，泥塑架不能放得过高或过低，以免造成视觉误差，

观察感受对象大的基本形特征、动态、神态、比例，进行

结构，构思动态、构图→把模特面对模特台的一边确定为

正面，利用这一面识别头、颈、胸的转动程度。上泥时，

先明确泥塑的高度，确定颈窝、下巴的位置，根据泥塑的

总高度，确定头和脖子的长度比例。根据头和脖子的长度

按比例确定它们的宽度。同时要注意观察模特的脸形特征

与头和脖子的朝向区别。根据先侧面，再正面，再侧面的

顺序观察，反复观察后堆出整个造型，确定动态、构图。

（先确定侧面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处于空间位置靠后的颈窝

处露架子，如图2。先观察侧面和正面，不看45°度等半

侧面的角度是因为侧面外轮廓线和正面的外轮廓线是整个

体积最宽的两个地方。根据这两个最宽的地方，里面的造

型就比较容易确定了。）→进一步调整动态与大关系，确

定大面块（这里要求学生理解掌握体积的横切面，如偏圆

柱形的脖子、偏圆方形的头部）→由于动态的关系，头、

颈、胸呈不同程度转动，各自有不同的朝向，没有同一的

正面、侧面，所以确定动态后，可以分别观察头、颈、胸

各自的正面、侧面，检查大形→根据由大到小顺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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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线、眼角连线（在头部的二分之一处），逐步定出

五官的位置。

塑造中期的自觉观察法

通过上一阶段一些明确、容易操作的步骤，学生可以

搭起大的框架，接着我们运用立体观察法。立体观察，观

察的是对象的空间与体积，所以要进行有效的目的观察，

首先要理解雕塑中的“空间”与“体积”两个概念。

雕塑是在三维空间里用物质材料创造出三维实体形象

的艺术，雕塑的根本特点是“立体性”、“三维性”，占

有三维空间[3]的体积。由于雕塑作品的立体性，我们可以从

不同的角度观赏，而绘画则只有一个观赏面，这差别决定

了它们在表达纵深感上的差别。雕塑的长度、宽度、纵深

是实实在在的，即使变换了视角，形体也不会因此产生变

化。这里所说的纵深就是我们要观察的空间。如我们要塑

造嘴巴，就要对比人中与嘴角，如果不能把两个嘴角的纵

深做出来，也就没做出空间。我们要树立起空间的观念，

才能正确地认识形体。（见图3中的A点与B点）。

雕塑是以特定物质材料创造出有体积的立体形象，以

体积来说话。体积有大小、饱满、凹凸、高低等形态，还

具有上下、左右、前后、里外等多个侧面，所以体积又称立

体。立体有方、圆、圆锥、圆柱、多面体、椭圆体等几何形

态的概念。在自然界中，各种形体都有大小、厚薄、长短、

曲直等或规则或不规则的形态组合。如人体，它是头部为圆

方形，颈部为圆柱形，胸廓为椭圆体，四肢为圆柱、圆锥体

等有节奏的有机结合。这里的“体积”还包含有体积感的意

思，我们说这雕塑的体积感不够，也就是说这雕塑的体积做

得不够。体积感即体积的量感，要表现体积重或轻的量感不

是取决于堆泥的多少，而是通过正确的塑造来体现的。雕塑

的体积感除了通过正确的塑造来体现外，还要依靠光线来呈

现。如拿闪光灯给雕塑拍照，从拍出来的照片可以看到雕塑

的体积感显现不出来了。所以要正确塑造雕塑的体积，我们

写生时还要注意泥塑摆放位置的光线是否合适。在雕塑中，

体积和体积感是造型艺术重要的表现因素之一。

理解了雕塑中的“空间”与“体积”两个概念后，我

们就可以进行有目的的观察。

观察的目的：找出对象的空间与体积，深入塑造。

观察的思路：运用由大到小顺序观察，从正面、侧面，

逐步找出对象五官大的空间与体积，遵循整体性原则，比较

观察每个局部。如做眼睛时，要同时考虑两眼的位置，找出

各形体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衔接关系。当确定正面、侧面

的形体后，再以45°等半侧面的角度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

观察，检查各形体的横切面。然后，理性分析对象的形体结

构，深入刻画五官，塑造对象的纵深感和体积感。

塑造后期的自觉观察法

观察的目的：整体调整，取舍刻画。

观察的思路：上一阶段的“自觉观察法”是理性分

析，局部深入，这阶段则要回到感性，整体调整。这一阶

段的自觉观察法也可以看作是检查的方法。到这里已不需

要用具体的操作步骤，只需要进行多方位（包括近距离、

远距离观察）的全面观察，进行分析、比较、调整，检查

是否失去我们最初对形体的新鲜印象；检查形体之间的衔

接，体积之间的强弱、虚实、空间、节奏、质感的对比；

利用素描明暗关系，调整形体的面块朝向，加强或减弱泥

塑黑、白、灰的效果；刻画神态，增强艺术感染力等。

以笔者本人的教学实践来看，“自觉观察法”是一套

适于基础教学的整体观察方法。从学生的作业来看，其质

量与完成速度都有了进步。通过对雕塑的“空间”和“体

积”两个概念的理解和立体观察方法的掌握，大部分学生

的观察水平都有了提高。学习观察方法后，学生有了明确

的目的和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学生视而不见、观而不察

的情况大为好转，学习更加积极主动。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教会学生知识的

同时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获得知识的能力。在学习中养成良

好的观察习惯比拥有大量学术知识更为重要。养成良好的观

察习惯，学会正确的观察方法，就为学习美术的可持续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教师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要教给学生

有目的、整体的，有计划与思维相结合的观察方法，充分调

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培养学生良好的观察力。总

之，“自觉观察法”是一套目的明确、易于操作、条理的、

适用于基础教学的整体观察方法，使观察方法的教学更具

体，更清晰，使学生能更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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