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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近年来美术高考色彩试题题型动向分析　　色彩考试是造型艺术、设计艺术类专业考试的主
要科目。
它与素描考试一样是获得艺术院校录取资格的必考科目；色彩课也是各大美术院校的专业基础课。
近年来，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招生人数在不断增加，而考生人数也急剧增多。
从2007年普通综合性高校的招生情况来看，一般招生人数只占报名人数的1／80或1／100。
许多院校都在外省设立考点.以2007年为例，有200余所院校在湖南省设立考点，这就带来了许多不便
因素。
另外，考试的形式也有了变动，如以前在色彩考试中80％以上的考题类型都是以写生的形式进行的，
而现在80％的试题采用静物默写形式。
这种默写形式既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又适当减少了考务工作，成为当今色彩考题形式的主要趋势。
色彩默写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1.向每位考生或每组考生提供一张有线描稿的小构图，要求按图
示内容默写完成命题。
　　2.向每位考生或每组考生提供部分静物和一段文字说明。
指出画面中需要出现的物体及其数量，要求考生根据考题的文字要求自行构图与组织色彩。
　　3.只向每位考生或每组考生提供一段文字（说明其具体默写内容）或简短主题（如“早餐”），
由考生自行构图完成命题。
　　作为高考，默写与面对静物写生，有着质的不同。
但默写仍然是以写生为基础的，需要凭借熟练程度和平时经验的累积来表现、发挥，理解能力也非常
重要。
只有各方面完美结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从而在众多试卷中脱颖而出。
　　二、默写考试中的重点、难点分析　　默写中的一些基本知识直接决定着画面效果，考试是对各
考生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检验。
　　1.在平时的写生训练中要牢记一些常规的构图形式和构图的节奏感，如注意画面中主体物的位置
、大小，与陪衬物的疏密关系、前后空间关系，以及整体画面的视觉效果是否平稳等等。
　　2.其次是色调和光源的表现，需注意光源是否一致.画面中物体的亮部和暗部是否统一，投影的方
向是否一致，色调处理是否统一而有变化，衬布与物体的组合是否具有美感，等等。
色调处理的好坏往往直接影响画面的效果，从而影响考试成绩。
用笔塑造是平时训练结果的体现，用笔娴熟轻松能体现出考生扎实的基本功。
笔者在考前一线工作了十余年，认为写生与默写要相互结合，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同一组静物先写生再
默写，这样便于记忆、揣摩、理解，以达到熟练运用的效果。
当然，临摹与默写相结合也会有些效果，但相比之下不如前者见效快。
　　3.考生在色彩考试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构图不合理。
太偏、太散、太聚、太挤、太空的构图都是不完美的，饱满合理的构图才是好的。
一般情况下把物体纳人一个近似三角形或梯形的构图里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构图在整体上要主次分明。
　　透视的问题，特别是在桌面透视较大的情况下，更要注意透视的准确性，不然会感觉静物不在一
个平面上。
　　形体感觉太弱，没有力度。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加强体面的感觉。
培养用色彩塑造形体的能力。
　　粉。
“粉气”是水粉画中常出现的毛病。
出现这一毛病的主要原因一是用粉不当，将过多的白粉调入暗部，使暗部色彩失去透明感；二是色彩
倾向不明确，缺少纯度高的色彩，没有对比变化。
要避免粉气，解决的办法是：在描绘物体暗部色彩时，尽量调出色彩的倾向性，画亮部的色彩时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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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明度对比、冷暖对比，尽可能将色彩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
　　灰。
灰是指在色彩上没有拉开明暗、纯灰距离，使画面显得灰蒙蒙的，缺乏精神。
画面显灰与用色太脏或太粉有关。
要改正灰的缺点，就必须加强色彩的冷暖、明暗对比度。
　　脏。
脏主要是用色和用笔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用色时，混合的色彩种类太多，尤其是补色混合，使画面色相不明确，造成画面脏；用笔时，心中无
数，改动次数太多，使底色泛上来，也容易显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碰到暗部就用黑色，也容易使画面显脏。
建议初学者在习画时，少用或不用黑色.尽量用各种深色来描绘暗部。
　　花。
也可称为乱。
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色彩关系乱：二是素描关系乱。
纠正方法是：加强对色彩进行整体观察、比较的作画意识，对色彩规律及素描规律要有所了解。
　　生。
生主要是指画面大多数颜色纯度太高，缺乏灰颜色。
如果直接用原色和纯色作画，画面看上去就会很生硬。
解决的方法是：观察、分析物体在特定环境中受光源色和环境色影响所产生的色彩的微妙变化，适当
地运用纯、灰对比关系，不轻易用纯色（原色），这样才能使画面产生明快而沉着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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