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2-1 藝術家描繪
日常所見，以畫面呈現

每個動人時刻。

向明光(西元1966年～)／

含蘊／2000／鉛筆˙紙／

55×75公分／私人收藏

畫出我的日常
第  2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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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的美好，時常感動著我

們，當我們心靈觸動的剎那，總

希望可以記錄下那動人的瞬間，記

錄的方式或許是一首曲子、一段文

字，或是一幅畫面。現在就讓我們

一起來學習掌握物體的樣貌與明

暗，以及安排畫面的空間與構圖，

畫出屬於我們的日常吧(圖2-1)！

•  能運用媒材與技法，經由單一物體的

描繪，學習使用線條、明暗、筆法與

透視等表現技法，畫出立體感和透視

感。

•  能體驗藝術作品，了解平面作品中表

現空間的方法，以及視點變化等藝術

常識。

•  能體驗藝術作品的構圖方法，並能掌

握構成要素和形式原理。

•  能應用藝術知能，表現和記錄生活美

感。

學習目標

[ 藝術詞彙 ]  透視感／明暗調子／筆法／ 

構圖

[ 藝 術 家 ]  向明光／林布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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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生活中的美好片段
　　在我們的生活周遭所看見的小狗、人、建築、街道等實體，都具有體積。

如果想要把這些物體與立體空間畫在平面上，應該要如何著手呢(圖2-2)？

　　我們能運用透明板協助描繪眼前景物。例如：想要繪出公園中的樹或橋，

可以先坐定位置，拿起一片透明板，視線透過透明板觀看景物，直接在透明板

上描繪景物的外形輪廓，如果再加上明暗，就會看起來更有立體感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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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藍筆

鉛筆

奇異筆

色鉛筆

0.5藍筆

炭筆

 圖2-2 仔細觀察繪圖的對象，運用適當的畫筆和執筆方式，
可幫助我們描繪。

　　描繪前，可以依據畫筆特性做選擇，不同

類型的筆，都能成為描繪工具。描繪時，需留

意執筆手勢，若以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持握筆

桿前端，適合小範圍的重點描繪。而若以大拇

指和食指持握筆桿約三分之一位置，則適合大

範圍描繪線條和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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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線與面開始
　　線條是描繪的基礎和重要元素，能為作品帶

來多樣表情。在不同的情況下，可選擇不同的線

條表現，包括深淺、粗細、曲直、輕重、長短與

疏密等(圖2-3)。

　　取一片葉子，先將葉子壓在紙上，筆沿著葉子

邊緣描畫，練習以曲線畫出輪廓，接著拿開葉子再

畫一次，仔細觀察葉子形狀、畫出輪廓和葉脈，練

習輕重與粗細的線條表現(圖2-4、2-5)。

 圖2-3 各種線條表情。

黎曉鵑示範

4畫出輪廓和葉脈。3再次描繪外形輪廓。

1將葉子壓在紙上。 2筆沿著葉子邊緣描畫。

 圖2-4 這件作品包
含哪些線條表現呢？

以不同線條畫出輪廓和

葉脈／黎曉鵑示範

細／輕

重

粗

曲

輕→重

連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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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探索

1.�思考和葉子有關的關鍵詞。例如：毛毛蟲。

2.�在右側方框的A點和B點間，畫出一條連結

兩點的連續線條，展現關鍵詞，線條可重

疊，但不可中斷或分岔。

3.�拿起課本，連接同學畫好的圖，一起進行線

條的圖畫接龍。

自我檢視

•  是否有畫出一條連結A點和B點，且為連
續的線？

•  是否有展現出和葉子有關的關鍵詞特色？

ＡＡ ＢＢ

 圖2-5 觀察葉脈，你發
現什麼樣的變化？

各種葉子的描繪／陳志富 (西

元1996年～)示範

線條接龍線條接龍

ＡＡ

BB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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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珠筆

　　以線條畫輪廓和葉脈之後，可再

使用重複、堆疊的線條(圖2-6)，或水

性媒材單色疊加，描繪葉面和葉脈的

凹凸變化(圖2-7)。

 圖2-7 這些繪畫媒材是如何表現出凹凸變化？

不同媒材的葉面表現／張意佳、黎曉鵑、陳志富示範

 圖2-6 各種重複的短線條。

黎曉鵑示範

奇異筆

色鉛筆

原子筆

2B鉛筆

水性色鉛筆

單色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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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點改變物體樣貌
　　當我們將物體放在畫面中，從什麼角度觀看，決定了

物體在畫面中的樣貌。

　　固定的單一視點包括仰視、平視與俯視等角度(圖

2-9)。不同的視點會形成不同的樣貌，也會讓觀看者得到

不同的感受。如果想畫出自己書桌上的文具，俯視是個好

選擇；若是想要清楚畫出鉛筆盒的長度、寬度與深度，介

於俯視與平視間的角度就很適合(圖2-8)。

 圖2-8 圓形的物體，在有些視角會成為橢圓形，比較看看，從不同的視點觀看膠
帶，膠帶橢圓形的長軸與短軸有什麼變化？

繪圖前，先試著想想看，我的

畫面中想要畫出哪些資訊，再

選擇適合的視點來表現。

小叮嚀

  仰視  

  平視  

  俯視  

 圖2-9 杯子的不同角度。

陳志富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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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0 圖片中善用透視可以表現出膠水誇張的
深度。想想看，和平常看到的膠水有什麼相異處？

黎曉鵑示範

表現空間遠近
　　描繪作品時，我們能藉由物體

的高低關係、尺寸大小、重疊、明 

暗調子多寡與清晰模糊等，來表現 

物體在空間中的前後關係(圖2-10)，

或可以使用透視，在平面上畫出近

大遠小的關係，模擬立體空間的遠

近感(圖2-11∼2-13)。

21  圖2-11 想一想，1和2分別
是以哪些方法表現空間中兩顆橘

子的前後關係？

陳志富示範

 圖2-12 書報採用
透視描繪，觀察書本上

方平面的形狀，說說觀

察到什麼？

黎曉鵑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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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探索

按照圖2-14的步驟，試著畫出一個具有透視感的六角體吧！

1.		將矩形上方的黑點，當作消

失點。

2.		以矩形的角為起點，黑點為終

點，畫出直線。若從某一角畫直

線時，線條會和矩形輪廓線交

叉，則該角不畫線。

3.		選定適當距離，畫出長邊和

短邊平行位移的線條。

4.		將多餘的線段擦去，具有透視感

的長方體就完成了！

 圖2-14 具有透視感的長方體繪圖示範。

黎曉鵑示範

自我檢視

•  觀察畫好的六角體，
有呈現空間的遠近感

嗎？

•  表現六角體深度的邊
緣線，有相交在消失

點嗎？六角體後方的

輪廓線，有和前方的

六角體呈現平行位移

關係嗎？

1 2

 圖2-13 採用透視描
繪的商店。這種透視表

現，可以呈現出什麼樣

的視覺效果？

明湖國中學生作品

畫出透視感畫出透視感

第2課  31 視覺

03_110(1)中藝1上視覺_L2_畫出我的日常_p22-39.indd   3103_110(1)中藝1上視覺_L2_畫出我的日常_p22-39.indd   31 2021/12/24   上午 11:05:372021/12/24   上午 11:05:37



創造立體感
　　依照決定好的視點，

將物體的輪廓畫出來，接

下來就可以加上明暗調子

與筆法，讓物體更有立體

感。物體的表面因為和光

源距離不同，而有明暗深

淺的差別。在光源的相對

位置上，因物體阻擋產生

影子。物體與影子皆可以

不同的明暗調子表現層次

(圖2-15、2-16)。

 圖2-15 圖中分別是以交錯的線條、重疊的點，畫出球體的明暗調子。
除了這些表現筆法，想想看還有什麼樣的表現方法？

陳志富示範

影子中間調亮部 影子桌面反射 亮暗交界

  桌面的反射  

  亮暗交界  

  中間調    亮部  
  高光  

  影子  

物體因光線照射，表面會產生亮

暗的差別，愈接近光源的地方會

愈亮，愈遠則愈暗。當物體放在

桌面上時，接近桌面的地方會有

反射光線，此時，這個反射光的

區域，雖然離光源最遠，卻不是

最暗的。

小叮嚀

明暗調子

調子是指不同明度的黑白層次，在

畫面上由淺漸次變化到深，可�

以表現出物體明暗。

筆法

下筆時形成的線條，有輕重及不

同方向，稱為筆法。

藝術小百科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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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6 光直線前進時，被物體
擋住路線，物體另一側缺少光的地

方，即為影子。影子的形狀和範

圍，約略等於物體的上方平面，如

1膠帶上方平面是橢圓形，可以在
其平行位移的地方，畫上橢圓形的

影子。影子愈接近物體邊緣，調子

愈深，愈遠則較淺。2立方體與3
六角體等不同形狀的物體也是由此

種原理繪出。

黎曉鵑示範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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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明暗調子的表現外，還可以順著輪廓或紋理的方

向使用筆法，讓物體有立體感後，物體的形態也可以表現

得更自然、更明確、更有條理(圖2-17、2-18)。

　　水墨畫中，筆法的運用相當多元，描繪物體時會使用

不同的筆法表現(圖2-19、2-20)。西方繪畫的筆法運用則常

見於素描作品，用以表現明暗調子，十九世紀後半，許多

藝術家開始更加重視作品中的筆法運用(圖2-21)。

 圖2-18 不同的面使用不同
方向或重疊的筆法來表現。

陳志富示範

使用筆法前，先仔細觀察再下

筆：物體的形狀、物體局部塊

面的角度變化、表面紋理的方

向、布類紙類的皺摺往哪個方

向摺疊或彎曲等。找出物體形

態的規則，順著方向去畫，多

加練習，會愈來愈得心應手！

小叮嚀

 圖2-17 立方體與有皺摺
的布類，分別使用了不同的筆

法，說說看它們各是如何呈現，

這些筆法可以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陳志富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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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21 藝術家使用許多弧形和彎曲筆法描繪這隻大象。想想看，這些筆法和大象的皮膚有什麼關係？

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西元1606～1669年)／一頭大象／1637／黑色粉筆˙碳筆˙紙／17.9×25.6公分／大英博物

館／英國倫敦

 圖2-20 水墨畫中依照石頭的形態加上筆法，表現紋
理與立體感。

芥子園畫譜

 圖2-19 這件作品是依據什麼樣的
原則，決定線條的描繪方向？

陳志富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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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

構
圖

　　接著，加入視點的考

量，像是排列成直線的水

果，若以平視視點描繪，藉

由調整其高低關係、尺寸大

小、色調層次、清晰度等，

強調主角弱化副角，就能產

生賓主關係(圖2-23)。  圖2-23 強調賓主關係。 

 圖2-22 放置物件的位置。

　　兩個以上的物體畫在畫

紙上，必須思考構圖方式。

例如：在畫紙上畫出五顆水

果。首先，可以從平面構成

開始思考，試著將它們放置

成直線、圓形或三角形等

(圖2-22)。

構圖中的賓主與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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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24 創造畫面變化與均衡。

陳志富示範

均
衡

　　或是以俯視45度角，描繪蘋果或芭樂。首先，先調整賓主關係，再

調整位置，將彼此拉開距離或相互靠攏，就能創造出變化，又能達到畫

面的均衡，這些都是關於構圖的思考(圖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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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 思藝

自我檢視

•  畫好的鋁箔包輪廓，是否與觀察的視點相符？

•  描繪鋁箔包深度的邊緣線，是否相交在透視的消失點？

•  有沒有表現出五種以上的明暗調子？筆法有沒有順著物體方向描繪？ 
陰影是否在光源的相對位置上？

讓日常變得更有趣

　　陽光明媚、秋高氣爽的日子，和同學一起

在操場運動、課餘在走廊聊天，或美術課時沉

浸於藝術世界，這些都是生活中的美好片段，

畫下曾接觸的物品，如書本、膠帶、牛奶糖、

棒球和飲料罐等，也同時留下動人的記憶，若

以它們為基礎，運用物體接龍的方法，會讓美

好的日常變得更有趣！

㈠畫出立體感和透視感

　　觀察圖2-25，練習畫出一個鋁箔包飲料。

   ‧ 創作步驟

   1. 參考圖2-25視點，描繪鋁箔包輪廓與細

節。

   2. 觀察光線來源，先在鋁箔包的三個面，

加上不同的明暗調子，再增加細節的明

暗調子。

   3.下筆時，留意使用適當筆法。
 圖2-25 鋁箔包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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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視

•  所繪的圖像和原有物體的特性是否相關？

•  從物體輪廓、明暗調子與筆法等，檢視是否已掌握日常物品

描繪的方法？

 圖2-26 利用膠帶拉長的特性擬人化，加上伸長的舌頭，想一想，
膠帶還適合接上什麼主題？

黎曉鵑示範

1. 我能了解視點、明暗調子、筆法、
透視等藝術常識。

     

2. 我能體驗藝術作品，了解平面作品
中表現空間的方法。

     

3. 我能運用線條、明暗、筆法、透視
等表現技法，描繪單一物體，畫出

立體感和透視感。

     

4. 我能認識藝術作品的構圖方法，並
能掌握構成要素和形式原理。

     

5. 我能應用課本所學，創作有趣的 

作品。

     

6. 我能應用藝術知能，表現和記錄生
活美感。

     

自評表

　　完成下列的自我評量表，檢視自

己的學習成果，得到的　　愈多，表

示學習效果愈好。

對於本單元的學習，帶給我哪些

感受或心得？

㈡物體接龍

　　參考線條接龍的概念，選擇本課畫過的

物體，先畫出一半的形體，再思考適合與物

體結合的主題，讓日常活躍起來吧(圖2-26)！

   ‧ 創作步驟

　　先將紙對摺，在左半部畫上膠帶，對

摺的紙張翻面，在右半部接續膠帶線段，

畫出嘴巴與舌頭。

   ‧ 完成品範例

進行創意思考的時候，可以先思考物

品本身的特性或是功能，再結合適合

的主題與方法，作品將會更有意思！

小叮嚀

創意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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