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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职业教育开办计算机图形图像及相关专业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市场需求，作为高等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应以&ldquo;实用性人才培养为主，同时注重技术与艺术结合&rdquo;为其教
育理念，坚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计算机图形图像专业美术基础教学的
方式、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找出一条适合专业特点的办学之路。
媒体是知识和信息的一种载体，它不仅包括计算机、网络领域中的文本、图形与动画的制作，还包含
电影、电视领域的图像与声音合成等内容。
学科的综合性要求学生对美术要有较深刻的认识，在进行专业设计时，能够运用美的形式规律，创作
出具有艺术美感的媒体作品。
媒体专业的学生如果美术基础薄弱，即使拥有较高的计算机专业技术，但因缺乏艺术的表现力和创造
力，也不能更好地表达设计理念。
只有技术和艺术进行完美的结合，才能使这一专业优势发挥到极致。
本书力求通过美术基础技能训练，强化学生们对美术基本造型及色彩表现的认识。
内容上第一章涉及了美术的基础知识：美术的分类，美术的发展简史；素描的基本规律的认识（本章
建议理论学时为5课时）。
第二章着重进行二维平面绘画训练，强调在平面造型中对形态的认识、通过训练掌握一定的平面形态
变化的规律（建议理论学时为5课时，实训学时为1 0课时）。
第三章进行基本的透视学学习，掌握透视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画法，为三维表现奠定基础（建议理论学
时为8课时，实训学时为l 2课时）。
第四章是三维空间训练与结构训练，通过几何形态强化学生对三维空间的认识，建立三维空间概念；
同时抛开以往美术学院的系统性训练模式，寻找适应计算机图形图像专业特点的速写训练、想象训练
，提高学生的形象表现力与创造力（建议理论学时为1 5课时，实训学时为20课时）。
第五章色彩的训练，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色彩的基础知识；强化装饰色彩练习以及色彩在设计中的运用
的训练（建议理论学时为1 2课时，实训学时为18课时）。
另外，本书配有助学课件光盘，光盘内列举了与教材有关的专业知识，主要包括：学习指南、教学资
源、案例练习、经典素材、作品赏析、在线测试等内容。
每个模块下还包含着大量的美术知识、精美图片、教师作品等内容，容量大、制作精，是美术知识学
习的辅助手段。
本书适用于计算机图形图像及相关专业的美术基础训练，建议用1 00学时左右，解决学生的美术技能
训练问题，在训练上力求在课堂内解决实际问题，训练难度相对较低，通俗易懂。
本书由吴忠正、毕万新主编，陈新宇、邓晓新、李琴、祖秀霞副主编，吕振凯、顾兆旭、翟淑光参加
编写。
感谢宫振喜、李树春等为本书作插图。
尤其要感谢为本书课件的完成付出艰辛劳动的全体制作成员。
感谢中国美术学院的辜居一教授在百忙中拨冗审稿。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疏漏浅薄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同行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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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基础》是教育部新世纪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成果教
材，由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教学改革有关试点院校编写。
《美术基础》力求通过美术基础学习，强化学生们对美术基本造型及色彩表现的认识。
内容上着重进行二维平面绘画训练、三维空间训练与结构训练，强调适应多媒体及相关专业的特点进
行速写训练、想象训练，强化学生对三维空间形态的认识，提高学生的形象表现力与创造力；进行系
统的色彩专业训练，培养对色彩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审美情趣，为多媒体作品的设计与创作奠定美术基
础。
《美术基础》还配有助学课件光盘，制作精良，信息量大，适合相关专业学生和美术爱好者使用。
《美术基础》适合于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本科院校
及其二级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和民办高校使用，也适用于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使用，还可供
计算机专业人员和爱好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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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绘画的种类繁多，每一个画种都有其独特的绘画工具、材料、形式语言和表现手法。
同时，这些绘画之间的艺术规律是相通的，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2.雕塑雕塑是造型艺术的重要形式之一，是由各种物质材料（石质、木质、金属、陶土、玻璃钢等）
构成的，被称为&ldquo;凝固的舞蹈&rdquo;。
根据所占空间可分为圆雕、浮雕和透雕等种类。
3.建筑建筑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宫殿、城堡、别墅、民居以及各类公共建筑设施，在其实
用功能的基础上，又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不同艺术风格的建筑会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感受。
4.工艺美术工艺美术和人类的衣、食、住、行联系最为密切。
工艺美术根据种类的差异，有着不同的材料运用和生产T艺要求，它是实用性与装饰性并重的一门造
型艺术。
1.1.2美术发展简史1.美术的起源美术的起源众说不一，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模
仿说：这是一个古老的学说，由古希腊的哲学家提出，他们认为&ldquo;模仿是人的天性&rdquo;原始
人在生存的过程中，随着对环境的熟悉，对周围的一切形象或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表现欲望，自
然会通过绘画的形式把它们描绘下来。
古代的岩画往往是原始人类模仿自然的最好见证，如我国内蒙古的阴山岩画，描绘了舞蹈、狩猎等画
面；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描绘着野牛形象。
由此可见，模仿行为是美术产生的重要因素。
劳动说：此学说认为，劳动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劳动使手的灵活性日趋完善，达
到&ldquo;心手合一&rdquo;的状态。
劳动的过程中人类也发现并认识了美。
我国大多学者还是倾向于美术来源于劳动这一学说的。
游戏说：此学说认为，游戏是抛开功利目的束缚的一种快乐与享受。
各种艺术如舞蹈、音乐、绘画便产生了。
游戏说强调人们在劳动之余心境上寻找一种寄托，情感上得以宣泄的方式，从而达到放松身心的目的
，游戏是人的一种天性，美的萌动由此产生。
巫术说：此学说认为，原始人由于对自然界中的各种自然现象无法理解而产生一种极强的神秘感，认
为有神灵在控制着一切。
原始人部落的图腾崇拜，巫师所描绘的形象或象征符号，便是美术产生的起源。
关于美术的起源说法还有很多，但是归根结底还只能算是推测。
要了解原始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并非易事，还需要依靠现代科技的进步才能揭开远古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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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美术基础（第2版）》    学
习美术能够提高我们对客观世界的审美认识。
通过对美术技能的掌握又能帮助我们创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传递信息。
美术训练就是要通过行之有效的方法，使赖以进行艺术思考的右半脑得到突出锻炼，提高我们对客观
世界的感性认识，从而拥有对形象的想象和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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