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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走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不仅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专家学者，同时也需要大量熟练掌
握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技术型、技能型劳动者。
技术技能型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
而在培养技术技能新人才方面，职业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高等职业教育在近几年的发展历程中，走了一些创新之路，如“双师型”、“双元制”、校企合作等
的出现，无疑给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增添了新鲜的元素。
职业教育的模式在经历了这些探索、变化过程以后，如今的方向应该是“工作过程导向”模式，因为
在当今生产技术知识和工作过程高度渗透的时代，任何技术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技术过
程和社会过程（职业活动）的结合，人类的认识只能以整体化的形式进行。
因此在工作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也必须与整体化的实际工作过程相联系。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的学习领域涉及工学和艺术专业学科的交叉，可以说是一门综合艺术设计
与表达和建筑技术与管理的新兴学科。
在推广这种行动导向的教学过程中，教材建设也要跟上时代步伐。
但同时应该看到，由于院校众多，师资力量、学生生源不尽相同，甚至相差较大，当前一些示范性院
校教材遭遇到不能通用的尴尬，鉴于此，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组织了全国30余所院校，以示范
性院校教材为方向，同时充分结合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的发展现状，启动了《普通高等教育高职高
专土建类精品规划教材（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的编写和出版工作。
　　本套教材针对高职高专土建大类的建筑装饰技术专业编写，以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基础，
采用模块单元、任务导向的编写思路，结合就业情况编写，内容上简化理论，突出结论，列举实例；
同时充分吸收传统教材优势，将“教学计划”和“教材”予以区分，协调基础知识和实践运用的关系
。
在分册编写上有所区分，大部分分册以“模块一课题一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情境”的模式编写
，一少部分以知识讲解为主的分册则仍采用传统章节的形式，但提高了课后实践作业的要求。
　　本套教材可作为高职高专建筑装饰、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设计及其他相关相近专业作为教材使用
，也可供专业设计人员及有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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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教材结合高职高专课程改革精神，吸取传统教材优点，充分考虑高职就业实际，以模块教学、任
务导向的思路编写。
本书引入模块式教学理念，包括模块1：形体结构表现训练（课题1 结构性素描训练，课题2 表现性素
描训练），模块2：建筑环境造型表现训练，模块3：装饰环境色彩训练（课题1 色彩认识与感知训练
，课题2 装饰环境色彩设计。
各课题分为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情境三部分讲解。
　　本教材可作为高职高专建筑装饰、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设计及其他相关相近专业作为教材使用，
也可供专业设计人员及有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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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灰调：即物体受光线侧射的部分，是受光较弱的亮部，起着亮调到明暗交界线过渡的作用，
故亦成为中间调子。
其主要特征为由浅及深，直到明暗交界线为止。
　　3）明暗交界线：即物体受光与背光的交界地带，暗部从这里开始，是暗部色调最重的部分。
明暗交界线实际上是个面，也称明暗交界面。
物体的形状千差万别，明暗交界线虚实变化很大，根据物体面的转折不同，其色调层次变化也较为丰
富。
例如立方体的明暗交界线强烈而清晰，与亮部的明暗差别大；球体的明暗交界线则呈较宽的带状，向
亮部和暗部的变化丰富而微妙。
明暗交界线是物体明暗造型的关键，明暗交界线的形状与特征体现了物体的结构和体积特征。
因此，画好明暗交界线就能够更好地塑造出物体的体积感。
　　4）反光：即由物体的暗部接受环境光反射所形成的，在物体的暗部调子中，反光是相对亮一些
的调子。
而反光的强与弱是由物体质地和环境光两个因素决定的。
如果物体表面质地越光滑且明度越浅，反光就越强越清晰，例如不锈钢、陶瓷、玻璃、丝绸等；如果
物体表面质地越粗糙且明度越深，反光就越暗，例如泥陶、木头等。
通常情况下，暗部的反光再亮也不如灰调。
　　5）投影：即物体在承受面上产生的阴影，因物体遮挡光线而产生。
由于透视和空气感的因素，投影也有明暗变化。
通常情况下，靠近物体边缘部分的投影比较深而清晰，离物体远的投影边缘部分则比较浅而模糊；物
体的固有色深投影也深，物体的固有色浅投影也浅；光源强且离物体近投影就清晰，光源弱且离物体
远投影就模糊。
　　物体明暗的“五调子”是在“三大面”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划分，实际上也是“三大面”明暗关系
的延伸。
但物体依据结构的不同，其色调层次及变化其实是极为丰富的，远不止此。
“五调子”只是概括的分法，目的是便于我们正确理解物体的明暗关系。
在实际绘画中，物象更加细腻的色调层次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和体会，近而使画面层次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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