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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着“学透视关键在于运用”的教学目的和“学透视必须解决透视概念”的教学环节，通过对
透视绪论、透视的原理和规律、透视关系“三要素”、视位“三位置”的选择、物体的“三方位”空
间、曲线的透视、光影透视、中国绘画的视觉空间等章节的阐述，使学生能够与实践相结合较为系统
地理解透视的原理、掌握透视的基本规律，并引导学生学会“理性”的思考和探究，在体验与反思中
学习，在探究中创新，从而实现透视基础技法理论在绘画中的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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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在现代绘画基础教学中，为了培养学生对现实生活的写实能力和对生活感受的表现能力，
不能总是按照儿童时期的先天性的欣赏习惯去看待和表现自然。
对于初学者，一但进入课堂训练阶段，就要按照现代科学的教学方式接受教育，就像练习书法，首先
要去掉不良习气那样，去掉视觉偏见。
而后，再通过科学的训练方法，对其输入古今中外丰富的绘画常识，进一步形成新的而又符合现实规
律的造型观念。
怎样达到这一教学目的？
怎样使学生以新的观念去主动观察和表现自然空间，牢固树立造型观念？
这不但是学生的事，更是教师如何有效地引导学生步入绘画之门，从而顺利接受课堂造型训练的重要
课题。
为了使初学者有一个在思想观念上的过渡和转变，有效地提高学习兴趣，因此，在正式开课之前，先
谈以下几个学好透视学的认识问题。
第一节 关于中西绘画透视说在中西两大绘画体系中，透视观察的出现和萌生，从古代就已经开始。
当人类企图把看到的自然景象，用绘画形式描画出来时，必然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透视问题。
在现今许多透视学著作和透视教学中所通用的透视图解法，大约在200年前人们就已经察觉和懂得，并
且在描绘自然景象时有所运用。
根据现有资料发现，透视知识的掌握和在绘画中的运用可能还会更早些，这从后石器时代（35000
至15000年前）的甲骨上的刻画和图画中，就可以找到对简单透视现象初步认识和运用的迹象。
从绘画发展史中可以看出，透视学是历代画家认识自然，并对视觉空间进行不断探索、研究而产生的
。
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国家，在艺术与科学相结合这一“艺术科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了
系统而完整的透视学，并且视为当时绘画艺术的主要支柱，现已成为绘画基础教学中的技法理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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