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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花鸟画技法 课程代码 11060408

课程类型
公共通识课（ ） 公共选修课（ ）
专业基础课（ √ ） 专业核心课（ ） 专业选修课（ ）

总学时 64 总学分 2

学时分配 理论讲授学时： 16 实践学时：48

授课学院 专业 班级 人数

美术学院 书法学专业 书法（本）2002 32

考核方式 考查（ √ ） 考试（ ）

课程
简介

花鸟画技法课程是书法专业选修课程，目的是让学生更进一步了解和涉猎
“书画同源”在中国传统绘画的体现，尤其是宋元画坛人士多主张书法和绘画
同源，即宋元文人画兴盛以来，书画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与气韵生动、骨法用
笔等有着紧密联系。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互相影响，形成了中国画显著的
融诗、书、画、印于一体的艺术特征，在花鸟画方面被表现的尤为突出，在课
程设置上以工笔花鸟画为主要教学内容。

案例
简介

本案例以《花鸟画技法》当中工笔花鸟画设色技法为例，探讨中国花鸟画
当中课程思政教育资源的开发与课程设计，通过挖掘思政元当中素，建立本单
元学习与立德树人的关联，引导学生真正明白中国花鸟画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与
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生物的审美关系，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它往往通过抒写作
者的思想感情,体现时代精神,间接反映社会生活，在世界各民族同类题材的绘画
中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

使用
教材

无

学情
分析

《花鸟画技法》的授课对象为 2020 级大二年级书法学专业的学生，书法学
专业学生由于入校考试是以书法专业考学，故有一定的笔墨基础，但缺乏绘画
造型基础，对于中国画当中传统的墨法技巧缺乏训练，故 2020 级学生在学习《花
鸟画技法》的学习表现出了较大的学习动机和内驱力，具有创新意识和探索能
力，愿意为学习中国传统的花鸟画技法付出努力和汗水。

参考
资料

[1]《郭味蕖讲花鸟画》，郭味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 月
[2]《芥子园画传》，王㮣，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年 4 月
[3]《历代名画录：梅兰竹菊》（上、下），霍春阳，江西美术出版社，2014 年
1月
[4]《中国画历代名家技法图典》（花鸟编上、中、下），卢辅圣，上海书画出
版社，2003 年 8月
[5]《中国花鸟画史》，叶尚青，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年 10 月
[6]《中国花鸟画史》，孔六庆，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 年 1 月
[7]《中国花鸟画技法》，孙其峰，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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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主题 工笔花鸟画设色技法

所属章节 工笔花鸟画设色技法（一）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通过中国花鸟画的设色技法的讲授，使学生了解工笔花鸟画的设色技

法。
能力目标：

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工笔画设色工具，掌握传统设色方法，了解特殊
的设色技法。
素质目标：

感受工笔花鸟画主要是以写实为意境特点，都是通过“实”来表现出
“意”，表达了一种写实的精神，“实”的基础上还要完美的表现出意境
的情感。

教学重点
通过工笔花鸟画设色的实践练习，使学生基本掌握中国画颜色基本规
律、调配方法、设色的步骤过程等技巧。

教学难点 掌握中国工笔花鸟画的设色方法。

课程思政
融入点及
实现方式

本案例选取《花鸟画技法》理论教学设色技法部分。在确定理论课讲
授的基础上，进行有效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融入。挖掘的思政元素是思政元
素和词汇学习有机融合的具体实现途径：

工笔花鸟画设色技法：
通过让学生学习工笔花鸟画设色技法能让学生融入思想，深刻了解中

国花鸟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它不是为了描花绘鸟而描花绘鸟，不是
照抄自然，而是紧紧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生活遭际、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
给以强化的表现，引发学生对中国画的深入思考，培养思辨能力，并进行
价值塑造。

教学策略

本节在教授过程中，通过问题导入、产出导向、合作式学习等多元教
学方式，使学生掌握工笔花鸟画设色技法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对待传统文化
的价值观，既重视真，要求花鸟画具有“识夫鸟兽木之名”的认识作用，
又非常注意美与善的观念的表达，强调其“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的怡情
作用，主张通过花鸟画的创作与欣赏影响人们的志趣、情操与精神生活，
表达作者的内在思想与追求，以实现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塑造同向
同行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形成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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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花鸟画设色技法

1. 导入(10 分钟）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工笔花鸟画的工具，那我们今天了解工笔画的

设色技法。绘制工笔画之前，我们首先要准备好作画工具。下面列出
了绘制过程中会用到的各种画具。因为考虑到学生初学的因素，所以
列出的都是市面上常见的画具，在都可以很方便的购买到，去尝试认
识工笔画的特殊技法、基本染色技法十八法。

【设计意图】为学生详解中国花鸟画设色所需要的工具，讲解工
具特性，了解中国画工具的特殊性，并为之后的价值塑造做铺垫。
二、课程讲授
（一）中国画主要材料
1、笔：主要分底色笔、染色笔、勾线笔三部分。笔者常用的底色

笔有五寸、二寸、寸半底纹笔，底纹笔要求全为羊毫所制，笔锋柔软
蓄水能力强，主要用来平涂底色。染色笔方面我一般都是采用大白云，
其中填色的大白云要求狼毫成分略少一些（纯羊毫也可），色易填润。
染色的大白云则选择稍硬一些的，色易拖开。在勾线笔的选择上，勾
勒花头和叶子我一般采用定制的长锋兔尖美工描笔，勾线时既可婉转
自如又不失轻盈灵动。勾花用新笔，勾叶可用稍旧一点的笔，因笔中
含胶渐多，笔锋较之新笔硬朗不少，很适合表现叶子的质感。绘制牡
丹还要准备一根小号的狼毫笔，主要用来勾勒山石、枝干，局部填色
之用。一支短锋的狼毫红圭也是不可少的，像花房、花蕊、芽孢这些
细微处的设色都需要用小笔绘制才方便。需要注意的是，设色用的大
白云要多配几支，白色、冷色、暖色、暗色最好都有相对应的笔。（见
附录图 1）
2、墨：工笔画的绘制中主要用有光泽的油烟墨。乌黑而无光泽的松

烟墨染色易脏，慎用。市场上出售的各类瓶装书画用墨汁因携带和使
用都比较方便，用来绘制工笔也挺不错。我常用一得阁墨汁，颗粒比
较细腻，色彩上也能满足墨分五彩的要求，推荐初学的朋友使用。
3、颜料：工笔画绘制所采用的颜料主要是传统的国画颜色。其中属

水色的有藤黄、花青、曙红、胭脂等，属石色的有赭石、朱磦、石青、
石绿、朱砂等，还有近年来新开发的化学合成国画颜料酞青蓝、玫瑰
红、翡翠绿、桔黄、焦茶也都可和传统国画颜料结合使用。水彩颜料
因色泽鲜艳，在国画绘制中也可使用，但是要注意使用优质的才好，
劣质的水彩颜料很容易褪色，不利于作品的长期保存。水粉颜料因为
含胶较少，装裱时候很容易跑色，不推荐使用。
4、胶矾：胶、矾在工笔绘制中也是经常用到的。胶和矾主要用来固

定画面的色彩，尤其是在打了石色为底的画面上，胶矾更是必不可少。
即使是用水色来染色的部分，一般染过 4、5遍以后，也要用胶矾水来
固定一下，这样继续染的时候底色才不会上翻。胶一般常能买到的就
是明胶，日本的鹿胶虽然透明度较高较好用，但是一是不好买，再有

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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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稍贵。矾则就是通常用来净化水的明矾，和胶一样，在一般的化
工用品商店都可购得。需要注意的是，胶矾水配置的时候不可过浓，
过浓的胶矾水刷过的宣纸很脆，很不吃色，后面的渲染就不好进行了，
而且刷在颜色上也会起一层白霜，影响画面效果。
5、纸：工笔绘制一般都是采用不渗水的熟宣。熟宣宜采用厚薄适宜

的为上。过厚的纸张容易吃色，也不容易过稿。过薄的熟宣大面积渲
染背景的时候容易漏矾，而且设色以后纸张很容易变形起皱，不利于
后期的设色和复勾，含有云母的熟宣勾线和上色都比较顺滑，很好用。
有条件和耐心的话最好能将纸张打湿以后裱在画板上来绘制，勾线、
设色都会顺利许多。
6、调色碟：工笔和写意不一样，随用随调的情况较少遇到，都是预

先在小碟子中调和好将要用到的色彩。市面上出售的 5个一套的瓷色
碟很合用。大的白色瓷碟也要准备几个，大面积设色时会用到。
7、笔洗：国画专用的笔洗一大一小各买一个。大的专门用来洗笔，

小的专门用来染色。普通的广口玻璃瓶也可。
8、镇纸：普通硬木质、石质镇纸都可以。
9、垫手：一块洁净能吸水的白布，天热的时候用来垫在身体接触纸

面的部分，免得汗水弄脏画面。
10、电吹风：商店出售的普通吹风，可加快画面色彩干燥的速度。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熟悉工笔花鸟画的基本染色工具。
（二）工笔画的基本染色技法大致如下：

由于在着手绘制之前，我们很有必要明白工笔画的一些基础知识，
尤其是工笔画的用线和基本染法。

工笔画中，线条是骨架，也是灵魂，更是中国画中笔情墨趣的重要
体现。线条的提高几乎没有什么捷径，主要是靠多加练习。对初学者
来说，最起码要能做到：粗细均匀、线条流畅、转折自如、八方行笔
无碍。到了后期，线条还要讲究弹性、力度、节奏、空间、虚实、质
感等方面的变化，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再多谈了。下面我们主要是来谈
谈工笔画的基本染法和相关的几条重要技法。

1、双钩：工笔画中，尤其是工笔重彩画，双勾设色是最为明显的
画种特征。“双勾”就是物体的体现是靠“线条勾勒”而出的意思（原
为书法术语：法书上石,沿其笔面的两侧外沿以细线钩出，称为“双
钩”）。

如本图所示竹叶即为双钩描绘。不管是竹叶还是竹竿，都是沿着外
缘勾线塑造形体而成。

教学难点：掌握中

国工笔花鸟画的

设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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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涂：在一定范围内均匀填涂某一种没有浓度变化的色
彩，称为平涂。工笔画的基础技巧之一。
如本图所示竹子的正叶即为平涂淡翠绿色，反叶是平涂淡汁绿色。

基本没有任何浓淡变化，色彩也不能超出物体的轮廓墨线以外。色块
要求匀净整齐。

3、统染：在绘制工笔的过程中，根据画面明暗处理的需要，往往
需要几片叶子、几片花瓣统一渲染，强调整体的明暗与色彩关系，称
为统染。

如本图所示竹叶目前就是用淡花青进行了统染，主要就是根部往尖
部大面积统染，根部的主筋附近没有留水线，统染其实就是一种大范
围色调的渲染。

思政点：

中国花鸟画重视

形似而不拘泥于

形似，甚至追求“不

似之似”与“似与不

似之间”，借以实现

对象的神采与作

者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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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染：工笔画绘制中最重要的染色技巧。一支笔蘸色，另
一支笔蘸清水，色笔在纸上着色以后，再用水笔将色彩洗染开去，形
成色彩由浓到淡的渐变效果。为了和统染有所区别，我们通常将小面
积、局部的、较为细致刻划的渲染称为分染。
如本图所示竹叶部分进行了分染，这一步已经留出左右的水线，每

片竹叶的色彩都互相不混淆，画面慢慢的就细致起来了。

5、提染：分染接近完工时用某种色小面积、局部提亮或者加深画
面称为提染。

如本图所示，竹叶的根部局部加深，底层竹叶用墨青色小面积浓色
加重，就是提染的画法。

教学重点：通过工

笔花鸟画设色的

实践练习，使学生

基本掌握中国画

颜色基本规律、调

配方法、设色的步

骤过程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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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罩染：在已经着色的画面上重新罩上一层色彩并局部渲染。本
图所示竹叶最后表层的翠绿大面积平涂，到达叶尖部分以后，淡淡染
开，就是罩染的处理手法。

7、醒染：在罩色过后色彩略显发闷的画面上用淡淡的深色重新分
染，以引出底色部分，重新使画面醒目。
如本图所示竹叶在罩染翠绿以后，底层叶面暗处略微发闷，此时可

用中墨略略提染最暗处，引出底层的墨青色，此步骤就是醒染。

教学重点：

中国工笔花鸟画

突出主体，善于剪

裁，时画折技，讲

求布局中的虚实

对比与顾盼呼应，

而且在写意花鸟

画中，尤善于把发

挥画意的诗歌题

句，用与画风相协

调的书法在适当

的位置书写出来，

辅以印章，成为一

种以画为主的综

合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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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烘染：在所描绘的物体周围淡淡的渲染底色用来衬托或掩映物
体。

如本图所示竹叶的周围用淡绿色大面积烘染，让物体不会显得过于
孤立，增强物体和背景的联系。也可称之为“衬染”或者“托染”。

9、复勒：设色完成以后，用墨线或色线顺着物体的边缘重新勾勒
一次。

如本图所示竹叶的反叶和枝梗部分用淡胭脂再次勾勒，透出淡淡的
红晕，线条部分也会显得滋润许多，即为复勒的功效。而正叶中间短
主筋的浓胭脂提勒，则起到提神的作用。

课程思政：

中过工笔花鸟画

是天人合一的形

象的诗歌，视觉的

音乐，心灵的篇

章。愿我们通过学

习与欣赏工笔花

鸟画的艺术形式，

获得怡情、养性、

陶冶心灵的美的

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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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水线：工笔画常用手法之一。工笔设色中遇到物体的边缘
或者线条的时候，经常会采用留一道亮边的手法来区分局部色彩或用
来保留线条或用来体现物体的厚薄程度，这条亮边就称之为水线。同
时，保留水线也能较好的体现出工笔国画所独有的装饰趣味。
如本图所示牡丹叶片上紧贴主筋的那条亮的色带就是水线，描绘适

宜能带来很好的装饰美感并能增加叶片的厚重感。

11、渍染：一种见笔触的湿染法，色笔较干，略带皴擦，然后用
水笔趁湿点染，破开原有的色彩，常见于破碎叶片边缘的处理。
如本图所示临宋画《枯树八哥图》的叶片边缘因为破碎，采用渍染

法的手法来处理就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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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斡染：水笔在色块的四周旋转，将一块色彩向四周染开。
画仕女脸颊的红晕时即是采用此法，工笔牡丹的绘制中尤其是反瓣根
部的着色也时常会采用此法。

如本图所示最上层的几片牡丹反瓣的曙红色就是集中在花瓣中间，
由中间往四周逐渐淡去，就是采用了斡染的笔法。

13、点染：用接近写意的笔法，一笔蘸上深浅不同的色彩在画面
上连点带染，取灵动之意。处理背景或小型花卉的时候时常用到此法。

如本图所示的坡地和杂草即为点染法所绘。此法妙在生动自然，
带有一定的写意笔法在其内，能让画面显得活泼不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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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接染：用两支或两支以上的笔蘸不同的颜色画出物体不同的
深浅色相，然后用水笔或者另外的色笔趁湿润的时候将颜色接染融合
在一起。常见于没骨画法或者背景上比较虚一些物体的处理。

如本图所示的远景荷叶即用淡褐色和花青以及墨绿色接染而成。此
法如运用适宜，画面湿润自然，气韵生动。

15、立粉法：点花蕊的重要手法之一。长锋笔饱蘸粉黄（藤黄加
白色），也可略调一点胶进去，色彩的浓度要非常大（将滴欲滴的感
觉最合适），同时竖立笔锋，缓慢点出蕊的形状，湿润时色彩会高出
纸面 1毫米左右，等干了就会形成两边高中间凹的视觉效果，很有立
体感。

如本图所示梅花的花蕊即为立粉法为之，花蕊的体积感和视觉效果
都很好。而仅仅单纯用普通粉黄色平平的点一下是无法显示这种效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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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冲彩法：现代工笔常用肌理手法。在熟宣上先涂上某种颜色，
在底色还没有干的时候趁湿润冲入别的色彩或清水或胶矾等。利用水
和色的交融，产生一种斑驳无序的自然肌理美感。绘制老干、坡石等
处常用。“撞粉法”、“洒盐法”所运用的原理皆和冲彩法类似。

如本图所示老干部分，就是先平涂赭石，在色彩未干时冲入四绿、
重墨、头青等色，再滴入清水，这种色彩斑斓的效果就是冲彩手法所
致。

17、丝毛法：工笔禽鸟羽毛处理常用手法。用长锋勾线蘸墨或色
或白粉等依照鸟类的羽毛走向逐根一笔一笔的画出。此法严谨细腻，
真实自然，是工笔鸟类画法的基础技巧之一。
如本图所示麻雀的羽毛部分即为丝毛法为之，也称“单笔丝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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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批毛法：工笔禽鸟羽毛处理常用手法。将硬毫毛笔笔锋
捏扁，呈扁平刷子形状，笔尖蘸水分适合的墨色，依照鸟的羽毛生长
结构走向一组组画出，此法适合绘制中等体型禽鸟。

如本图所示八哥的头背部及腰部、胸腹等都是批毛法为之，也称
“劈毛法”。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掌握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的基本染色技法
让学生。

2. 本课小结（5分钟）

在工笔花鸟画中，用色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想要学习花鸟画技法，
了解设色技法至关重要，我们总结为为具体的设色方法，即：润染、
褪染、分染、提染、背染、干染、调染、罩染、渲染、衬染、点染、
湿染等，掌握了这些工笔花鸟画的设色方法才能绘制出一幅生动的工
笔花鸟画。

3. 复习总结（5分钟）

复习今天所学内容进行实训练习，找一幅白描稿进行染色训练。
【设计意图】回顾所学，升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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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布置作业（5分钟）

课后作业：请同学们准备好自己作业中比较好的一幅白描
稿，进行设色练习。

【设计意图】课上课下全程育人，以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完成作业，
同时巩固三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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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一、中国画工具材料：
颜料、墨、毛笔、宣纸、胶矾

二、工笔画的基本染色技法：
平涂、统染、分染、提染、罩染、醒染
烘染、复勒、渍染、斡染、点染、立粉

教学成效

1. 价值塑造成效
本案例学习工笔花鸟画设色技法，画双钩填彩法，既起到了学习技法的作用，也在

无形中渗透思政元素，使师生在树立正确中国传统文化画方面，中国工笔花鸟画在精神
内涵上，以形传神，形神兼备，崇尚意境和情趣，追求主观精神的表达和体现，因此，
工笔画是“笔工而意写”。不仅是“应物象形”，而且是意象的写实性，在能动的观察
与写生的基础上，经过艺术的再创作，追求传神写照，从而达到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

2. 知识传授成效
本案例着重培养学生的工笔花鸟画设色技法能力。通过使得目标知识有效落实。从

教学环节来看，本案例设计包括课堂导入到作业布置五大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
体系，从课上到课下全程育人。从教学形式来看，本案例使用的教学手段多样：小组讨
论、使用信息化教学手段、集体分享，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学生为中心，把
学生从枯燥无味的课堂中解放出来。

3. 能力培养成效
教师基于实训，先后引导学生工笔画作品追求天趣自然、充满生气，线条精微、律

如乐韵，画面明快亮丽、光影交融，空间深遂、层次重重，富神秘感、耐人寻味，既保
留了传统工笔花鸟画恬静、典雅的特点，亦结合了现实生活的体验及时代的审美意识进
行多次思考，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特点，进而树立有深度的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教学反思

1. 价值塑造反思

本案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思政教育的传授，鼓励学生树立正确的纯
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不足之处就是实训环节较长；同时，现有多媒体设备展示较差，
停留在实践层面居多，今后需在思想的认识上和知识的全面系统上进一步提高。

2. 知识传授反思

本案例运用多样化教学方式，配合现代信息化教学技术，呈现出活泼、轻松的课堂
气氛。不足之处在于未充分利用线上资源，今后需在原有基础上，教师提前在“学习通”
布置课前预习任务，使用混合式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3. 能力培养反思

本节课主要提升了学生运用中国画工具为宋人花鸟画设色的能力。不足之处在于评
价体系较为单一，主要为师生评价，今后可在此基础上加入生生互评，营造课堂环境，
激发学生的评价兴趣，使学生感受到来自同学的认同感，并以此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9%BA%E6%9C%AF%E6%95%88%E6%9E%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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