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画刻印的乐趣 有趣的黑白木刻版画说
课稿(模板8篇)

大家好！我是XX，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的话
题，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积极参与。总结需要经过反复推敲
和修改，以达到最佳的效果和质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
一些优秀学术论文的总结范文，一起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
写作能力。

版画刻印的乐趣篇一

星期六的早晨，我带上我的画画工具去青少年宫上美术课。
我到了教室就匆匆忙忙的把画画的工具放在桌子上，老师就
来了，老师说：“今天我们画粉印版画。画的是穿风衣人的
轮廓。而且还要戴帽子喔!男女都可以画。颜色可以用：湖蓝、
草绿、淡绿、柠檬黄、白色和粉红。”说完，岳老师就叫我
们自己画了。

我拿出5b铅笔在吹塑纸上面画了起来。我先画了一个又瘦又
高的人轮廓，又画了一个又矮又胖的人轮廓。很快，我的吹
塑纸上面就画完了四个人的轮廓。然后把黑色的纸和吹塑纸
的正面重叠了，再用夹子把它们夹住。最后，开始上色和粉
印了。首先，我拿出排笔，然后沾上白色的颜料，在调色盘
上调匀净，再把颜色上在吹塑纸上，乘颜料没干，把黑色的
纸盖上，最后用手轻轻的在上色的地方，用手抹一抹，再把
黑色的纸打开一看，黑色的纸上就印起了吹塑纸上的白色。
用这种方法，分别给四个人上了：白色、湖蓝、柠檬黄和粉
红，就这样，我的粉印版画就完成了。

同学们，你们觉得粉印版画有趣吗?有趣的话就来试一试吧!



版画刻印的乐趣篇二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有趣的黑白木刻
版画》，根据中职学生的具体你学情，我将从教材分析、教
学目标、学情分析、教学重难点、教法和学法、教具学具准
备、教学过程、板书设计八个方面进行说课。

一、教材分析

《有趣的黑白木刻版画》教材的要求是在本节课所学的绘画
形式美原则——多样与统一的基础上，通过对黑白木刻版画
特殊美感的体会，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锻炼学生的
造型表现能力。学会用线条和明暗对比总结对象，体会线条
的魅力，表达自己对黑白版画的感受与理解。本课是一节集
欣赏性、操作性、创造性、乐趣性于一体的美术课。根据教
材要求，本课用一个课时教学。

二、学情分析

中职学生属于高年级阶段，认知能力较强，对绘画形式美有
一定的感受，有了一定的审美欣赏能力和造型经验，为本节
课的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教学目标

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新课改的精神和以上对教材的分析，
我确定以下三维教学目标：

1、知识技能目标：学会用线条和黑白对比表现对象。

2、过程方法目标：通过对木刻艺术作品的欣赏及尝试，进一
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锻炼学生的造型表现能力。

3、情感态度目标：学生培养设计意识，锻炼造型表现能力，



感受美术学习的乐趣。

四、说教学重难点

依据美术学科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我确定本课的教学
重点是：学会用黑白木刻版画表现对象。

难点是：体会线条和黑白色块的魅力，表达自己对木刻版画
的感受与理解。

五、教法、学法

“教无定法、学无定法”，依据新课程标准“以学生为主
体”和“充分发挥学生个性”的理念，我将运用直观教学法、
示范教学法、启发教学法。

在学法指导上采用欣赏法、对比法、观察法、讨论法、操作
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眼、手、脑”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既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使他们
充分享受到成功的乐趣。六、教具学具准备：

为了使学生静物写生有更深的理解和表现，我准备了以下教
具：优秀木刻版画作品、木刻制作过程小视频、课件、教具
等。

学具：绘画工具等

六、说教学过程

为了突出本课教学重点，完成教学目标，依据新课程标准，
我将从五个环节设计实施本课教学。

(一)问题导入新课

手拿木刻版画的雕版教具问“用什么方法能看到这件雕版上



老师雕刻的内容。”同学们会说：罩上纸用铅笔拓印。师在
木雕版画上涂上油墨盖上纸，均匀施压，随后揭下，展示一
副黑白版画。进而引导学生：木刻版画艺术直接方便，表现
力强，是一门及其有趣的艺术门类。引入新课内容《有趣的
黑白木刻版画》。

(二)直观感知，具体分析

再让学生欣赏版画课件及教师的刚刚拓印的版画作品，让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欣赏评价，并小组讨论，思考“一幅好
的木刻版画作品应该具有什么构图和黑白分配特点”。学生
感受木刻版画的美感，回答作品线条应该有虚有实、主题简
洁而且形象，黑白构图比例合理，前后层次安排的得当。

(三)示范讲解

1、教师播放木刻版画的制作步骤的小视频并对每一部分内容
的知识要点进行讲解。

2、步骤：1.打磨版画。2.上稿。3.刻板。4.调墨，上墨。5.
印刷。

3、提示创作注意事项：1构图。2确定画面比例。3突出主体，
刻画细节。4黑白明暗关系。

(三)实践创作

让同学们四人为一小组，合作创作一幅木刻版画的稿子。在
学生写生过程中，我会及时巡场并提醒学生运用构图原则，
注意作画基本步骤，并且要抓住静物的主要特征，处理好线
条之间的疏密关系、粗细运用、虚实规律，物体之间的比例
关系、前后层次，注意整体把握。(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为了
使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我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学
生动手操作，并及时的给予帮助和指导。)



(四)欣赏评述，教师小结

在评价环节中，我让同学们将他们的作品自愿展示出来，并
让学生上台介绍自己的设计意图，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看法，
这样让每个学生都成为主动参与者，也能让学生对这堂美术
课留下深刻印象，更加喜欢美术课。

我还会将同学们和他们的作品一起拍摄并保存下来，记录他
们成长的经历。最后教师做小结性讲评，回顾本课所学知识，
并肯定他们的作品，鼓励他们继续努力。鼓励学生课下尝试
用木刻的形式把自己的稿子变成一件真正的木刻版画作品。
锻炼自己动手实践的造型能力。

七、板书

好的板书是一堂课最精华的体现。我这堂课中，我根据教学
内容，采用提纲式板书形式，这样提纲挚领、层次分明，很
好地说明本节课的教学内容。

版画刻印的乐趣篇三

版画被印刷后，将会出现一张不同于手绘图像的版画印刷图
像。无论什么种类的艺术作品，其自身都具有独特的形式，
并且自身的特色和其他艺术品之间会产生实质性的区别。

3.1感情表达障碍

手绘创造不仅在手表达上具有灵活性，并且在情感表述的宣
泄方式也具有直接性特点，因而可以体现直观和积极性的内
心活动，可以体会到直接的语言艺术快感。版画制作和转化
过程中，手绘的艺术情感表达被抹杀，制版过程是十分复杂
的过程，相对与国画和油画来讲，很难对画家的情绪以及个
性实现直接性的表达。对此，版画创作过程中是具有理性和
程序性特点的。版画在某些很难表达且存在强烈表现欲望内



容上，有着很强的局限性，制作过程中情感的体会是真实且
无法抗拒的徘徊和琢磨不透。随后基于感官愉悦性的再次回
归上，实现对虚伪性真实的承受，版画家对一张转移和降调
中难以有着初恋般的情感。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造成了制
版过程中充斥着单调和乏味的工匠气息。但是转换是具有一
定的意义的。

3.2转换后木刻印刷中的语言特点

在木刻版画雕刻过程中，木刻从木头上对手绘图式的线条和
形象实现了释放，同样也可以被称为是形象或是线条转变的
结果。雕刻中会比较依赖于刀刻线条以外的多种动作。这些
道具的镂刻中产生的多余线条和形象，一般会由于绘画过程
出现各种不同的绘画艺术效果。以刀代笔的艺术创作中，如
用刀切东西那样迅速有力。因为其创作媒介是木块，木质有
着坚硬和纤维性特点。刀味和木味就是指这种刀刻的痕迹和
木板质地，版画家在充分利用木刻这一特点上，才能实现对
挤压出的线条和形象进行充分加强和放大，最终创作出具有
木刻艺术语言的作品。对比笔绘的艺术效果，木刻的强硬程
度更挺拔多于溜滑，更加锐利强烈、简洁明快而不疲软平淡。
正是基于这些特点，木刻版画印刷图像有着不同于笔绘的艺
术效果。木刻之美中彰显着刀木之美，更是对力量之美的充
分展现。

4版画语言中的艺术语言

艺术语言是在特定媒介材料中构成的形、运动、声、色和空
间结构等形态，其中对以上不同结构中和技术的表达方式实
现了包含，是艺术观念中的符号系统.艺术语言不存在声音和
文字的障碍，因此被人们称作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其中对绘
画艺术语言也进行了包含。

同日常的语言比较，艺术语言具有特殊性和间接性等特点，
其中的文字、动作、声音、色彩等都是艺术家希望进行表达



的工具。艺术家希望表达的内容或是事物都蕴藏在其背后。
以上这些内容、外部形式以及表达中的更深层次相互间的关
系，都可以被称为深度.海格庞蒂曾说过：深度并不是人们在
飞机上可以看到的近处的树林，远处景物之间等等这些没有
丝毫神秘间距，也不是透视画生动展现的遮挡关系;这两种视
点都过于明了，并不会产生任何问题。那构成谜一样的东西
才是事物的关联，也是处在他们之间的东西。

中国现代版画是通过拿来主义形式从欧洲现代版画中引入的，
随后逐渐和我国本土和民族化产生了融合，最终形成了以阴
刻为主的阴阳脸，以及中国传统阳刻为主的制作版画形式，
和我国的传统审美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融合，并最终发展成了
木刻版画中的刀木风味、刀趣、黑白经营为主的审美语言规
范。我国的传统绘画工具、材料和绘画基本语素主要是在笔
触的方式下展示的，并成为了独立性的审美意味，例如中国
画中比较讲究笔法和笔墨等。而版画的创作中较为重视三味：
刀味、版味和印味，在刀味中是以刀代笔，但是刀并不是笔，
刻刀最终留下刻痕的绘画语言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版味主要
出现在刀刻的版种内，利用板材不同的质地与纹理，刻制在
木板上的语言符号不同于其他信息传递工具的特殊性质.印味
指的是在版画被拓印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艺术效果。

在刻板中，技巧的发挥通常要受艺术形式的影响，刻板与艺
术思想之间的关系为同构关系，但是在这一关系中缺少了艺
术的思想和观念，过于炫耀刀刻的技巧忽视艺术的表现，最
终创作的作品将会严重缺乏艺术内涵。而过于注重技术和材
料不重视艺术语言的表现，则会产生片面性追求刀味和印味
等的不理想、不准确艺术表达效果。通常，版画的技法特征
语言是版画的艺术语言，而版画的版味、刀味是偶然性效果，
肌理、材料的变化以及技术的更新都对版画的艺术产生着影
响。



版画刻印的乐趣篇四

1前言

中国古代版画的最终问世，有赖于刻和印这二种技艺的产生、
发展、结合、完善和成熟。这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摸索、探讨、总结、提高的结果。

制版技术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远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
代，就有了人类在陶土上的雕刻活动。殷商时期镂刻于龟甲、
兽骨的卜辞，青铜器的铭文，汉代的印玺、封泥、肖形印、
碑刻，无论从雕刻图形的角度，还是从拓印的效果而言，都
与当版画有着类似之处，这无疑是中国古代版画发明的先导。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兴起的石刻线描佛画，第一次把宗教
内容图画用镌刻的方式再现于平面的石板上。其存在本身，
对宗教版画的产生就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任何一项新技术的产生都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当时社会
对这项技术的强烈需求；二是产生这种技术的物质基础和技
术条件。隋唐时这两方面条件都已经具备，雕版印刷术由此
应运而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版画也就此诞生了。

2佛教的兴盛与雕版印刷的出现

雕版印刷术的产生与佛教经文和佛像传播的需求有关。佛教
在中国经历了汉魏初兴、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已很兴盛，
当时长安是“寺院三千、僧尼遍地”。佛教徒们迫切需要将
通俗易懂的经文和明白形象的画面化一为千百，广为传颂，
但抄经的方式耗时费力，已远不能满足教义传播的需要。出
于图文复制技术的迫切需求，在经历了石碑雕刻捶拓复制、
镂花模版刺孔漏印、印章模像捺印等早期复制技术之后，又
有纸、墨等物质基础，一种新的图文复制方法便被创造出来。
这种技术就是包括版画在内的雕版印刷。正如郑振铎先生所
说：“初期版画之为宗教图录，信仰象征，中外无殊也。”



这一创造性的发明，不仅为佛教的深入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工
具，也为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开启了广阔的前途。

3唐、五代时期宗教版画

唐初跨越了模印佛像、单张捺印到佛像大版两个阶段，社会
的发展进行将雕版印刷术推向成熟，至公元9世纪唐咸通九年
（868年）出现《金刚经》这样成熟的作品就不再是偶然。现
存的唐代雕版版画多为木刻经卷扉画、单帧佛画等，从这些
佛经佛画中能看出唐代版画风格的高雅，说明雕版技术已达
到相当高的水准。至五代十国，雕版印刷涉及浩瀚的丛书、
儒家经典、单帧版画。被斯坦因盗走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
画面结构严密，刀法简洁明快，线条稳健工整，体现了五代
雕版版画的水平。五代时期壮大起来的雕版业和流行的单帧
版画、印线敷彩版画，为后起的宋代版画的发展和升华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4宋元时期宗教版画

宋元相沿400多年，雕版印刷经过了从最初阶段的由简到繁的
变化，至宋代已成为完美而精湛的艺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
毕n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实用通俗的印刷品普及民间。这个
时期的版画有线条隽秀、场面壮阔的经卷扉画《开宝藏》、
《碛砂藏》等刻印精工、气韵生动的单幅版画。北宋早期的
经首扉画，在构图上大都以图像再现经文内容，附以题款，
至辽代虽沿袭隋唐之风，但在画幅中注意人物之间的有机衔
接，还将楼阁山水移入画中，增添了画面的和谐性与生动性。
随着宋代山水画的成熟，给经首扉画带来了更大的影响。至
南宋时期，经首扉画绘制精巧，雕印更加精良，笔韵情趣俱
佳，体现了南宋时期雕版技艺的成就。

宋、元之际的单幅宗教版画已不再依附于经卷，而是逐渐形
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1974年在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秘藏
中，有三幅绢本三色漏版套印的《南无释伽牟尼像》，还有



两幅《药师琉光佛说法图》，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雕印绘
彩木刻画。由此可见当时彩色木刻画的出现，达到了画面富
有色彩的要求。

5明代宗教版画

明代是中国版画的黄金时代，形成了风格多样、工致细腻为
特色的登峰造极的状态。明初的版画题材方面的多样化趋势
更为明显，但佛教版画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品类。洪武、永
乐、洪熙、宣德四朝的版画遗珍中，佛教版画数量最大，绘
镌亦最为精美。永乐时的佛教版画，构图饱满，布局细致繁
缛，却毫无拥挤板滞之感，佛、菩萨的人性化体现得更加明
显，在艺术效果上已经超越了宋元。到了明代晚期，释道版
画和其他题材版画互相借鉴和影响，题材更为广泛。《寂光
镜》、《仙佛奇踪》、《佛祖道影传赞》等大型佛教人物肖
像图册的出现，当然直接得益于晚明人物版画的兴盛；佛教
山水版画激增，也和当时山水版画全面发展的影响有关。此
外，明代万历年间还第一次出现了西方宗教题材的铜版画。

6清代宗教版画

清代宗教版画虽然也有一些精良之作，但总体上已给人以今
不如昔的感觉。清前期版画绘事虽工，却失于求其形而不求
其神；镌刻虽精，却缺少顿挫疾缓的变化；数量虽多，却多
囿于艺术性一般化的平凡；刻书地域虽广，却少名工。在繁
荣的表象下，佛教版画这株开放了近千年的艺术奇葩，已经
出现了衰败的迹象。清中晚期内忧外患，社会矛盾、民族矛
盾日益加剧，宗教版画在这样的形式之下，也就更难有所发
展。道光至民国初年，中国古老的雕板印刷术渐被新式印刷
方法所取代，作为版刻艺术的一种而存在的宗教版画，也随
之走上了渐消渐亡之路。

7结语



中国古代版画是在绘画艺术和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中国版画由木刻版画到铜版画，
由单色印刷到彩色套印，由单一的宗教版画拓展到文学版画、
画谱版画、年节版画等领域，由依附于文字的插图到成为相
对独立的艺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另外，据记载，木捺小
佛像、小菩萨像的小小印版，曾启发了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
宗教版画印刷在版画印刷史上乃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印刷史上
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宗教版画印刷有着重要的意
义。

版画刻印的乐趣篇五

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宗教版画印刷在资源上和技术上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佛教版画是中国版画艺术史上现存最古
老的作品，讨论佛教版画的开端，可以追溯雕版印刷方法的
起源。现存最早的彩色套印版画也是宗教版画。

1前言

中国古代版画的最终问世，有赖于刻和印这二种技艺的产生、
发展、结合、完善和成熟。这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摸索、探讨、总结、提高的结果。

制版技术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远在40前的新石器时代，
就有了人类在陶土上的雕刻活动。殷商时期镂刻于龟甲、兽
骨的卜辞，青铜器的铭文，汉代的印玺、封泥、肖形印、碑
刻，无论从雕刻图形的角度，还是从拓印的效果而言，都与
当版画有着类似之处，这无疑是中国古代版画发明的先导。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兴起的石刻线描佛画，第一次把宗教
内容图画用镌刻的方式再现于平面的石板上。其存在本身，
对宗教版画的产生就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任何一项新技术的.产生都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当时社会
对这项技术的强烈需求;二是产生这种技术的物质基础和技术



条件。隋唐时这两方面条件都已经具备，雕版印刷术由此应
运而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版画也就此诞生了。

2佛教的兴盛与雕版印刷的出现

雕版印刷术的产生与佛教经文和佛像传播的需求有关。佛教
在中国经历了汉魏初兴、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已很兴盛，
当时长安是“寺院三千、僧尼遍地”。佛教徒们迫切需要将
通俗易懂的经文和明白形象的画面化一为千百，广为传颂，
但抄经的方式耗时费力，已远不能满足教义传播的需要。出
于图文复制技术的迫切需求，在经历了石碑雕刻捶拓复制、
镂花模版刺孔漏印、印章模像捺印等早期复制技术之后，又
有纸、墨等物质基础，一种新的图文复制方法便被创造出来。
这种技术就是包括版画在内的雕版印刷。正如郑振铎先生所
说：“初期版画之为宗教图录，信仰象征，中外无殊也。”
这一创造性的发明，不仅为佛教的深入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工
具，也为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开启了广阔的前途。

3唐、五代时期宗教版画

唐初跨越了模印佛像、单张捺印到佛像大版两个阶段，社会
的发展进行将雕版印刷术推向成熟，至公元9世纪唐咸通九
年(868年)出现《金刚经》这样成熟的作品就不再是偶然。现
存的唐代雕版版画多为木刻经卷扉画、单帧佛画等，从这些
佛经佛画中能看出唐代版画风格的高雅，说明雕版技术已达
到相当高的水准。至五代十国，雕版印刷涉及浩瀚的丛书、
儒家经典、单帧版画。被斯坦因盗走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
画面结构严密，刀法简洁明快，线条稳健工整，体现了五代
雕版版画的水平。五代时期壮大起来的雕版业和流行的单帧
版画、印线敷彩版画，为后起的宋代版画的发展和升华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4宋元时期宗教版画



宋元相沿400多年，雕版印刷经过了从最初阶段的由简到繁的
变化，至宋代已成为完美而精湛的艺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
毕n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实用通俗的印刷品普及民间。这个
时期的版画有线条隽秀、场面壮阔的经卷扉画《开宝藏》、
《碛砂藏》等刻印精工、气韵生动的单幅版画。北宋早期的
经首扉画，在构图上大都以图像再现经文内容，附以题款，
至辽代虽沿袭隋唐之风，但在画幅中注意人物之间的有机衔
接，还将楼阁山水移入画中，增添了画面的和谐性与生动性。
随着宋代山水画的成熟，给经首扉画带来了更大的影响。至
南宋时期，经首扉画绘制精巧，雕印更加精良，笔韵情趣俱
佳，体现了南宋时期雕版技艺的成就。

宋、元之际的单幅宗教版画已不再依附于经卷，而是逐渐形
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1974年在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秘藏
中，有三幅绢本三色漏版套印的《南无释伽牟尼像》，还有
两幅《药师琉光佛说法图》，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雕印绘
彩木刻画。由此可见当时彩色木刻画的出现，达到了画面富
有色彩的要求。

5明代宗教版画

明代是中国版画的黄金时代，形成了风格多样、工致细腻为
特色的登峰造极的状态。明初的版画题材方面的多样化趋势
更为明显，但佛教版画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品类。洪武、永
乐、洪熙、宣德四朝的版画遗珍中，佛教版画数量最大，绘
镌亦最为精美。永乐时的佛教版画，构图饱满，布局细致繁
缛，却毫无拥挤板滞之感，佛、菩萨的人性化体现得更加明
显，在艺术效果上已经超越了宋元。到了明代晚期，释道版
画和其他题材版画互相借鉴和影响，题材更为广泛。《寂光
镜》、《仙佛奇踪》、《佛祖道影传赞》等大型佛教人物肖
像图册的出现，当然直接得益于晚明人物版画的兴盛;佛教山
水版画激增，也和当时山水版画全面发展的影响有关。此外，
明代万历年间还第一次出现了西方宗教题材的铜版画。



6清代宗教版画

清代宗教版画虽然也有一些精良之作，但总体上已给人以今
不如昔的感觉。清前期版画绘事虽工，却失于求其形而不求
其神;镌刻虽精，却缺少顿挫疾缓的变化;数量虽多，却多囿
于艺术性一般化的平凡;刻书地域虽广，却少名工。在繁荣的
表象下，佛教版画这株开放了近千年的艺术奇葩，已经出现
了衰败的迹象。清中晚期内忧外患，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
益加剧，宗教版画在这样的形式之下，也就更难有所发展。
道光至民国初年，中国古老的雕板印刷术渐被新式印刷方法
所取代，作为版刻艺术的一种而存在的宗教版画，也随之走
上了渐消渐亡之路。

7结语

中国古代版画是在绘画艺术和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中国版画由木刻版画到铜版画，
由单色印刷到彩色套印，由单一的宗教版画拓展到文学版画、
画谱版画、年节版画等领域，由依附于文字的插图到成为相
对独立的艺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另外，据记载，木捺小
佛像、小菩萨像的小小印版，曾启发了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
宗教版画印刷在版画印刷史上乃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印刷史上
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宗教版画印刷有着重要的意
义。

版画刻印的乐趣篇六

摘要：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艺术表达形式造成了
强烈冲击。由于其高效的创作质量和卓越的表现效果，艺术
界提出了将数码技术与传统艺术创作相融合的观点。在高校
的电脑美术教学体系中，如何将传统艺术创作融入数码艺术
创作中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本文以实际的创作题材为主
线，详细介绍了本人尝试在个人毕业创作将木刻版画的构成
形式精髓运用于三维动画《在路上》中实践的方法。



关键词：木刻版画；形式构成；三维动画；实践

人类社会现在进入了一个科学与文化互相交融的信息时代，
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发展更是迅猛。三维图像艺术正是在这个
数字技术与传媒迅速发展的浪潮中伴随着媒体艺术发展的兴
起应运而生的。木刻版画艺术是一项艺术创作与印刷技法并
重的深受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受计算机图形技术相关优越
性的影响，本人尝试在毕业三维动画创作中将数码技术和版
画创作结合起来，尤其重点关注尝试将木刻版画的光线处理、
节奏变化等形式精髓用于三维动画中。

一、木刻中的光线处理在三维动画中的应用

木刻的光线是基于素描，艺术家通过自己对于画面中光线的
强弱界定来表现创作主题。当画面光线决定后，就要进行在
光线下画面物体与背景一起产生的黑、白、灰节奏安排。

在图1的作品中，笔者汲取了木刻中的光线特点，在三维图像
处理中灯光部分使用光源较少，并主要使用木版艺术中较常
用的侧高光处理方式。这种有角度的光源，从物体的左上方
投射而来，可以使物体的明暗转折产生强烈、多变的效果，
不仅使物体具有体积感，也使画面空间更富于变化。在作品
中笔者将主光源加强为暖光，其他光源作为副光源，并使其
为偏冷、减弱，主光源占据画面面积较大，以主要物体为主
置放主要光源与次要光源，反光部分光源处理谨慎、表现适
度，使画面主次分明，体现单纯、强烈、鲜明的色彩；而在
三维画面中，把木版的阴刻和阳刻在背景处理为凹为阴，凸
为阳来表现画面空间既有单纯、强烈、鲜明的特色，也有层
递的空间层次韵律，对比物体大小、轻重、长短、明暗色彩
都对立统一于画面之中。

二、线的处理与黑白节奏变化

在作品（图2）中，笔者在视觉上根据故事内容来安排节奏，



在其中大的艺术特色上强调版画艺术独有的单纯、强烈、鲜
明的艺术特色；还在画面安排上，首先通过几个对象之间的
形象对比安排它们的大小、长短、曲直、数量、宽窄、凹凸、
方圆、锐钝，通过位置的摆放，灯光的选择与位置来确定它
们的.宾主关系、繁简对比、明暗变化、色彩冷暖，使其在形
象上让人直观地感觉对比所产生的节奏之变化、并继而使人
在画面的变化之中感受到作品中希望表达的粗犷与纤美、热
烈与恬静、豪放与严谨的艺术情感上的对比；在大画面的黑、
白、灰基调上，以物体作为画面中大小不等的块状深色存在
不均匀的放置在画面上，并使其处于均速运动中，从而使画
面出现聚、散的变化节奏，从而使观者的目光随着物体的移
动而移动，并使这种不断的前进与移动在观者的视觉中产生
兴奋与乐趣，在画面中始终采用的是不同方向的三角形位置，
向上和向下的部分产生了尖锐的推力，使各个力量之间在视
觉中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在画面上运动的普氏野马身上并
没有贴上毛发的材质，也没有将其细化，这是为了利用马与
背影的繁复与宏大产生对比，突显野马其粗壮有力的线条，
并通过色彩的不同产生繁复与简单、复杂与单纯的对比，使
主体向前突出，场景的变化又加强了动静对比，使整个画面
又和谐又充满变化，又始终使普氏野马在画面中占据着画面
的中心，主体单纯严谨，背景松散轻松。利用主体和天空白
云的对比，利用版画中的弱处理方向，既适当地加了主体的
突出位置，又不至于主次脱节，削弱画面主题。

三、木刻刀法的情感表达的运用和空间于三维图像处理中的
运用

在木刻中，每一刀在木面上的痕迹通过其子纸上的拓印传达
出来的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不同的刀具，每一个刀具
在木面上不同地刀法，这些形成了木版千变万化的情感表达，
不逊于油画、国画，同样细腻真挚。但木刻最有特色的是每
一个刀法、每一次挥舞的内容与形式都是独特而具体的，是
不可重复的，每一个有特色的内容都要用与之相适应的刀法
处理。



笔者在作品中就是采用了与主旨相适应的刀法来进一步烘托
画面氛围，从而更进一步地表达创作主旨（图3）。以三角刀
刻出的线条、刀法组织全部以平行线完成，其中运用感觉爽
快果断、以画面中几个物体间自然形成开阔的空间，从而产
生单纯明快的基调。在云彩的表达上，间或用一些细小的三
角刀纹在不同方向的角度上、在平行的三角刀线上、“破”一
“破”，并限制其大小，务必使其起到活跃画面但并不影响
大的基调的创作效果，力求表现画面情感明确、语言流畅、
细节细腻。

画面空间的表达不仅仅是通过一个方面来表现的，在前面已
经通过了画面黑白节奏、光线处理等来表现。还有其他表现：
由于空间与形体的观念，人类视觉研究指出，“当人看一幅
画时，眼睛总是上下左右的转动着，从平面到深远，从物体
本身到它四周的空间，由单独的物体到物体之间的空间对
比”。所以笔者在图像处理时，可以使主要对象――普氏野
马――处于画面下面靠前的位置，通过大与小、长与短、粗
与细及色彩的对比等以平面的图像表现空间的深度，以产品
空间中的抽象深度，使其具有平面与三维之间互错的变化，
产生强烈的表现性。这也是汲取马蒂斯的创作理念，他说过：
“我整张画的安排是表现性的（物象本身），物象空间位置
以及灰色平行线的运用产生非透视法的空间处理效果，取消
一切多余的东西，从而创造清新的意境”。

四、结语

随着计算机图像技术的发展，传统的艺术创作开始与计算机
图像技术进行融合。文章以笔者本人创作的作品为背景，详
细描述了木刻版画的光线处理、线条、节奏变化、情感表达
和空间运用等技法在三维动画中的实践运用，为计算机动画
创作进行了有益探索。应该说，计算机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让创作者有更多的创作自由，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传统艺
术的表现精髓与艺术理念必须得到忠实的反映，坚持以技术
为载体表达艺术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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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刻印的乐趣篇七

第一段：引言（150字）

黑白木刻版画是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艺术形式，它以简洁明快
的线条和鲜明的对比营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在我的艺术学
习之旅中，我有幸接触到了黑白木刻版画，并深深被它的魅
力所吸引。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我逐渐领悟到了黑白木刻
版画的独特之处和艺术价值。

第二段：对比与对比（250字）

黑白木刻版画的最大特点就是鲜明的对比。通过黑色墨线与
白色底纸的对比，艺术家能够营造出极具冲击力和张力的视
觉效果。这种对比不仅仅体现在颜色上，还体现在线条的粗
细、明暗的变化等方面。黑白木刻版画通过对比的运用，能
够表达出强烈的情感和深刻的意境，引发观者的共鸣。

第三段：形式与技巧（350字）

在黑白木刻版画的制作过程中，艺术家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和方法。首先是选材，艺术家需要选择适合于版画的木材，
如杉木、苦楝木等。其次是刀法，艺术家需要使用特制的工
具配合不同的刀法来刻出线条和纹路。还有就是墨水的使用，
艺术家需要掌握好墨水的浓稠度和水分量，以获得最佳的印
刷效果。通过不断的实践和经验积累，艺术家能够将技巧和
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创作出精美的黑白木刻版画作品。

第四段：表达与观感（300字）



黑白木刻版画通过简洁而明快的线条，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
情感和意境。它不同于绘画和摄影，有着独特的表现力和感
染力。黑白木刻版画能够通过对比营造出戏剧性的效果，给
观者带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无论是展示自然风景、人
物形象，还是表达情感和抒发内心感受，黑白木刻版画都能
以独特的方式触动人心，让人流连忘返。

第五段：结语（150字）

黑白木刻版画是一门古老而精湛的艺术形式，它通过线条和
对比，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我
深刻感受到黑白木刻版画的表现力和观赏性。它带给我对艺
术的热爱和探索的动力，也增强了我对美的敏感和审美的能
力。黑白木刻版画让我明白，艺术的魅力在于它的多样性和
独特性。而黑白木刻版画正是这种独特性的典范之一。

版画刻印的乐趣篇八

木刻版画的来源是印刷术，它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艺术手段，
但是它和印刷术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时代的进步中，
数字化时代逐渐来临，机械的复制图像由于在技术上存在一
定优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木刻版画的手工印刷图像存在
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1机械复制背景下的手工印刷图像

在本雅明的关于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中的著作中曾经提出，
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中有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在古希
腊时期，人们利用浇铸、制模这些程序，最终制作出了大量
的青铜器、硬币以及陶器等。这些艺术作品在独特的艺术技
巧下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不能在一定技术下进行复制。木
刻板的出现为版画的机械复制性变为可能，在印刷术被发明
后，文字的机械复制随之出现，并对此后的平版术、摄影术
和照相术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在19前后时间内，技术复



制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将流传的艺术作品进行复制，从而改
变了艺术品对人们的影响价值，同时在艺术的创作方式中也
有着重要地位。

1.1机械复制印刷和版画手工复制印刷

最初，手工复制印刷是为了复现和传播图像，图像的现代机
械印刷技术就更加方便快捷，且有着十分完美的复现效果。
对于图像复现术，手工复现是机械复制图像的必经阶段.但是
在复现版画以及机械复制竞争中，复现版画从原先的历史任
务中得到了完全解放，自觉地走上了艺术空间范畴。

1.2拟像、摹本、版画印刷图像

拟像、摹本、版画印刷图像都被包含在了制造图像范围内，
但三者的区别很大。

在工业革命出现后，机械化的大生产方式也开始出现，艺术
品复制方式可以为机械制造，就像是著名画作可以利用印刷
术实行翻本制作一样，这样的机械复制才与本雅明所提出的
机械复制艺术生产方式一样。名画被大批量生产后，就成为
了毫无现实感的形象物品，最终发展为无比的泛滥，主要由
于文化工业繁荣过剩，所有商业形象的机械复制链条中，游
离在摹本产生后，却又无法趋向于无限复制的拟像。

以上论述，说明了摹本有着人工痕迹原本，但是缺乏复数性
的图像复现等性质，拟像是一种没有人工痕迹，且缺乏原本，
但是它是可以无限实行机械复数的图像复现形式之一。

手工印刷版画是图像复现的一种重要方式，且是一种十分特
殊的现象。版画在制版完成之后，还需要经过十分重要的一
个环节―――印刷。版画的印刷需要取得相应数量的复本，
即版画需要具备复数性。但是，在版画实际的印刷操作过程
中，木板在大量的印刷中会被严重磨损。复本印刷的先后顺



序、不同人的印刷习惯会在对木刻版画的图像印刷质量造成
影响。实际上，复本与复本之间并不是从属关系，版画的复
本之间更不存在这一说法，他们是版画印刷的起源和原作，
和赝品中的摹本不相同，和没有手工痕迹的拟像也不同，但
是版画中需要依靠机械，经过这样，也没有拟像一样的机械
印刷痕迹。

2手绘创作图像向木刻版画印刷图像转化的特性

版画制作中需要画家将自己想要表达的图像实现在木板上的
制作，随后，对其进行印刷，版画家主要需要将自身感受反
映在纸面上，其中需要经历的最为重要过程就是制版和印刷，
这是版画区别于其他手绘图像的关键特性。

2.1手绘图像直接性特性分析

手绘指的是通过人手在特定的纸上或是在各种媒介上进行作
画，同时为画作基于某种特殊情感意义，将其变为纪念物品
或遗物。手绘是最原始的，有着漫长历史的表达方式，图绘
出现的时间比文字表达出现的时间更早，并且在创作活动中
是最为便利的手段。手将人的感觉在思维的创造中变成可视
物体，或是进一步实现再造。手绘的直接性是形成画面图像
最终形态最特别的手段。

2.2木刻版画图像的间接性

在相关文献记载、实物留存文物、各种历史迹象显示，中国
雕版印刷技术第一次出现是在隋末唐初，这一技术的出现整
整比欧洲的印刷术出现时间早了700多年。间接性是版画和其
他画种的最基本差别，从制版转化到图像印刷过程。其他画
种的性质均为直接性，但是只有版画是间接性的.版的材质、
设备尺寸、大小规则以及印刷中使用的技术都会使得艺术家
在艺术创作中产生无法估量的纯粹的绘画视觉效果。



2.3木刻印刷图像转换的独特性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对手绘图像以及木刻手工印刷图像关
系进行了揭示，表现其中的微妙关系。手绘有着灵活性的特
点，该特点是木刻版画所不能比拟的.由于木刻材质的特殊性，
刻刀在木板上发生的运动并不像手绘那样轻松、流畅、自在，
通常存在较大的难度.而手工印刷图像在印刷过程中的`程序
较为复杂，各个环节都极其重要.如纸张要保证绝对干净，墨
台、墨滚等要保证十分整洁，制版中的各个步骤都必须要成
功，在如此严格的条件下才能达到自身心目中的理想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