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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创新与应用 

——《动画造型设计》课程培养目标及培养模式的思考与实践 

金陵科技学院中加影视动画学院  袁晓黎* 

摘  要：《动画造型设计》课程是影视动画专业的必修课程、主干课程。培养学生的基本设计能力不
是最终和唯一的目的，它必须与创新能力、应用能力的培养相结合，才能真正培养出能适应动画片创作与
生产的有用人才。如何使学生真正掌握设计动画角色的技巧与能力，并且能将自己所学的内容运用到实际
的动画片制作中去，是我们在教学中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就《动画造型设计》课程的培养目标与培
养模式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动画角色；创新能力；应用能力 

 
一部动画片的成功，是由许多要素构成的。除了有好的故事、好的美术风格、好的画面构图与背景设

计之外，动画角色造型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动画片的制作过程中，动画角色的设计，相当于普通
影视制作时选演员并对演员进行造型设计的工作，它是一部动画片制作的基础。成功的动画角色造型设计，
能使动画片更加感人，给动画片增添更强的生命力。反之，不但感染不了观众，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还
会引起观众对整部影视的反感，从而导致影片的失败。 

《动画造型设计》课程就是通过一系列教学内容的学习与研究，培养学生设计动画片角色造型能力的
课程。该课程是影视动画专业的必修课程、主干课。如何使学生真正掌握设计动画角色的技巧与能力，并
能将自己所学的内容运用到实际的动画片制作中去，是我们在教学中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我校动画专业
经过了多轮的教学实践。这个实践过程是我们对教学目的不断思考的过程，是对教学内容不断整合的过程，
是对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本文将就《动画造型设计》课程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创新与应用等问
题进行探讨。 

一、动画角色造型的设计意识培养 

初学动画角色造型设计的学生大多只是对动画角色有一个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平时观看动画片所
留存的一些浅显的记忆。还有一部分学生入学前迫于高考的巨大压力，几乎不看动画片，对动画片角色的
造型没有感觉，对动画角色设计的认识停留在绘画技法的学习上，不理解设计的意义与目的，导致千篇一
律的“日本动漫式”或“美国卡通式”。针对这种情形，我们通过了“模仿、消化、强化”教学思路，采
用“一观看、二收集、三归纳、四交流”的手段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学生快速提升自己对动画角色造型设
计的认识。 

(1)“观看”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选择十到二十部有一定代表性，覆盖面宽、多样化、不
同风格的动画片，让学生反复观看。比如写实风格的《蓝球飞人》、《仙覆奇缘》、《白雪公主》，拟人化风
格的《猫和老鼠》、《小飞象》、《小鹿斑比》，装饰风格的《大闹天宫》、《哪咤闹海》、《三骑士》，图案、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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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风格的《鼹鼠的故事》、《猪八戒吃西瓜》，木偶风格的《阿凡提》、《神笔马良》等等。通过观看这些优
秀动画片，提高学生对动画造型的感性认识。 

(2)“收集”是在观看的基础上采用截图的方法，将自己认为有用的造型收集起来，这个工作要有量的
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对学生的要求是“先做加法，后做减法”，也就是先将自己感兴趣的角色形象保存
下来，种类尽量多，风格尽量丰富，形象尽量完整。比如同一部动画片的角色，要尽可能收集全面，甚至
包括服饰与道具。同时还要注意收集不同种类动画片中的形象，以利于进行比较研究。 

(3)“归纳”是将自己收集的造型按不同类别进行分类。本阶段紧紧围绕动画角色的造型“分析特点、
掌握规律”展开教学，要求学生从结构、类型、手段、效果等方面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分类，归纳
出动画角色造型设计的一般规律。这个归纳、分析过程是学生感性认识积累和进行思考的过程，所以要求
学生针对每一类造型的不同特点，用简单的文字进行描述。 

(4)“交流”是全班同学将自己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公开展示。通过相互观看、讨论交流来开拓眼界、共
享成果，营造一个较浓郁的动画角色造型专业学习气氛，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对动画造型的基本认识。 

二、动画角色造型的设计能力培养 

动画角色的造型设计近似于普通影视制作选演员的工作，只是动画片的角色造型设计，是通过造型设
计师的手一笔笔绘制出来的。造型设计师除了要设计出角色的结构、外形、服饰、道具外，还要赋于所设
计的造型以特定的性格、内含，根据剧情中的相应身分设计出典型的动作模式甚至语言风格，这样设计出
来的动画角色造型才是有生命力的。课程中，教师通过“文字分析、造型设计、突出特色、完善结果”这
四个步骤循序渐进地使学生一步步进入设计状态。 

(1)“文字分析”是要求学生对自己所要设计的动画角色从历史时代、造型结构、服饰道具、性格特征
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而系统地分析研究。比如角色的性格分析，一部动画片往往由多个不同角色组成，教学
过程中要求学生对各角色进行反复分析与比较，找出每个角色所拥有的与众不同之处，并用简洁的语言为
每个角色的造型设计写出设计文案。通过用“简洁的文字把分析结果进行表述”这一过程加深学生对所要
设计的角色造型的理解，为下一步的设计实践做好铺垫工作。 

(2)“造型设计”是要求学生在理解创作要求的基础上进行造型初稿的绘制。这一阶段可分成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从“大处着眼”，学生要描绘出动画角色造型的基本结构与外形草图，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转
面和不同的透视关系中对所绘制的角色造型进行分析，使动画角色的结构趋向合理。第二步是从“小处着
手”，绘制动画角色的五官、手足、发型、衣饰，并尽可能从影片风格、表演模式与运动学的角度考虑造
型结构与表情、动作的关系。通过以上两个步骤的实践，最终形成设计草图。 

(3)“突出特色”是要求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设计出有特色的角色造型。让学生真正意识到动画角色的
造型设计“没有特色就没有生命”，学习的重点是让学生偿试运用各种表现手法表达角色的特点。教学中，
学生将讨论如何让自己所设计的动画角色造型更加有特色，对所设计的初步方案进一步进行分析比较，通
过课堂讨论，同学交流，形成一个新的修改方案，再次进行进一步的设计。 

(4)“完善结果”是要求学生检视自己所设计的造型是否达到了设计目标所要求的标准。它的外形与内
含是否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比如，是否表现出剧本所赋予动画角色的性格，动画角色的服
饰是否与故事所发生的时代、环境、剧情相符合，动画角色的造型是否与其自身的年龄、性别相一致，角
色与角色之间在造型特征上是否拉开了距离，角色的表现手法及材质、纹理、色彩与镜头、场景是否统一
等等。教学中采用学生自检、互检与教师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一步步完善动画角色的造型。 

三、动画角色造型的应用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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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角色造型设计的目的，是为动画片找到“合适的演员”。把动画角色的造型设计出来，只是第一
步，是“纸上谈兵”。所设计的动画角色能否真正符合动画片的要求，成为“有生命力的动画角色造型”，
才是设计的最终目的。因此，应用能力的培养更加重要。本阶段教学的突出特点就是针对“有生命力的动
画角色造型”这一主题，从“强化、表现、突出、夸张”四个角度，研究如何跳出“纸上谈兵”，走向实
战。 

(1)“强化”是指让学生学会抓住动画角色在动画故事中所具有的独特之处及其相应特征，根据角色特
有的地位与身分，进行设计。如，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与他的臣子、奴仆有着截然不同的身分和地位，设
计过程中，强化皇帝的威严、臣子的顺从、奴仆的谦卑，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再如，《西游记》中
孙悟空机灵又正直、猪八戒的狡诘又笨拙、唐僧的稳重又迟钝，迥异的性格形成强大反差，有着强烈的戏
剧性，抓住并强化这些造型特征，就能设计出有一定应用性的造型。 

(2)“表现”是指在设计过程中，要突出表现故事发生环境对动画角色造型的影响。优秀的动画角色造
型设计，蕴含着鲜明的民俗文化与地方特色，比如，《睡美人》中的小公主爱罗拉宽大的拖地式长裙、紧
收的上衣、卷曲的发型，充分显示了西方古典传统特色，《阿拉丁》中的小公主茉莉则绘以粗宽的眉毛和
一双大眼睛、配上典型的阿拉伯式中分的发型，一个充满活力的阿拉伯公主的形象跃然纸上。教学过程中，
引导学生了解、认识并重视民俗文化、地方特色与地域文化对动画角色造型的影响，从而设计出生动、有
内含的动画角色造型。 

(3)“突出”是指让学生重视不同时代对动画角色造型的影响，并学会运用这种“时代特征”设计动画
角色造型。昔日拖地长裙是女性的最爱，而短裙长裤则是现代女性们的流行时尚。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造
型特点，而不同的造型又反映了特定的时代风貌。动画片脱离不了时间要素，合理地运用这个要素，是成
功设计动画角色造型的重要环节之一。 

(4)“夸张”是指按动画片剧情的要求，对动画角色的造型进行艺术夸张处理。对造型的夸张、动画的
夸张、情节的夸张、风格的夸张等，是动画片与普通影视剧不同的一个突出特点。教学中，要让学生了解
“夸张”在动画角色造型设计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学会运用这一手段与技巧，艺术地处理动画角色
的造型，使之更有艺术性。 

四、动画角色造型的创新能力培养 

设计符合剧情和动画片整体风格的造型只是第一步，创作出新颖、独特、有个性的动画角色才是动画
片角色造型设计的最终目的。而设计出这样的作品，需要设计人员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而创新是动画设计
人员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本课程结合教学内容，从过去的纯技法训练走出来，调整了理论教学的比重，
用“纵横结合、内外联系”的方法训练学生的创新能力。 

(1)“纵”是指从艺术发展史这条纵向线上展开，使学生从深厚的文化积淀中汲取营养。我们可以从彩
陶上找到朴素的原生态的美、从青铜器上找到一种神秘而又凝重的美、从战国的漆器上感受到一种灵动、
从汉画像石上看到一种拙朴。以敦煌壁画风格为主要基调的我国动画片《九色鹿》，其造型采用的也是敦
煌壁画所特有的典雅、古拙与怀旧的风格，而以古埃及壁画风格为创作主调的动画片《埃及王子》的角色
造型，则大量采用了古埃及壁画中的人物形象，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完善结合，是创作者在“纵”向艺术史
上深厚积淀的结果。课堂中将艺术史与动画角色造型设计结合起来进行教学，随着对艺术史包括中外美术
史、工艺美术史等不同艺术门类的了解，学生把握角色造型风格的能力得到了大大加强。 

(2)“横”是通过对当代时尚、前沿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分析，丰富学生的设计语言。自动画片诞生以来，
艺术家对动画片的表现风格作了大量的探索与创新，像泥偶、布偶、实拍与动画结合、折纸、剪纸、水墨
画、素描淡彩等形式，大大地丰富了动画的表现语言。这些丰富的形式，很多是从姊妹艺术上借鉴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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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笔马良》、《阿凡提的故事》是借用木偶艺术的手法创作的，《猪八戒吃西瓜》、《抬驴》就是从剪纸艺
术中汲取了营养，水墨画风格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借鉴姊妹艺术的经典之作。
而许多探索型短片更是从目前流行的广告、平面设计、装帧艺术上直接吸取营养的。教学过程中，引进“横”
向的教学内容，拓宽了学生的视野，让学生了解动画片的表现风格与角色造型在设计过程中的作用，通过
参照成功的范例，提高了学生把握各种造型特点，驾驭设计效果的能力。 

(3)“内”是指培养学生分析脚本和剧情的能力。人们常说动画角色的造型会对动画片产生非常大的影
响，反过来动画故事本身对动画角色造型的影响和制约也非常大，它即给动画角色的造型设计提供了创作
的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动画角色造型的创作范围作了一定的约束。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从纸面到纸面、
从造型到造型地去教学，要引导学生学会“看”脚本，“看透”脚本，了解故事情节、时代背景、角色性
格及剧本对动画角色外貌的基本介绍，从剧本中挖掘出实质性的内容、找到角色的亮点，从而过滤出动画
角色造型设计所需要的，最精华的东西。 

(4)“外”是指直接进行动画创作之外的一些影响动画角色造型的要素。一部动画片从设计到制作不只
是绘画就能完成的，还要受到创作、绘画、表现风格以外的其它因素的制约，比如生产工艺、生产方式、
生产材料等要素。泥偶或胶泥动画的角色造型材料的原因，不能过于追求细节，要强调整体感。布偶动画
可以充分发挥纺织材料特有的材质美，但要充分考虑关节处理等工艺问题。另外，大型动画片的角色造型
与动画小品的造型要求不同。短片或动画小品参与制作的人少，创作者易于沟通并达成共识，动画角色的
造型就可以更加个性化一些，艺术性的表现可能会更加强烈一些。而大型动画片的创作与生产必须有各种
工种的人员参与，设计动画角色时即要考虑本制作班子的制作能力、制作费用等因素，还要考虑生产过程
中，造型统一性、简洁化、易操作的问题，所设计的动画角色造型是否适合大规模生产的要求，是否会因
为在制作过程中受制作者能力、水平的差异而导致动画角色造型走形、跑偏。 

动画角色造型的设计能力，除了通过课堂学习，还必须在动画片生产实践中反复磨练，通过大量的练
习才能得以提高。培养设计能力是基础，掌握创新技巧是设计成功的保证，而将设计的动画角色完美地应
用于动画片创作中，赢得观众的喜爱才是目的。《动画造型设计》课程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学生学会画动
画角色的造型，更重要的是学会“设计”，学会创作真正让人想看、爱看、记得住的动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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