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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构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与创造能力，早在欧洲的包豪斯学院就非常重视构成设计教育
。
构成教育不仅对传统造型艺术作用重大，而且对现代设计教育及相关领域（建筑、室内、环艺、产品
造型、视觉传达与动漫等）影响深远。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将进入创意经济的时代，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不仅是物质
的，更是精神层面的，设计不只是满足功能，更注重创意，构成作为设计造型基础，正是肩负着这样
的教学目的。
当前，构成教学似乎陷入了“鸡肋”的境地，课程开设因模式的僵化和脱离设计需要的教学训练而被
学生认为“可有可无”，学生虽然学过构成，但能很好地运用到专业设计中的不多，难怪有学校对开
设构成教学提出质疑。
但编者认为构成教学不是“鸡肋”，它是造型设计的重要基础，近100年的包豪斯学院已经证明其对现
代设计的意义。
纵观现代设计大师及其作品，无不体现出因构成手法的应用而呈现的设计美感。
我们要做的不是质疑是否需要构成教学，而是赋予其新的模式、内容与理念，让它与时俱进，目的明
确，充满活力。
本书立足于当前设计专业的实际需要，把立体构成与现代设计所涉及的各方面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
全书内容紧凑，结构合理，图文并茂，注重启发性与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内容中加入案例分析教
学，可很好地训练学生的观察力、判断力、鉴赏力和创新能力。
随着立体构成教学的发展，本书在传统的立体构成教学模式中，融合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新理念、新
思维，加入具有时代感的手段和技术，鼓励学生尝试不同材质、不同媒介的表现形式，充分利用计算
机虚拟技术，让学生的创意更有趣、更直观，效果更好、速度更快。
书中集中了大量图例、作品、学生作业，丰富直观，应用性强，参考价值大。
本书的编写人员都是来自构成和设计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他们对构成和设计的关系感受深刻，能保证
本书的目的性与时代特色。
本书由陈祖展主编，由刘峰，高峻岭副主编，文艺、全斌参编。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编者得到了同事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特别感谢王宽老师在图片的处理工作中付出的努力，感谢唐飚老师提供的部分上海世博会图片，同时
许多学生为本教材的编写作出了贡献，他们提供的作品为本教材的编写增添了不少色彩，因不能详列
其姓名，在此对他们的无私贡献表示感谢。
因时间匆忙，部分图片与资料（包括网络资源）未能与作者取得联系，敬请理解与谅解，并在此表示
诚挚的谢意。
因编者水平有限，本书必然存在不足之处，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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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满足于当前设计专业的实际需要，本书结合立体构成发展趋势及时代特点，把现代设计所涉及
的各方面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加入具有时代感的计算机技术与手段。
具体内容包括立体构成概述、构成要素、形态要素、材料与技术要素、构成形式与表现、立体构成的
实际应用等。
书中加入案例分析教学，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又能训练学生的观察力、判断力和鉴赏力等
。
全书内容简明紧凑，结构合理，图文并茂，丰富直观，应用性强。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造型艺术类参考教材，以及广大艺术设计工作
者和艺术设计爱好者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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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此外，这种工艺要十分注意砌筑物外观的平整度和垂直度。
否则，不仅影响其整体形态的美观，还容易造成坍塌。
另外，捆扎、编织工艺也属于加法工艺。
一些材料的加工常常是通过捆扎或编织工艺来完成的，如竹、藤制品、织物、金属筛网等，都是采用
这种工艺来制作的。
捆扎、编织工艺可以将十分细小、琐碎的形态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图4-24）。
二、减法工艺减法工艺也就是切削的加工方法。
用这种工艺加工后的物体，尺寸通常比加工前的尺寸小。
具体分为裁切、割锯、切削、雕刻、研磨和抛光工艺等。
（1）裁切工艺是将一个较大的形体分割成较小形体的加工工艺，如对织物、皮革、玻璃、纸张裁切
。
（2）割锯工艺主要是对石材、木材和金属等进行初步的分割切块，割锯可以把材料加工成曲面、弧
面及块状。
如将原木材分割成板材，将石材荒料加工成规格型材。
这种加工工艺的损耗较大，加工后的形态比较粗糙（图4-25）。
（3）切削工艺是较为精密的形态分割方法。
如改变木材、石材的表面肌理，使之变得平整、光滑、细腻（图4.2 6与图4-27）；金属加工中的车、
铣、刨、磨、镗、钻及电火花加工、激光切割等。
切削工艺的精度较高，损耗相对较小。
是一类应用比较广泛的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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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立体构成》是普通高等院校“十二五”艺术与设计专业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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