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维设计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二维设计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532277490

10位ISBN编号：7532277496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作者：王雪青，郑美京　著

页数：14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维设计基础>>

前言

　　在法国任教的十余年中，我从来没有与“教材”打过交道，授课时也从来没有用过“示范作品”
。
虽然会给学生看一些自己认为好的案例与推荐一些好书。
但在法国的教学中强调特色、个性而反对“模式”。
　　真正接触到教材是在2002年从法国来中国工作后，第一次在书店里见到了铺天盖地的教材。
问后方知，在国内的大部分院校都有对教材的要求。
因此，教材便成了中国的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想来这也算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吧？
！
　　话说回来，当我们得知扩招后的中国大约有上千所院校有设计类专业，每年有几十万的新生入学
时，真的感到这是一个过于庞大的工程！
要想在整体的组织上驾驭这么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看来教材的确可以在其中起到相对统一与规范的
作用，也能够成为一种很好的传播载体，在行业内进行及时地沟通与交流。
　　从法国来到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到后来在杭州主持设计艺术学院的工作期间，我一直致力
于设计教育的改革，除了学院的领导工作外，也始终在教学一线实施着自己的理想——探索一条中国
自己的，符合于时代精神的，又能够与国际先进教育接轨的设计教育改革之路。
在自己的认识与知识范围内，调整着一个又一个的课程，也取得了一些值得自己欣慰的成果。
直到有一天，学院的陈华沙老师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姚宏翔编辑带到了我的办公室，他是因为我
刚刚结束的一门课程慕名而来的，这成了我与“教材”的第一次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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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美京精品课程：二维设计基础（新1版）》体现了作者围绕着“中国、时代、国际”的目标
，对中国当代设计教学改革从教学理念到教学方法的新思考与新解读，展示了作者对课程独具风格特
色的设计与把控。

　　《郑美京精品课程：二维设计基础（新1版）》包含了原“三大构成”中“平面构成”与“色彩
构成”的相关知识，但从时代意义上进行了知识更新，以全新的思路进行二维范围内针对形态、色彩
、材质的多样化表现手段与创造能力的训练，并在课程的设置方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具有独到之
处。
《郑美京精品课程：二维设计基础（新1版）》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设计院校师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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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雪青，曾在法国埃克斯（AIX-EN-PROVENCE）高等美术学院任教12年，归国10年多以来，一
直在教学前沿从事视觉传达设计与设计基础教学工作，尤其关注并致力于符合时代精神的设计教学方
法的改革研究，成果显著。
先后任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与设计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国家精品课程主持人。

　　郑美京，先后毕业于法国埃克斯（AIX-EN-PROVENCE）高等美术学院、法国巴黎国立高等装饰
艺术学院（ENSAD）、在法国从事服装设计、造型艺术研究与教学11年，曾任教于法国埃克斯·马赛
第三大学，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
来华10年多以来，直接参与中国的设计教学，以国际性的视野积极地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探索，成
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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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工具与工具的轨迹 在我们谈论造型的时候，首先会涉及到造型的工具。
当我们在二维设计基础的课程中谈及工具时，我们可以这么说，凡是能够在纸上或者说在“画面”上
（因为我们的创作行为不一定都在纸上）产生形态的行为轨迹的物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工具。
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为了达到一定效果，我们可以“不择手段”。
在此，我们也许可以把工具归纳成两种：一种是能够从商店里买到的工具，另一种是我们可以自己创
造的工具。
所谓能够从商店里买到的工具，也就是人们专门为我们创造出来的造型工具，包括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铅笔、钢笔、毛笔、木炭、炭精条、色粉笔、马克笔等等一系列常规工具。
 了解每一种工具的特点是十分重要的。
一个工具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其独特的用途。
假如有两个不同名称的工具具备完全一样的功能，那么必然有一个被淘汰。
在常规工具中，如HB、B、2B、3B、4B、5B、6B、7B、8B的铅笔，尽管它们都隶属铅笔家族，但功能
却各有不一。
而橡皮正好与其他工具相反，如果说其他工具是以“添加”的形式创造“正像”图形，橡皮却是以“
减法”的形式创造“负像”图形。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是来源于商店，而是我们自己可以发明制造以用于造型的工具。
比如说，取一节树枝将其折断，用它蘸着墨汁作图，所得到的效果可能与任何一种其他工具都不一样
；把一根麻绳剪断并把麻绳的断头搓毛并使其分叉，蘸墨绘图也能制造出特殊的线条：同理，一根木
条、一张瓦楞纸、一条铁丝都可能为我们的画面制造不同的行为轨迹，为我们的创作所用。
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己创造的工具”。
因此，在学习与艺术创作中，我们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可以买到的或者自己发明的工具来拓展可能的表
现区域，以增强表现能力，扩大表现效果。
 根据我们的观察与了解，中国传统的设计教学在对工具的开发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足。
不仅工具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而且表现手法也往往只停留在以“画”为主的形式上。
而从艺术表现的意义上说，我们的表现手段完全可以更加宽阔，应该不仅仅去“画”，还可以使用包
括拓、印、刻、剪贴等不同的方法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表现效果。
不同的表现手法使我们能用问一工具得到不同的表现效果。
那么，当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去使用不同的工具时，表现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了解工具，是为了给自己
创造～个更宽阔的施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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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雪青/郑美京精品课程:二维设计基础(新1版)》体现了作者围绕着“中国、时代、国际”的目标，
对中国当代设计教学改革从教学理念到教学方法的新思考与新解读，展示了作者对课程独具风格特色
的设计与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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