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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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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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我们在电脑上看完我的教学成果后，他当即邀我为出版社撰写教材，当时我只是礼节性地应允
了，但知道其中还有不少问题，如我不愿意以“三大构成”为名撰写，而提议用“二维设计基础”与
“三维设计基础”冠名等等，但确实也并不清楚具体应该如何去做。
尤其是在我看来，撰写教材是一件很认真严肃的事，没有长期的积累是很难做好这项工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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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雪青/郑美京精品课程:三维设计基础(新1版)》包含了原“三大构成”中“立体构成”的相关
知识，但从时代意义上进行了知识更新，以全新的思路进行三维范围内与体积、空间、材质相关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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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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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雪青/郑美京精品课程:三维设计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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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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里所涉及的“三维设计基础”课程，是与另一门“二维设计基础”课程相辅相
成的一组重要的设计基础课程。
它是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基础教学团队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对被引进中国二十余年，早期曾为中国
艺术设计教育从“工艺美术教学”向“现代设计教学”转型起到过积极推动作用，但后期没有及时进
行时代性更新，却一直被众多艺术设计院校沿用的“三大构成”课程体系从时代意义上进行的一次系
统性反思与改革；是应对新的时代境域，重新构建的艺术设计本科一年级基础教学体系中的核心课程
。
经过多年来不断深入地探索研究与普及推广，这两门课程的教学及研究成果已在中国艺术设计基础教
学领域内为大家所认知，并得到了较好的传播与推广，并于2009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说起这两门课程的改革，不得不提及的是2002年初在上海书城发生的一幕。
那年我刚从法国回到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主持工作，也是到上海后第一次去书店。
琳琅满目的教材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装帧上都令我吃惊，最为显眼的大概要数名为《三大构成》的教
材了，不仅数量之多，而且所陈列位置之好，我被迅速地吸引到了它们的跟前。
说实话，当时面对那些装帧不错的封面我感到十分兴奋，并急着想要翻阅里面的内容，希望也能够给
我一个惊喜，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门久违的课程了！
记得1985年底第一次到达法国时，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的教师与学生面对我关于“三大构成”
的提问时，回答竟然是“不知道，不了解”！
然而，这次我失望了，而且是极度的失望！
因为从我“告别”我所了解的三大构成课程到2002年，时空跨越了十几个年头，但是在这批貌似很有
新意的封面之下，我所看到的是一副我所认识的“面孔”。
而在这十几年之中，这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设计领域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随着90年代之后电子计算机的推广与普及，充实了设计师的表现手段，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
方式、思维方式，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从理念到方法的升级。
然而，时代的变更以及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的所有这些变化，似乎在这些教材中都没有得到体现！
这是我第一次对于“三大构成”在中国的教学中产生了异议。
我与美京对这些课程的参与，对其进行改革与探索的实践也始于这次遭遇。
记得当年我们首次在上海设计学院开设的名为“构成——形、色、质的游戏”的选修课，作为一次“
试水”，便是对这些课程探索的序幕。
随后，当我于2004年到杭州，在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工作，又与设计基础部的同行们一起，经
过了几年的努力，一步步地夯实了这个课程的基础与体系。
我们希望经过探索与实践，对艺术设计基础教学的理念与知识进行升级与更新，以空间“维度”来划
分专业知识范围，命名“二维设计基础”与“三维设计基础”，使其更具有时代性、实用性、国际性
，能够与当代国际先进设计基础教育接轨。
与传统的“三大构成”课程相比，在这两门课程的设计与把控中，我们注重教学工具与手段的与时俱
进，强调从对传统的“徒手”表现能力到电脑、数码相机、实验室等新一代传媒手段与技术的掌握与
应用，有效提升设计基础教学的现代性，培养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与多样化的设计表现手段。
与此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努力搭建从“设计基础”到“专业设计”的桥梁，强调对设计基础知识的
“活化”传授，改变以往设计基础教学中学生“为作业而作业”的被动局面，使“学以致用”的教学
目标在一年级的入学时的基础教学中就给予高度重视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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