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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业设计是指在现代工业化生产条件下，运用科学技术与艺术方式进行产品设计的一种创造性方
法。
是技术、艺术与文化转化为生产力的核心环节，也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工业设计对经济大的拉动作用，以及它的创新思维、潜力巨大的高附加值和超越商业价值以外的
文化特征，被西方许多发达国家提到国策的高度来认识。
20世纪初，欧洲国家就曾经出现过第一次工业设计资源的整合，以“德意志制造同盟，，为标志，将
技术资源与设计资源相结合，来共同解决德国工业产品的质量与设计问题，为现代德国工业的品牌优
势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中期，以英国等国政府的设计公共政策为标志，再次将工业设计视为国策，实施行政资源与产
业资源的第二次整合，有力地推进了欧洲工业的品牌战略和全球贸易战略。
20世纪末，一些国家将社会资源与文化资源相结合，提出跨领域、跨行业的“文化创意产业”，是第
三次设计资源整合。
这表明，在全球产业发展的进程中，工业设计产业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设计仍是一门新兴的，亟待发展的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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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通用教材”之一，该书共分6个章节，对产品设计造型的基
础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产品设计造型基础、造型与形态、自然与形态、形态与功能、形态与
构造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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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联系构成和产品设计的纽带——产品设计造型基础　　第一节　解读产品设计造型基础
　　在工业设计实践中，产品形态是产品设计的最终结果，而这种“结果”的好与坏通常取决于设计
师对形态的创造能力与表达能力。
因而培养形态创造能力与表达能力的产品设计基础教学在教学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方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传人我国，构成教学迅速替代过去传统教学
中的素描、色彩、图案等课程，成为我国高校设计专业的重要设计基础课程。
　　构成教学最初源于德国“国立包豪斯”（Des Staatliches Bauhaus）对传统基础课程的革新，约翰?
伊顿（Johannes Itten）及其继任者莫霍里?纳吉（Moholy Nagy）开设了被称为“Vorkurs”（初步课程
）的视觉训练课程，以研究（点、线、面、体、色彩以及材料）形态诸要素关系作为设计的基础，用
艺术和科学的眼光来观察、分析和创造形态，为现代设计的造型基础训练体系奠定了基础（图1—1～
图1—4）。
　　二战后成立的“战后包豪斯”一德国乌尔姆造型学院（Die Hochschule fur GestaltungUlm）继承和
发展了包豪斯造型基础的训练体系，明确了设计教学的核心是逻辑性、科学性和理性主义。
强调圆、方、三角的结构变化，用最基本的几何形态来探索形态变化的可能性，因而更侧重于用科学
的方法来分析、创造形态（图1—5～图1—7）。
　　构成训练在进入日本设计教育体系后被细化为平面构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统称为基础设计
，也就是我们现在称的“三大构成”（图1—8～图1—11）。
　　教学实践证明构成训练对培养学生的设计感觉、空间想象能力和形态创造能力等方面是非常有帮
助的，因而它成为各设计专业共同的学科基础课。
然而正是这种适用于各设计专业的广泛性和共通性，使其与各专业的后续设计课程缺乏直接的联系，
因而在课程的延续上存在脱节的现象。
　　从纯粹的形态构成到实际的产品设计是一个很大的跨越。
就构成训练而言，是一种单纯形态的创造，仅仅是从视觉美学的角度对形态特征的研究，探讨的是形
态变化的可能性，尚未涉及产品形态的基本构成要素。
因而构成训练可以说是在没有明确功能目的的前提下进行的，探求形态的无限变化的可能性，培养对
形态创造的创新性、审美性及合理性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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