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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构成基础”是艺术设计专业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高等教育美术专业与艺术设计专业“十二
五”规划教材：构成基础》共包括三方面内容：平面构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
“构成基础”是学习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启发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课程，它是方法论范畴内以理
性为主导的艺术设计思维训练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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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初步认识形态 2.2形态要素的抽象替身 2.3形态美的规律 第3章平面构成的形式 3.1骨格 3.2重复构成
3.3近似构成 3.4渐变构成 3.5发射构成 3.6特异构成 3.7群化构成 3.8对比构成 3.9聚散构成 3.10打散构成
3.11肌理构成 第4章平面构成的应用及拓展 4.1平面构成应用于设计 4.2平面构成的开拓创新 第2篇色彩
构成 第5章色彩构成的概述 5.1色彩构成的概念 5.2色彩构成溯源 第6章色彩基本原理 6.1色彩的形成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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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书籍设计中的应用 10.4色彩构成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10.5色彩构成在展示设计中的应用 10.6色彩
构成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第3篇立体构成 第11章立体构成概述 11.1立体构成的概念 11.2立体构成的起
源、发展和学习方法、学习目的 第12章立体构成要素 12.1点 12.2线 12.3面 12.4体块 12.5线、面、体块综
合构成 第13章立体形态的构成方法 13.1点立体形态的构成方法 13.2线立体形态的构成方法 13.3面立体
形态的构成方法 13.4体块立体形态的构成方法 第14章立体构成的形式美法则 14.1对称与均衡 14.2节奏
与韵律 14.3比例与分割 14.4对比与调和 第15章立体构成在设计领域的应用 15.1立体构成在雕塑设计领
域的应用 15.2立体构成在建筑设计领域的应用 15.3立体构成在工业设计领域的应用 15.4立体构成在展
示设计领域的应用 15.5立体构成在服装设计领域的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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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创意构成的方法 （1）发散思维 发散思维是指由一个指定的物体作为中心点，向
四面八方去联想、想象，尽可能地散发开思路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这一方法可以调动一切思维细胞去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常识，从而发散出无数的形象，将这些形象
进行有机地组合，可以给设计提供更多的方案和构思方法。
如一个矩形，我们瞬间可以发散出数以千计的物体，书本、桌子、电脑、电视、楼房等。
进而将需要的物体进行提炼、抽象，以发散中心点思想轴结合设计要求，用最好的形式将其体现在作
品中。
 （2）图形的分解重组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由无数的事物组成，所有事物之间既存在着必要的联系又
是相互独立的。
一个完整的形态有时并不会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相反，那些自然界中无意组合却通过很多自然现象
能够结合在一起的物体都会变成“自然界”这个设计师的经典之作。
在设计中同样需要对一些事物的分散重组，完整的艺术作品固然美好，可它的价值也仅限于目前的状
态，如果将它打散做另一番结构的处理或者与其他的事物相结合，共同创作出内容更丰富的作品，也
许会让受众感到更具趣味、更具价值，从而再次提高作品的受关注度。
 4.2.2新技法的应用 1.光感的材质 光感的材质即当遇到光时能够产生化学反应并产生各种不同效果的现
代化的造型材料。
通常利用这种材料与光的瞬间反应在画面中固定下光的瞬间形态，也称做“定影”。
 我们抓住这种材料可以与光进行化学反应的这个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从而达到理想的画面效果。
图与底的对比效果——在感光材质上放置各种将要作为构成元素的物体，当光照射时，放置物体的材
质部分将会受不到光的照射，相反物体之外的部分将会充分获得光的痕迹，并留下清晰的物体边沿的
轮廓，形成图与底的画面关系。
光轨迹效果——将相机快门调到较慢曝光的挡，将事先准备好的点光源进行不规则的移动，经过长时
间的曝光，将会创作出光的运动轨迹的图像。
 2.沙画 利用沙土为构成材料，在画面中进行各种创意造型的方法。
其基本方法有堆沙法、拼沙法和沙画。
 堆沙法即在某种介质（如纸张、木板等）上铺上胶体，使其具有黏性，然后将沙子薄薄地在上面堆一
层，待胶体干后，将黏有沙子的介质或做褶皱或做裂痕，将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拼沙法是比较常用的沙画构成方法。
将想要得到的图形轮廓在画面中描绘好，然后用沙子填充，或疏或密，填充不尽相同，使各种形状在
画面中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关系。
 将沙子铺在平滑且面积较大的物体表面，用手或木棒作为画笔，在沙子上进行绘画。
这种方法一般将沙子铺在玻璃板上，绘画时被勾勒的痕迹下将露出玻璃板的材质，对比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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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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