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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平面构成》作为《三大构成》课程教学中的第一个阶段，是产品设计专业大一学生由

绘画意识向设计意识转变的一个“桥梁”。在我国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三大构成》课程

已经得到普遍开设，而本课程在产品设计专业教学、实践乃至后期核心课程教学开展均发挥着日

益显著的作用。就产品设计专业中《平面构成》课程当前的教学现状以及存在的教学问题进行一

定的探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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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大构成与平面构成 

现代西方艺术流派之一的构成主义主要是指

“三大构成”，而平面、色彩和立体的构成教学内容

构成了整个三大构成的教学体系。构成主义一直坚

信设计的出发点在于“结构”。而技术与艺术也是相

辅相成密不可分的。非具象的简单造型是构成主义

设计的主要特点。构成主义设计当中的“构成”实

际上是一种造型概念，也是一种常见的现代造型设

计用语。一开始的时候“构成”的艺术形式是追求

几何的抽象造型艺术，多个几何单元经过一定的思

考设计后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单元，赋予新的单元视

觉化的力学概念是其蕴含的意义。后来构成演变为

艺术设计创作的一种重要方法，它研究的是形态设

计的方法和规律。“构成”是产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中国最早的关于现代

构成的研究专著，也是惟一被译成外文的构成著作

是有王无邪先生编写的《平面设计原理》和《立体

设计原理》。这两本书以中、英及西班牙文在香港、

台湾和美国出版。 

平面构成就是将点、线、面等视觉基本元素按

照一定的规则在二次元的平面上进行编排和组合，

它以理性和逻辑推理来研究形象和创作形象，它是

将理性和感性进行巧妙的结合的产物。平面构成的

产生背景是现代科技美学的日益发展，它产生于现

代光学、物理学、数学、美学及心理学等诸多领域

共同构筑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感的视觉

语言形式，平面构成广泛应用与产品设计、建筑设

计、平面设计、时装设计以及舞台美术等众多艺术

设计领域。 

二、平面构成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对于通过美术高考进入高校的大一新生来说，

平面构成课程是其由绘画意识向设计意识转变的

“桥梁”，其自身在学生专业学习中占据着非常重要

的地位，但是目前高校教学活动中平面构成课程并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学生后期专业核心课程

的学习没有起到应有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教学内容流于表面 

平面构成就是将点、线、面等视觉基本元素按

照一定的规则在二次元的平面上进行编排和组合，

它以理性和逻辑推理来研究形象和创作形象，它是

将理性和感性进行巧妙的结合的产物。长期的教学

过程中，本课程的教学局限在基本法则的教授、讲

解，对于平面构成基本法则的产生原因及过程缺乏

必要的延伸描述，将应该有的“物体表象观察—内

部构成分析—视觉规律总结—规律利用创造”教学

过程简化为“学习视觉规律—规律利用创造”。这种

教学环节上不适当的简化，使得学生流于表面的学

习理论，对基本设计原理、法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由于学生们对于“平面构成”知识、理论认

识的表面化，使得他们处理不好课后练习中的模仿

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也极少思考其本质，仅仅是流

于表面的去临摹已经存在的相关设计图例，导致各

年级大一时的学生作业具有强烈的一致性，设计作

品不再具有视觉冲击力，而学生们也在这样的教学

模式中燃尽对于本课程的热情。 

（二）教学课程没有体现延展及适用性 

“平面构成“作为过渡性课程，它作为桥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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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衔接着基础课和专业课，在所以专业课程开展

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为本专业后续开展的专

业课程服务，为学生就职工作、创业时打下一定基

础。所以，“平面构成”教学迫切要解决的课题是与

后续专业课程保持一定的联系。现在的构成的教学

方式大都比较局限，多是停留在构成本身并且较为

刻板。未能对构成进行深入的细化以及延展而且在

教学环节中出现了与后续的专业课程脱节的现象。

不能使整个专业方向的课程有机结合，松散、独立

的教学内容使得“平面构成”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另一方面，教学环节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也被忽略了。

仅仅只是从构成到构成，而非构成到运用。教学与

市场良好互动关系也就此缺失，学生面对平面构成

具的运用无从下手。学生解决市场实际问题的能力

被无形削弱甚至于丧失，学无以致用，那么学生步

入社会便难以立足。 

（三）教学培养模式单一 

目前在我国已经确立了艺术设计专业包豪斯

“三大构成“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设计专业”教

学真谛“的把握依旧是扑朔迷离。艺术与技术相统

一的这个主张早在包豪斯创立之初就已经得到了明

确。工作室作为包豪斯的教学基础结构，每一间工

作室的教学任务都会只派两名教员来承担。其中一

名是精通手工技艺、材料技术以及制造工艺的手工

艺人，另一名教员则是艺术家。艺术家的主要作用

就是用来激发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目前我国主要

采取的教学模式是以课堂为依托的，这种教学模式

的弊端在于一方面对急速更新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的获取总是落后，甚至并没有涉及这些“新

鲜出炉”的技术，造成了技术和艺术的分离。并没

有汲取包豪斯在工艺上成功的本质。另一方面单一

的课堂教学太过于局限，对于与自然、市场都有千

丝万缕关系的“平面构成”来说，没有走出去，而

是关在“课堂里”无异于闭门造车。学生的见识面

狭窄，也仅仅能纸上谈兵，没有实际的解决问题的

能力。 

三、平面构成课程在产品设计专业教学中的思考 

（一）点的教学思考 

平面构成要素中的点以及点的的大小、明暗、

色彩、肌理等，是所要表现的物体概括提炼后呈现

的抽象形态。其具有明确的面积、大小、和形状，

是所有形态的基础，点按照一定方向密集顺序的排

列可以形成线，而点的扩大就可以形成面。它又是

一个相对的概念，例如：高楼上的窗户，远距离观

察是，窗户是作为点而存在的，但是近距离再去观

察的时间，其就作为面而存在了。在视觉特征上点

是可以吸引观察者的视线的，具有视觉上的聚集性

以及观者心理上的扩张感。就构成形式而言，其包

括无序构成和规律构成。在讲授“点”要素时，要

融入到产品设计专业当中，将点的形态构成与组合

关系代入到产品中去。产品设计中的“点”比几何

学以及平面设计中的点更具有重要意义，是产品设

计要素之一，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小至

手机、遥控器等电子产品的操作按钮、指示灯，大

至各类产品区域功能键划分都可视为“点”的构成

设计。汽车造型设计中的照明区域构成、键盘功能

区域构成；家具设计中的把手、储物格、钥匙孔、

色彩点缀构成等等，其组合方式都离不开点的组合

与构成，通过这种的教学方式，让产品设计专业的

学生接触到“点”元素构成时，就课程一开始就寻

找平面构成与本专业之间的最佳契合点，而不再是

一味地追求点的组合在形式上的审美法则。  

（二）线的教学思考 

在产品造型设计中，线具有长短、宽度、形状、

色彩、肌理等给人以直观感受的因素。而直线、曲

线表现其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与点的视觉特征不

同，线具有强烈的方向感，方向的不同会给观者截

然不同的印象，比如：水平线的广阔、舒缓的视觉

感受以及垂直线所产生的自有落体式的视觉感受

等。我们日常生活产品的形态美的构成，无不体现

出线的巨大魅力。线在产品设计中具有无限的创造、

表现潜力。产品设计中的线可以表现为造型轮廓线、

按键轮廓线、装饰纹样线、结构线等，整齐、明快、

阳刚、力量的直线多运用于办公家具造型设计中；

变化、自由、温柔的曲线多运用于家居家具造型设

计中。产品设计设计专业线构成教学中，以线的性

格、视觉特征，构成形式系统的讲授为基础，同时

要增加产品设计线的运用原理和实例解析。将线构

成运用的实际产品设计案例分析引入教学中，使得

学生加深对产品设计专业的理解和兴趣，做到学以

致用。如在讲线的性格特征原理时，让学生在观察

办公用品、家具与家居用品、家居的过程中，了解

直线、曲线的线体所体现出的各自不用的特征及丰

富的变现力；从汽车前脸进气格栏设计发现线的运

用方向不同产生的视觉特征变化，奔驰汽车的"数横

一坚"式、劳斯莱斯汽车的"宫殿立柱"式、吉普的

“七竖孔”式、道奇的“田字”式等，让学生在生

活的不经意间，融入线的构成设计，提高他们的学

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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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的教学思考 

在造型艺术里点、线、面都是相对而言的概念，

点面积扩大会形成面、点的密集排列也会形成面，

而线加宽以后就是面。三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在面构成的教学过程中，同样需要紧密联系实际产

品造型关于面的错视、图底反转等视觉特征以及空

间构成的设计进行讲解，通过实例产品设计引导学

生自觉的思考面构成设计的运用及其重要性。例如：

图底反转的构成运用于手机面板设计中时，手机主

控制面处于视觉中心，我们称之为“图”，而除此之

外的那些面，称之为“底”。让学生通过观察认识到

“图”是具有明确、醒目、清晰的形，“底”是用来

衬托“图”的，具有后退的效果。 

通过前期结合产品设计实例对于点、线、面的

构成以及点线面综合构成的教学，注重激发学生对

于平面构成学习的热情。而更加重要的是引导学生

提升自己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带

学生到户外去，让学生在大自然中去感受，进而观

察、分析，将自然景象中的美抽象成点线面的组合，

并从中发现平面构成重复、近似、渐变、对比、特

异、发射和密集的基本形式，以及统一与变化、对

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对称与均衡等形式美法则。

结合课程内容通过户外感受、观察、分析，不仅可

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概括

和总结能力。 

当学生对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形式以及形式

美法则都有了一定了解后，我们再结合优秀的产品

设计来分析讲解。例如，对国际知名品牌汽车造型

以及家族设计特色进行对比分析，让学生能够确切

的认识到平面构成知识的运用所体现出来的风格迥

异的效果；贴近学生的生活，对手机的外观设计进

行分析，通过老牌诺基亚的强盛到没落，苹果、三

星等品牌的后来居上以及本土小米、华为的不懈努

力。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平面构成和产品设计密切的

关系，以及其在产品设计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要求

学生运用点、线、面的组合表现风格迥异的汽车前

脸设计、手机外观及面板设计，使课本知识与实际

产品设计既有连贯性又有交融性。提高学生的专业

意识，增强他们对本专业的了解和兴趣。 

四、结论 

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让产品设计专业的基础

课程平面构成能与产品设计的专业方向紧密结合。

这一点也是制定产品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

教学大纲的重中之重。因为在教学的实践中我们发

现，如果我们的产品设计专业也采用其他设计专业

相同的教育教学模式以及教材，就无法突出产品专

业的专业特色。除此之外，也会让产品专业的学生

感觉不到他们学生专业与其他设计专业有何差别。

无法进行有效率有实用价值的教学活动，更不可能

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所以为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以

及学生以后能够将学习的专业知识学以致用，必须

要给学生一个明确的专业方向定位，让他们了解平

面构成课程在所学专业当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对于

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教材教案的制定需要突

出产品专业的特色，通过对于这几方面的优化改革

来促进整个教学过程科学有序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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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ne Constitution" as the first stage in the teaching of "Three Major Constitutions", serves as a 
"bridge" for product design majors as it helps the students to change  from painters to desingers. Today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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