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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编号：07B103004 

2.课程名称：构成 

3.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4.学时学分：72 学时， 2.5 学分（其中：理论 8 学时，实践 64 学时；自主学习学 

时 24 学时） 

5.适用专业：工艺美术专业 

6.开课时间：第二学期 

7.开课单位：艺术学院 

二、课程定位 

本课程为工艺美术专业本科专业学科基础必修课程，是造型基础向设计思路转变的关键

课程。课程包括：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三部分。平面构成主要研究平面设计中如

何创造形象，如何处理形与形之间的关系，如何按美的形式法则设计出所需的图形。色彩构

成主要讲授色彩基本原理，色彩的作用与三要素，色彩配制、色彩心理、色彩情感。立体构

成主要教授立体造型的构成方法，提高学生对立体设计中形式美规律的认知，从而提高其设

计审美能力。本课程通过学习了解三大构成的基本规律与法则，要求学生对平面、色彩、立

体构成有深入的认识并运用构成方法进行实践，为工艺美术各方向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基础。 

 

三、课程目标 

1、知识要求 

本课程以学生能够完成平面设计构图和运用色彩语言表达设计意念、运用综合材质创造

形态造型的能力为学习目标，使学生具备平面构成、色彩常识和色彩心理及色彩构成、立体

造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形成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方法能力，并注意渗透思想教育，逐

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树立职业道德观念。 

2、能力要求 

（1）专业能力 

1）了解平面构成的形式美原理； 

2）掌握平面构成的方法； 

3）熟练掌握重复、渐变、特异、发射、肌理、密集、空间等构成； 

4）了解色彩的基本常识； 

5）理解掌握色彩与心理； 

6）掌握各种色彩对比与调和的构成方法； 

7）能熟练掌握完成同类色、互补色、对比色对比，面积、冷暖对比，及以上色彩的调和； 

8）熟练掌握驾驭色彩能力。 

9）了解立体造型的设计常识 

10）掌握综合材质的造型表现能力 

（2）方法能力 

1）能独立进行构成基本形象的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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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独立进行构成的骨骼、构成方法的能力； 

3）具备色彩基本常识能力； 

4）具备色彩的对比与调和构成能力； 

5）具备较高的审美能力； 

6）具备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 

7）具备空间想象能力，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3）社会能力 

1）具有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2）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具有用于创新勇于创新、敬业乐业的工作作风； 

4）具有质量意识、团队协作意识； 

5）具有社会责任感。 

6）具有职业道德素养。 

7）具有国际化专业交流协作能力。 

3、素质要求和职业素养及技能要求 

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道德理念，正面积极的职业心态和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意识，爱岗、

敬业、忠诚、奉献的良好的职业信念，提升学生的专业职业知识技能，树立良好的职业行为

习惯。 

 

四、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理论与实践训练使学生懂得学习构成的作用与意义，理解并掌握

构成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能应用构成的基本原理与视觉语言进行有主题的视觉形象创作，从

而培养学生对艺术视觉形态的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为以后工艺美术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重点和难点： 

1、认识与了解平面构成的设计元素、形式法则，掌握构成的主要形式及表现方法。 

2、理解色彩构成的基本知识，掌握色彩混合理论的不同类型的表现形式。对色彩感情、

色彩性格与象征，色彩味觉，色彩联想，色彩空间形状、色彩心理等理解并运用。 

3、了解立体构成的基本概念，掌握立体构成的不同类型和表达形式。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建议学

时 
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和手段 

1 导论 略… 4 略… 略… 

2 第一章平面构成 略… 24 略… 略… 

3 第二章色彩构成 略… 20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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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立体构成  

1、线立体构成；立

体构成研究方向，立

体构成的形态概念，

线构成；2、面与块

立体构成：面材构成

的概念，面材构成的

材料运用，面材构成

的加工，面材的基本

折屈。3、面与块立

体构成：面材构成的

特点，仿生结构的种

类，仿生结构的内容

与加工；4、综合立

通过立体构成的学习，将

立体构成理论应用到三维

空间设计表现中，运用综

合材质表现立体空间，加

强学生立体造型构思能

力，掌握造型的体量即各

种材质表现技巧，建立起

学生的造型观念。并逐步

提升能够解决实际设计应

用的能力。使学生能够掌

握立体构成理论知识，从

空间、光影等角度塑造立

体形态，并以挖掘造型可

能性和构成形式美，运用

24 

教学重点：面材构

成的材料运用，面

材构成的加工设

计；块材的性能与

性质，块材的形体

塑造。 

教学难点：综合立

体形态构成：构成

的形式美法则，点

材、线材、面材的

组合形式设计。 

教学方法与形式

可多样化：接合幻

灯讲座，理论讲

授，课题分析，示

范作业详解，电脑

辅助教学与练习，

视频、录像等各种

形式，对于教与学

有利的，都可广泛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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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态构成：块材的

特点，块材的性能与

性质，块材的形体塑

造；5、综合立体形

态构成：构成的形式

美法则，点材、线材、

面材的组合形式。 

综合材质表现立体空间。 

五、实践教学（理论课程不填写该部分） 

1.实践教学基本信息 

实践教学类型：实训 

是否独立设课：是 

主要涉及工具与材料：卡纸、绘图纸、尺规、绘图笔、颜料、综合材质等； 

2.实践教学项目 

项目一：平面构成实训 

略… 

项目二：色彩构成实训 

略… 

项目三：立体构成实训 

（1）目的和要求 

目的：将立体构成理论应用到三维空间设计表现中，运用综合材质表现立体空间，加强

学生立体造型构思能力，掌握造型的体量即各种材质表现技巧，建立起学生的造型观念。 

要求：以立体构成理论为指导，从空间、光影等角度塑造立体形态，并以挖掘造型可能

性和构成形式美，运用综合材质表现立体空间，设计构思应具有画面组织性、造型关系新颖，

作品干净、整洁。 

分组要求：1人一组或 10-15 人一组、1 班 1 组等形式，培养学生独立设计能力及团队协作能

力。 

（2）内容和步骤 

主要内容： 

1. 半立体构成画创作：“一张纸的故事”半立体设计制作; 

(范例) 

2. 立体构成主题创作：综合材质立体主题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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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实践步骤： 

1、设计单形、小稿，绘制草图； 

2、选取构成表现材质，表现； 

3、立体构成设计制作。 

（3）结果分析 

实训二题创作，计二次平时作业成绩；每项实训作业成绩中主题创意占 40%，绘画构图

占 40%，表现形式及制作态度、完成效果占 20%，最终实训作业以百分之出成绩。按实验大纲

填写实验报告册，其中实验名称严格按照实验大纲填写。任课老师根据实训成果及实训报告

撰写情况在打分写完评语后上交到实验中心。 

项目四：自主学习学时实训 

略…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考核方式：考查课 

2.成绩评定办法 

（1）成绩评定构成： 

（平时实训作业 80%+课堂测验 10%+出勤 10%）×60%+结课大作业×40%＝总成绩 

（2）成绩评定细则： 

本课程为考查课,以实训作业的方式考核学生的学习成果，最终成绩中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的 60%，其中包含各实训项目作业+课堂随堂测试、提问+平时出勤成绩；结课大作业占总成

绩的 40%，以三大构成理论题+命题创作题的形式为结课大作业；科学全面地评价学生综合素

质，强化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鼓励探索多样化的考试形式，将课程评价分解到教学全

过程；在夯实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

具体参照《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应用型本科考试改革工作指导意见》（津中德政[2018]70 

号）文件。 

 

七、与其他课程的联系 

1.先修课程及联系 

本课程安排在本科教学的第二学期，先修课程主要有素描、色彩、工艺美术概论。本课

程与图案设计课程有相互关联，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绘画基础，是从造型基础过渡到设计基础

的重要课程。 

2. 后续课程及联系 

后续课程主要有：装饰画、工艺美术技法认知。本课程为装饰画、工艺美术认知课程的

创作及实践奠定了造型基础及设计方案的理论依托，为后续课程的设计创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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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材及参考资料 

 

 

 

 

 

 

 

 

 

 

 

 

 

 

 

 

1.推荐教材：

刘斌.电脑平面构成.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1

2.参考资料：

[1]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

[2]糜淑娥，刘韦晶.色彩构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5 

[3]糜淑娥，刘韦晶.平面构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5 

[4]糜淑娥，刘韦晶.立体构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