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元 1  设计基础概述 

现代设计 是一 个综 合 体，不仅 要求 设计 者有 足 够 的人 生经 验和 感受 ，还 要求 设计 者熟 练地 掌

握 设 计 方 法 、 法 则 。 构 成 是 设 计 的 基 础 ， 构 成 能 够 培 养 学 生 的 造 型 力 和 创 造 力 ， 使 学 生 充 分 展

开 想 象 的 空 间 ， 对 现 代 设 计 进 行 创 新 研 究 。 对 于 设 计 初 学 者 来 说 ， 了 解 构 成 的 产 生 与 发 展 ， 构

成与 设计 之间 的关 系 及 掌握“设 计基 础”这门 课程 的一 些学 习方 法，对后 续的 设计 学习 将奠 定 坚实

的基础。  

任务 1  变体自画像创意设计 

一、知识储备  

（一）了解构成的产生与发展  

1. 构成的概念  

“构成”是一种造型概念，也是现代造型设计的用语。它是指将一定的形态元素，按照视觉规律、

力学原理、心理特性、审美法则创造性地组合为一个新形态，具有建构、组合、重构的意义。它强

调对形式的客观分析，目的是揭示事物与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本质，它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

合、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产物。“构成”的训练过程就像学习外语词汇和语法那样，是一种对基本规律

认识和实践的过程。  

2. 构成的产生与发展  

在造型艺术史上，“构成”作为体系化的造型风格，开始并贯穿于 19 世纪初的“构成主义”“风格派”

和包豪斯风格即现代艺术的创新活动中。构成的概念来源于构成主义，构成主义源于 1918 年在苏维

埃兴起的革命造型运动。1917 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新的制度促使了文

化的变革。在美术方面，由于不满当时盛行的意大利未来主义，构成主义作为适合共产主义的新造

型运动应运而生。构成主义是针对缺乏实用性艺术的一次革命造型运动，它提倡建立产业和批量的

观念，追求造型的社会性。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俄国的构成主义开始向西传入欧洲

各国并成为日后设计向现代主义转化的重要刺激因素。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东欧

国家受其影响最为强烈。俄国的构成主义大师李西斯基 1920 年在波兰讲学，深刻地影响了波兰设计

师亨利克·伯利维，而后亨利克·伯利维开创了“麦查诺—法可图拉理论”，他提倡摒弃虚无的传统三维

绘画表现形式，而用基本的几何构成原理进行平面设计。亨利克·伯利维的设计带有明显的数学计算

和几何构成的特点。当然，在其他的东欧国家里同样产生了许多构成主义的倡导者，他们都为构成

主义向今后的形态构成学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包豪斯确立了构成的设计基础地位  



包豪斯是德国魏玛市“公立包豪斯学校”的简称，由魏玛艺术学校和工艺学校合并而成，后改称

“设计学院”。在两德统一后，位于魏玛的设计学院更名为魏玛包豪斯大学（如图 1-1 所示）。一般人们

常说的包豪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包豪斯，即从 1919 年创办到 1933 年被迫关闭的包豪斯，它经历

了魏玛时期（1919—1925）、德绍时期（1925—1932）、柏林时期（1932—1933）三个发展阶段。“包

豪斯”一词是由包豪斯创始人建筑家格罗比乌斯（如图 1-2 所示）造出来的，是德语“Bauhaus”的音译，

由德语“Hausbau”（房屋建筑）一词倒置而成。包豪斯虽为建筑学校，但 1927 年之前并无建筑专业，

只有纺织、陶瓷、金工、玻璃、雕塑、印刷等科目。包豪斯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的产生，对现代

设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包豪斯办学期

间，很多年轻的有基金思想的画家和雕塑家被启用，如康定斯基、费宁格、克利、伊顿等。他们在

设计中放弃了作品中的装饰因素，探求发挥结构本身的美感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构成设计原则（如

图 1-3 至图 1-7 所示）。  

 

图 1-1  包豪斯学院建筑  

包豪斯学院经十多年的努力成为欧洲现代主义设计的中心，并把欧洲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推到

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特别是学院创始人格罗比乌斯所创立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式，影响了全世界的

设计教育，并且使所有的设计师意识到大众设计和为工业化设计才是设计的真正目的。  

在设计理论方面，包豪斯提出了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1）艺术与设计的统一；  

（2）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  

（3）设计必须遵循自然与客观的法则来进行。  

在教学方面，包豪斯提出如下几个观点：  

（1）在设计中提倡自由创造，反对模仿因袭、墨守成规；  

（2）将手工艺与机器生产结合起来，提倡在掌握手工艺的同时了解现代工业的特点；  

（3）强调基础训练，从现代抽象绘画和雕塑发展而来的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构成等基础

课程成了包豪斯对现代工业设计作出的杰出贡献之一。  

（4）实际动手能力和理论并重；  

（5）把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  



包豪斯设计学院通过 10 余年的努力，集中了 20 世纪初欧洲各国对于设计的新探索与实验成果，

并加以完善和发展，它所奠定的工业设计教育的框架，以及它所创造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对于世

界工业设计以后几十年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对于现代设计来说，包豪斯不仅仅是一种风格，也不

仅仅是一所学院，它是一个公社、一种新的设计理念的代表、一场各种艺术形式的改革，它所培养

的一代人才是以后开辟世界工业设计道路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力量，它是设计师的摇篮。  

         

图 1-2  包豪斯创始人格罗比乌斯                   图 1-3  康定斯基作品  

        

图 1-4  利奥宁·费宁格作品                    图 1-5  包豪斯时期作品  



      

图   1-6 莫霍利•纳吉《形——几何抽象的构成形式》         图 1-7  包豪斯时期作品  

（二）了解设计与构成之间关系  

设计作为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其含义是在正式做某项工作之前，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预先制

订方法、图样。而在现实生活中其定义更加广泛，有计划、设想、绘图几个释义，无论哪一个都是

指对接下来要开展的事情进行规划。  

设计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使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和美好。此外，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设

计还是个人和组织、个人和事物、个人和环境的润滑剂，起到连接和交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设计本身的商业价值也开始得到认同。在国际经济中，品质较高的设计所具备的竞争力也比

较高。特别是在新经济时代，设计几乎渗透了社会的各个领域，细分化、专业化的设计重新被统一

和融合，也就要求设计师们综合科技、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因素来整体考虑。  

构成，它反对写生、再现、复制、模仿、临摹等一系列的非创造性的活动；构成特别反对“模式”，

不依赖于“原型”，是一种思维创造活动。  

设计和构成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设计是现实性的，以实用性为目的；构成则是理想性的，

是关于美的探索，是理论在形式上的实践以及装饰性的强化。设计是有时代性、社会性、民族性、

生产性的造型活动。构成则不受设计内容的约束，不受工艺特性的限制，它是属于美学形式的探讨

范围。但是，构成是设计的基础，是设计开辟新途径的先行者。构成启发培养新秩序下对形态的创

造、感受、判断及造型能力。设计的本质是创造全新形态。构成是设计的基础教育。  

设计是社会产业的重要环节，它连接生产、生活、文化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它的产生、

发展、繁荣也是和社会总体精力文化息息相关。设计产生于产业、社会结构、社会思想、社会艺术

形态的整体大变革中，同时也孕育了构成的思想和教学研究方法（如图 1-8、*1-9、1-10 所示），独

特造型的建筑设计、工业产品设计都蕴含着丰富的现代设计思想在其中。  

 

 



 

图 1-8 

 

                    

                    图 1-10 

（三）掌握设计基础的学习方法  

1. 设计思维训练  

1）提炼自然界物象形态 

提炼自然界物象形态，就是对现实世界物象进行主观化、感情化、单纯化处理。在提炼客观物

质对象形态时，我们需要运用一些抽象思维，把客观物质对象中最本质的形态或特征抽象化后再呈

现出来。如图 1-11 所示，国画大师吴冠中所绘制的江南水乡，采用了俯视视角的构图。作者提炼自



然界房屋的房顶的形态，然后进行简化处理，利用大小不一的长方形代表原本复杂的房顶结构，并

且为表现江南水乡房屋错落有致的建筑风格，利用长短不一的线条将大大小小的长方形连接起来，

把江南水乡独有的气质表现了出来。世界物象进行主观化、感情化处理。  

 

图 1-11 

再如图 1-12 所示，该副画面中仍然还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的场景。画面中建筑风格个性十足，灰

墙黑瓦，作者把复杂的小巷子用极其简练的线条带过，建筑物前面是一个荷塘，荷塘边种着一棵柳

树，柳树的影子轻轻地倒映在平静的水中，整个画面干净、洒脱。画面中灰墙的留白和水中的留白

不仅没让人觉得空荡，反而给人一种深思的感觉。  

 

图 1-12 

对于自然界物象的提炼不仅表现在绘画作品中，在今天的平面设计中也处处可见。如图 1-13 所

示，画面中一组食品包装设计中，食物的形态如大豆等都是把现实生活中大豆形态进行提炼，简化



处理，只保留大豆的形态及色泽，大胆去掉非典型性结构，这样使得大豆形象突出，视觉效果更好。 

 

图 1-13 

再如图 1-14、图 1-15 所示，两副招贴作品都对客观事物对象的外观形态进行抽象化提炼处理，

这样使得作品特征更强，视觉冲击力也更大。  

     

图 1-14                                   图 1-15 



2）继承与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剪纸、皮影戏、年画、画像砖、壁画、国画、刺绣等都是其独特的表

现形式（如图 1-16、*1-17、*1-18、1-19 所示）。传统文化为现代设计提供了设计的源泉，传统文化

和艺术是现代设计的基础。我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借鉴时，应该是持继承和借鉴的态度（包括形式

和内容），而不是照搬和抄袭。  

 

图 1-16  剪纸  

 

图 1-19 

传统文化在当今设计中的运用比比皆是，如在国产动画《桃花源记》中，无论是场景、音乐、

人物造型都大量借鉴了传统艺术。如农夫的人物造型就借鉴了皮影戏的造型风格，但是在表现形式

上又吸取一些版画元素，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借鉴与创新，把农夫贫困潦倒，深受压迫的悲惨形象凸

显出来。另外，在该动画中，小猪的造型是对传统剪纸文化借鉴创新而来的，儿童的造型则是吸取

了年画中胖娃娃造型。整部影片充满浓郁的中国风，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再如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在他很多的平面作品中，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结合起来（如图

1-20、*1-21、*1-22 所示）。  

 

图 1-20 

2. 设计观察方法  

在做设计之前，首先要先学会观察对象，设计观察方法有三种：静态与动态的观察和捕捉、宏

观和微观的观察方法和主动观察。  

1）静态与动态的观察和捕捉 

静态的观察是一种被动运动，而动态的观察则是一种主动运动。  

  动态物象，是指除外界影响外，自身进行发展变化。抓取最有特点、最有意义的瞬间锻炼观

察能力。如图 1-23 所示，画面中是一张动态运动图，一个滑雪爱好者在半空中的姿态，也许我们无

法看清滑雪者的五官、神态，但是我们要抓住滑雪者整个身体的曲线、动态，以及滑板在空中留下

的一条美丽的弧线。培养学生的动态观察能力，可以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  

再如图 1-24 所示，画面中锤子敲击玻璃杯的过程中，锤子击碎的结构部分在空中形成一定的动

态，通过这样细腻的表现可以增加画面的真实感和产品的信誉度。  



 

图 1-23 

 

                              图 1-24 

再如图 1-25 所示，该广告同样采用动态的表现手法。一个杯子放置在画面中间，杯子上面有一

把小伞，酒从伞的右上方喷溅下来。这种动态的表现可以将酒的形态、色泽、质感表现出来，大大

增强消费者对该产品的好感度。  



 

图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