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面构成是融合了感性的体会与理性的分析

的一种艺术创作表现形式，借助视觉认知思维与

视觉符号的形式进行内容研究，分析形式美的存

在形式与规律，为艺术设计相关专业提供参照。

第 一 部 分

平 面 构 成





第1章

平面构成的基本元素

学习要点：

● 认识平面构成的基本元素。

● 理解点、线、面的性质及视错觉。

● 掌握点、线、面的构成训练表现。

1.1　平面构成基本元素之一 ——点

1.1.1　点的认知

从对设计艺术认知的角度进行分析，点可以作为造型设计的基础，是平面构成中的基本元素单位。在进行艺

术设计作品构思表现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点的大小，还应关注点的位置，不同位置中的点对于视觉的引导差异巨

大。因此，对于点的理解不应拘泥于狭隘的认识，而需要一个相对的过程，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不同点的组合

产生的视觉效果千变万化，灵活运用可以产生形式感强、内容丰富、意味深长的视觉感受与标识，传递有效的视觉

信息内涵。就形状而言，点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

点作为一种抽象化的元素，可以从实际的物象中进行提取并寻求借鉴。在理解点的性质时，应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点是一种感受性的元素，就如同乒乓球相对于篮球来说可以作为一个点，而篮球相对于地球来说又可

以作为点的元素，以此类推，便体现出平面构成中的点的特性，否则将会失去对于点真正的理解与运用。在进

行运用表现时，把点看成视觉化的因素就容易理解了。点是相对的，却有范围规范的一面。从直观的认知来理

解，点往往被看作圆形的，而基于平面构成中点的形状来说，以上的认识又失之偏颇。按照点的外形特点，可以将

点分为圆形的点、三角形的点、正方形的点、长方形的点、多边形的点等，即具有规则形状的点，有时也可以将其

看作一些不规则形状的点（见图 1-1）。

从以上角度进行分析，可以把点概括地分为两类，即规则形状的点与不规则形状的点。规则形状的点具有规

范性、秩序性、设计性的特点，不规则形状的点呈现出开放性、灵活性、散乱性、表现性及情感性的特点。

点的形状可以简单概括为具象化的形与抽象化的形。具象化的形别具特色，包括弯月形、露珠形、桃心形、

水滴形等样式；抽象化的形具有良好的呈现性，包括正方形、长方形等方形类，正圆形、椭圆形、半圆形、扇形等圆

形类，以及多边形、菱形、三角形等角形类（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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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具象化的点与抽象化的点

图 1-1　点的外形特点

1.1.2　点的性质

点作为视觉化的元素，具有重要的视觉引导作用，对点进行有效的组织与布局将会引起人们良好的视觉享受

与内心的反应。点的作用的发挥是在一定的空间、环境范围之内的，同时与点的位置关系、大小样式、形状特点等

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个点在平面化的运用中具有很好的聚焦作用与吸引性。可大概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当点处于正中间位置

时，显得稳定、淡然、从容；当点处于中间偏上的位置时，将呈现升腾、愉悦、上升的效果；当点处于中间偏下的位

置时，具有低沉、失落的感受；当点处于右上角或左上角时，分别体现出向右上方或是向左上方的动感及视觉的

引导性；点处于右下角与左下角时，会体现出角落中的停止与视觉失衡的感受（见图 1-3 和图 1-4）。

两个点在二维平面中运用时，由于相互之间的作用，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两个点在进行组合时，会受到大小、

虚实、位置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会寻求一种视觉平衡的关系，更多体现出的是两个点的视觉化关系（见图 1-5 和

图 1-6）。

三个点的平面化运用，由于受到位置关系、排列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呈现的视觉效果会有所不同，体现出一定

的审美性和趣味性（见图 1-7 和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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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三个点的排列方式图 1-7　三个点的位置关系

图 1-6　两个点的虚实关系图 1-5　两个点的大小关系

图 1-4　点的位置之二图 1-3　点的位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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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数量超过三个时，布局中的组合方式更加灵活多样，产生的视觉效果能够体现出动态感、对比感、疏密感

及浅空间层次效果的微妙变化（见图 1-9 和图 1-10）。

图 1-11　相同点的线化组合形式

图 1-10　多个点的布局关系之二图 1-9　多个点的布局关系之一

基于点的不同形态，呈现的视觉、心理感受也别具特色，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对点的不同类型的认知。例如，方

形的点在视觉化的作用下呈现出厚重感、朴实感、正直感的特性，圆形的点呈现出饱满感、圆润感、充实感的特性，

不规则形状的点会给人一种自由性、灵活性、情感性的联想。

当然，在不同的氛围与表现中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给人的所有感受都不是程式化的，体现的是抽象化点的

元素在人的视觉与知觉中的统一。

相同点的组合关系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受到点与点之间的距离、点与点之间的组织排列方式等因素的

影响。相同点的组合在视觉的作用下容易产生线化的效果：相同点的水平线化效果给人呈现出平稳性的感受；

相同点的垂直线化效果呈现出刚毅、正直的感受；相同点的倾斜线化效果表现出一种不平衡、动态的感受；相同

点的弧形线化效果呈现出曲线的、灵动的感受；合理化的、秩序化的相同点的大小变化呈现出节奏感、空间感、韵

律感（见图 1-11）。

1.1.3　点的视错觉

视错觉是视觉的反应与客观存在事物不符的一种状态。对于视错觉的认知要结合点的形态、虚实、位置及客

观条件带来的影响，应趋利避害，充分发挥视错觉现象的作用，体现出设计感、现代感与思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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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错觉的产生受到很多元素的影响与制约，处于同一环境中的大小相同的两个点，黑底上的白点比白底上的

黑点更具有张力性与凸显性（见图 1-12）。

图 1-12　点的视错觉

相对应的同等大小的两个点处于不同的范围之内时，呈现的视觉感受也各不相同，当周边围绕的点的形状大

于此点时，显得有一些衬托与避让该点的感觉，就会有一种张力感、外拓感（见图 1-13）。

图 1-13　周围环境对于点的视错觉的影响

由于受到视觉化因素的影响，同样大小的两个点所处的位置不同，视觉感受也会不同，处于正上方的点，从视

觉效果上来看要比正下方的点略大，更容易受到关注，与人的视觉欣赏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见图 1-14）。

图 1-14　点的位置形成的视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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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点的构成

根据不同的构思与需求，在进行表现时，应注重各元素的大小、虚实、疏密等方面的对比关系。同时，要进行

适度的概括、提取与变化，形成具有秩序感、视觉化、形式感的样式，更好地体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特色。对于点

的构成的理解要从开放性的视角来进行，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等点构成

等点构成的形式是运用点的相同特性而进行的组织与布置，形式灵活多样，呈现出效果丰富的图形，经常被

运用到设计中；对于等点构成的合理运用，将会产生良好的秩序化、节律性的效果，体现别具特色的构成样式（见

图 1-15 和图 1-16）。

图 1-16　等点构成之二图 1-15　等点构成之一

2．差点构成

运用大小、形状不同的点来进行表现时，结合构思，可产生具有审美性、形式感和律动感的效果（见图 1-17

和图 1-18）。

图 1-18　差点构成之二图 1-17　差点构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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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点构成

结合一定的表现规律对点进行合理化的、秩序化的重复、变化，演化成网点形式。网点的组合、布置中呈现的

秩序性、审美性、艺术性的效果明显，体现出良好的实效性（见图 1-19 和图 1-20）。

图 1-20　网点构成之二图 1-19　网点构成之一

 技能提升与训练

训练内容：点的构成。

训练项目：等点构成、差点构成、网点构成。

项目要求：结合现实生活的感受与体验，从实际的物象中寻求灵感，从不同的角度拍摄 10 幅与点的构

成相关的照片素材。运用拍摄的素材进行点的抽象元素的概括与提取，在此构成中可以适当地进行取舍

与变化。

（1）等点构成。运用同等的点进行构思与表现，完成一幅创意新颖、形式感强的点的构成作品，不局限于点

的形状、大小。运用点的元素的数量要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不应显得太空泛，注重各元素在画面上的布局，符合

形式的审美要求。将白卡纸裁切为 24cm×24cm 的尺寸，并进行构思表现，采用手绘的方式完成，完成后可进行

适当的装裱（见图 1-21 和图 1-22）。

（2）差点构成。运用拼贴的方式完成一幅差点构成的作品，可以灵活运用具象化的形或抽象化的形。相关

要求同等点构成。

具体操作：首先，构思好要运用的点的形状及数量，运用相应的工具进行裁剪；其次，合理摆放各元素的

位置，并进行适当的调整，直至呈现最佳效果；最后，运用白乳胶、502 胶水等黏合剂进行粘贴固定。

（3）网点构成。在进行项目训练的过程中，要把握好相应的主次关系以及构图布局的合理性、层次感和秩序

感，运用好网格线的组织形式及排列关系，并结合实际进行灵活运用。

具体操作：制作方式可概括为以下两种，从中选择合适的形式进行制作，可灵活运用与掌握。

① 首先，确定好正方形，并在正方形的尺幅内构思、表现出网格的形式；其次，将提炼的点的元素进行布局，

合理安排在设计好的网格内；最后，进行适当的调整，让画面显得更加符合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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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等点构成之四图 1-21　等点构成之三

② 首先，制作细密的网格；其次，由于网格线中的网格体现出点的构成关系，可以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填

图；最后，进行适当的调整，让画面显得更加符合设计的效果，呈现良好的视觉感。

1.2　平面构成基本元素之二——线

1.2.1　线的认知

线作为一种重要的构成元素，可以从现实生活物象中进行提取与转化。结合相应分析与梳理可以认识到，点

的运动轨迹形成了线。

在理解的过程中，结合视觉化的构成表现，可以把线看作一个相对的形式。线能够呈现一定的长度与宽度，

并且与面的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进行适当的转化，具有良好的可塑性与表现性。在视觉

化的理解中，线的元素具有一定的方向引导性及表现为空间位置的占有，体现出表情达意的重要作用。

结合点到点的不同方向的轨迹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无论是直线、曲线、斜线、相对规则的线还是不规则的

线，都体现出线的不同方面。

1.2.2　线的形态与分类

线的表现性、引导性与标识性体现出重要的属性。线的形态多样，但可以简要地概括为直线与曲线两种主要

形式，而在两种形式的基础上又可以演化出多种形式，具有很强的变化性与表现性。

线的构成中，要认真分析线的呈现方式与状态。对于直线，可简单地分为水平线、垂直线、倾斜线、交叉线、平

行线等形式（见图 1-23）。曲线可分为波纹线、弧线、旋涡线、圆形线、几何曲线等形式（见图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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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曲线的形式

图 1-23　直线的形式

1.2.3　线的性质与表现

线作为一种视觉化的表现元素，可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感受，具有人为化赋予的性格特征。在不同的形式中，

可以看出线性格化的一面，线的长短的对比、粗细的变化、曲直的表现都能体现出不同的性格特性。而在此过程

中的虚实对比关系、曲闭开合关系的程度也会体现出不同的线的性格与表现。

垂直线能够体现出：果敢、正直、积极、刚毅、伸张、力度、挺拔、通透，大多用来形容男性的性格。

水平线能够体现出：舒缓、安宁、平稳、沉寂、单一、祥和、开阔。

斜线能够体现出：不稳定、动感、不安。

曲线能够体现出：优美、韵律、动态，大多用来形容女性的性格。

长线能够体现出：畅通、延绵、延伸。

短线能够体现出：简洁、紧迫。

粗线能够体现出：浑厚、力量、厚重。

细线能够体现出：纤弱、轻盈、微细。

折线能够体现出：转折、变化、呈现方向、空间的引导。

对于线的运用，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感受与情感。线的粗细、长短、急缓、轻重等都能传达一定的情绪、情感，结

合不同的疏密、秩序、虚实等关系将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与感受，是情感化的信息传递与表达。对于不同线的

运用与处理将会呈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借助于抽象化的不同线的形式表现出一种虚拟化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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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线的视错觉

由于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线的视错觉现象的产生体现出线与线之间的视觉差别关系，从而形成不同的视觉

效果。

两条长度相同的直线在受到外在因素影响的条件下，会呈现出长短的差异性感受（见图 1-25）。

图 1-26　平行线的视错觉

图 1-25　直线的视错觉

相互平行的两条线由于受到某种限定，会显示出不同的视觉化差异，表现出不平行的效果（见图 1-26）。

放置在同一环境中的同等长度的垂直线与水平线，在视觉中会呈现出水平线比垂直线短的效果；同样条件

下，等长度的水平线与斜线的排列组合显现出水平线与斜线的视错觉效果（见图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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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水平线、垂直线、斜线的视错觉

1.2.5　线的呈现方式

线的不同变化将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在此过程中，线的粗细变化、长短对比、方向引导、疏密布局及线的

形态的多样性呈现出的视觉感受丰富多样，显示出线的个性化差异，在不同程度上引起视觉、心理的反应。

粗细与长短变化的线呈现出空间层次、主次虚实、对比变化的视觉感受，融合了视觉与心理两方面的因素。

在运用时要体现出相应的变化效果，形成良好的视觉感受（见图 1-28 和图 1-29）。

图 1-29　粗细、长短线之二图 1-28　粗细、长短线之一

轮廓线的表现呈现出简约、突出的特点，具有良好的形式感与框架感。对于轮廓线的合理分析、布局、组织、

安排及运用，将会呈现出简约、直接、明了、整体的感受，呈现良好的视觉效果（见图 1-30 和图 1-31）。

疏密对比的线呈现出浅层次的对比、布局关系及空间透视的视觉效果。

线的疏密对比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方式，广泛应用于艺术表现的方方面面，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空间层

次、节奏秩序、主次有别的形式，对于视觉效果的呈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见图 1-32 和图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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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0　轮廓线之一

图 1-33　线的疏密对比之二图 1-32　线的疏密对比之一

图 1-31　轮廓线之二

方向变化的线呈现出引导性、转折性。线的方向变化具有一定的视觉引导作用，要充分利用这一特性进行

表现与运用，增强线的变化的表现性，同时也不应拘泥于相应的形式与样式，应注重灵活性、变通性的运用（见

图 1-34 和图 1-35）。

虚实对比的线呈现出进退感、层次感、表现性，体现出一种避让与映衬的关系。

在对虚实对比进行分析的时候，应明确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的关系，融入虚实相生的认知观念，从而展示出良

好的空间性、层次性、韵律性的视觉效果与审美心理感受，传达出相应的韵味与内涵（见图 1-36 和图 1-37）。

自由的线呈现出灵活性、变化性、抒情性、表现性。线的自由表现具有一定的偶发性与偶然性，伴随自在化

的、抒情化的、表达化的因素，有益于主观想法与构思的传达，呈现出意想不到的视觉感受效果（见图 1-38 和 

图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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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　自由变化的线之二图 1-38　自由变化的线之一

图 1-37　虚实对比的线之二图 1-36　虚实对比的线之一

图 1-35　方向变化的线之二图 1-34　方向变化的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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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线的构成

1．直线构成

对于直线的理解、构思与表现，可以以不同的视觉样式呈现。线的排列、组织、布局关系影响最终效果，呈现

出具有形式感、趣味性、设计感、韵律感等不同的感受（见图 1-40 和图 1-41）。

图 1-41　直线构成之二图 1-40　直线构成之一

在运用直线的过程中应进行相应的分析，结合对不同的线元素的理解及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灵活掌握与表

现，以体现直线的构成与表现魅力。

2．曲线构成

曲线的运用比直线更加具有可塑性与表现性，在理解曲线的不同属性的基础上，对曲线进行组织与布局，体

现出的审美节奏与审美韵律不完全是视觉的感受，也包含了情感的、心理的归属（见图 1-42 和图 1-43）。融入“法

无定法”的创新、创意表现，以及自由化的、灵活性的、幻化性的构想，增强了曲线的视觉传递效果（见图 1-44 和

图 1-45）。

图 1-43　曲线构成之二图 1-42　曲线构成之一



17

第 1章  平面构成的基本元素

图 1-47　曲线构成之五图 1-46　直线构成之三

图 1-45　曲线构成之四图 1-44　曲线构成之三

技能提升与训练

训练内容：线的构成。

训练项目：直线构成、曲线构成。

项目要求：体会“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内涵，对不同的现实物象进行观察、分析、提取，并运用速写或拍摄等

方式进行素材的收集；同时，留意生活中的建筑、雕塑、数字影视、环艺设计等设计艺术形式对于线的应用体现，

注意加强联系，拓展对于线的构成的理解。

（1）直线构成。结合对直线的综合理解，采用手绘或拼贴的形式制作一幅构思巧妙、富有趣味的直线构成作

品，不局限于直线的长短、粗细。运用直线元素的数量要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注重各直线元素在画面上的安排，

要符合形式的审美要求。画面尺寸为 24cm×24cm，完成后可进行适当的装裱（见图 1-46）。

（2）曲线构成。注重对曲线的灵活运用，制作一幅曲线构成的作品。相关要求同直线构成（见图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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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平面构成基本元素之三——面

1.3.1　面的认知

从某种意义上来分析，可以将面看作因线的运动而产生的轨迹。作为二维空间的平面构成元素，对于面的理

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尤其是对于面的大小的界定。面是具有一定宽度与长度的二维化平面空间，具有很好的表

现性。除此之外，面的位置关系、虚实对比、空间层次的运用是视觉化效果的保障。

1.3.2　面的形态分类

从面的形态上理解，可以将面看作与点、线相互映衬的元素，占有一定的面积、位置，并呈现一定的视觉传递

效果。

可以将面概括地分为几何形的面、有机形的面、偶然形的面、不规则形的面。

几何形的面可理解为：几何形具有一定的规整性、规范性，借助于相关工具的运用，呈现出不同形式的面，如

同正方形、矩形、平行四边形、椭圆形、菱形、梯形等不同的面的形式。在相关的几何形面中更多传递的是一种理

性化的、概括性的、可构造的样式，具有现代化的形式感与秩序感，传递出不同的视觉信息。

有机形的面可理解为：有机形是一种自然化的、生命力的形，蕴含着本身的规则性与形式性，在视觉上显得

更加具有亲切感与融入感，是对生活物象的概括与提取。

与自然密切相关的形式，如露珠、动物、花朵、鸟兽的外形等，体现了对自然界相关物象的轮廓、外形的概括与

提取，是抽象化的思维与具体物象的完美结合（见图 1-48 和图 1-49）。

图 1-49　面的自然存在形式图 1-48　面的形式

偶然形的面可理解为：它是在无意识状态下随机产生的形态样式。从视觉效果上来看，具有随意性、灵活性、

抒情性的特点。如同不加控制随意洒落的墨滴或雨水在墙面流淌留下的痕迹等，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加干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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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展现（见图 1-50 和图 1-51）。

图 1-51　偶然形的面之二图 1-50　偶然形的面之一

不规则形的面可理解为：显得比较自由的、随机组织成的面。它具有很强的制作性与表现性，呈现出良

好的个性特征。

1.3.3　面的性质与表现

从视觉化和心理化的感受来分析，面的形态能够体现出饱满、浑厚、稳重、实在的不同效果。不同的组织与排

列中还可以产生相应的空间层次、节奏感，形成视觉上的张力感。

几何形的面能够体现出规范、简练、理智、规矩、直接、简洁的视觉与心理感受。

有机形的面能够体现出自然化、亲和力、融洽性、生命力、原发性的特点。

偶然形的面能够体现出洒脱性、随意性、自由性、韵味性的特点。

不规则形的面能够体现出构思性、表现性的特征。

同时，还应正确认识正、负形的关系，正、负形是图形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部分，彼此互相依存。

“正形”是指处于表现的形、主体的形，“负形”是指对主体的形起映衬作用的形。如果运用得当，则会呈现

出特别的视觉效果，体现出别致的构思与想法（见图 1-52 和图 1-53）。

1.3.4　面的视错觉

在运用不同性质的面进行构成表现时，要灵活运用，不要局限于简单的组织与安排。实际运用过程中，受到

各元素的相互影响、对比与衬托，会产生视觉上的偏差效果。同等大小的面，由于放置的位置不一样，产生的视觉

效果也不相同（见图 1-54）。

将情感化的、创新性的、创意性的理念融入其中也至关重要，是构成设计思维观念与面的元素的结合。除了

表现视觉的认知之外，还应体现情感的升华，进而呈现面的性质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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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　面的视错觉

图 1-53　正形、负形之二图 1-52　正形、负形之一

1.3.5　面的构成

对面的元素进行分析与理解有其独特性的一面。对于面的元素的提炼、创造与运用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涉及

面与面之间的连接关系、围合关系、布局关系、叠压关系等不同的方面，在融合相应的表现时，可以表现出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