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概　　述　

1.1　平面构成发展简史

1.1.1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对文化

艺术的影响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人类从落后的中世纪向

现代过渡的标志，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

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

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

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

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

代。”虽然文艺复兴是一次逐渐发展的时期，没有

明确的分界线和事件。但文艺复兴使当时人们的

思想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宗教改革和激烈的宗教战

争，后来的启蒙运动以文艺复兴为自己的榜样。

19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后来的科学发展、地理大发

现、民族国家的诞生都是源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

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资产

阶级革命的舆论前提。文艺复兴是使欧洲摆脱腐朽

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一个前奏曲。涌

现出了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他们当中

不乏同时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做出重要贡

献的人物。意大利佛罗伦萨作为文艺复兴的发祥

地，在诗歌、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各方面均取得了

突出的成就。佛罗伦萨著名的美弟奇家族是当时最

重要的艺术赞助人。著名的文艺复兴三杰全部诞

生在意大利。代表人物有诗人但丁（如图 1-1所

示）、彼特拉克，哲学家伊拉斯谟（如图 1-2所示）、

图 1-1　诗人但丁

图 1-2　哲学家伊拉斯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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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作家薄伽丘（如图 1-3所示）、马基雅

维利，画家乔托、波提切利、列奥纳多·达·芬奇（如

图 1-4所示）、拉斐尔、提香，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如

图 1-5所示），建筑师伯鲁涅列斯基，音乐家帕莱斯

特里那、拉索等。文艺复兴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

方面。 

（1）文艺复兴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次伟大变

革，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2）产生了近代科学，推动了人类科学与文明

的进步。

对平面构成的认识主要源于自然科学和哲学

认识论的不断发展，科学的发展、量子力学理论微

观认识论的出现，使人们更为关注事物内部的结

构，随着这种由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认识的渐进认

知，必然影响造型艺术的发展。从西方绘画中，特别

是艺术大师的作品中都不难找出构成的元素在画

面中恰到好处地运用。这是人类思维的根本性进

步，他们都主张改变传统的写实，并以抽象的形式

语言来表达思维和理念，可以说，德国包毫斯设计

学院为现代设计奠定了构成艺术的重要基础。近代

平面构成作为设计基础课程，在工业设计、建筑设

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等众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

应用。

1.1.2　包豪斯艺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1919年 4月在德国魏玛建立的国立包豪斯学

院，如图 1-6所示，是世界上第一所现代设计学校，

它的教学体系强调功能第一、形式第二，注重新技

术与新材料的运用，摈弃传统的约束，认为艺术应

图 1-5　雕塑家米开朗琪罗

图 1-4　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

图 1-3　作家薄伽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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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统一，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应遵循

自然与客观的法则。包豪斯对现代设计的贡献非常

大，它的教学体系至今仍广泛地被各国沿袭采用并

发展革新，我国现代设计教学基础课程包括平面构

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简称“三大构成”），这些

教育理念都是源于包豪斯艺术与设计的创新思维，

教学体系也是从包豪斯开创的基础课程上发展而

来的。开创了现代设计教育的先河，其知识与技术

并重，理论与实践同步的教育体系至今也影响着世

界设计教育。

之间树立起自大障壁的职业阶级观念。同时，让我

们创造出一幢将建筑、雕刻和绘画结合成三位一体

的新的未来殿堂，并用千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将

其矗立在云霄高处，成为一种新信念的鲜明标志。”

这一教育理念，不仅推动了现代立体建筑事业的大

发展，而且也影响和推动了现代视觉平面设计的大

进步。

包豪斯的教育模式主要体现在基础课上，把平

面、色彩、立体与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并牢固建立在

科学的基础上，对现代视觉平面设计做出了杰出贡

献。如图 1-7～图 1-12所示。

图 1-6　德国的国立包豪斯学院

1.1.3　包豪斯教育模式对平面设

计的贡献和对我国的影响

1. 包豪斯教育模式对视觉平面设计的贡献

“包豪斯”的出现，是现代工业与艺术走向结

合的必然结果，它是现代建筑史、工业设计史和艺

术史、艺术设计教育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包豪斯

的成功在教育模式上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

和借鉴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紧随社会

进步，不断更新观念，积极创立新思维。

包豪斯的新思维还体现在包豪斯的宣言中：

“建筑家、雕刻家和画家们，我们都应该转向应用艺

术……艺术不是一种专门职业，艺术家和工艺技师

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艺术家只是一个得意忘形

的工艺技师。在灵感出现并超出个人意志的珍贵片

刻，上苍的恩赐使他的作品变成艺术的花朵。然而，

工艺技术的熟练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都是不可

缺少的。真正创造想象力的根源即建立在这个基础

上面……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设计家组织。在这个

组织里面，绝对没有那种足以使工艺技师与艺术家 图 1-9　体现包豪斯艺术与生活的墙画设计

图 1-8　体现应用功能的现代家居设计

图 1-7　包豪斯风格的现代家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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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具有应用功能的招生广告设计

图 1-11　绘画与生活统一的室内油画装饰

图 1-10　体现包豪斯风格的墙画设计

2. 包豪斯教育模式对我国平面设计教育的

影响

“包豪斯”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世界艺术教

育，也影响了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1942年成立

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一开始就引进包豪斯的现代

设计教育体系，强调实用、技术、经济和现代美学思

想，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摇篮，开创了中国全

面推行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先河。它的影响不仅

反映在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人才培养上，也反映在

一系列建筑作品上，包括大上海都市计划方案的制

订。在我国设计教育的基础课教育中，平面构成作

为设计的重要基础元素，一直以来都被艺术设计教

育者所重视。当然，它秉承包豪斯艺术教育理念，

特别是现代平面设计教育，更注重创意设计的培

养。为了能给人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舒适而合理

的生活环境，需要培养更多的设计艺术人才，同时

也需要加强全民的设计意识，提高审美能力，彻底

结束“不懂设计的领导决定设计方案，设计师仅仅

是美工而已”的历史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

设计理念的提升，设计成果的取得，无不体现了包

豪斯教育理念的巨大影响力。

1.2　平面构成与设计

1.2.1　平面构成是一切设计的基础

平面构成是一切设计的基础，是整体设计的先

期构想。通俗地说，构成的法则就像是一个设计草

图，通过对效果图构成的每一个元素的精心设计、

反复推敲，最终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即设计效果

图。可以说平面构成的点、线、面元素是设计灵魂，

离开了点、线、面的构成要素，要想设计出优秀的作

品是不可能的，而缺少点、线、面三元素中的任意一

个元素，也不是完整的设计作品，更谈不上精品，如

图 1-13和图 1-14所示。

1.2.2　平面构成是设计与创意的源泉

诚然，平面构成作为设计的基础课程，还必须

打破传统的教学方法，强调视觉元素的形态美，培

养学生对形象的敏感性和创造性，加强设计思维的

创新能力培养。艺术设计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 ,涵盖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而且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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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显示出它的不可替代性。如图 1-15和图 1-16

所示，平面构成以一个全新的造型观念 ,给艺术设

计的最终实现提供了可能和基本保证。

图 1-14　构成元素俱全的书籍

图 1-13　体现点、线、面元素的书籍设计

图 1-16　鹏程电脑培训学校招生广告

图 1-15　《信心》招贴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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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平面构成为综合设计提供

了基本保证

美国毛霍里·纳吉和托马斯·玛尔德纳德等

主张：“设计不是东西表面的装饰，而是在某一种

目的的基础上综合社会、人类、经济、技术、艺术、心

理、生理等要素，并按照工业生产的轨迹计划产品

的技术。”如果进行分类，可从以下几个设计进行分

类，大到工业设计、工艺美术设计、轻工业设计，小

到家庭设计、公共用品设计和个人用品设计等。针

对设计的类别、设计的对象和材料的使用、加工技

术等，学校根据社会需要相应地开设了工业设计、

环艺设计、室内设计、家具设计、广告设计等专业。

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如图 1-17和图 1-18所示，而

这些设计的基础和专业的保障就是平面构成。

1.3　学习平面构成的意义

1．审美能力的提高

学习平面构成和平面构成训练技法，主要是

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丰富学生造型设计的想象与

创造能力，使他们掌握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设计方

法，拓展设计思维，为专业设计提供有效方法和必

经途径，同时也为各艺术设计领域提供技法支持，

为今后的专业设计奠定坚实的基础。平面构成设计

实际上是一种抽象图案的设计，其画面是由点、线、

面等基本元素和抽象图形所构成，通过教学并充分

发挥想象力，从而真正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创造能力的提高

在点、线、面抽象图案设计教学中，学生的感觉

始终是愉悦的，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充分利用造型

的基本元素，在头脑中，在白纸上，产生无数和绘制

图画有关的奇妙的图形，特别是在纸上能够表现出

具有空间感和动感，视觉冲击力极强的图画，最终

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并能充分体现出学生们

的创造力。

3．设计能力和应用能力的提高

平面构成设计不同于绘画，也不同于其他简单

的图形设计，它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某种规律性、抽

象性和使画面总体布局合理的设计过程。运用点

的合理分布、线的节奏变化、面的完美组合，以及黑

白、色彩的对比，形成不同的空间变化、组合关系，

来表现情感、韵律和力量。

平面构成设计的教学和训练目的是极大地丰

富学生的设计语言，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创造能力、设计能力和应用能力，使学生的设计作

品更富有创造性、实用性。平面构成设计课在艺术

设计教学中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图 1-18　家居小空间设计

图 1-17　体现构成要素的现代家居环境

思考与训练题

1．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对文化艺术的影响

有哪些？

2．包豪斯艺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有哪些？

3．包豪斯教育模式对我国平面设计教育

的影响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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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面构成与设计的关系是什么？

5．学习平面构成的意义是什么？

6．在没有学习点、线、面知识的基础上，用现有的知识完成一幅平面设计作品。

要求：

（1）在 25cm×25cm 的白纸板上完成，其他材料和绘制工具均不限。

（2）根据个人审美和理解，精心绘制。

（3）视觉感良好。

训练目的：

检验学生对平面构成的理解和动手实践能力。



2.1　设计的三要素——点、线、面

所谓构成就是指将不同形态的几个元素，按照

一定的形式美法则及规律，将其重新组合成为一个

新的元素。平面构成是一种视觉基本形象的构成，

是将点、线、面这些基本元素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

排列、组合，产生出变化无穷的图形，从而给人一种

特殊的视觉效果。

点、线、面是视觉构成的基本元素，是平面设计

乃至立体、色彩设计中最重要的构成元素，又是最

基本的表现手段。任何版式（包括平面、立体、色彩）

设计最终都能抽象成为点、线、面的组合关系。就

像化学元素一样，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素才能

组合成一个新的发生了化学变化的新元素。总之，

在平面设计中，对点、线、面的运用，既要体现各自

的独立性，又要体现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可以说，

掌握了点、线、面的合理运用，就有了平面、立体、色

彩设计的基石，也掌握了设计的精髓和根本方法。

点、线、面作为平面设计的基本元素不是孤立存在

的，根据点、线、面各自的特性，利用它们各自表现

力的优势，合理安排点、线、面的位置关系，并将其

加以有效设计组合，一定能设计出优秀的作品。

2.2　平面构成的形态要素——点

2.2.1　点的含义

康定斯基认为，从内在性的角度来看，点是最

简洁的形态。点，在几何学的意义上是可见的最小

形式单元，是位置的表示形式。通常构成其他形态

要素（线、面等）的起始与终结，因而无所谓方向、

大小、形状。但作为设计构成的点与几何中的点是

不同的。在版面设计中，点是有面积的，如图 2-1

所示，只有当它与周围要素进行对比时，才可知这

个具有具体面积的形象是否可以称为“点”。如

图 2-2和图 2-3所示。

图 2-1　点的基本形象

　第2章　平面构成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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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所示。仅从力的角度看，纤夫拉船，其作用

力“点”在绳子与船的连接处，因此，点是力的中心，

并具有扩张感。

图 2-6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列宾

图 2-5　《沙滩上的船》　戴刚

图 2-4　大海中的小船

图 2-3　大自然中的太阳

图 2-2　水道中的小船

点的大小不能超越视觉观察习惯的限度，超越

了限度就失去了点的性质，而成为“形”或“面”。

这说明：点的形状越小，点的感觉越强；点的形状

越大，则点的属性越弱。因此，具体划分其差别的界

限，必须要从它所处的具体位置和它与其他物象的

对比关系上来判断。如一叶扁舟在茫茫大海中是个

点，如图 2-4所示，如果把它放在有限的空间或一

定的场景内，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如图 2-5所示，所

以原来感觉是点的形，因其周围加上其他物象，影

响了观者的视觉感受，从而改变了点的属性，显示

出了面的特性。同理，原来感觉是面的形也可以显

示出点的特性，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2.2　点的扩张作用和错视现象

1. 点的扩张与中心作用

点是力的中心，有扩张感。力的作用点在物

体（静止时）的中间。如果物体是移动的，要看是

什么在使它运动，比如绳子拉车时，作用点就是绳

子和车的接触点。可以拴在车中心或车的前部，如

2. 点的错视现象

“错视”从书面上来理解就是“错误的视觉”，

即“错视觉”之意，也可理解为视觉在传递过程中

发生了错误，它是由眼球的生理作用而引起的“视

知觉错误”造成的视差现象。如图 2-7～图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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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其中图 2-12中点的环境变了，性质也发生了

变化，这时的点有了柱头的感觉。同样大小的红点

在不同大小的黑点的包围下，使人产生了错视，即

被大黑点包围的红点显得小，被小黑点包围的红点

显得大。

图 2-7　同样大小的红点在视觉上的变化

图 2-9　大点对小点有引力作用

图 2-8　在角的对比下的不同感觉

图 2-11　白点显得大些

图 2-10　点的密集排列形成线

图 2-12　组合后有柱的感觉

图 2-15　点是视觉中心

图 2-14　多点有规律地排列形成面的感觉

图 2-13　暖色比冷色显得大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