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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 掌握产品设计表现的形态要素、色彩要素和空间要素。

• 掌握产品设计表现的审美规律。

• 了解影响产品设计表现的因素技能要点。

技能要点

产品设计　　形态要素　　色彩要素　　空间要素　　审美规律

案例导入

 产品设计表现中的曲线美

产品设计表现的审美规律是工业设计师们在不断的设计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个

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分析：

产品设计表现的审美规律有多种，其中曲线美是产品设计表现中常见的审美元素

之一。如图 2-1 所示，当曲线美呈献给大家之后，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产品散发出

来的高科技的流线型设计气息。

图2-1　产品设计中的曲线美

2.1  产品设计表现的要素

工业设计师通过大量的实践，不断完善自己的设计和创作风格，从而总结出了一系列符合

设计美学原则的设计要素。一般情况下，产品设计表现的要素分为形态要素和色彩要素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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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展示活动的定义

形态可以分为自然形态和人工形态，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产品均为人工形态，指人类有

意识地从事视觉要素之间的组合或构成活动所产生的形态。它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

创造的结果。

知识拓展

形态，是形式美的重要因素。形态要素是指构成形态的必要元素，是存在于环境

中的任何有形态的现象，例如形 ( 由点、线、面、体构成 )、色、肌理以及空间等。

[案例一]

杜卡迪摩托车设计案例

虽然人工形态是人类有意识的创造活动，但人类在创造人工形态之前会根据自然

形态进行设计和创造。杜卡迪摩托车的设计表现将动物的造型和车体的设计相结合，

突出了产品的特征。除此之外，用“画重点”的形式突出了产品的特征，提炼了产品

的线条和形态。杜卡迪摩托车设计表现是根据自然界中豹的运动形态设计的，在设计

前期，设计师对现有车型的线型和动态感进行了很好的分析。而设计草图手绘的本质

就是对形态的分析和扩展。

图 2-2 是该款车型的整体表现图，使消费者能够将车型的特点更加清晰。图 2-3
使用蓝色图线突出了车型的流线型特征。图 2-4 从俯视的角度非常到位地展示了车型

的动态特征，并且突出了产品的设计来源。图 2-5、图 2-6 进一步细致地表现了产品的

特征，便于消费者理解。

图2-2　摩托车概念设计1 图2-3　摩托车概念设计2

图2-4　杜卡迪摩托车设计表现1 图2-5　杜卡迪摩托车设计表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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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杜卡迪摩托车设计表现3

知识拓展

形态因具有表情性而使人产生不同的形态感。例如，粗线给我们刚强的感觉，细

线给我们纤弱的感觉，直线给我们正直的感觉，曲线给我们柔和的感觉。因此，在产

品设计表现中运用好不同形态的线条很重要。

2.1.2　产品设计表现的色彩要素

色彩要素中的色彩主要是指红、黑、白、橙、黄、绿、蓝、紫等众所周知的颜色体系。

产品设计表现中的色彩要素具有以下特征。

(1) 表情性。

色彩的表情性是它的特有属性，通过这种属性色彩向人传达出一定的情感寓意，使人产

生内心的情感波动。任何颜色都有自己的表情特征，当一种颜色的纯度和明度发生变化，或

者该颜色处于不同的颜色搭配关系时，颜色的表情也就随之改变了。由于颜色的特性及观看

者存在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所以人们因色彩引起的感情变化具有普遍的共同倾向。比如，

红色是热烈、冲动、强有力的色彩，它能使人的肌肉的机能和血液循环加快。如图2-7所示，

红色系体现了该款车型动感十足。

图2-7　体现速度感的红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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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象征性。

具体的色彩象征着某种具象的特征，以红色为例，由于红色容易引起注意，所以被广泛

地使用。红色除了具有较佳的明视效果之外，还具有有活力、积极、热诚、温暖、前进等含

义，另外红色也常用来作为警告、危险、禁止、防火等标示用色。其他色彩也有其具象的特

征。如图2-8所示，设计表现中的黑色和蓝色将摩托车的刚毅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图2-8　摩托车的设计表现

2.2　产品设计表现的形式美法则

如同艺术中的形式要素一样，人的美感是一种持久的、静态的因素。可变因素是指人们

在其感觉印象的抽象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表现力。形态是由造型元素组合在一起的，元素通

过形式美法则被合理地组织和安排在产品设计表现中。

2.2.1　对称与平衡

对称与平衡是指视觉上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两者平衡得当，就会给人产生一种美

的感觉。对称是人类发现的在工程中运用最早的形式美法则，它具有良好的视觉平衡效果，

能使作品看起来具有一定的静态美和条理美。如图2-9所示，设计师将该款摩托车放在一个非

常平衡的构图中，使作品看起来不仅具有静态美，而且有一定的重量感。

图2-9　某纪念版式摩托车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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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的形式能够给人庄重、严肃、稳定的感觉，在一些交通工具、家具的产品设计表

达中，采用对称的形式能够给人平稳感和安全感。即使一些交通工具的设计表达表现出了相

当的运动感，对称的形式也能中和运动感带来的不稳定性，在视觉上获得协调。如图2-10所
示，是摩托车的侧视图，简洁的形式能使这款摩托车看起来更加稳定，从而使消费者在视觉

上能感到该款摩托车的安全性。

图2-10　BMW R nineT 九十周年纪念版摩托车设计效果

均衡是对称的延伸，对称是以对称轴线或对称平面表现出的平衡方式，而均衡是依支点

表现出的平衡方式。工业产品的均衡表现是以产品某一元素为支点，呈现出视觉平衡形式，

具有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美的秩序，表现出生动的条理美和动态美。

[案例二]

户外运动Gerber刀具设计表现

约瑟·戈博于 1939 年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创办了戈博传奇刀具公司。成立

初期，Gerber 公司专注于生产厨房刀具，很快便成为美国最优秀的刀具生产商之一。

Gerber 设计的军刀不仅从色彩、造型传承了军刀的特点，从形态上也遵循了对称与平

衡的理念，既有对称又有平衡，两者相互统一，不仅能够表现军刀的大气，还能表现

军刀灵活的形态。

图 2-11 是该款刀具折叠前后的平视图，平衡地展现了该款刀具的特征，看起来相

当大气。图 2-12 将刀具分解，突出了刀具的锋利。图 2-13 是该款刀具的成品图，产

品特性一览无余。

图2-11　Gerber刀具设计效果1 图2-12　Gerber刀具设计效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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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Gerber刀具设计效果3

具有平衡美感的产品设计表现灵巧、生动、动态、轻快的艺术效果。除了几何形状和相

对位置之外，色彩和肌理都能体现平衡的特点。在进行产品设计表现的过程中，应注意聚与

散、疏与密的变化，以防止处理不正当造成的混乱的视觉效果，如图2-14所示，在一系列鞋

子的设计草图中，设计师注重了鞋子的排列次序，疏密有序，并将鞋子的不同特性表现了出

来，有效地防止了混乱的视觉效果。

图2-14　街舞鞋设计手绘

与对称相比，平衡的效果显得更自由，两者相辅相成，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对称给人稳

定的感觉，而均衡能够使对称更活泼和不呆板。

在实践中，很多产品都采用了对称均衡的形式美规律，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成功

的产品应该满足两者结合的形式美法则，形成美的秩序。

知识链接

均衡的形态设计让人产生视觉与心理上的完美、宁静、和谐之感。静态平衡的格

局大致由对称与平衡的形式构成。对称又称“均齐”，是在统一中求变化；平衡则侧

重在变化中求统一。两者综合应用，就产生了平衡的三种形式：对称平衡、散射平衡

和非对称平衡。对称的图形具有单纯、简洁的美感，以及静态的安定感。对称本身具

有平衡感，对称是平衡的最好体现。平面构成中的平衡是指视觉上的平衡，但平衡的

构图不一定就必须用到平衡，视觉平衡是指通过重新组构图形中的构成要素，使力量

相互保持平等均衡的意思，即达到视觉上的平衡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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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节奏与韵律

节奏与韵律在多种方式中存在，节奏是韵律的单纯化，韵律是节奏形式的丰富化。约

翰·沃尔夫冈·冯·哥德曾说：“美丽属于韵律”，足见节奏与韵律的形式美。从美的角度

看，运用节奏与韵律的编排，就能创造出一首美丽的乐章。如图2-15所示的产品设计表现，

粗细线条的韵律感不但没有使该设计表现得杂乱无章，相反很完美地将该产品的特征表现了

出来。

节奏与韵律是指一种事物在动态过程中有规律、有秩序的一种动态的美。“节奏”是一

种具有规律性的反复运动，在这种反复运动中，物体的运动表现出了有规律的变化，这符合

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韵律”则源于各要素的反复出现，单纯的反复所形成的规律发展变

化会产生韵律。如图2-16所示，通过人脚与鞋子的对比，使产品设计表现出节奏，而这种单

纯的使用能够产生一定的韵律来表现产品的质感。

　　

         图2-15　产品设计手稿1　　　          图2-16　产品设计手稿2

节奏与韵律是产品设计表现中表达形式美的内容之一。产品设计表现的节奏与韵律，

是指在二维或三维空间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美的节奏与韵律，取得设计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与呼

应，获得整体和谐一致的效果，最终满足人们更高的审美要求。如图2-17所示的产品设计表

现，通过细节及相关物品的展示，使设计表现达到和谐的效果。

图2-17　产品设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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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对比与协调

对比与统一是形式美法则中的重要法则，也是一对相互依存但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

对比与协调是一对矛盾且统一的存在，在统一中表现出一种对立的美。如图2-18、图2-19所
示，将两款表现运动、极速的跑车车型置于一个相对单一的环境中，在对立中更加突出了产

品的特征。

图2-18　跑车设计效果1 图2-19　跑车设计效果2

为了使产品设计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形象生动、个性鲜明，设计者常常采用对比的手

法。对比就是突出展现产品的某一部位，使欣赏者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该设计表现中的重点

所在。协调就是将设计表现的元素进行统一的协调处理，给人以协调的美感，避免视觉上的

杂乱无章。如图2-20、图2-21所示，是某概念汽车的表现图，该图突出了产品的整体外观结

构，给人一目了然的感觉。

图2-20　某概念汽车设计手绘1 图2-21　某概念汽车设计手绘2

知识链接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主要表现为适当的排列、比例和一定的形状。艺术之所以是

美的是因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美是和谐与比例”，从而达到“同一中有变化，变

化中有统一”。产品设计表现中的对比是指在设计表现中，各要素以对比的形式存在，

如形状的对比、方向的对比、质感的对比、色彩的对比等。

在产品设计表现中，对比与协调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对比没有协调的设计表现会显得杂

乱，只有协调没有对比的设计表现会显得呆板。要消除这两种现象需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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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条的对比与协调。

在产品设计表现的手绘过程中，运用线条的对比与协调可以消除上文所说的两种极端

现象。

[案例三]

咖啡壶的产品设计表现

将不同类型的线条组织在同一种产品的设计表现中，以一种线条为主体，局部用

不同风格的线条作为对比和烘托，能够打破单调，产生主次有别的效果。如图 2-22 所

示，是 KRUPS 品牌的保温咖啡壶，不仅能够在家中品味到传统咖啡的美味，而且贴

心的控温设计还能够使消费者体验到咖啡壶保温控温的效果。KRUPS 咖啡壶的四个水

过滤器能够保证冲泡咖啡的水的纯度，能够永久性使用的纸过滤器能使炮制出来的咖

啡更加香醇顺滑；它拥有 1100W 的大输出功率使炮制过程更加的快捷，而且 KRUPS
咖啡壶强大的设置系统能够更有效地萃取咖啡的香味，可以提前设置想要冲泡的时间，

到了时间便会自动关闭。

该案例是一款很时尚的保温咖啡壶设计方案，设计元素非常简洁，手绘表达也非

常简洁明了，特别是在手绘图的左边的使用局部放大图进一步显示手绘表达效果。

图2-22　KRUPS壶设计方案

(2) 体量的对比与协调。

体量的大小对比能够使产品造型产生良好的表现效果，使产品形象生动，从而使产品设

计表现在造型上整体比较和谐。如图2-23、图2-24所示是两款特种车辆的产品设计表现，通

过设计表现，均能表现出两款车型的体量感。

图2-23　特种车辆设计表现1 图2-24　特种车辆设计表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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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体量感是指借助明暗、色彩、线条等造型因素，表达出物体的轻重、厚薄、大小、

多少等感觉。如山石的凝重，风烟的轻逸等。产品设计表现中实在的物体都要求传达

出物体所特有的分量和实在感。运用量的对比关系，可产生多样统一的效果。 

(3) 方向的对比与协调。

方向的对比与协调表现为高与低、前与后、直与斜等对比。运用垂直和水平方向的立面

或线条来构成对比，在产品设计表现中用得比较多。如图2-25 所示，通过侧面视角突出了丰

田品牌这款车型的速度感。

图2-25　丰田 FT-1设计表现

2.2.4 尺度与比例

比例是物与物相比形成的概念，尺度是物与人相比形成的概念。

比例是指形体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比率关系。形体的比例可以通过视觉来感

知和认识，因此只有符合人的审美要求的比例，才能创造出令人愉悦的产品表现。

知识拓展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通过反复比较，研究出了 1 ：0.618 的比例最为完美，德

国美学家泽辛把这一比例称为“黄金分割比例”。0.618 是一个无理数，是将一条线段

呈现出最完美比例的分割点。按此比例分割的造型非常具有美感，代表着生活和艺术

的比例与尺度的最理想的标准。

人们在使用工业产品的过程中，由于操作的不同，对产品设计表现在尺寸和形式上的要

求也就不同。如图2-26所示，设计人员根据人们的使用习惯和审美习惯，设计出了让人审美

愉悦的各类产品，既美观时尚，又符合人们的使用习惯。

产生产品尺度感的原因主要由人体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引起。每个造型物与人直接相关的

的构建都有一种传统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是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在经验积累和人

机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尺度感要求产品的造型具有合理性，与人的生理、心理感觉和

谐，与使用环境相协调。

尺度是人们衡量立体形态的尺寸，人们在接受不同的形体时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每

种形态都有自身相应的尺寸，因而，设计师的任务就是设计出既能体现尺寸合理性又能引起

人们心理愉悦的立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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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6　产品设计表现

知识拓展

由于人的感觉器官本能地喜欢比例得当的造型形象，因此，在进行产品设计表现

时应该十分注重各部分的尺寸比例，既要符合功能和技术上的要求，又要在视觉上比

例得当。良好的比例关系是构成产品设计完美表现的基础。

2.3　综合案例解析：笔的设计表现

方案设计说明

由于产品设计表现的特征与现实的比例无异，因此，产品设计表现图能够一目了

然地展现产品的比例。在此案例中，笔的产品设计表现图清晰地展现了笔的比例和尺

度，符合人们对于比例和尺度的审美要求。

分析：

如图 2-27 所示，是笔的平视图，在这幅图中能够清晰地看出笔的比例结构，能够

使消费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产品的特征。如图 2-28 所示，也是笔的平视图，与图 2-27
不同的是，该图更加细致地表现了产品的比例。如图 2-29 所示，将笔的本身与笔盖的

比例进行对比表现，进一步加深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

图2-27　笔的产品设计表现1 图2-28　笔的产品设计表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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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9　笔的产品设计表现3

本章小结

随着工业设计师对形态的把握以及对专业知识的娴熟运用，设计师们总结出了一套产品

设计表现的审美规律，本章就是针对产品设计表现中的审美规律进行了阐述。一般情况下，

产品设计表现的要素分为形态要素、色彩要素等。产品设计表现的形式美法则有对称与平

衡、节奏与韵律、对比与协调、尺度与比例等。本章通过案例主要论证了在产品设计表现中

了解、运用形式美法则的必要性。

教学检测

一、填空题

1. 色彩的　　　　　是它的特有属性，通过这种属性色彩向人传达出了一定的情感寓

意，使人内心产生的情感波动。

2. 　　　　　是指视觉上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两者平衡得当，就会给人产生一种

美的感觉。

3. 为了使产品设计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常常采用　　　　　的

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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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表现技法

二、选择题

1. 色彩都有自己的表情特征，当一种颜色的纯度和　　　发生变化，或者该颜色处于不

同的颜色搭配关系时，颜色的表情也就随之改变了。

A．色相 B．明度 C．饱和度 D．明亮

2. 形态是由造型元素组合在一起的，元素通过　　　法则被合理地组织和安排在产品设

计表现中。

A．组合 B．审美 C．对等 D．形式美

3. 　　　是指形体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比率关系。

A．尺度 B．明度 C．比例 D．对比度

三、问答题

1. 产品设计表现中的色彩要素具有哪些特征？

2. 产品设计表现中的形式美法则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