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论  构成概述
构成是一个汉语词汇，其大意为形成、造成。在美术设计中，构成是指平面构成、色

彩构成和立体构成这“三大构成”。下面先来了解构成的起源、概念和作用，以及我国构

成教育的发展过程。

1．构成的起源

平面构成是一门艺术设计基础课程，于1919年起源于德国的包豪斯（Bauhaus）设计

学院。包豪斯设计学院是由魏玛手工艺学校和魏玛美术学院合并而成的，创立者是现代设

计教育先驱、建筑师、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Walter Gropius），其代表作品有《模范工厂和行政大楼》《包豪斯校舍》《厂房公寓》

《乡村学院》《德绍建筑》《西门子住宅》《哈佛研究生中心》等。

包豪斯设计学院是全球第一所设计领域的学府，培养了大量的应用型设计人才，成为

现代造型与设计教育的发祥地，同时提出了“艺术与技术的统一”的口号。

1921年，荷兰艺术家特奥·凡·杜斯伯格（荷兰语：Theo van Doesburg）在德国魏玛

提出了一个新的“风格派”观点，那就是“艺术和生活不再是两个分离的领域”，打破了

神秘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旧教学理论。

“风格派”的艺术见解与包豪斯设计学院追求的目标不谋而合，双方都将“艺术、科

学/工业、生活”相结合的“自然形态构成观”作为主旨，同时也让构成学成为包豪斯设

计学院的主推课程。

与此同时，构成学也延伸为平面构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三大基础设计教学方式，

并成为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基础课程，被广泛应用到各个设计领域，包括服装、包装、造

型、广告、建筑以及绘画等。

2．构成的概念及其作用

“构成”一词在设计领域中，指的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和原理，将各种元素单元进行创

造性的组合、组装、构造，形成一个新的视觉图形或形态。其中，构成用到的规律和原理

包括视觉规律、力学原理、心理特性、审美法则以及形式美法则。如图0-1所示，为实现

构成必须满足的3个条件。

 

实现构成必须满足的 3 个条件 

构成行为具备一定的目的性 

构成元素是必须具备的材料 

实现构成需要用到某种技术 

图0-1 实现构成必须满足的3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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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构成在人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如衣服、瓷器、汽车以及建筑等，可以说是涉

及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因此，构成教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不仅可以提升人的创新能力和设计思维，而且对

社会的发展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我国构成教育的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受总体经济水平落后的制约，我国设计教育的发展也处于

滞后的状态。而国外在此阶段却受包豪斯设计学院的影响，在工业生产方面用到了大量的

设计理念。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与国际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频

繁，此时设计教育也开始得到重视。

在此阶段，我国的构成教育逐步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经

过多年的学习和探索，构成教育成为艺术设计类专业中的重要学科，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和

应用。同时，我国中小学开启了美工课，也让构成教育成为创新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点推

广内容。

近年来，我国的构成学也由“三大构成”逐渐发展为“五大构成”，具体包括平面构

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光构成、动构成。

构成学成为我国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视觉设计基础，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

更新、改革和发展构成学的教育体系。



第一篇

平面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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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纯艺术的不同之处在于，设计艺术具有综合的、广泛的功能性应用，其主要特点如

下图所示。

 

设计的主要特点 

设计具有审美性，能够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感 

设计具有实用性，能够产生积极有益的实践效果 

设计是以人为本的，更强调对人性与生命的尊重 

所以，设计师的作品最终是为“人”服务的，虽然他在工作中面对的是“物”，其宗

旨却是人性化。设计来自英文“Design”一词，主要作用是表达功能性，实现方式是发现

和创新，这也是设计的关键要点。

平面构成是一种在平面设计中创造视觉形象的方法，用点、线、面这些基本形态要素

来分解、变化和组合自然界中存在的复杂物象，同时通过文字、图形和色彩等信息表达方

式，将自己的设想和计划传达给观众，主要方法如下。

（1）生成形象：处理“形”与“形”之间的关系。

（2）构成设计：通过美的构成形式规律，将形象设计成一定的图形。

（3）培养能力：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培养自身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

其中，平面造型是平面构成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是本篇的重点内容，具体包括平面造

型要素与视觉规律、平面构成的形式美法则、图形创意与表现技法以及版面设计构成等，

为大家学习后面的专业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 1 章

平面构成在应用设计美术中出现得非常多，是一门必修的基础训练课

程，应用非常广泛。

设计者需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在二维空间内对平面构成的造型

要素进行分解和重新组合。平面构成的造型要素包括具象和抽象形态的点、

线、面，设计者需要把握好这三者的关系，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

平面造型要素与视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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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导航】

知识目标

（1）了解平面构成所用的材料工具；

（2）掌握平面构成的概念；

（3）掌握平面构成的造型要素点、线、面的概念以及构成形式；

（4）掌握点、线、面的视觉规律；

（5）掌握点、线、面的构成设计方法

技能目标
（1）学会在设计中运用点、线、面等造型要素；

（2）熟悉点、线、面的综合构成形式

态度目标

（1）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

（2）培养学生勤于思考、认真做事的良好作风；

（3）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本章重点 造型要素点、线、面的构成

本章难点 造型要素点、线、面的特征以及视觉规律

教学方法 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做合一

课时建议 4课时

【知识讲解】

在介绍平面构成之前，首先了解一下平面构成设计常用的一些材料和工具，具体如下。

1．平面构成的材料

平面构成通常会用到以下材料。

（1）颜料：水粉、水彩、油墨、油画颜料、色彩墨水、油漆等。

（2）纸张：素描纸、图画纸、单面/双面卡纸、宣纸、铜版纸、瓦楞纸等，以及其他

特殊种类的纸张。

2．平面构成的工具

平面构成通常会用到以下工具。

（1）绘图工具：铅笔、钢笔、毛笔、橡皮、彩色铅笔、针管笔、鸭嘴笔、蜡笔、油

画棒、圆规、三角板、直尺、曲线板、曲尺等。

（2）加工工具：美工刀、喷枪、牙刷、铁丝网、各类胶水等。

以上材料和工具只是平面构成中比较常用的一小部分，还有无数材料和工具需要大家

在实践创作中不断地探索和开发。

1.1  平面造型要素——点

点、线、面是最基础的构成元素，平面中的所有物体都是由这三者构成的。其中，点

是最简单的视觉图形元素，当它被合理运用时就能产生良好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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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点的基本概念

在造型要素中，最小的单位就是点，它是所有平面构成的基础。在不同的应用领域，

点的概念也有区别，如图1-1所示。

 
点的数学定义 

在数据几何领域中，点是没有面积大小的，只能用于表示位置，

通常存在于线的结尾或交叉处 

点的造型定义 

在平面构成领域中，点是有位置、形状和面积大小的，只是

它的大小是相对于其他形体和空间而言，主要用作视觉的表

现，通常体现为细小的视觉形象 

图1-1 点的概念

具有中心点的形状或块面，其根本特性其实都是点，如正方形、梯形、三角形以及各

种图形、图片等。如图1-2所示，在这几幅卡通素描画面中，就用到了很多不同大小和不

同疏密的点。

       

      （a）         （b）              （c）

图1-2 用到点构成的卡通素描画面

在视觉营销中，随处可见点这种视觉图形的运用。图1-3所示为DFVC品牌的产品图，

红色和白色的颜色搭配，显得简洁大方，而不同形状的点有序地排列在衣服上，也更吸引

消费者的眼球。

图1-4所示为采用点图形设计的包包，点以不规则的形式分布，既俏皮又大胆，同时

采用亮丽的色彩，打造出让人目不转睛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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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DFVC品牌的产品          图1-4 采用点图形设计的包包

1.1.2  点的形状特征

在艺术造型中，不只有圆形的点才叫作点，点可以是各种形状的图形，如椭圆形的

点、星形的点、多边形的点以及有机形的点等，如图1-5所示。

图1-5 艺术造型中的点具有不同的形状

用作造型要素的点，其大小是很难用固定的尺度来衡量的。在相同的环境或画面中，

点的相对面积越小，则点的造型视觉感就越明显。相反的，点的相对面积如果较大，就会

失去点的性质，而变成面。例如，天空中的星球，在它单独出现时，其大小是不可能视为

点的，如图1-6所示。

但是，在广阔的星空中，密集的星球就变成了星星的光点，看上去就像是点一般，如

图1-7所示。

另外，点的形状也是不同的，可以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和心理感受。例如，圆点的视

觉效果最明显，即使面积很大，也能让人一眼看出点的感觉；而具有棱角形状的点，则视

觉张力会更加强烈，能够反映出刺激且紧张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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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单个的星球

图1-7 星球在星空中变成了一个个细小的点

1.1.3  点的视觉特征

点的主要作用是聚焦和分散视线，可以引导组织线的发展，从而在画面上组成形态

感。画面中点的数量不同时，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因此，设计者在进行设计时，需要

结合点的特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下面分析一下不同个数点的视觉特征。

（1）一个点：当平面空间上只有一个点时，即可起到聚焦的作用，能够吸引和聚焦

视觉焦点，此时的点处于静止状态的特性，如图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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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图1-8 一个点的视觉效果

（2）两个点：当平面空间上存在两个点时，即可起到视觉移动的作用，能够让人的

视线在这两个点之间来回移动，如图1-9所示。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越近，则视觉凝聚力越

强；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越远，则视觉凝聚力就越散。

             （a）               （b）

图1-9 两个点的视觉效果

（3）大小点：当平面空间上存在一大一小两个点时，人的视线通常会先落在大点

上，然后再移到小点上，最后再回到大点。大点对小点会产生引导方向的作用，如图1-10
所示。

图1-10 大小点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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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个点：当平面空间上存在三个点时，可以构成金字塔形状的排列方式，能够

产生虚面的作用，如图1-11所示。

（5）多个点：当平面空间上存在多个点时，可以按照相关规律进行排列，从而形成

不同的形状，如图1-12所示。

       

      图1-11 三个点的视觉效果                     图1-12 多个点的视觉效果

当多个点呈直线排列时，可以构成线的感觉；当多个点密集排列时，可以构成面的

感觉。同时，当多个大小不同的点以疏密错开的形式排列时，还可以产生凹凸和明暗的

视觉效果，能够用来表现时间和空间。

（6）点的视错觉：视错觉是指视觉上的错觉，即人的视觉感觉与客观事物不一致，

如点的前进感与后退感、膨胀感与收缩感等，这些都是视错觉的具体表现。

 ● 颜色产生的视错觉：两个一黑一白但大小相同的点，白色的点看上去会显得更

大，而黑色的点看上去会显得更小，如图1-13所示。

 ● 对比产生的视错觉：两个大小和颜色都相同的点，在一个点的周围放一些更小的

点，另一个点的周围放一些更大的点，则前一个点看上去会比后一个点更大，如

图1-14所示。

   

      图1-13 颜色产生的视错觉示例                  图1-14 对比产生的视错觉示例

 ● 空间产生的视错觉：两个大小和颜色都相同的点，处于不同大小的环境中，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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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大的点会显得更小，所处空间小的点会显得更大，如图1-15所示。

图1-15 空间产生的视错觉示例

1.1.4  点的排列特性

通过不同的方式排列和布局点元素，可以形成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表达效果。因此，设

计者要善于运用点的特征，以及点自身的形态、大小、数量等来进行组合排列，构成更具

节奏感、空间感的图形。

下面介绍一些点的排列特性及相关作用。

（1）点的引导性：将一个点放在平面空间的某个位置，可以产生引导视线的切入功

能。例如，正文内容通常位于页面的左上角，因此正常的视线浏览顺序通常是自上而下、

从左至右的，然而设计者可以运用点视觉元素来引导观众从下方或者右侧开始浏览，如 
图1-16所示。

             （a）                （b）

图1-16 点的引导性

（2）点的强调性：当点处于平面空间中某个元素或内容的附近时，可以起到强调该

元素或该处内容的作用，无论是大点还是小点，都会更加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如图1-17 
所示。

（3）点的组织性：当多个点与其他元素共同排列在一起时，可以形成组织有序的画

面感，如图1-18所示。

（4）点的平衡性：在平面空间中，可以用点元素来平衡画面的视觉效果。例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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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内容位于页面的右上角时，可以在页面左下角放一个点来平衡视觉，如图1-19所示。

      

图1-17 点的强调性                            图1-18 点的组织性

（5）点的张力：当点元素靠近内容时，会形成极强的视觉张力，观众的视线会尝试

离开这个点而去浏览内容，如图1-20所示。

        

图1-19 点的平衡性                              图1-20 点的张力

1.1.5  点的构成形式

点是造型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所有形态的基础元素。下面重点介绍不同的点的构成

形式以及相关作用。

（1）点的等间隔不连接构成：将大小相同的多个点采用相同间隔且不连接的构成形

式排列在一起，可以给观众带来平稳、安定的视觉感受，如图1-21所示。

（2）点的等间隔连接构成：将大小相同的多个点采用相同间隔并连接地排列在一

起，这种构成形式不仅可以给观众带来平稳、安定的视觉感受，而且由于点的连接在空隙

中会出现负图形，让层次感变得更加丰富，如图1-22所示。

（3）点的不等间隔不连接构成：将大小相同的多个点采用不同间隔且不连接的构成

形式排列在一起，不仅可以让视觉效果显得很平稳，而且能形成一种有规律的运动节奏

感，如图1-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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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的不等大小连接构成：将大小不同的点连接排列在一起，这种构成形式虽然

看上去比较凌乱，但能产生一种自然的空间对比感，如图1-24所示。

            

图1-21 点的等间隔不连接构成                图1-22 点的等间隔连接构成

     

图1-23 点的不等间隔不连接构成             图1-24 点的不等大小连接构成

（5）点的渐变构成：将大小不同且色彩呈逐渐变化的点，采用相同间隔且不连接的

构成形式排列在一起，能够产生一种集中感或空间感，如图1-25所示。

图1-25 点的渐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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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的自由构成：通过自由构成的点产生疏密变化、大小变化或者形状变化，可

以制造出韵律感和空间感。例如，在进行室内装饰设计时，经常会用点的自由构成来做装

饰，如天花板上的彩灯，如图1-26所示。

图1-26 天花板上的彩灯

1.2  平面造型要素——线

线和点的不同之处在于，线构成的视觉效果是流动性的，富有动感。图1-27所示为柔

和的线条组成的视觉效果图，简单的几根线条搭配同样是由线条组成的英文字母，给人一

种舒适的视觉享受，同时能够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图1-27 富有动感的线条广告

本节将介绍线的概念、分类与特征、作用与特性、错视现象以及构成形式等内容，帮

助读者学会线的运用方法，从而提高大家的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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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线的基本概念

线其实就是点在移动时形成的轨迹，因此线具有方向、长度、位置、相对宽度和形状

等视觉构成特征，能够在造型设计中产生多样性的变化。

在广告和建筑设计中，设计者经常运用线条来营造富有动感的视觉效果，以有效地突

出个性。图1-28所示为桥梁中的线构成元素，可以使其外观的视觉效果更加美观悦目。

图1-28 桥梁中的线构成元素

1.2.2  线的分类与特征

线这种平面构成元素具有运动和方向的性质，因此其主要特征为“把控空间关系”，

可以呈现更加丰富的情感和心理特征。

1．线的分类

线按照形态可以分为有形的线和无形的线两大类。有形的线是指真实可见的线，如直

线、折线、曲线以及自由线等。无形的线则是指抽象的虚拟线，如多个有形物体按照一定

的规律排列形成的线，或者多个点之间游离牵引的效果线等。

其中，直线又可以分为垂直线、水平线和斜线，曲线又可以分为几何曲线、弧线、抛

物线以及手绘曲线等。

2．线的特征

不同粗细和种类的线，会产生不同的表现特征。

（1）线的粗细与性格：不同宽度的线，会产生不同的性格特征，具体表现如图1-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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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线的性格特征 

粗线可以呈现男性的力量感，能够表现出强力、钝重和粗笨的

性格特征  

细线的性格特征 
细线具有锐利、秀气、敏感、神经质和快速的性格特征，可以

通过粗细的变化来表现复杂的情感 

图1-29 粗线与细线的性格特征

（2）线的种类与性格：在平面设计中，线的使用频率非常高，设计者可以从线的种

类入手，结合其性格特征和要表达的主题进行创作，如图1-30所示。

 
直线的性格特征 

直线的形状是笔直的，其性格特征为简洁明了、纯粹、通畅、

刚强、直率，能够表现力量感、速度感和紧张感  

曲线的性格特征 
直线的形状是弯曲的，其性格特征为轻快、优雅、圆滑、跳跃、

柔和，能够表现丰满、感性、流动和节奏感  

 
图1-30 直线与曲线的性格特征

其中，曲线又可以分为几何曲线和自由曲线。几何曲线通常为圆或圆弧形态，可以用

圆规画出来，如图1-31所示，具有现代感和准确的节奏感。

图1-31 用圆规画出来的曲线

自由曲线通常是手绘的或者自然形成的曲线，可以表现出富有个性的自由感与充满

变化的节奏感。例如，卡通人物的头发就是一种自由曲线，可以显得更加柔和、随意和优

美，如图1-32所示。

不同长短的线、不同工具绘制的线、不同方向的线等，都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具体

表现如图1-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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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图1-32 用自由曲线画出来的卡通人物的头发

 长线 具有连续性、延伸性和运动感等性格特征，可体现出坚持或速度 

短线 具有停顿性、刺激性、节奏感以及较迟缓的运动感等性格特征 

绘图直线 具有干净、均匀（距离和颜色）、单纯、明快、整齐等性格特征 

铅笔线 在视觉效果上与毛笔线类似，具有自如、随意、舒展等性格特征 

水平线 具有稳定、左右延续、辽阔、平静、安宁、无限延伸等性格特征 

垂直线 具有上下延续、直接明确、坚强、紧张、庄严、干脆等性格特征 

斜线 具有倾斜、生动、活力、灵活等性格特征，可使画面更具方向感 

图1-33 不同类型的线的性格特征

1.2.3  线的作用与特性

设计者在做设计工作时，可以将自己的设计主题与不同线的特征进行结合，有效地选

择并运用线条。下面介绍一些线的基本作用与特性。

（1）引导性：由于线是点的移动轨迹生成的，因此天生就具有引导性的特征，能够

引导观众的视线，同时还可以给画面添加活力。如图1-34所示，这个图书封面就运用了对

角线来引导视线，将观众的目光聚集到书名上。

（2）方向性：线上的点在移动时会产生方向性，如垂直向上或水平行进等。如图1-35
所示，在两幅画面的这些进度条中，水平线的进度条具有水平向右的方向性，弧线的进度

条具有圆形的方向性。

（3）运动性：线在向不同方向上延伸的同时，会体现出一定的运动性，其中斜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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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线的运动性是最明显的。如图1-36所示，在这个价格趋势图中，采用了折线进行设计，

体现了产品价格的运动变化趋势。

  

            （a）                   （b）

图1-34 图书封面上的对角线

  

           （a）                   （b）

图1-35 有方向性的线

图1-36 价格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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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调性：和点一样，将线放在某些元素或内容的附近，也可以起到强调这些元

素或内容的作用，如图1-37所示。

图1-37 线的强调性示例

（5）组织性：使用多条长度和宽度相同的线来陪衬元素或内容，可以让画面看上去

更有组织性和秩序性，如图1-38所示。

图1-38 线的组织性示例

（6）层次性：使用不同长度和宽度的线进行组合变化，这种变化的线会使设计产生

节奏感，可以起到强化层次和引导视线的作用，同时还可以用来展现信息的优先级，如 
图1-39所示。

图1-39 线的层次性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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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隔作用：设计者可以在两个元素或物体之间使用线进行分隔，或者将一个平

面空间进行多次分隔，如图1-40所示。

图1-40 线的分隔作用示例

线在美术设计中有非常重要的分割作用。设计者在使用线进行分割时，要协调好各

种元素的主次关系，从而带给观众良好的视觉感受。

（8）连接作用：线可以用来连接不同的元素或空间，使不同的元素或空间产生联

系，同时展现出彼此之间的关系，如图1-41所示。

图1-41 线的连接作用示例

（9）包围作用：线可以用来包围某些元素或内容，从而对这些元素或内容产生空

间约束的作用，也可以用半封闭的线来包围某些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强调和保护，如 
图1-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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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线的包围作用示例

1.2.4  线的错觉现象

生活中由线组成的视觉画面随处可见，只要大家细心观察就能找到，如房屋和家具的

边线、窗户上的线（图1-43）、户外的电线（图1-44）、自行车轮上的线、围栏上的线、

人行道上的线等。

         

图1-43 窗户上的线                          图1-44 户外的电线

线是构成画面的重要元素，而且线的各种作用和特性可以产生很多精彩的视觉画面。

因此，学习与研究线的构成与视觉，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下面归纳总结了一些线的常

见视错觉现象。

（1）线的长度错觉：将两条长度相同的水平线两端加上箭头，由于箭头的方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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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则会产生长度上的视错觉现象，如图1-45所示；将两条长度相同的线，分别水平和垂

直排列组合在一起，其中垂直的线会显得更长一些，如图1-46所示。

     

     图1-45 水平线加箭头的长度的错觉示例    图1-46 水平和垂直排列的长度视错觉示例

（2）线的交点视错觉：当有多条线呈网格状交叉构成时，用眼睛盯着每根线条的交

点处，即可产生很明显的点状错觉，如图1-47所示。

图1-47 线的交点视错觉示例

（3）线的线性视错觉：在两条平行的水平线上，添加一些不同方向的射线，会让人

产生水平线变弯曲的错觉，如图1-48所示；在多条水平线中间，添加一些间隔相同且不连

接的小矩形，也会让人产生水平线变得歪七扭八的错觉，如图1-49所示。

  

图1-48 两条水平线的线性视错觉示例         图1-49 多条水平线的线性视错觉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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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线的角度和位置的视错觉：在多条平行线上，分别添加一些不同角度的短线，

会让人产生平行线不平行的视错觉现象，如图1-50所示。

图1-50 线的角度和位置的视错觉示例

1.2.5  线的构成形式

生活中直接用线来构成的设计元素非常多，线能产生延伸感，点则能产生节奏感，如

衣服上的条纹状花纹、人行道上的斑马线、楼梯上的栏杆等。下面重点介绍线的各种构成

形式，如图1-51所示。

 
线的不连接构成 

线的不连接构成包括两种形式：线的等间隔不连接构成；

线的不等间隔不连接构成 

线的连接构成 
线的连接构成通常说的是直线，包括两种形式：线的端

点连接构成；线的端点与中心连接构成 

线的交叉构成 
线的交叉构成是连接构成的衍生构成形式，设计者需要

考虑交叉的位置和角度，从而形成不同的视觉效果 

线的点化与面化 
连续的点可以形成虚线，而线的有序排列可以形成面，

总结来说就是“点动成线，线动成面” 

线的自由构成 
线的自由构成相比其他构成形式更加生动、活泼，但要

注意线的节奏、方向、疏密和粗细等变化  

图1-51 线的各种构成形式

1.3  平面造型要素——面

面是点放大后或者线移动后的呈现形式，如虚面是由点和线的聚集而产生的，实面则

是由点和线的扩展而产生的。面构成通常是以各种不同形状出现的，如三角形、正方形、

圆形等，还可以是不规则的形状，因此研究面的重点是研究“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