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品 形 态 认 知

【主讲人】   李中豪



 课上踊跃发言。

 设计勇于创新。

 课下多交流。

 不要迟到。

 课上禁止吃东西，吸烟，戴耳机。

 课上禁止打电话，手机请静音。



● 总评成绩=70%的平时成绩+30%的期末结课作业成绩

● 平时成绩的构成：平时作业(60%)、课堂表现（20%）、考勤（20%）。



一.什么是产品设计













产品，低调的巨型学科。一个神奇、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

朝阳产业，全球扶植综合产业。生活刚需+财富升值。

• 源源不断的购买群体 + 无需炒作的自身价值

源源不断的购买群体： 衣：衣物洗、护类生活用品、家电 + 配饰：丝巾、眼镜、腕表、箱包、鞋品

                                         + 珠宝首饰、文创产品：逛街淘宝、结婚、纪念日、馈赠。

                                   食：烹饪、厨房类生活家电。

                                   住：生活小家电+陈设、软装、收藏艺术。

                                   行：交通工具。

无需炒作的自身价值：一件珠宝一套房，一箱珠宝一座城，一车珠宝一个国。中国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

                                 不同于房价的炒作，珠宝、黄金全世界价格统一。



















生活用品类产品：1生活家居用品 2宠物用品 3家电用品 4灯具 5厨房用品



6交通工具  7智能家电 8交互产品 



首饰文创类产品：1珠宝首饰 2配饰 3箱包 4腕表 5奢侈品 



6艺术品 7文化创意产品（国礼）



8纪念品 9礼品 10影视动漫周边产品 11家居软装饰 



二.仿生设计

























































































　陶瓷实验部分作业要求：



　课前思考：
构成有哪些类别？

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
    二维               二维               三维



构成设计背景：

● 属现代主义设计范畴，在欧洲各国各种现代艺术思潮和工业设计的机械化大批量
生产方式的相互作用和要求下产生。德国包豪斯作为世界上第一所设计学院，是
现代设计教育的发源地。包豪斯确立了作为设计基础的三大构成课程。

● 新社会阶层——中产阶级。设计须符合他们的审美标准。

● 新消费观念——大量消费。大批量生产带来大量消费，消费形式导致设计需求大
量增加，需要统一规范化。

● 新经济形式——大批量生产方式需要新审美形式体现新时代精神，这种形式必须
是不同于手工艺时代以装饰为美的形式。



康定斯基作品，康定斯基1922年加入包豪斯学院，作为包豪斯的重要教员和教学
改革者，他在包豪斯的教学实践中展开了对构成形式的研究。他的作品多由几何
形、直线或几何曲线构成。



康定斯基作品最著名的作品《黄红蓝》（1925），康定斯基是包豪斯学
院最有影响的成员，作品对形态要素点、线、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画家
将具象的脸、乐器用直线、曲线和圆形等几何形态表现出来。



蒙德里安的作品。蒙德里安是风格派的主义领袖，风格派简化物象直
至基本的艺术元素，崇尚抽象形体的组合。



平面构成



● 平面——是指与立体的差别，它主要解决长、宽两度空间的造型问题。

● 构成——就是“组装”的意思，也就是说把平面设计中所需要的要素，
按照美的形式法则，进行“组装”，形成一个新的，适合需要的图形。

● 平面构成——三大构成之一。是现代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的基础。



构成学习的内容和诀窍是什么？

一、熟悉设计的要素和技法

     设计包含了点、线、面、色、光、质、图、文等要素。

二、培养设计的感知能力

       设计需要具备的能力:观察能力、理解分析能力、判断能力、表现能力。



第一章　平面构成的基本元素

１、基本元素的产生：

   设计中的形——按照形成方式来分：

● 几何形：可以用数学方法来定义的形（可以用工具完成的形态，例：正方形、三
角形、圆形）

● 有机形：可以重复和再现的形（水滴、鹅卵石、扁豆、马铃薯等）

● 偶然形：每次产生的结果不一样（手撕）

　　　　　

　从视觉来分：

　　　　　　　　　　　点、线、面



第一章　平面构成的基本元素

第一节：点的特征和设计中的应用

● 一 、点的众多形态

浩瀚星空繁星点点

自然界丰富多彩的装饰性斑点
人类服饰和设计的重要元素



第一章　平面构成的基本元素

第一节：点的特征和设计中的应用

● 二 、点的形态特征

● 　１、体积小的、分散的，如：芝麻、沙粒等；

● 　２、远距离的、大空间对比下的，如：繁星、孤灯、远帆、

地图上的城市等；

● 　３、处于交叉位置的，如：围棋、线的交点、面的交点；

● 　４、符号的一种，如：逗号、引号、盲文、音符等；

● 　５、短小有力的笔触和痕迹。



第一章　平面构成的基本元素

第一节：点的特征和设计中的应用

● 三 、点的特征和变化











６、一些点的特效会产生特殊的感受和趣味



等  点  构  成

● 点的形状、大小一致的构成方式。

● 在一定的规律中，组合成多样的图形，别有一番新意。



差  点  构  成

● 大小、形状不同的点的构成方式。

● 不但可以展示生动、各异的图形，而且给人以前进或后退、曲面或阴影以及其他复杂
的具有三维化的立体感、纵深感、节奏感和韵律感。

● 本图用点的有次序的渐变排列，形成了一种闪光的效果，画面呈现出它的韵律美。

● 点的密集排列，也可以作为表现群众力量的象征。



网  点  构  成

●点作不同的排列和多种次序变化，产
生明暗调子的构成方式。

●带有机械性又有规则的网点构成的设
计作品，图象清晰度虽然不高，但却
能给人一种朦胧的神秘感，这恰好是
设计者所追求的与众不同的表现特征，
从而产生出的一种新的构成方式。



点  绘  技  法

●点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急于
求成，反而欲速不达。（一旦出现
失误，补救所费的时间往往要多于
遵循规律所用的时间。）

●此画是生赖范义1974年画的《查尔
斯·布朗逊》，可谓与超级写实主
义油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草间弥生



草间弥生



草间弥生

















第 二 节 ： 线 的 形 态 特 征 和 设 计 中 的 应 用

一  、线的视觉变化



第 二 节 ： 线 的 形 态 特 征 和 设 计 中 的 应 用

一  、线的视觉变化



二、线的定义：

         在几何学的定义里，线只是具有位置、长度而不宽度和厚度的。它
是点移动的轨迹，并且是一切面的边缘和面与面的交界。从造型的含义
来讲，线只能以一定的宽度表现出来。线来自于点，线的粗细也是由点
的大小来决定的。

     

           

        当然，线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线在一个平面中，加粗到一定的
程度，我们往往把这个面看成是一个面或一个长方形。

三、线的构成：

        我们在线的构成练习中主要达到去认识线的变化在平面构成中的作
用的目的。

        掌握线的构成语言，在作品中，仔细考虑线的方向、宽窄、疏密、
节奏韵律与均衡关系等问题。通过对线的处理，体现线性格的多样化。



三、线的特性和功能：

1.长线具有连续性、速度性的特点。短线具有停顿性、刺激性的特点。

2.粗线视觉效果粗壮、稳定，产生有力、钝重、迟缓的感觉。细线视觉效
果纤细、秀气，使人产生锐利、敏感、脆弱的感觉。

3.直线视觉效果简洁、明确、规整，表现出一种力量感、速度感和工业现
代感；曲线视觉效果柔软、自由、圆滑，表现出一种运动感和流动感。

4.实线有向前突出，给人以较近的感觉；虚线不显眼，给人以较远的感觉。
深色的线感觉近，浅色的线感觉远。



1、面化的线

●将线条进行密集、等距离的排
列，使线条明显地趋向于面的
视觉效果。

●再将这些由不同的线形成的面，
经过适当的组合，考虑个部分
的大小、疏密、节奏等因素，
形成优美的画面。



2、粗细变化的线

●将粗细不同的线进行基本等距
的排列，这时，较粗的线条明
显给人以靠近、实在的感觉；
而细线则表现出远而虚的形态。

●所以，粗细线的排列变化也能
塑造一种虚实空间的视觉效果。



粗细变化的线（图例）



3、疏密变化的线

●把线按不同的距离进行平行排
列，线距大的部分看起来空灵；
而线距密的部分则表现出厚实
感。

●这样的构成，可以体现出平面
的纵深感，并能表现平面的明
暗调子，是较为常见的透视空
间表现技法。



4、不规则的线

●不规则的线的形式和种类非常
的多，不同的工具、不同的手
法和不同的材料都可以画出许
多丰富多彩的线条。

●表现物体质感、空间感和体感
的素描作品就是用各种线条反
复琢磨、描绘出的。



不规则线形与各自的效果（1）



可通过间距的变化，形成各种宽窄不同的条形  























第 三 节 ： 面 的 形 态 特 征 和 设 计 中 的 应 用 
一 面的分类和特征



第三节：面的形态特征

一、面的定义：

      面，在几何学中的含义是——线移动的轨迹。
         
          ⑴直线平行移动可形成方形的面；
          ⑵直线旋转移动可形成圆形的面；
          ⑶斜线平行移动可形成菱形的面；
          ⑷直线一端移动可形成扇形的面。



二、面的种类及其性格：

          平面上的形，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直线形、几何曲线形、自由曲
线形和偶然形。

          ⑴直线形的面——具有直线所表现的心理特征。如：正方形，它能呈现出一
种安定的秩序感。在心理上具有简洁、安定、井然有序的感觉，是男性性格的象
征。



⑵ 几何曲线形的面——以严谨的数学方式构成的几何性质的面。

        比直线形柔软，有数理性的秩序感。特别是圆形，能表现几何曲线

的特征。但，由于正圆形过于完美，则有呆板和缺少变化的缺陷。而扁
圆形，呈现出一种有变化的曲线形，较正圆形更具有美感。在心理上能
产生一种自由整齐的感觉。



⑶ 自由曲线形的面——是不具有几何秩序的  曲线形。这种曲线形能较充分地
体现出作者的个性，所以，是最能引发人们兴趣的造型，它是女性特征的典型
代表。

    

        在心理上能产生幽雅、魅力、柔软和带有人情味的温暖感觉。



⑷ 偶然形的面——以特殊方法构成的意外的形态。具有其它形态表现不出来的、
独特的视觉效果。

       例如：用手撕开纸张所产生的形；用颜料喷洒所产生的形；用“油水分离法”产生

的形等等。



三、图与地：
       在构成设计里，一般我们把具有形象感的实体称为“图”，而把形

象周围的空间称为“地”。

一般容易被识别为图形的是：

⑴居于画面的中央，或处于水平及垂直方向的形，易于成为“图”；

⑵被封闭的图形，在画面中容易显现出来，也容易被人们认为是“图”；

⑶小的形状，较之过大的形状，成为图的条件更为有利；

⑷集中的形态比散乱的形态易于识别出图形。



四、图与地的“各向异性”：

       

       黑白两图形的关系，相互转移，背景成为图形，或者图形退成背景，图与地的这种性能，
在视觉艺术中称为图地的“各向异性”。

        ⑴  互嵌图形——有双向性，即反正皆可成立。

          ⑵  图形递变——从某种图形逐渐变化成另一种图形。



互嵌图形（图例）



图形递变（图例）



五、面的构成形式：

        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直接以面作为构成表现的作品有很多，
设计中面构成的方法十分灵活，而且形式丰富多彩。



1、几何形的面

●将一些几何形状的面

作自由组合，表现规

则、平稳、较为理性

的视觉效果。



2、自然形的面

●寻找一些自然界的物体，如：动物、
人、植物等形体，以面的形式表现
出来。

●把立体的形象、繁复的形象作单纯
平面的剪影形式的概括。大胆地屏
弃了形象的刻画，用高度概括简化
的手法，表达了形象的特征，使人
一目了然，心领神会。





3、人造形的面

●使复杂的形象变得黑白分明、
整齐统一，节省了观者无目的
性的视觉移动，达到了把准确
的意念和信息迅速传达给观者
的效果。

●将人们创造出来的各种物体，
以面的形式表现出来。



4、偶然形的面

●用自由喷洒、点滴、火烧等方
法来制作一些预料不到的、偶
然间形成的面。

●偶然形的面充满自然的魅力，
具有浪漫、抒情、丰富、强烈、
奔放的特性。



 面在设计中的应用
1、面的轮廓特征



一  面在设计中的应用

1、面的轮廓特征



一  面在设计中的应用

2、面的虚实处理



一  面在设计中的应用

3、面的大小和疏密变化



一  面在设计中的应用

4、面的形态对比



一  面在设计中的应用

5、面的质感混合



《 小 提 琴 的 构 成 》 综 合 构 成 （ 单 体 多 形 态 的 联 想 ）

该作品综合运用构成元素的点、线、

面对比，形态要素的黑白灰对比、

大小对比、直曲对比、有机与无

机形态的对比等。与此同时，反

复出现的极富美感的提琴外型曲

线，使画面整体，生动，富有张

力。



点 、 线 、 面 的 延 伸 变 化 构 成



点、线、面的延伸变化构成



点、线、面的延伸变化构成



点线面综合表达  























色彩构成



● 学习色彩构成的意义

        色彩构成通过探讨色彩物理、生理和心理等特征，运用对比、

调和、统一等手段，达到色彩的完美组合的目的，创造美的色彩

表现效果，是艺术设计的基础学科。



孟赛尔色立体



一、色的属性

1、色的分类

1）、无色彩

黑、白、灰属于无色彩，具有明暗，但无彩色色调

2）、有彩色

     光谱中的全部色都属于有彩色。以红，橙，黄，
绿，蓝，紫为基本色， 

• 基本色之间不同量的混合，以及基本色与黑，

白灰色之间不同量的混合，会产生出成千上万

种有彩色 



2、色彩三属性

1）、色相（HUE）

     色彩不同的相貌，是有色
彩的最显著特征，是指能
够比较确切地表示某种颜
色色别的名称。 

     光谱中红，橙，黄，绿，

蓝，紫为基本色相 



2、色彩三属性

2）、明度（VALUE）

色的明暗程度，也可称为色的亮度、深浅

色彩的明度有两种情况

A.同一色相的明度变化（同一颜色加黑或

加白以后产生不同的明暗层次）



B.各种颜色的明度变化（每种纯色都有
与其相应的明度，黄色明度最高，蓝
紫最低，红绿为中间明度）



● 色彩的明暗

程度

● 明度是所有

色彩都具有

的属性

● 加白可以提

高色彩的明

度

● 加黑可以降

低色彩的明

度



高明度构成 低明度构成



2、色彩三属性

3）、纯度（CHRAOMA）

     即色彩的鲜艳度，亦称饱和度，表示颜色中所
含某一种色彩的成分比例 

     有彩色的明度、纯度、色相三特征是不可分割的

只有色相而无纯度和明度的色是不存在的

只有纯度而无色相和明度的色是没有的



高  纯  度  构  成

低  纯  度  构  成



● 指色彩的纯净

程度。还有饱

和度、浓度、

彩度等说法

● 高纯度的色相

加白或加黑，

降低了该色相

的纯度，同时

也提高或降低

了该色相的明

度



6.1 加法混合

       加法混合又叫正混
合、加光混合，指色光
的混合，两种以上的光
混合在一起，光亮度会
提高，混合色的总亮度
等于各相混色光亮度之
和，故而称为加法混合。



色光混合



6.2 减法混合

单击添加标题文字

       减法混合又称负
混合、减光混合，指
色料的混合，混合后
的色彩明度降低，故
称减法混合。



色料混合



6.3 中性混合

单击添加标题文字

       中性混合是色彩进
入人眼后的混合，基于
人的视觉生理特征。混
合后色彩的明度既不增
加也不降低，而是相混
各色的平均值，故称中
性混合。



空间混合

       由于空间距离和视
觉生理的限制，眼睛辨
别不出过小或过远物像
的细节，把很多并置的
小色块、小色点感受成
一个新的色彩，这种现
象称为空间混合。混合
出的新色彩明度等于参
加混合色彩明度的平均
值。



修拉



空间混合



空间混合





三、色彩推移

  

  明度推移 一种色彩在纯度和色相不变的同时，明暗发生逐渐变化
造成的色彩构成。

特点：不使用纯度较高的

色彩来构成（避免给人明显

的纯色变化）。因此明度推

移通常选一种明度与纯度都

较低的色彩，逐渐加白，依

次调出明度各不相同而明度

差又相等的色阶，色阶越多，

画面效果越强烈。



色相推移

色彩通过连续的逐渐变化，从某一色相推移至另一色相

特点：选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纯度
较高的色彩，可以使用两色相加
或模拟两色相加为中介色，使推
移自然流畅。色相推移的中介色
也可以使用无彩色系的黑、白、
灰或金属色，任何颜色都可以推
移至另外的颜色。



纯度推移

某一纯色向无彩色系逐渐变化造成的色彩构成。



冷暖推移

冷色极限为蓝，暖色极限为红、橙、黄等。



1、色彩对比的定义

    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色彩放在一起时，由于相互

影响的作用而显示出差别的现象。

四、色彩对比

   同一个色，在不同环境，会得到不同的视觉效果。



A、明度对比

2、色彩三属性对比

明度对比的特征

 

 任何彩色图像，转换成黑白图像后，层次关系依然存在，这种关系就是明度关系。

明度可以脱离色相、纯度而独立存在。 

  在色彩对比中，掌握明度的黑、白、灰关系至关重要，它们对画面是否明快、形象

是否清晰起关键作用



B、色相对比

色相对比的特征

Ø  将色相环上的任意两色或三色并置在一起，因它

们的差别而形成的色彩对比现象，称色相对比。



色相对比的强弱效果

Ø同类色相对比 指色相举例15度以内的对比，是色相中最弱的对比

Ø类似色相对比 指色相距离45度左右的对比，是色相中较弱的对比 

Ø中差色相对比：指色相距离90度左右的对比，属于色相对比中的中

对比效果 
Ø对比色相对比：亦称大跨度色域对比，指色相距离120度左右的对

比关系，属色相的中强对比效果 

Ø互补色相对比：指色相距离180度的对比，是色相中最强的对比 



邻近色对比  类似色对比
对比色对比  互补色对比



C、纯度对比

彩度对比的特征 

   将不同彩度的两色并列在一起，因彩度差而形成

鲜的更鲜、浊的更浊的色彩对比现象，称为彩度

对比



高纯度基调，画面中高纯度

 色彩占大部分面积

中纯度基调，画面中中纯度

色彩占大部分面积

低纯度基调，画面中低纯度

 色彩占大部分面积



● 冷暖对比

● 由于色彩冷暖感觉差异而形成的对比成为冷暖对比。色彩的冷暖
感觉源于人们的心理反应而非色彩本身，于人们的生活经验相关
联，是联想的结果。

● 色相环的两端蓝绿色称为冷极色，红橙色称为暖极色。两级之间
的紫色和绿色为中性色，将色环划分为暖色系和冷色系。

     冷调：画面中70%以上色彩为冷色

            占据，称为冷调

     暖调：画面中70%以上色彩为暖色

           占据，称为暖调



冷暖对比





五、色彩对比与面积、形状、位置的关系

A、优势与抗衡 

1、面积与色

色面积的大小对色彩对比的影响力最大 

Ø   对比色彩的双方面积相当时，

互相之间产生抗衡，对比效果

强烈，也称抗衡调和法 

Ø   当面积大小悬殊时，则产生

烘托、强调效果，也称优势调

和法 



四、色彩对比与面积、形状、位置的关系

B、形状与色

单纯形与复杂形

Ø 形状会产生色对比的强弱，形状越完整单一、

外轮廓简单者，对比效果越强

Ø 形状越分散、外形轮廓复杂者，对比效果相

对减弱



四、色彩对比与面积、形状、位置的关系

C、位置与色

位置与对比效果

Ø   由于对比着的色彩在平面和空间

中都处于某一位置上，因此，对比

效果不可避免地要与色彩的位置发

生关联

Ø   包括上下、左右、远离、邻近、

接触、切入、包围等 



●色彩与心理

   1 色彩的心理感觉

• 红色  太阳  热情奔放(火、血、

   口红、消防车…) 

• 橙色  秋天  温馨浪漫(柳橙、枫

   叶、香吉士…) 

• 黄色  阳光  充满希望(香蕉、蛋

   黄、向日葵、皇帝…)  



● 绿色  自然 舒畅自在(草地、树、乡村、公园、春
天……) 

● 蓝色  海洋 冷静平静、心旷神怡(天空、牛仔裤……) 

● 紫色  缺血 恐怖(葡萄、牵牛花、国王……) 

● 褐色  咖啡 苦闷(烧焦、巧克力、烤肉……) 

● 灰色  阴天 消沉、懒散 

● 黑色  乌鸦 死亡恐怖(夜晚、巫师、……)



  2  色彩的兴奋与沉寂

暖色系予人以兴奋感，

冷色系予人以沉静感  

 中性的绿和紫既不兴奋也不沉静 



● 色彩的明快与忧郁

主要受明度和彩度的影响，与色相也有关联

Ø高明度、高纯度的冷色有明快感 

Ø低明度、低纯度的冷色有忧郁感 



与色彩的三属性都有关联 

Ø明度高、彩度也高的色显得鲜艳、

华丽

Ø彩度低、明度也低的色显得朴实、

稳重

色彩的华丽与朴实感 ：



红——血、夕阳、火、热情、危险； 









蓝——海洋、蓝天、沉静、忧郁、理智









橙——晚霞、秋叶、温情、积极； 

黄——黄金、黄菊、注意、光明； 







紫——高贵、神秘、优雅；





绿——草木、安全、和平、理想、希望； 



白——纯洁、朴素、神圣； 



《轮船的联想》  

●作者以舵轮为表现对象，通

过“写生”掌握特征展开联

想，采用手绘、制作等不同

技术手段的互补，创造颇具

现代意识的新图形。 



单体多形态的联想  

●真实的感受，丰富的联想，

调动一切形式表现手段，发

展对视觉形象的个性化语言，

才能克服过去、现在和将来

在图形设计上“千人一面”

的弊端。而作者正沿着正确

的方向在探索前进。 



单体多形态的联想  



















立体构成概论

       立体构成主要研究三维空间中形态创造的基本规律，培养三维
空间设计过程中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能力。构成是一种设计思维
的模式，在该思维模式中，首先是分解的过程，将复杂的视觉表象
彻底分解还原为单纯的造型元素，立体构成研究的是三维空间中的
点、线、面、体、空间等造型元素。构成又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即
依据一定的形式法则将造型元素整合为符合视觉传达目的的形态。 



立体构成的源起

单击添加标题文字

        立体构成作为艺术与设
计教育的基础课程，是在
1919-1933年德国的包豪
斯（Bauhaus）学校首先
确立的。是从19世纪下半
叶以来，印象派、表现主义、
青骑士画派、构成主义、达
达主义、俄罗斯先锋派艺术、
青春风格、立体主义、未来
主义、风格派等等，都以各
种形式影响着包豪斯基础课
程的结构体系、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理论与实践。



马克斯



布朗库西



毕加索



阿基本科



杜桑－

维龙



波丘尼



塔特林



罗德琴柯



加波



陶斯伯



里特维尔德



包豪斯



纳吉



立体构成的概念

单击添加标题文字

       立体构成是通过
对三维空间中造型元
素造型特性、造型积
极性、情感特征的研
究，以及造型元素之
间组合构成规律的研
究，探求在设计中空
间形态的创造规律。



单击添加标题文字

一、立体构成首先是一
个分解的过程。



功能、语意、

材料、结构

与工艺特性

等。

形态的势、

力道、场、

空间、情

感等。

位置、方向、

大小、环境、

重心等在形

态组合过程

中显现的相

对造型特性。

关系
元素

心理
元素

实用
元素

视觉
元素

点、线、面、

体等形态要

素；色彩要

素；质感、

肌理要素。



单击添加标题文字

立体构成是基于特定的
视觉传达目的，将造型
元素依据一定的构成法
则，整合为具有主观审
美感受形态的过程。



立体构成课程的教学目标

单击添加标题文字

一、拓展思维的空间，
培养空间思维的能力。

二、培养三维空间的
造型能力。

三、提高构思创意能
力。

四、提高对材料的理
解和工艺的思考。

五、增强造型审美的
形式感受能力。



基本形态元素

单击添加标题文字

        立体构成中重点
研究的基本形态要素
包括点、线、面、体。
三维空间中的基本形
态元素可以分为积极
形态和消极形态两种
类型。



空间立体造型的基本形态及感情特征

 1、平面几何形体
　常见的有正角锥体、正四棱锥体、正立方体、长方体等
　特征：该形体的表面为平面，其棱线为直线
　心理：简练、大方、稳重、严肃、沉着等性格

 ２、几何曲面体
　常见的有圆球、圆环、圆柱、圆锥等
　特征：形体表面为曲面所构成的方块体或转体
　特征：既严肃又有曲线变化

 ３、自由曲面体
　感情特征：既优美活泼、又有较强的秩序

 ４、自然形体
　客观环境中自然形成的偶然形体
　特征：朴实自然，如鹅卵石的光滑、老枯树根的粗糙等

　 



点



线



面



体



编辑

一、对基本形态元素进
行修改编辑。
     对基本形态进行诸如
卷曲、折叠、扭曲、切
割、展开、穿透、膨胀、
凹凸、分割、产生消极
形态等修改编辑方式，
使基本形态元素复杂化。



分割



组合

二、基本形态元素之间
依据一定的形式法则进
行组合、叠加计算，形
成复杂的形态。。



肌理

单击添加标题文字

       肌理是空间形态
表面的视觉和触觉表
象，也是造型的有机
构成部分。材质的选
择、表面处理工艺的
选择、光环境等条件，
都直接影响对象表面
肌理的最终效果。

触觉肌理

视觉肌理



比例与尺度

单击添加标题文字

       造型的比例指形态
的部分与部分之间，或
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尺度
关系。古希腊的哲学家、
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曾经
说过说：“美是和谐与
比例，和谐在于对立统
一。”马克思也曾经说
过：“人按照自己的尺
度，也就是美的尺度来
创造。”可以说人是万
物的尺度 。



渐变与发射

       渐变即循序变化的
秩序构成，是产生空间
韵律的关键。

       发射是具有发射中
心的特殊方向渐变构成，
发射的中心往往成为视
觉焦点。



对称与平衡

       平衡是一种视觉上
的静止和稳定状态。平
衡可以分为对称平衡和
不对称平衡两种，对称
平衡又可分为轴对称、
中心对称和面对称三种
类型。



重复

       重复是相同基本形
态反复排列的构成形式，
还是形态达到调和、统
一关系的最有效方式。



变异

       变异是规律的突破，
秩序的轻度对比变化。
变异的部分易成为注目
的焦点，具有较大的视
觉注目作用，往往被设
计为视觉的趣味中心。
设计师常使用变异的手
法，突出重点，传达特
定的信息，使某一局部
引人注目。



形态变异



秩序变异



对比调和

       对比是突出形态间
的造型差异，从而强调
对比双方的个性特征。 
       对比关系是同中求
异，  调和关系则是异
中求同，调和强调形态
间的共同性与联系，从
而使造型整体协调、统
一。可以说有多少种对
比关系，就相应存在多
少种调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