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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构成从它产生之初就经历着各种演变，包含着不同的元素，受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制约
与作用，它的每一次变革与发展又成为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主要动力，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作为一种新型的造型表现形式，构成以点、线、面为基本的构成元素，对自然物象进行主观处理，是
一种具有象征意义、抽象意义和符号意义的造型语言，追求一种形式上的表现，包括不同材质、肌理
、空间、色彩等的对比。
构成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主观形态的意识转化，具有冷漠性、主观性、现代性，工业革命的发
生和发展直接促进了构成的发展，机器化大生产使得造型趋于简约、理性，相对于传统手工艺制品，
它可以大量满足人们的需求，包豪斯学院的成立，真正使设计与艺术相分离，构成成为一种方法、一
种手段、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与人们生活紧密联系的艺术与实用相结合的产物。
构成最开始作为一种艺术流派，深得人们的喜爱，是一种观念的更新。
人们在不断研究构成理论的同时，也将构成发展成为一门设计学科，可分为纯粹构成和应用构成。
纯粹构成突出表现为一种理论研究，目的是从观念上、意识形态上研究基本的造型语言规律、色彩、
空间的表现与传达，对造型要素进行分解。
目前我国各大院校延续了包豪斯的理论体系，将构成作为一门专业基础学科，是针对理论研究进行的
课程设计。
涉及到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统称为三大构成。
应用构成是将构成的方法、规律、观念运用到实践中，解决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造型的表现、色彩的物
理与心理属性、材料的质感与肌理表现等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人们服务，实现使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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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教材立足于新世纪中国艺术教育的改革，将艺术理论与技能培训融会贯通，从内容选材、教
学方法、学习方法、实验和实训配套等方面突出艺术院校教育的特点，是一套既有系统的学术研究成
果，又贴近当下设计教学实践的权威教材。
　　本套教材分别从不同的设计领域，系统而完整地讲解了设计的基本概念。
表现技法、设计流程，并配合千余套国内外经典案例，指导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设计实务。
　　图书选题体例丰富，每个章节设有课题概述、教学目标以及章节重点，章节内容包含基础知识，
教学实例、设计点评及课后练习，环节紧凑，塑造了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
　　本书着重于内容上的划分，将构成的内容与载体相结合，分别表现为平面构成。
色彩构成、立体构成、材料构成。
空间构成。
行为构成，光构成和动态构成等。
　　本书适用于各个专业，它可以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解读多维领域里的艺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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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应该说“工艺美术”运动是从手工艺造型向工业化结构造型过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如图10
所示,（2）维也纳“分离派”与德国“青年风格”继“工艺美术”运动之后,是流行于欧美的“新艺术
”运动。
维也纳的“分离派”和德国的“青年风格”就是“新艺术”运动发展到后期出现的艺术流派。
不同于工艺美术运动的“借鉴历史元素和历史风格,从某一历史时期或阶段的风格中汲取灵感”,也不
同于主流“新艺术”运动中的“反对直线、主张有机的曲线形式,从自然、东方艺术中吸收创作灵感
”,维也纳“分离派”（如图11所示）和德国“青年风格”认识到理性主义和功能的核心作用,率先开始
了对几何直线风格的探讨。
其简单的几何直线设计以及机械化中性色彩的运用,符合大工业生产标准化、机械化、批量化的需要,
他们大胆尝试和试验了各种新材料,如将铸铁和玻璃作为结构材料和装饰材料进行使用。
在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的作用下,这些探索和尝试使得艺术与技术的距离更近了。
人们已经认识到,如果希望某种风格能够成为流行,批量生产的形式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
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上促成了“构成形式”的发展与壮大。
（3）“装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流行于欧美的设计运动。
这场运动同“工艺美术”运动和“新艺术”运动一样,在探索工业化社会艺术表达手段的道路中推动了
现代化设计的进程。
“装饰设计”运动反对古典、自然风格的装饰以及单纯的手工艺趋向,倾向于机械之美,使用简单明快
的几何图案并加以变形处理,具有鲜明的色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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