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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设计作为具有“创造性”特质的应用性艺术学科，创新、创造是最根本的学科目标，尤其是作为
培养未来设计师的高等设计教育，“创造性”是作为学科教育应对社会发展的创新要求和面向未来全
球化设计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尺度。
所谓设计教育的“创造”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以原创性思维的物化过程为标志的客观存在
，它既具体表现为一个设计物化成品的状态、价值在社会现实中的意义，也表现为学生对创造的认知
和对创造方法的系统把握。
它反映在艺术设计的基础课程体系中，就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现实化过程和培养机制的课程化发展。
所谓以人为本理念的现实化过程就是在教学中尊重学生的个体特质，激发创新的热情；所谓培养机制
的课程化发展就是着力营造创新人才的成长环境，包括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手段和资源效用的
系统集成。
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改革，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优化与创新一是增强设计基础课程的开放性，将那些
过去封闭的单一课程既向学科的前沿、社会的发展和企业的生产延伸，也向设计的创新实践和课题研
究拓展。
二是丰富课程的内涵与外延，改变过去课程的线性知识结构和单一的教学方法，有效推进基础课程模
块化和课程群建设，强化课程学习的实践性、操作性和自主性。
三是加强设计基础课程的选择性，有侧重性地选择个体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特色，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提高设计教育的职业规划意识。
基于上述理念，本套教材改变了传统艺术设计教材的结构，按照模块理论和多层推进结构，将设计基
础的课程群组合成有联结关系的不同模块，并按照课题的形式逐一展开，它体现了如下方面的基本性
质1.课程的开放与迁移。
强调课程内容的背景与关联事物是学习理解的重要基础，教材贯穿三条基本线索第一条是顺沿课题文
本，扼要叙述学科知识、背景叙事，以论述设计之“物”与“事”发生、存在的环境；第二条是辅助
相关图像、图形，以直观的视觉形式图解课题的具体内容；第三条是附录诸如“小知识”、“小贴士
”、”相关连接”等便笺式的拓展性知识。
读者可以根据这三条基本的线索来展开丛书的阅读和学习。
2.课程的研究与探索。
教材的“课题”形式给予了教学更多的探索性话题空间，它以”知识模块”和“实践模块”的形式构
成了课题的基本框架，并按“节”分层递进。
每一课题研究的主题话语非常集中，探索性强，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和自主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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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体现如下几个特色：    一、明确界定课程名称、课程性质    首先，对课程名称涉及的词源、释
义、发展变化给予明确的界定和阐述；其次，拓展图案学习的视野，明确其在当今艺术设计中的重要
作用和指向性意义。
明确了装饰图案作为艺术设计教育本科阶段的基础课程，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装饰图案形式规律
的视觉体验及设计表现能力，为专业设计课程打下基础。
    二、关注图案内涵、提升艺术素养        中外传统图案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是一份极其宝贵和重
要的文化遗产。
从历代传统图案、民间图案与现代流行图案中汲取营养，发掘文化内涵，把握各阶段、流派的艺术风
格和特征，是图案学习近年来被忽视的部分。
学习图案，首先要提高艺术素养，摆脱只追求表面形式技巧的片面性，要将重点放在对其丰富的民族
文化内涵的关注上去。
    三、遵循教学规律、注重实践操作    装饰图案作为艺术设计的基础课程，教学重点应突出实践环节
。
本教材以课题的形式展开，在结构安排上强调循序渐进，环环相扣。
各课题前设有内容概要，可以明确各课题学习内容、学习重点。
备课题后设有相关链接，可以拓展学生的思维和知识面，课后思考和练习，可作教学参考。
教材图文并茂，大量图片的展示意欲开阔学生视野。
通过这些内容的设定，以提高教材使用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同时本书的最后特别列出部分课题练习的学生作业，可供师生学习、交流、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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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装饰图案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史的开端。
在现代社会装饰图案同样有着广泛的应用。
本课题从理论的角度对装饰图案的相关知识作了简要的论述，是学习装饰图案设计所必须具备的基础
性知识。
纵观装饰图案发展的历程，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了人为加工的饰件，如山顶洞人的钻孔
石珠、贝壳、兽牙，形状大小经过加工大致相同，经磨孔后串成有序的组合，这些原始饰物呈现了人
类艺术中最初的形式感。
到新石器时期，装饰图案得到较为成熟的发展，彩陶图案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以现代审美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造型的变化，还是结构的布局，彩陶图案都呈现了独特的装饰艺术的
风格和完美的形式变化的规律。
除此之外，远古人类在自身身体上用刻、画、刺等方法留下的图案，也是人类早期装饰图案研究不可
或缺的部分。
尽管装饰图案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早期，但从发生学的角度，专家对装饰图案的成因却提出
多种观点，其中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原始装饰行为的目的并非我们今天用享受美的眼光欣赏现存的出
土文物时所认为的那样，它并非是一种完全摆脱了目的，仅仅是对精神美追求的产物。
结合原始社会中原始人对自然、氏族、宗教的态度和思维方式，我们发现，许多原始装饰图案都具有
与原始人生存需求息息相关的原始的象征意义。
如以野兽的骨角皮毛作装饰，其目的是为了获得与之相应的力量、勇气和灵巧；在身体上穿戴鸟的羽
毛，就会拥有与鸟同样矫健飞翔的本领。
更多的原始装饰图案影射着劈邪避灾、祈愿繁衍，甚至死而复生的愿望。
因而，从装饰图案的起源来看，原始装饰图案体现了以实用为基本属性的特征。
“图案”原为日语汉字，它出自日本在20世纪初对英文“design”的意译，对于日本而言，“图案”
也是一个外来词。
1910年至1920年期间“图案”一词从日本传人中国。
对“图案”一词的定义往往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辞海》中“图案”条目的解释：“广义指对某种器物或建筑实体造型结构、色彩、纹样进行工艺处
理而事先设计的施工方案，制成图样，通称图案。
有的器物（如某些木器家具）除了造型结构，别无装饰纹样，亦属图案范畴（或称立体图案）。
狭义则指器物上的装饰纹样。
”20世纪60年代图案教育家、理论家雷圭元先生在《图案基础》一书中对图案作过这样的定义：“图
案是实用美术、装饰美术、建筑美术方面，关于形式、色彩、结构的预先设计。
在工艺材料、用途、经济、生产等条件制约下，制成图样，装饰纹样等方案的通称。
”定义强调了两点一方面强调了图案是关于实用产品（包括建筑）在美术方面的设计，如对形式、色
彩、结构等方面的设计。
这明确了图案是属于审美性的艺术活动，产品的图案设计与产品在工程结构、工程机械原理等方面的
设计是有区别的。
另一方面强调了图案是一项在一定的技术条件的制约下完成的工作。
明确了图案与美术创作活动的不同。
尽管图案与美术都属于艺术活动，都运用形式、色彩等造型要素进行创作活动，其区别是图案是一项
与技术、生产工艺相结合的设计活动，而美术创作却以创作者为中心，着重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感
受。
雷先生的这个定义对图案的基本性质、图案设计活动的范畴做了清晰的界定，即图案是一项与生产工
艺、生产技术相结合的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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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装饰图案》是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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