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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构成基础                  课程代码：1311245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视觉传达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5学分 

学时：96学时（理论 16学时/实践 8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构成基础》课程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

目标的实现，通过对构成基础课程的学习，探索视觉、色彩的造型及形式美构成表现规律，

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更高层次的审美判断力、造型能力，为下一步进入专业设计学习作好

平面造型、色彩构成能力做好准备的一门重要课程。 

《构成基础》课程通常在素描、设计素描、色彩、设计色彩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

学生后续学习图形创意、字体设计、版式与型录设计、标志设计、广告设计、书籍装帧设计、

包装设计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正确理解、认识构成造型及色彩形式美的构成原理，掌握构成

基础的基本规律和法则，重点是对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的基本原理、造型与色彩体系的认识，

通过对造型思维方法、配色方法及表现形式的构成训练，引导学生将构成的观念、方法运用

到视觉传达专业的各项设计中，提高审美、创新及实践动手能力，启迪学生创意思维灵感，

为以后的创新设计完成构思和表达设计方案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了解构成基础的知识板块设计与整体造型、色彩设计，正确理解认识形式美的构成原理、

基本规律和法则；掌握构成基础造型变化与色彩调和的关系、以造型、色彩训练为主线，掌

握构成基础的造型与色彩表现规律。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构成基础制作工具、材料、性能特点的基础上，运用

平面与色彩构成形式的基本原理及规律，初步掌握构成基础的不同基本构成形式法去表现平

面与色彩造型的能力，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造型能力、形与色调和的能力、鉴赏

能力与表达能力、创意思维的准确表达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等素质，通过不同板块

训练实现学生观察生活、发现创意源于生活的能力，拓宽学生专业知识面。 



 

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构成基础 

概述 

1.掌握构成基础的基本概念；使

学生了解构成基础的发展历程、

构成形式法则、构成设计特点； 

2.掌握平面构成制作主要的工具

运用、材料特性以及构成基础的

基本特点，形式美法则与规律；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

调、人文修养，开阔学生的艺术

视野。 

1. 理论教学内容： 

（1）构成的发展与演变 

（2）平面构成主要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3）平面构成的审美特征。 

（4）国内外优秀构成作品运用赏析 

1.学习时注意了解平面构成与

素描、设计素描的区别；了解

平面构成与包豪斯的发展历

史；平面构成传入中国后在各

专业领域的主要运用； 

2.重点掌握平面构成的工具、

材料特性和点线面体等基本构

成特征。 

2 0 

2 
平面构成形态

要素  

1.使学生了解平面构成的基本形

构成的重要性； 

2.掌握基本形态要素训练； 

3.提高学生造型能力。 

1. 理论教学内容： 

（1）点的形态要素、线的形态要素、面

的形态要素； 

（2）基本形态要素在构成中的运用。  

2.实践教学内容： 

（1）点、线、面的形态要素训练 

 （2）完成基本形态要素在构成中的运

用。 

重点了解造型形式美规律，运

用点线面形态要素训练的方法

进行平面构成形式。 

2 8 



3 
平面构成的形

式美法则  

1.掌握构成形式美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规律； 

2.提高学生运用平面构成工具材

料和基本技法表现对象的能力； 

3.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

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发现美和

鉴赏美的能力。 

1. 理论教学内容： 

（1）变化与统一规律； 

（2）对比与调和规律； 

（3）对称与均衡规律；  

（4）节奏与韵律规律； 

（5）平面构成的立体与空间、运动感。 

2.实践教学内容： 

（1）构成形式美的基本规律训练； 

（2）构成形式基本技法表现。 

1．重点掌握相关构成形式美训

练； 

2.运用平面构成的形式美表现

技法，尝试结合形式美法则增

添画面效果。  

2 10 

4 骨格与基本形  

1.初步掌握骨格的作用、骨格的

分类 ； 

2.了解基本形、形与形的关系。 

1. 理论教学内容： 

（1）骨格的作用； 

（2）骨格的分类； 

（3）骨格与基本形的关系。  

2.实践教学内容： 

（1）基本形的训练； 

（2）要求学生完成平面构成比例与分割

作品、形状的设计训练。 

重点掌握构成作品的欣赏方

法、基本形的设计训练。 
2 10 



5 平面构成形式 

1.以形式分析、意象构成和抽象

构成为基础的构成形式能力培

养； 

2.要求学生掌握平面构成的画面

构成形式。 

1. 理论教学内容： 

（1）抽象构成形式； 

（2）意象构成形式。 

2.实践教学内容： 

（1）运用重复、节奏、渐变等形式完成

相关构成作品； 

（2）以传统、自然形写生变化为基础的

意象构成形式训练； 

（3）运用综合材料与技法完成肌理构成

训练。 

运用平面构成的形式规律表现

技法，结合肌理构成表现画面

效果。  

2 12 

6 色彩构成要素 

1.了解色彩的属性； 

2.掌握色彩的加法混合； 

3.掌握色彩的减法混合。 

1.理论教学内容： 

（1）讲解色彩的属性； 

（2）色彩的加法混合；  

（3）色彩的减法混合。 

2.实践教学内容： 

（1）运用渐变推移完成明度渐变推移； 

（2）运用渐变推移完成纯度渐变推移； 

（3）运用渐变推移完成色相的推移训

练。 

重点掌握色彩构成明度、纯度、

色相的渐变推移 
2 12 



 

7 
色彩构成形式

语言训练 

1.了解色彩的对比； 

2.色彩的调和； 

3.培养学生色彩搭配的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色彩的对比； 

（2）色彩的调和。 

2.实践教学内容： 

（1）运用色彩对比完成色彩明度、纯度、

色相、冷暖对比的训练； 

（2）运用色彩调和规律完成色彩的调和

训练。 

重点掌握色彩构成的对比与调

和  
2 12 

8 
色彩构成表现

形式 

充分借用色彩的功能表现、联想

与象征、材料表现进行、色彩构

成的主题表现 

1.理论教学内容： 

（1）色彩的功能表现； 

（2）色彩的情感； 

（3）色彩的联想与象征。 

2.实践教学内容： 

（1）借鉴大自然色彩中完成色彩的具体

联想，完成“愉快、兴奋、忧郁、苦闷”

等色彩的抽象联想； 

（2）材料与工具、色彩技法与材料表现； 

（3）来自自然界的色彩构成表现、来自

传统艺术的色彩构成主题表现 。 

1.色彩的联想与抽象表现； 

2.重点把握来自传统艺术的色

彩构成主题表现。 

2 16 



 

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任务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基础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

的方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

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

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鼓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

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

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

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

优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构成基础》.彭凌燕.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1年  

[2]《平面构成教程》.夏镜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色彩构成教程》.邹艳红.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08-01 

[4]《平面构成》.文健，钟卓丽，李天飞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5]《色彩构成教程》.范小春.浙江人美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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