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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平面构成在现代艺术设计与装饰类专业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包豪斯（Bauhaus）顺应工业社会的发展，致力于纯美术与艺术设计的共性研究，在大工业基础上寻求
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从而建构起现代艺术设计的体系框架，而平面构成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将平面构成应用于艺术设计的教学。
经过近20多年的探索、积累和发展，平面构成的内容、目的、作用及意义越来越清晰。
　　平面构成不但是艺术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同时也是建筑装饰类专业的装饰设计基础课程。
它是建立在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基础上的，即从基本造型要素和基本造型规律的
视觉认识出发，学习视觉语言和艺术造型的共性形式美感法则，通过系统的强化训练，进行造型设计
，激发创新思维，为专业设计构思提供方法和途径，同时也为设计领域提供技法支持——视觉语言的
应用。
　　本书为全国高职高专建筑装饰技术类系列规划教材之一。
本教材以培养设计素质为重点，简洁、明了地阐述了平面构成的法则，侧重科学的训练方法和实际应
用能力的培养；每个章节都独立、系统地提供了大量的例图。
视觉美感突出，可读性强，是本书的最大特点。
　　建筑装饰设计与艺术设计都属于造型艺术，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除了专业侧重点不
同外，课程设置与课时分配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本教材课时的分配按教学大纲界定，大致安排60个课时，故在编写时，尽量减少理论的重复阐述，多
增加图例，力图使本教材更加适时、实用。
　　本书由殷之明、刘海波担任主编，李征担任副主编，参编人员有王锐、李力、李智。
　　本书作为教材，不可避免地参考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作品，在此谨向这些作者表示衷心感
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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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平面构成》从形式美感在平面图形中的构成原理、构成规律及构成方法入手，深入浅出地系统
介绍了平面构成的概念、训练方法及应用。
本教材概念清楚，文字简洁，易懂、易教、易学，可作为高职高专艺术设计、装饰类专业的教学用书
，也可供五年制大专、中等职业学校师生参考，对从事艺术设计类、装饰类的相关人员也有较高参考
价值。
“平面构成”属艺术设计基础课程，它与“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统称三大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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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1 重复的构成形式　　5.1.1 重复的概念　　重复是指同一视觉空间中相同的基本形（形状、大
小、方向、色彩、肌理等因素的相同）重复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构成方式。
重复是平面构成中最基本的构成手法，它以基本形的规律化反复，以加强图像的力度，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并造成极强的安定感、秩序感与韵律感、细腻而平缓的节奏感，以获得高度统一的协调性与整
体感，最终达到视觉上的美感。
设计中采用重复的形式无疑会加深印象，使主题得以强化，也是最富秩序和统一观感的手法。
相同的广告词语重复播放、相同的海报重复张贴、相同的歌词重复吟唱等，都能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和
震撼力。
　　但是，重复若表现得不恰当，则会产生呆滞、乏味的机械感，因此有规律的重复，一定要有数量
和轻微的变化才能形成节奏。
重复的形式分为绝对重复和相对重复。
在特殊情况下形象元素的某一部分可以稍有变化，但一定要注意控制相同与不同之处所占比例的关系
。
　　5.1.2 重复的基本形　　在设计中连续不断地使用同一形象，即可成为重复基本形。
作为重复基本形在运用时应保持形状、色彩、肌理的相同。
重复基本形可以使设计产生一种和谐而统一的感觉。
在设计往往要求在重复统一中寻求变化，基本形过于简单或单元构成次数过少，容易使画面显得单调
、平滞，最容易暴露重复构成缺点。
因此重复构成中，基本形的丰富性与构成的重复数量，是最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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