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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以突出高职高专特色、服务于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导思想，根据教材所属艺术专业
的培养目标与规格、专业的需要，结合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教学改革的新理念、新思维及新的课程整合
构架，确定《构成》一书编写的基本思想、原则及特色。
本书体现了与本科专业不相同的、有其较强的自身特色的课程结构内容，强调突出特色、适应教学、
整合优化、更新内容和技能训练，注重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训练和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构成”课程是设计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
长期以来此课程在专业教学中一直是以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三个相对独立的课程内容、三
种教材来进行教学的。
这种课程结构形式对于高职高专培养目标与教学的要求、特色有非常大的差距与不适应性。
所以，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对原有构成课程的构架形式以及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进行整合
，突出“构成”思维能力、方式、技能的训练。
　　本书的基本构架是：第一部分提出构成的目的，认识掌握构成的基础理论、基本目标及要求。
第二部分以对造型要素的理论论述为重点，要求掌握基本构成理论，主要包括点、线、面，立体与空
间，色彩、运动、光，材料与肌理等知识点。
其中运动与光是内容更新的表现。
第三部分形式要素，是教材的主体。
它以体现构成的内在规律的、本质特征的形式美感要素为语言，分别对对比与调合、对称与均衡、节
奏与韵律等九项形式要素做了论述，把其形式美感的特征、表现形式及构成的基本方法分别结合平面
、立体、色彩、光与运动、材料与肌理等方面来阐述。
第四部分是构成综合表现与应用课题，它主要体现了综合与应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能力练习。
在练习中结合造型要素与形式美感的训练，探索构成的综合表现，培养学生融会知识，发掘想象构成
、综合构成应用的能力。
　　这四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是综合的、相关的。
教材提出了“体验－感受－实验”的教学方法，注重艺术感性、理性的体验和认识。
在突出应用性、培养学生的技能与应用能力上，结合教学的主要内容以及重点、难点训练学生分析问
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分别对每一节课题基础理论、构成作了综合的应用构成思路、表现方法、技能表达的作业案例分析，
并增加了思考题以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编著者还将把文字论述与图例及电子教案编制成多维教材。
编集了结合章节内容要求的、生动、丰富、详实的图片资料，供教学使用参考。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黑龙江大学职业教育学院郑大渊院长对编著者给以了大力的支持和关怀，
令我们十分感动，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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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构成（高职高专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是由有
关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教学改革试点院校的教师编写的。
主要内容包括构成的目标与内容，造型要素的特点及其心理效应、形式要素以及构成综合表现与应用
等内容。
《构成（高职高专教育）》对平面构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进行整合，突出“构成”思维能力、方
式、技能的训练。
　　《构成（高职高专教育）》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成人高等院校、本科院校高职
教育艺术专业学生学习用书，也可供五年制高职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及其他有关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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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再看另一个现象，先用眼睛注视黑底上的红色图形几十秒钟，再迅速地将眼睛移到另一种白
纸的中心部位，你会在那里清楚地看到一个绿色的图形。
这样因为前色的影响导致后色产生的现象，这就是连续对比现象。
　　连续对比是因为视觉的残觉现象导致的。
视觉残像是当原像的刺激消失后，眼睛中的余像造成的。
视觉残像也属于色彩的连续对比现象。
　　掌握连续对比规律，可以使设计师利用它来加强视觉传达的印象或用于减轻紧张工作条件所造成
的视觉疲劳（见图2—5—5）。
　　（2）色相对比　　不同颜色并置，在比较中呈色相的差异，称为色相对比。
例如，用湖蓝与钻蓝相比较，就会感觉钴蓝带紫味，湖蓝带绿味，在对比中这两种色的特征更明确了
。
　　色相对比的强弱关系，取决于色相在色相环上的位置关系。
色相环上的任何色都可以自为主色，分别组成同一色相、类似色相、对比色相与补色色相等对比关系
。
我们将这些不同关系的对比效果以强、中、弱划分。
　　色相环上30。
～60。
角之间的范围属类似色相关系，它们之间的对比关系形成色相的弱对比效果。
采用这类对比关系，画面色彩能保持统一、和谐、雅观而又有变化的效果。
　　色相环上120。
～150。
角之间的范围属于对比色相关系，它们的对比关系形成色相的中对比效果。
采用这类对比关系画面色相感鲜明、显得饱满、丰富、厚实，容易达到强烈、兴奋的视觉效果。
　　色相环上180。
角之间的范围属于补色色相关系。
它们的对比关系形成了色相的强对比效果，容易产生极富刺激性的画面色彩效果，显得饱满、活跃、
生动。
设计中这种对比大都适用于需要造成强烈视觉印象，在短时间里获得一种鲜明的色彩印象。
　　（3）明度对比　　每一种颜色都有自己的明度特征。
当它们放在一起对比时，视觉除去分辨出它们的色相不同，还会明显地感觉到它们之间的明暗差异，
这就是色彩的明度对比。
　　明度对比与其他两种要素的对比一样，大体上也划分为三种对比关系。
如果我们把从黑至白划分为11个等级，凡颜色明度差别在三个级数差之内的为明度弱对比，在3～5个
级数差之内的为明度中间对比，在五度差以上的，为明度强对比。
　　色彩的明度及明度对比在同时性色彩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明度性质在色彩诸要素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能够摆脱任何有彩色的特征而独立存在。
明度是色彩的骨骼，明度结构控制着色彩的整体效果。
我们可以把明度作为枢纽，通过它把三要素的性质及对比关系结为一体，以帮助我们有机地、相互联
系地认识和运用色彩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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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构成（高职高专教育）》体现了与本科专业不相同的、有其较强的自身特色的课程结构内容，
强调突出特色、适应教学、整合优化、更新内容和技能训练，注重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训练和对学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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