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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筑装饰业迅猛发展，室内设计行业方兴未艾。
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美的要求日益提高，这就更
加要求室内设计人员通过恰当运用室内设计这一融科学和艺术于一体的学科，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展示现代文明的新成果。
为了向建筑学、室内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和对室内设计感兴趣的人士系统地介绍室
内设计的知识，编者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颁布的专业培养目标，结合自身教
学实践，在参阅兄弟院校编写的相关教材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新的《室内设计原理》。
本书编写力争重点突出，去粗取精，做到以人为本，贴近社会生活需要，体现出教材的前沿性、理论
性、实践性和精简性的要求，保持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本书以介绍室内设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为主体内容，阐述科学、系统；同时，对室内设计中近年
来出现的学科发展新观念，如生态观、人体工程学等作了进一步的讲解；而且，还将科学发展观与艺
术设计和谐理论融入内容中，充分体现了本书的时代性。
本书内容讲解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每章都有教学提示、教学目标与要求、本章小结、思考题，整体
结构合理，层次清晰；既有理论又有实践，通俗易懂，图文并茂。
本书还特别增加了室内设计人性化设计的新内容，如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室内设计
知识，可启发和引导学生明确作为室内设计师必须具备丰富的想象力、社会洞察力和深厚的生活体验
。
本书的编写尽量满足普通院校同类专业的需求，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以期给国内的建筑学和室
内设计专业本科生更好的启迪，希望能对普及和提高广大室内设计者的设计理论知识有所裨益。
使用本书时，各院校可根据本校建筑美术教学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将学习与参考、教学与自学的内
容有机地结合起来。
通过对本书的学习，学生可深入理解建筑的空间特性，掌握室内设计的基本原理，熟悉各种建筑室内
空间环境的设计、表现、技巧，培养只有具备较高的创造性、综合性才能解决的设计中实际问题的统
摄能力。
本书由河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冯柯担任主编，由福建工程学院黄东海、天津城市建设学院韩静雳、河
北工业大学关鹰担任副主编，由河北工业大学郭笑梅、河北工业大学乔文黎、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张媛
媛担任参编。
具体编写分工是：内容简介、前言的编写和统稿工作由冯柯完成，第1章、第3章由关鹰、郭笑梅编写
，第2章、第6章由黄东海编写，第4章、第8章由乔文黎编写，第5章由韩静雳编写，第7章由张媛媛编
写。
本书的编写过程充分体现了院校间的通力协作精神，其间还得到了从事多年建筑、室内设计、美术教
学的专家、学者及同仁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深表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出现疏漏和不足之处，恳盼同行和广大读者指正赐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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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室内设计原理”是高等院校建筑学专业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
本书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颁布的专业培养目标，结合编者的自身教学实践编
写而成，以介绍室内设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为主，同时将科学发展观与艺术设计和谐理论融人其
中。
本书内容讲述科学、系统，具有普遍实用性和时代性，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建筑学专业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建筑设计院和室内
设计公司从业设计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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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色彩本身的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理会产生诸多的心理效应，如冷暖、远近、轻重等。
合理应用色彩本身具有的一些心理效应，将会赋予室内空间感人的魅力。
（1）温度感：在色彩学中，色彩的不同特性会引起人的不同心理反应，通常按照不同的色相可将色
彩分为冷色系、暖色系，从紫红、红、橙、黄到黄绿称为暖色系，以橙色为最暖，从青紫、青至青绿
称为冷色系，以青色为最冷。
这些心理感受与人类的生活经验是一致的。
例如，人们看到红色、黄色，总是与太阳、火焰等感觉的生活积累相一致的。
而青色、绿色又多与树木、田野、海水等构成相似联想，产生凉爽的心理反应。
在室内设计中，合理应用暖色系的颜色搭配可营造温馨舒适的空间效果；合理应用冷色系的颜色搭配
，可营造清爽、纯净的氛围。
（2）距离感：色彩的远近感在室内设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般纯度较高的色彩和暖色系宜产生接近的心理感受，而纯度较低的色彩与冷色系则宜产生后退的感
觉，当然，这些都是相对而言。
在室内设计中，合理地选择和组织色彩的关系可重新塑造原有的物理空间感，从而使突出的部位更突
出，作为衬托的环境更具有背景感，从色彩上塑造空间的虚与实、主与次，营造出满足实际需求的心
理空间。
（3）分量感：色彩的明度和纯度是构成不同分量感的主要因素。
色彩的明度和纯度较高则给人以轻飘的感觉；反之，则有沉重的心理反应。
如浅蓝色和深蓝色即是两种不同的分量感。
利用色彩对人形成的这一心理反应可在室内设计中强化某一空间的分量感，营造特定的心理氛围，或
者以此达到整体空间的心理平衡感。
（4）尺度感：色彩既能作用于人的心理，形成不同的心理感受，同样又能构成空间及物体的心理尺
度变化。
色相与明度是主要因素，暖色系和明度较高的色彩具有一定的扩散性，使原有物体和空间显得较大，
而冷色系与明度较低的色彩则有向内收缩的心理感受，原有物体显得相对较小，如穿深色衣服与穿浅
色衣服即有不同的形体感受，深色显得相对瘦些。
在室内设计中利用色彩的这些特点，可有效地增加形体的扩散感，也可强调收缩感，通过色彩的心理
感受，以达到满意的视觉效果。
如上这些因素均会在室内设计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因素需要合理组织及调配好与其他造型要素的相互关系，才能发挥出它们的作用。
2.色彩的情感效应色彩在室内空间设计中，有着千变万化的形式，但色彩本身也有着自己丰富的含义
和象征性，不同的色彩可表现出不同的情感，这种心理反应，也是人们的长期生活经验和积累形成的
。
对色彩的感受也和人的年龄、性格、素养、民族、习惯等有关。
（1）红色：这是一种较刺激的颜色，视觉感强烈，使人感到崇敬、伟大、热烈、活泼，通常不宜过
多使用，对视觉有较强烈的刺激。
（2）黄色：使人感到明朗、活跃、温情、华贵、兴奋，黄色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和跳跃性。
（3）绿色：象征着健康与生命，对人的视觉较为适宜，使人感到稳重、舒适、积极。
可缓解人的视觉疲劳，营造较舒适的空间氛围，但过多使用，宜使人感到冷清。
（4）蓝色：使人感到开阔、深邃、内向、镇静。
由于蓝色与人们经验中的蓝天、大海有关，因此更宜使人产生遐想，对人的情绪有较好地调节作用，
但过多使用宜显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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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室内设计原理》是21世纪全国本科院校土木建筑类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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