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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教育制度。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族、种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参加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
自学考试以其开放、灵活、国家和个人投资少以及工作与学习矛盾小的优势，为自强不息、立志成才
的广大自学者提供了广泛而自由的学习空间。
　　北京是自学考试制度的发源地。
28年来，通过自学考试，普通高考落榜生圆了自己的大学梦；通过自学考试，普通高校毕业生取得了
“双学历”；通过自学考试，多人获得了学历、技能“双证书”。
他们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也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自学考试的社会公信度非常高，其学历已被许多发达国家认可。
　　社会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对自学考试提出了新要求。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该定位在学科型与应用型、职业技能型
教育并重，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并大力发展应用型、职业技能型教育的分量，发展技能证书
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拓展自学考试的服务
空间，立足于在高等教育层面满足“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的需求，全面推进自学考试制度的改
革创新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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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指定教材”之一。
    “构成”是艺术设计教育的基础课程，同时也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装饰装修工程专业的重要课程。
它在培养学生理解设计理念、掌握实用的造型技巧和工艺技术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书分为上篇“平面构成”和下篇“色彩构成”两个部分，每一部分的最后章节选编了一些本校历
年来学生的优秀作品作为参考，图文并茂、深入浅出。
此外，本书最后部分附有构成运用范例及题型练习，可供自考学生参考。
    本书可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装饰装修专业的学生以及中、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师生学习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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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前言“构成”课程说明上篇　平面构成　第一章　造型的观念与平面构成  　第一节　历史
变革中的“造型”观念  　第二节　平面构成的目的  　第三节　平面构成的造型分类　第二章　基本
形的创建与组合形式 　 第一节　形象构成要素  　第二节　点的概念和形象特征  　第三节　面的概念
和形象特征  　第四节　线的概念和形象特征  　第五节　形象元素的组合关系  　第六节　形象元素与
空间的构成关系  　第七节　基本形的创建　第三章　空间的构图骨格与图形的构成    第一节　空间骨
格的构图种类    第二节　骨格的构建方式　第四章　形象构成 　 第一节　重复构成  　第二节　渐变
构成  　第三节　发射构成  　第四节　近似构成  　第五节　特异构成  　第六节　对比构成  　第七节
　矛盾空间构成    第八节　肌理构成　第五章　平面构成习作图例　上篇主要参考文献下篇　色彩构
成　第六章　色彩与色彩构成    第一节　色彩现象    第二节　色彩与构成    第三节　色彩构成的实践
　第七章　色彩的概念    第一节　光源    第二节　光与色    第三节　物体色与固有色　第八章　色彩
的属性    第一节　色彩的范畴    第二节　色彩的三要素    第三节　色立体　第九章　色彩混合 　 第一
节　加色混合  　第二节　减色混合  　第三节　中性混合　第十章　色彩对比    第一节　色彩的错觉   
第二节　同时对比与连续对比    第三节　色彩三要素的对比    第四节　冷暖对比    第五节　面积、形
状、肌理与色彩的对比　第十一章　色彩心理    第一节　色彩的象征与联想    第二节　色彩的感觉　
第十二章　色彩调和与构成法则  　第一节　色彩调和 　 第二节　色彩构成法则　第十三章　色彩构
成习作图例　下篇主要参考文献构成运用范例题型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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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平面构成　　第一章　造型的观念与平面构成　　【本章要点】　　本章介绍作为设计造
型基础的“构成”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学习本章，要求重点在理论上领会构成造型的意义和美学作用，在实践上掌握构成设计的基础知识要
点，了解构成作为设计造型的基本形式及与其他美术造型形式的联系和区别。
　　第一节　历史变革中的“造型”观念　　工业革命以后的艺术流派像流星一样众多和短暂，他们
都从不同的角度探索着造型对新时代的表现形式，尽管自始至终没有形成一个连贯的发展和体系，但
对我们正确认识造型的探索历史是有益的。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部分受压抑的艺术家企图在这个时候振兴民族的艺术与设计
，而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唯一方式，1919年“包豪斯”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教育体
系的建立，融汇了各个艺术流派的改革精髓发展而来的平面、色彩、立体构成的基础教育是“包豪斯
”对现代造型设计领域的重要贡献。
从当代构成的角度分析造型的要素有：材料、功能、结构及视觉心理等，这与当时的“先进”概念是
有一定差别的。
如伊顿强调主体（人）对各种材料的直觉感受，并进行对比表现；纳吉则以不同材料问的组合来完成
视觉空间表现；阿尔卑斯主要研究以材料与技术为基础的造型探索。
这三者的中心点均是以新材料研究为造型的依据，而其中阿尔卑斯的观念可以说更具“设计”意识。
“包豪斯”十几年的历程虽短，但其基础造型理论的发展却日趋成型。
它的课程并不一味地以视觉形式作为造型的基础，而正是实验性教学才使它的造型理论“技术化”；
这也是它的形式理论能融于“现代设计”教育的原因。
　　造型从具象表现发展到抽象及要素分析和构成，实际上是造型理念的发展过程，而促进这一过程
成为现实则是对造型的媒介“材料”的成型技术与直觉心理的探索。
功能和技术不可能直接决定形态，但工艺技术对材料有制约作用；而材料的成型技术和构造性能则能
够影响造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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