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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色彩构成，是根据人对色彩的视知觉和心理效应，用一定的色彩规律去组合搭建色彩要素间的相
互关系，创造出符合审美需求和设计创意的色彩效果，是一种对理想色彩的创造过程及结果。
 色彩构成课是所有美术设计专业的基础主干课程之一，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色彩构成》教学活
动的实施，使学生了解色彩的性质和视觉规律，学习从主观世界人手把握色彩的创造规律，从而提高
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修养，为色彩的设计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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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艳红，1981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1985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系装潢美术设计专业。
现为四川教育学院美术系副主任、副教授，中国包装设计协会会员，四川省教育学会美术教学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
主要从事高等美术教育和平面美术设计。
曾承担世界教科文组织在中国颁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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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对比　　（三）邻近色对比　　（四）对比色对比　　（五）补色对比　三、明度对比——色彩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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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颜色形状、位置与色彩对比的关系　　（三）颜色面积构成色调　单元教学导引 第四教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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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二）明度区域与层次　　（三）强调与平衡　单元教学导引主要参考文献图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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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教学单元 色彩的产生及色彩体系　　色彩从根本上说是光的一种表现形式。
不同波长的光可以引起人眼不同的色彩感觉，因此，不同的光源便有不同的颜色，而受光体则根据对
光的吸收和反射能力呈现千差万别的颜色。
由此引发出色彩学的一系列问题：颜色的分类（彩色与非彩色两大类），特性（色相、纯度、明度）
，混合（色光混合、色料混合、视觉混合）等。
色彩学家总结了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建立了相关的色彩理论和色彩系统。
　　人眼主要由棒体和锥体感受器对光发生视觉反应，一般认为，颜色视觉是由锥体感受器作中介的
，锥体感受器主要集中于视网膜的中央区，它含有光敏色素，在接受光的刺激后，形成神经兴奋，传
达到大脑皮质中的视觉中枢而产生颜色视觉。
　　一、光与色——视觉感知的前提条件　　“伸手不见五指”是形容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
这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是在光的作用下通过色彩的差异感受景物的存在：光线明亮时，我们看到大自然
的万物鲜艳而清晰（图1.1）；光线阴暗时，色彩变得黯然而模糊（图1.2）；我们能够看见白纸上的石
膏球体，也是因为光照形成的石膏暗部及阴影的灰色与纸的白色产生的差异被我们眼睛识别的结果。
如果没有了光，万物顿时失去颜色，在我们的视觉里一切都将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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