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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平面色彩构成 课程代码 110611037

课程类型
公共通识课（ ） 公共选修课（ ）
专业基础课（ √ ） 专业核心课（ ） 专业选修课（ ）

总学时 48 总学分 2

学时分配 理论讲授学时： 16 实践学时：32

授课学院 专业 班级 人数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1 视传（本）1
组

21

考核方式 考查（ √ ） 考试（ ）

课程
简介

《平面色彩构成》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基础训练课程，包含三大构成两
个重要部分。本课程通过学习点、线、面、块、色彩等设计语言来完成不同的
设计，以学习纯粹的构成元素为主，以几何形体作为形式，强调“构”在构成设
计中的作用，结构、再构、重构、虚构成为设计的基本手段和技巧，并将视觉
形态同巧妙的设计语言结合起来。

案例
简介

本案例是本课程第二章第 1节内容，主要研究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基本形

与骨骼、表现形式的构成的概念、视觉特点以及方法，并能够在设计中熟练应用，

创造造型丰富、变化多样的平面构成作品。

使用
教材

张笑非、张锦《二维造型基础》[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9

学情
分析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现在的年轻学生热情很容易被激发而且思维活跃，这是
优点，也是我们应该大力发扬的，但不足之处就是文化知识基础薄弱，探究心
理与好奇心欠缺，想要从绘画走向设计，角色转变有一定差距。那么构成就是
从绘画走向设计的桥梁。所以，对以上分析，我将从开发原创图形、了解版面
排列、启迪学生的创意思维、懂得构成原理四个方面为中心来展开教学。

参考
资料

1.参考书目
[1]喻小飞.设计构成（第 2版）[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7
[2]肖虎.构成基础[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3]洪兴.新编平面构成[M].辽宁美术出版社.1999.12

2.其他教学资源

[1]赵殿译.构成艺术[M].辽宁美术出版社.1987.7

[2]赖小娟、林旭.构成设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3]朱彦.设计构成[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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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主题 秩序性构成

所属章节 第二章 第一节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平面构成的基本表现形式，理解各基本表现形式的概念。
2.掌握基本表现形式的技法。

能力目标：
1.通过对表现形式的特点以及实际设计中应用的教学，培养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善于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有关实际问题的
能力。

2.通过对不同表现形式的各种排列的教学，培养学生对审美的能力。
素质目标：

1.通过引入传统文化元素，并对其进行案例的分析，培养学生要弘扬伟
大的传统文化，增强远大志向的使命感。

2.通过对当下国内设计大赛的优秀实例的引入，告知学生我国在设计领
域内，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教学重点 平面构成表现形式的方法

教学难点 灵活应用平面构成表现形式的各种排列形式以及在设计中的合理运用

课程思政
融入点及
实现方式

1.通过欣赏建国 70 周年大阅兵的队伍，培养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文化自信；

2.通过讲平面构成的排列方式，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工匠精神；
3.通过讲解我们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三大改造完成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也是一种渐变，国家越来
越强盛的变化，引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4.通过对发射构成的教学，培养学生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事物的
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

5.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对学生平时学习进行严格考核，考勤、测试、作
业严格把关，培养学生对自己负责任的学习态度。

教学策略

本节课在教授过程中，通过采用讨论法和演示教学法，使学生了解秩
序性构成在生活中也常见，掌握基本表现形式的特点；通过采用启发式教
学方法，引导学生逐步探究，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观察问题、发现问
题、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有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对当
下国内最新的设计大赛中的优秀作品，引发学生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树
立振兴我国艺术设计行业的豪情壮志、远大志向的使命感，实现知识传授、
能力提升和价值塑造同向同行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形成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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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2.1 平面构成的表现形式

1.引言（5分钟）

根据展示一组摄影作品，引出平面构成与生活息息相关，平面构
成对于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
问题：在这组作品中，体现了哪些平面构成的特点？
【设计意图】通过设问启发引导学生明确教学内容，激发起学生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启发他们独立思考。

2.教学要点（85分钟）

2.1 重复构成（教学重点 1）
概念：重复的一般概念是指在同一设计中，形同的形象出现过两

次以上。重复是设计中比较常用的手法，以加强给人的印象，造成有
规律的节奏感，使画面统一。

对基本形的要求:可以在骨格内重复排列，也可有方向、位置的变
动，填色时还可以“正”、“负”互换，但基本形超出骨格的部分必
须切除。重复构成来源于生活中的重复现象，比如建筑中的窗户、地
砖等，使视觉形象秩序化、整齐化，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室内吊顶即
采用的是重复的构成形式。

（上海浦东机场吊顶设计）

重复的类型有：

基本形的重复：在构成设计中使用同一个基本形构成的画面叫基本形

的重复，这种重复在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

方向的重复：方向的重复是指形状在构成中有着明显一致的方向性。

形状的重复：形状是最常用的重复元素，在整个构成中重复的形状可

在大小、色彩等方面有所变动。（装饰纹样的案例）

大小重复：大小重复是指相似或相同的形状，在大小上进行重复。

色彩重复在色彩相同的条件下，形状、大小可有所变动。

【设计意图】通过对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室内吊顶的欣赏与讲解，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树立振兴我国的艺术
设计行业；在讲授形状重复时，结合我国的传统纹样的实例，来增强
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

2.2 近似构成（教学重点 2）

问题导入法

教学重点 1

思政点：
浦东国际机场
实例，民族自豪
感

思政点：
装饰纹样实例，
民族文化自信

教学重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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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生活中，有哪些事物是相似的？
在大自然中，两个完全一样的形状是不多见的，但近似的形状却

很多，像树上的叶子、海边的石子、我们人类等等，都有近似的性质。
概念：近似指的是在形状、大小、色彩、肌理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

它表现了在统一中呈现生动变化的效果。

近似的程度可大可小，如果近似程度大，就产生重复之感；反之，近

似的程度太小会破坏统一感，总之，要让人感觉到近似的形之间是一种同

族类的关系。

近似构成的类型：

形状的近似：

两个形象若属同一族类，则它们的形状均是近似的，如同人类的形象

是近似的一样。在形状的近似中，一般首先找一个基本形作为原始的材料，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加减、变形、正负、大小、方向、色彩等方面的

变化，这种变化的强弱要特别注意，不能变得一点相似的因素都没了，要

保持形状同族的关系。

（阅兵的队伍）

基本形的近似：

基本形的近似主要是指形状方面的近似。形状的近似是确定近似的标

准，其他因素如肌理、大小、色彩等方面是确定近似的次要因素。

骨格的近似：

骨格可以不是重复而是近似的，也就是说骨格单位的形状、大小有一

定变化，是近似的。或将基本形分布在设计的骨格框内，使每个基本形以

不同的方式、形状出现在单位骨格里。

【设计意图】通过结合生活中大自然的实际案例，采取设问的启
发式教学，引导学生逐步探究。使学生整个学习过程循序渐进，步步
深入，使学生掌握重复和近似的特点。

2.3 发射构成（教学重点 3）
概念：发射是一种特殊的重复或渐变。发射构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必须向四处扩散或向中心聚集；二是具有明确的中心点。

发射一词并不陌生，2021年 10月 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按照

预定时间精准点火发射，此次飞行任务也是中国建设航天强国的最新里程

碑。

发射骨骼的形式：骨格分类(离心式、向心式、同心式)
离心式发射：

离心式发射是一种发射点在中央部位，发射线向外方向发射的构
成形式。它是发射骨格中应用较多的一种发射形式。该构成形式的特

启发法

作品展示

思政点：
阅兵的队伍，爱
国主义精神

作品展示

教学重点 3

思政点：神舟十
三号，民族自豪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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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基本单元从中心或附近开始向外面各个方向扩散，常用骨格线有
直线、曲线、折线、弧线等。

向心式发射：
向心式发射是与离心式方向相反的发射骨格。其发射点在外部，

是从周围向中心发射的种构成形式。该构成形式的特点是:基本单元由
外向内收进。而中心并非所有骨格的交集点，而是所有骨格的弯曲指
向点，各级骨格线弯折并指向中心。常用骨格线有向内折线、向内弧
线等。

同心式发射：
同心发射是以一个焦点为中心，基本单元层一层地围绕着同一个

中心展开，骨格线形之间的间隔可等宽、渐变或宽窄随意变化。常用
的骨格线有圆形、方形、螺旋形等。

平面构成的表现形式对具体的平面设计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它
从审美的角度对平面的结构、布局、形态的变化以及形态的组合等形
式因素进行抽象的、创造性的思考和理性的设计。（教学难点）

【设计意图】对于发射构成的讲授，采用启发法和讨论的教学法，
使学生面对新知时，有效摆脱陌生感，更好抓住新知与旧知的本质特
征，牢固掌握知识，增加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习效率，同时有
助于提高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对于结合航天事业的案例，提高学生
对当下的时政要有所了解，加强师生间交流和反馈。

3、小结（8 分钟）

平面构成是设计的基础:平面构成主要是运用点、线、面和律动组
成结构严谨，富有极强的抽象性和形式感。又具有多方面的实用特点
和创造力的设计作品，与具象表现形式相比较，它更具有广泛性。是
在实际设计运用之前必须要学会运用的视觉的艺术语言，进行视觉方
面的创造，了解造型观念，训练培养各种熟练的构成技巧和表现方法，
培养审美观及美的修养和感觉，提高创作活动和造型能力，活跃构思。

4、课后作业题（2分钟）

运用秩序与非秩序的表现形式，秩序任选 2种，各绘制 2幅构成
作业。要求：尺寸 10*10cm

【设计意图】通过作业练习，开发学生的创意思维，理论结合实
践，巩固和吸收所学理论知识，能够更好的运用到今后的实际设计当
中。

教学难点

思政点：刻苦学
习，努力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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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2.1 平面构成的表现形式

1、重复构成 基本形、方向、形状、大小、色彩

2、近似构成 基本型近似、骨格近似

3、发射构成 离心式发射、向心式发射、同心式发射

教学成效

1.思政案例的引入增强了该课程的吸引力，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率显著提高。
2.大部分学生对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方法表示认可，学生表示，不仅学到了专业知

识，也更加明确了首先要做一名爱国的人。
3.通过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引入，学生们对航天事业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案例传统纹样的融入，培养对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兴趣大大提高，学生课后作业

完成率与作业质量明显提高。

教学反思

在本小节课程的教学当中，挖掘了“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爱国主义”
等思政元素，能较好地隐形融入知识点的讲授，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

1.本小节挖掘的思政元素还不够细致，比如，在讲到发射构成的时候，应该多列举
生活当中的实际案例，如能结合专业，则更有针对性，取得效果应会更好。

2.对于整门课程来说，虽然融入了一些思政元素，但是还不够系统。因此，对更多
的相关素材进行搜集，并且进行梳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本小节在设疑环节之后应该适当加入小组讨论环节，在学生充分思考之后，再进
行讲授，才会更好地起到引领学生，促进教学效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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