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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立体构成 课程代码 11061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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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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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传（本）2104 41

考核方式 考查（ ） 考试（ ✔ ）

课程

简介

《立体构成》是艺术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艺术设计专业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现代艺术设计领域中的重要性尤其突出。教学任务是揭开立体造型的基本规律，

阐明立体设计的基本原理。授课对象是美术学院 21 级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本科新

生，将学生原本的考试思维向设计思维引导，并且通过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实现从

二维平面向三维立体的转变。在授课过程中，通过优秀的中华传统建筑、现代建筑、

包装设计等，巧妙融入思政元素，并且要求学生的作业主题包含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反应社会问题等要素，做出有意义的作品。

案例

简介

本案例是本课程第五章第 1节内容，主要研究线立体构成的的视觉心理特

性、线的立体形态构成方法，其中通过对线材在我国国家体育场—鸟巢的应用

实例，引发学生的兴趣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用艺术创造未来的精神和把握

文艺工作与民族、人民紧密结合的坚定方向。

使用

教材

立体构成

万萱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 年 2月出版

学情

分析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学生拥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和敏锐的思维，多数学艺术

的学生天生就拥有很强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因此相较于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

他们更乐于接受新鲜的案例和美的熏陶。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文艺创作的最根

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做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

作品，这也正是教师应该怎么教、学生应该怎么学的根本方向。

参考

资料

1.参考书目

[1]欧阳安,许妍著.立体构成[M].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

[2]胡介鸣著.立体构成[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3]蔡颖君,乔磊著.立体构成[M].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 (国家级规划)

2.其他教学资源

[1]慕课 设计构成 河南科技大学

[2]学习通教学资源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2%CC%D3%B1%BE%F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7%C7%C0%D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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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主题 线的立体形态构成

所属章节 第五章 第 1节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线的立体形态构成介绍，学习相关概念。

2.了解线的视觉心理特性（从实际出发介绍一些实际案例）。

能力目标：

1.通过线的节点方式，培养能合理地对线构作品进行分析理解的能力。

2.通过线立体形态构成方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素质目标：

1.通过中国优秀传统建筑中的斗拱造型，引出线立体构成在实际中的

运用，让学生领悟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

感。

2.通过现当代建筑作品——国家体育馆“鸟巢”的案例赏析，培养学

生对艺术美的运用能力，让学生了解文艺创作的根本目的，并能在个人设

计中有所体现，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

教学重点 对线立体构成基本理论与相关知识的把握

教学难点 线的视觉心理特性、线的立体构成方法的运用

课程思政

融入点及

实现方式

1.通过对我国的传统建筑形式——斗拱式建筑的介绍，说明斗拱式建

筑是我国特有的建筑类别，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2.通过对线立体构成方法的学习与运用，培养学生严谨的学习态度和

工匠精神；

3.通过讲解国家体育馆“鸟巢”的造型设计，引发学生对线立体构成

的兴趣，设计师在做造型时不仅要考虑其实用性，还要考虑美观性，目的

是赋予作品独特的意义，成为民族的代表之作、人民的认同之作。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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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节课教授的过程中，通过采用对比式教学法，使学生直观的了解

到点、线、面、块立体构成的差异性，掌握线材的特性以及构成方法；通

过启发式教学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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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线立体构

成的实际运用引入我国国家体育馆——“鸟巢”的应用实例，引发学生对

线材的兴趣和对现代设计的兴趣，同时将学生引入正确的前进道路，表明

文艺创作的根本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在实现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

值塑造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同时，也能创作出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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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5.1 线立体构成

1.引言（5 分钟）

首先展示中国传统斗拱型建筑，感受建筑中的线性的美：

 问题 1，从外形结构上看，斗拱型建筑给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通过观察发现，斗拱式建筑给人壮观、神秘、精美的感觉

 问题 2，思考为什么斗拱式建筑会给人这样的感觉？

因为斗拱式建筑是运用若干木条搭建而成，而直线具有韵律美，不

排列方式的直线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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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的元素

立体构成中线的语言是非常丰富的。就线的形态而言有粗细、长

短、曲直、弧折之分；断面又有圆、扁、方、棱之别；线的材质感觉

上有软硬、刚柔，光滑、粗糙的不同；从构成的方法看有垂直构成、

交叉构成、框架构成、转体构成、扇形构成、曲线构成、弧线构成、

乱线构成、回旋构成、扭结构成、缠绕构成、波状构成、抛向构成、

绳套构成等。

几何学上这样定义线：线是点移动的轨迹，只具有位置及长度，

而没有宽度和厚度。从造型要素来讲，线是具有长度的一次元要素，

它的特征是以长度来表现的，与其他造型元素相比具有连续的性质，

粗细与长度有着极端的比例就成为线。

问题导入法

启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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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分为直观线和非直观线。直观线是概念线，即面和形的边缘。

极薄的平面与平面相交部位便形成线。曲面相交则形成曲线。可以说，

线是面与面的分界，起到分割作用，但线也可以起到结合作用。非直

观线具有隐蔽性，它在两面交接处隐蔽存在。

线按形态可分为：直线、折线和曲线。我们都知道两点之间线段

最短，但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似乎并没有直线的捷径，反而是曲线

的曲折在一路引领我们成长。

①直线——直线是最基本的线的形态之一。直线包括水平线、斜

线、垂直线等形式。将直线通过垂直、水平方向的组合变化可构成二

次元空间和三次元空间，表现出强烈的力度感。现代高层建筑大多采

用直线形态构建，用直线形态构建的斜拉桥承载力更大。尽管直线易

使人的视觉产生疲劳，但从视觉感知的效果来看，用直线构建的形态

更容易感知。

水平线有安定、平衡、开阔的感觉，使人联想到海平面、大地，

并产生平静、安静、抑制等心理感受。

垂直线有坚实、稳定、向上的感觉，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意义，

象征对未来的理想和希望。

斜线是直线形态中动感最强烈的、最有活力的线型．充满运动感

和速度感。斜线也最易使人产生不安定感。斜线可产生巨大的拉力作

用，斜拉桥就是根据力学原理利用对称斜拉索增强桥梁结构的稳定性。

②折线——折线是按几何角度转折的线。每一段都是直线，两条

直线间有折点(折点具有点的性质，起着联系两条线段的作用。折线有

刚劲、跃动的感觉。由于折线的方向具有可随意变化的特点，在造型

中常常利用折线增强视觉引力。

③曲线——曲线是柔韧而有转折的线，它的转折是平滑的。曲线

有规则曲线和自由曲线两大形态。曲线优美、流动感强、充满运动感，

运用得好，可产生鲜明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在线的表现中，不可忽视的还有消极之线。所谓消极之线，就是

不直接画线，仍有线的感觉。像平面边缘或立方体棱线就属于消极之

线。线在造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线的活力和动感使得它存在

于任何形态中。在许多艺术设计和形态构成中都留下了线的艺术魅力。

思政点：

自强不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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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通过对线的元素的讲解，让学生了解到线的分类和

线的情感，利用线的情感特征，引出成功并非一帆风顺，培养学生的

抗挫能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2.2 线材构成的概念（教学重点 1）
线材构成是以长度为特征的型材，线材构成所表现的效果具有半

透明的形体性质。

线材构成其本身不具有占据空间表现形体的特点，但它可以通过

线群的集聚表现出面的效果，再运用各种面加以包围，形成一定封闭

式的空间立体造型。

由于线群的集合，线与线之间会产生一定的间距，透过这些空隙

可以观察到各个不同层次的线群结构，这样能表现出各线面层次的交

错构成，呈现出网格的疏密变化，具有较强的韵律感，这是线材构成

空间立体造型所独具的表现特点。

【设计意图】使同学明晰线立体构成的概念，为接下来的学习打

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3 线材因材料强度的不同可分为硬质线材和软质线材（教学重点

2、教学难点）

（1）硬线材构成

①连续构成

选择有一定硬度的金属丝或其它线性材料，做构成时不限定范围，

以连续的线做自由构成，使其产生连续的空间效果。表现对象可以是

抽象的，也可以是具象的。

②垒积构造

把硬线材料一层层堆

积起来，相互间没有固定的

连接点，可以任意改变的立

体构成，叫垒积构成。材料

之间之靠接触面间的摩擦

力维持形态。特点是易于承

受向下压力，若横向受力则

很容易倒塌。

③线层结构

将硬线材沿一定方向，按层次有序排列而成的具有不同节奏和韵

教学重点 1

讲授法

教学重点 2

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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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空间立体形态为线层结构。

④框架结构

以同样粗细单位的线材，通过粘接、焊接、铆接等方式结合成框

架基本形，再以此框架为基础进行空间组合，即为框架结构。

框架的基本形态可以是立方体、三角柱形、锥形、多边柱形，也

可以是曲线形、圆形等基本形。

框架结构构成是指用相同的立体线框按一定的秩序排列或交错垒

积构成。其构成形势可产生丰富的节奏和韵律。

这种框架除重复形势外，还可有位移变化、结构变化及穿插变化

等多种组合方式。

 问题 垒积构造和框架结构的异同点？

异：垒积构造没有固定连接点，可以随便改变线的位置；框架结

构有固定的连接点，线的位置不可随意变动。

同：都是由线组成的、结构分明的线立体构成形态。

国家体育馆“鸟巢”以线造型，场馆的建造充分发挥线的特性，

运用力学原理、视觉规律、形式美法则等，构造出拥有强烈律动感的

建筑物，“鸟巢”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中的一大亮点，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它可以代表中国走向世界。体育场的形态如同孕育生命的"巢"
和摇篮，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的希望。设计者们对这个场馆没有做任何

多余的处理，把结构暴露在外，因而自然形成了建筑的外观。

【设计意图】通过讲解国家体育馆“鸟巢”的造型设计，引发学

生对线立体构成的兴趣，设计师在做造型时不仅要考虑其实用性，还

要考虑美观性，目的是赋予作品独特的意义，成为民族的代表之作、

人民的认同之作。

（2）软线材构成

软线材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有一定韧性的板材剪裁出来的线

(如纸版、铜板等)，这类线由于自身重量，在一定的支撑下可以形成立

体构成；另一类是软纤维（如毛线、棉线等)
轻巧有较强的紧张感。自然界中典型的软线形态就是蜘蛛网。软

线材构成常用硬线材作为引拉软线的基体，即框架。构成框架的硬线

材我们称之为导线。

①软质线材构成的设计与制作

软质线材的构成中，框架是设计的重要环节，框架的形态和结构

会直接影响到线的排列和组合。

软质线材构成的框架造型是按作者的设计意图制作的，其结构可

采用正立方体造型，也可以用三角形、三角锥形、五棱柱形等。另外，

也可采用正圆形、扁圆形、半圆形或渐伸涡线性等。构成方法是将软

提问法

思政点

中国创意

奥林匹克精神

案例分析法

https://baike.so.com/doc/5363221-55987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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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线的两端固定在具有一定构成的框架上。框架上的接线点，其间距

可以等距也可渐变，线的方向可以垂直连接，也可斜向错拉连接，形

成网状形态。框架造型控制总体，并起引导构成气氛的作用。有些框

架可以用木板做依托，在上面竖起立柱，以小钉为接线点进行连接构

成。

软质材料通常是通过打结或钻孔穿接的方式连接在框架上，

框架上的接线点，各边的数量要相等。其间距可以进行等距分割，也

可以从密到疏的渐变排列。线的方向可以垂直连接，也可以斜向错位

连接。在圆周框架上的线群构成，如果按照圆周上等分点做接线点，

其水平位直线，可产生水平渐变的效果。为了增强其形象变化，也可

以在框架上同时用几组线群进行交错构成，便可产生较复杂的交错结

构。

【设计意图】通过学习软质线材构成的设计与制作，使同学们掌

握针对不同材质的线材，可以运用哪些不同的构造方法，让线立体构

成的章节更加完善，同时也培养了同学们的创意思维。

3.课程小结（5分钟）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了解线立体构成的概念、种类及形态构成等

基本特征，培养学生具有一定创造性思维表现意识，为设计实践打下

基础。

【设计意图】通过小结，对本节课所授知识和技能进行归纳总结。

帮助学生及时对所讲授的知识加以总结、梳理，使得学生进一步深化

概念、规律并且利用总结埋下伏笔，为后续教学服务。

4.布置作业（5分钟）

利用骨架线框与内部结构线结合，绘制两幅带有节奏感的线型作

品设计图。

【设计意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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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设置强调时间限制，培养学生对自己

负责任的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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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5.1 线立体构成

1.线的元素

2.线材构成的概念

3.硬线材和软线材

（1）硬线材构成

①连续构成 ②垒积构造 ③线层结构 ④框架结构

（2）软线材构成

①软质线材构成的设计与制作

教学成效

1.思政案例的加入引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的注意力得到了明显提高。

2.很大一部分学生喜欢在专业课堂上听到思政的相关内容，不仅可以学到了专业知

识，还为他们未来的道路的指明方向。

3.案例“中国传统斗拱式建筑”提升了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学的兴趣，在学生的

作品中，关于中国元素的运用频率有了很大提升。

4.案例“国家体育馆‘鸟巢’”拓宽了学生对线立体构成实际运用的思维，同时也

表明创作文艺作品的根本方法和伟大的奥林匹克精神。

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深入发掘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元素”、“文化

自信”、“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并且能较好地融入课程知识点的讲授，但仍然存在

着缺点和不足：

1.对于思政元素的挖掘，一直都是教师在思考。我们可以将思政元素与启发式教学

方法相结合，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发散思维，先让学生自己提出思政要点，最

后由教师进行总结与升华。

2.思政元素在本节课中出现的频率不高，说明对于思政元素的挖掘还不够细致，应

多学习有关知识、搜集整理资料、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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