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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esent stage of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design, based on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conditions,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design 
should be more hierarchical and three-dimensional, according to people’s different preferences to design different styles. In modern 
art design, as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part of art design, three major constitution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actic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in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design	is	also	a	compulsory	cour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ree	
major constitutions in the teaching of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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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大构成在建筑装饰设计专业教学中的探讨
刘慧琴

绍兴市上虞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中国·浙江 绍兴 312300

摘　要

在现阶段的建筑装饰设计当中，基于舒适的环境条件下，要将建筑装饰设计得更加具有层次感和立体感，根据人们不同的
喜好设计不同的风格。在现代艺术设计中，三大构成作为艺术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筑设计实践中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而在建筑装饰设计专业也是一门必修课程。论文针对三大构成在建筑装饰设计专业教学中的意义进行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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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大构成实际是指平面构成、色彩搭配、立体构成。在

建筑装饰设计专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教学意义。作为一项中

职建筑设计专业重点教学内容，教师必须要对此加强重视，

帮助学生对三大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进一步促进学生的设计

能力，提高水平，使学生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能充分发挥出

自身专业的作用。因此，在教学当中教师应以三大构成作为

建筑装饰设计专业中的重点教学方向。

2 三大构成的涵义

三大构成是指平面构成、色彩构成以及立体构成，是现

代艺术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平面构成

平面构成中的基础主要为点、线、面的结合。其中，点

是线与线相交产生的概念；线是点与点连接产生的概念；面

是三段或以上封闭的线产生的概念。其实在人们的真实世界

中没有明确的线，只是面与面转折产生出的一种感觉。点、线、

面是所有设计的基础，无论是二维还是三维。在平面构成的

学习中点、线、面的学习是基础，其次是点、线、面在设计

当中的应用手法以及平面设计中的骨骼对比，通过学习这一

模块使学生能了解到什么是基本型骨骼、什么是对比类型、

重复、特意、渐变、发射的不同类型。

2.2 色彩构成

直观来讲不同的色彩能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而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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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搭配会对人们产生一定的视觉冲击，在设计当中运用色

彩搭配方式是一项值得探讨的课程。色彩能使设计的作品更

加丰富，能更好地表达出想要表达的目标观点。色彩构成的

基础首先为三原色红黄蓝，其次是混合色。色彩构成的学习

能使学生在建筑装饰设计当中提升对色彩的认知度以及审美

能力。

2.3 立体构成

立体构成能带给人们三维空间的直观展示，通过平面构

成及色彩构成的结合形成立体构成。在现代艺术设计当中通

过立体构成能像人们直观地展示空间艺术。在建筑装饰设计

专业当中，通过学习立体构成能使学生了解到立体构成的原

理和应用手法，还有平面过渡到立体的半立体构成，从立体

构成中了解点、线、面元素的应用。促进学生培养审美和抽

象思维。

3 三大构成在建筑装饰设计专业中的教学现状

三大构成在现代设计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中

职的建筑装饰设计专业当中也是一项重点的教学内容。三大

构成虽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项课程，但是内容较为枯

燥，中职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综合素质相对较低，面对枯燥的

学习内容更加失去学习兴趣。三大构成的学习在教学课堂学

无以致用，学到的知识用不了或者不知如何使用，教师在教

学中大多数照本宣科。例如，在学习平面构成时，教师往往

只会告诉学生点、线、面是什么，如何排列组合，组合起来

形成什么等。对于中职学生来讲接受能力较低，没有学习兴

趣或者只能一板一眼地跟着学，在学习基础理论后，教师并

没有开展后续的实践课程，学生对学习内容充满疑惑甚至一

无所知。

针对中职学校的建筑装饰设计专业，教材可能三五年才

进行更新一次，但是市场环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教材的内

容跟不上市场发展的节奏，设计理论无法与市场相结合，致

使学生在课堂学习的三大构成知识无法有效利用在工作中。

在建筑装饰设计专业中，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来进行绘画图形，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很多学生对构思出来

的物体形状不能通过绘画设计手段表达出来，成为此专业教

学的一项难点 [1]。虽然教师想要通过不同的几何图形组合逐

渐使学生加强了解，但是学生对三大构成的认知程度较低，

很难提升思维能力，如果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无法引进

新颖的教学素材和理念，那么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学生对于三

大构成的学习效果，最终造成其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减弱，

无法有效开展建筑装饰作品的方案设计。

4 针对三大构成在建筑装饰设计专业教学中的

有效策略
4.1 在平面构成的学习当中，教师要提升学生的动手

能力，加强训练

教师让学生使用铅笔画各种线条，教师准备好相关的训

练资料让学生开展训练。在此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引导学生

进行思考，使学生能提高图像转换能力，将平面构成的理论

知识融合到训练当中，使学生能加强认知 [2]。此外，要给学

生布置设计作业，在规定的期限内设计完成一项作品，激发

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学生能在平面构成的学习当中培

养抽象思维。

除此之外，平面构成课堂教学的另一个难点则需要将平

面思维转化为多角度、全面性的立体化思维，所以教师需要

在平面构成知识教授过程中，将学生的独特性以及创新性充

分开发，成为成片构成三大构成的基础要素。但是在传统课

堂教学中，无论是建筑设计模式还是构成方式，需要提前引

导学生了解建筑设计的意义，从而不断累积建筑设计材料，

随后在课堂开展设计时，仅仅使用叠加以及排列等模式实现

方案设计，此种教学模式让学生产生过度依赖和固化思想，

无法充分展现自身的特点和创新意识。而即时命题的教学方

式，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对抽象的深入理解，并且要求学生在

课堂教学期间自行设计出多种多样、风格迥异的建筑作品，

此种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和联想能力，

从根本上展示出建筑设计的独立性。

4.2 在色彩构成的学习当中教师可利用多媒体向学生

直观地展现色彩搭配的设计作品

教师可以通过一些 PS 软件操作所要讲述的教学内容，

摒弃过去完全依靠书本的讲课方式，让学生能直观地认知和

了解，对色彩构成具有初步的认知 [3]。与此同时，要让学生

通过对色彩构成的了解，引导学生开展色彩主题设计，逐渐

提升学生对色彩的审美，不要过分依赖计算机，要引导学生

动手创新，提高学生对色彩设计的表现能力。例如，中国著

名历史建筑故宫，在色彩的搭配方面，大片的红墙黄瓦整体

淹没在绿色的树林中，并且民居也大多数使用青灰色的瓦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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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四合院，以此形成鲜明的城市颜色对比。

4.3 以具体的实物为例，结合立体构成的理论知识让

学生将其转化为空间立体概念

在立体构成的学习中不能向上述两个板块学习那样仅限

于动手操作，教师需要以具体的实物为例，结合立体构成的

理论知识让学生将其转化为空间立体概念。通过材料和形态

的展示让学生进行多方面思考，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使学

生能真实感受到建筑装饰设计的立体构成。不要局限于教师

单方操作，要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作为教学的中心。图 1

为中国北京鸟巢立体构成图。

图 1 北京鸟巢立体构成图

5 结语

三大构成的学习在中职建筑装饰设计专业当中是一项重

要的教学内容，也是设计初学者的启蒙课程。其意在引导学

生学习形态、形状以及色彩之间的变化组合规律，帮助学生

打开设计大门，将学生引入广阔的设计世界，然后再朝着不

同的方向出发。论文通过对三大构成进行简要论述，分析了

其在建筑装饰设计专业中的教学现状并提出了相关对策，让

学生能在未来的设计发展中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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