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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认识立体

一、立体的概念

1．平面的概念

平面是由长度与宽度两个因素构成的形态。

由长度与宽度构成的平面占有一定的空间，因此

我们称平面为二维空间。

在平面上，我们可以绘出具有立体感和纵深

感的形态，这个形态并非以立体的形式存在，只

是我们利用了透视规律和人们的视觉经验创造出

的一种视觉幻象。就像我们画写生画一样，利用

透视规律可以看到很逼真的空间效果，但是在立

体构成中，平面只是参与立体造型的元素之一。 平面形态的卡片设计

   现实世界中丰富的立体形态
本章重点
1．立体构成概念的掌握
2．认识立体形态
3．立体构成与艺术设计的关系
4．立体构成学习的目的

本章难点
1．对立体形态的认识
2．立体构成的作用
3．立体构成与艺术设计的关系

建议课时
2 课时

 

第一章   立体构成到底是什么

物质世界不仅色彩斑斓、瞬息万变，其中物品更是千姿百态、造

型各异。小到日常使用的各种物品，大至人类所居住的环境，内看人

类自身，外观宇宙茫茫，立体形态无处不在。当我们观察这些立体造

型时，随着自己视线和位置的转移，它们在不同的角度会呈现出不同

的形态，因此立体形态也是复杂的、变化的。

立体构成是对立体形态复杂的结构、变化的规律以及构成的方法

进行研究的独立学科，主要探索如何运用各种材料创造出丰富的立体

形态。

案例直击

由球体和线材构成的优雅灯
具造型

由面材层叠构成的像盛开鲜花
的立体灯具造型

由线材（铅笔）积聚构成的模
拟动物可爱形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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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体的概念

立体是由长度、宽度和深度三个因素构成的形

态。其中深度是指从上到下或者从外向里的距离。

由长度、宽度和深度三个维度所构成的空间，我们

称为三维空间。

立体是由长度、宽度和深度构成的一个三维形

态。立体形态比平面形态多了一个深度，意味着又

产生了多种造型要素，而且大幅度地扩展了表现的

领域，其中包含了许多在平面领域中所缺少的、独

特的造型表现技法。立体形态增加了一个深度，这

带来了质的不同，我们要掌握好立体形态，就必须

具备多角度、多视点观察的造型意识。

3．立体形态与平面形态的区别

    （1）平面形态与立体形态在艺术形象创造的表现手

段上极不相同。

在平面形态中，物质的材料和加工是作为视觉

效果来完成的。如广告设计中的材料都不是真实

的，只是表现视觉效果的一种手段。

在立体形态中，立体形态的创造主要是通过材

料和加工来体现的，也就是说物质的材料和加工是

追求形态变化创新的手段。

     （2）平面形态与立体形态在创造的思维方式上大

相径庭。

平面形态是在二维的平面中展现出的各种物质

形态，因而决定了其必须以“视觉假象”的艺术手

法创造出三维的立体空间效果。

创造立体形态，必须对实体表现的材料、质

地、色彩、肌理、功能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设计思

考，并必须对实体形态进行多角度、多视点的创造

性思考。

所以对一个立体形态的把握与创造，必须从三

个方向进行，即垂直方向、水平方向和纵深方向。

例如：对一个圆形外廓的物象，只提供某一个

固定的视角，我们会发现它可能是圆柱体、锥体、

球体或是某物体的其中一面，或是某个更为复杂的

形态，因此需要限定这个视角观察的是顶部还是

底部。   

平面形态的卡片设计

立体构成形态——家具设计立体构成形态——包装设计

三维形体的包装设计和家具设计

纸张与金属材料在平面
广告中的运用

纤维与金属材料在平面广告中的运用

金属材料在平面广告中的运用 拉链与金属材料在平面
广告中的运用

各种材料效果在平面广告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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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识立体   

认识一个立体形态，单从一个角度看是不够真

实的，要了解立体形态，必须进行全面观察，才能

形成全方位的印象。我们可以通过三视图了解立体

形态的多个视角，感知不同角度下的立体形态结构

关系，从而形成对立体形态全方位的印象。

三视图是观测者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同一个

立体形态时画出的图形，即主视图、侧视图、俯视

图的总称。

1．主视图（正立面视图）

自立体形态的前面垂直观望，可得主视图。

2．侧视图（左视图、右视图）

自立体形态的侧面垂直观望，可得侧视图，即

左视图或右视图。侧视图又称侧立面图，包括左侧

立面图和右侧立面图。

3．俯视图（平面视图）

自立体形态的顶部垂直观望，可得俯视图。

任何一个立体形态都可以被分解成若干个平面

视图，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立体形态，可以得到该形

态的不同角度视图。主视图、侧视图、俯视图是立

体形态的三种基本视图，每一个视图都是平面的。

三视图在绘制时尺寸和比例一定要相同，并且准确。

通过三视图，我们能较全面地了解立体形态，

感知在不同角度下立体形态的结构关系，从而形成

对立体形态全方位的印象，这为我们创造新的立体

形态奠定了基础。

汽车的三视效果图

由纸张、钢材、金属、玻璃等加工而成的立体形态

左视图

俯视图

主视图

利用长短不一的纸质线材旋转粘接而成的作品，具有一定的韵律感和
节奏感。

由钢制材料和塑料的面材组合而成的框架构造，简洁、大气，给人更
多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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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立体构成的概述

一、立体构成的概念      

立体构成是使用各种基本材料，以视觉为基

础，以力学为依据，将造型要素按一定的构成原

则，创造性地组合成新的立体形态的方式。它是研

究立体造型各元素的构成法则。其任务是，揭示立

体造型的基本规律，阐明立体设计的基本原理。

立体构成主要研究立体形态在创造中的视觉基

本原理、形式语言、表现要素和组合规律。其次，

立体构成是一个运用实际材料进行创造的过程，没

有固定的方向性。正因为如此，在创造的过程中会

产生许多效果，包括预期效果和偶然效果，及时地

把握这些偶然效果，才能迅速提高造型的表现力。

　　立体构成的方法有两种：

1．从审美出发，以理想化的方式探讨立体形

态，最终以材料辅助完成。

先以视觉化的概念元素为切入点，探讨立体形

态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从而创造出一个理想化的

立体空间形态，再考虑运用什么样的材料、工艺与

结构来实现。

2．从材料出发，以实际的材料特性为依据，

探讨工艺、结构的多种可能性，以工艺的实施、结

构的产生为形态的终极表现。

着眼于制作作品时所需的材料，也就是说，研

究某种材料具有哪种特性，研究这些材料特性在造

二、立体构成的作用

立体构成的创作过程为艺术设计提供了大量的

构思方法和方案。创作过程中的构思不是完全依赖

于设计师的灵感，而是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

起来，融合美学、工艺、材料等因素，确定出最后

的设计方案，为艺术设计服务。

立体构成的过程为设计师积累了大量的形象资

料，这种资料与通常从功能性出发考虑的形态思路

相反，所以较容易出现使人意想不到的、具有创造

性的设计方案。这些方案中有些可以直接运用于现

代设计，有些则须按照需要略作修改、补充和完

善。比如多刀切、柱体与多面体等构成练习，它们

有时不会立即派上用场，但作为形象资料都将被储

存起来，待到某项新的设计时就可供选用。又比如

有些柱体可直接做橱窗道具、灯具，有些立体肌理

可直接做装饰板等。

三、学习立体构成的目的

对立体构成的学习，主要培养设计师创造立体
这座环境雕塑从审美的角度出发，为表达城市纵横交错的感觉，用金
属的形态以旋转的方式构成抽象的艺术作品。

这个在海边竖立的雕塑作品，为了探讨材料与工艺的可行性，利用金
属线材表达海与风的流动感。虽然线材质地很硬，但在这种表现方式
下却显得格外柔软，具有强烈的动感。

型方面的特点，运用这些特点创造出立体的造型。

这种方法是根据材料来创造形态的。其特征是它没

有对创造形态的预期，有的是通过对材料加工方式

的理解和结构方式的探求中而生成的系列形态，以

及对这个系列形态的个别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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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立体构成与艺术设计

一、艺术设计的概念

艺术设计是学科分类，是研究与艺术本身有关

的造物活动。简单地讲，这种造物活动要求既有实

用功能，又有审美功能。如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

计、产品造型设计、服装设计以及广告、包装设计

等，都是较为具体的为人类社会创造衣、食、住、

行的造物活动。

二、立体构成与艺术设计

立体构成创造形态的活动不要求有实用功能，

它不受现有材料、用途与功能的羁绊，完全站在自

由的立场去追求立体形态创造的可能性、材料的可

开发性，培养设计师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艺术设计

追求的是实用性，强调功能是创意的依据、源泉，

设计必须服从于人们功能性的需求，才有可能被销

售出去，企业才有可能获利。

立体构成是艺术设计的基础，通过大量的立体

构成实训所积累的成果，反过来将推动艺术设计水

平的飞快提高。在艺术设计中，立体构成的作用在

于更好地服务于艺术设计和大众的实际需求。

立体构成的由来

1919年德国著名建筑师格罗皮乌斯在魏玛创

建了“国立魏玛建筑学校”，这就是著名的包豪

斯学院。包豪斯应时代的要求，以崭新的设计理

念和设计教育思维使它成为现代设计的发源地。

包豪斯的教师队伍中汇集了许多优秀的现代艺术

大师，其中有表现主义画家伊顿，抽象主义画家

康定斯基、保罗克利，构成主义设计师纳吉等。

他们将各种新的艺术观念注入教学实践，这其中

就包括了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等主要

启蒙教学阶段的基础课程，这些课程对后来的建

筑、工艺设计、艺术设计以及广泛的造型领域都

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拓展研究
形态的构思能力，培养其对立体的感觉，提高立体

表现的技巧，从而使其创造出丰富的立体形态。

１．培养设计师创造立体形态的构思能力

指设计师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设计师的逻辑

思维能力，有助于提高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使其摆脱在遇到问题时不知所措的

窘境，并改正过分依赖参考资料等不良的学习方

法，为其设计思维的最终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

２．培养立体感觉

指人的直观判断力。良好的感觉，能帮助我们

透过形态的表象迅速地抓住其本质特征。

３．提高表现技巧

（1）完整、准确地表现立体形态。（2）重视

材料和加工工艺。（3）认真研究和掌握形态结构的

规律。

包豪斯 / 华根菲尔德台灯 包豪斯学生设计作品

Josef Albers 扶手椅（1928）    Josef Albers 扶手椅（1928）    



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

包豪斯校舍（现为德绍包豪斯基
金会会址，并办有建筑研究生班）

包豪斯校舍（空中过道连接两幢大楼，照片左
侧为主楼）

包豪斯校舍（主楼背面） 格罗皮乌斯在他设计的包豪斯
校舍的实验工厂中充分地运用
玻璃幕墙。这座四层厂房，二、
三、四层有三面是全玻璃幕墙，
成为后来多层和高层建筑采用
全玻璃幕墙的先声。

沃 尔 特· 格 罗 皮 乌 斯 Walter 
Gropius1921 年作品

“德国包豪斯学院设计作品展”招贴广告，约
斯特·施密特设计。

康定斯基作于 1924 年的
无题作品

Marianne Brandt 的著名
水壶（1924）

蒙德里安的作品

Josef Albers 茶壶（1926） 功能主义风格的家具，起源于包豪斯学院。 包豪斯极简主义椅子作品Josef Albers 扶手椅（1928）    Josef Albers 扶手椅（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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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构成在设计领域的运用    

立体构成在平面设计领域中的运用

护肤品包装采用立体构成中面的变化方式设计的造型，
丰富了护肤品包装的层次。

装饰品包装运用多面体的变化方式进行造型，新颖独特。

纸巾盒的立体造型设计以木质体块材料为基本形态进行分割，丰富了
作品的层次感。

调味瓶的立体造型是将陶瓷材料的
柱体进行切割变化而成的，充满力
量感。

立体构成在工业设计领域的运用

用点、线、面的金色图案与玻璃材料构成的灯具造型

案例直击

立体构成 /8



书架的造型设计将木质板面进行组合，给人生动有力之感。

左图裙子用绸缎面
料进行重复构成，
产生线的感觉，与
上衣形 成线与面的
对比关系。

立体构成在环艺设计领域中的运用

立体构成在服装造型设计领域的运用

右图利用塑料装饰
品构成肌理效果，
增加服装的层次感
与魅力。

瑞士日内瓦英国公园的花钟采用大自然中的草木与塑料结合，
构成多层次的花钟造型。

用金钢砂耐磨材料与花岗石构成的层次丰富的彩色地坪

右图为将自由弯曲
的线做为卡通形象
的头饰造型。

立体构成在动画设计领域的运用
左图为根据立体构
成中球体与柱体的
变化方法创造的卡
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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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训练
立体构成与设计关系的思考

左边的柱体构成作品在设计时要求只考虑充分利用材料，使之创造丰富的
立体形态。右图中建筑设计师在设计时运用了立体构成中柱边变化的方法，
只是柱边变化的形态不同。这座建筑作品与立体构成作品的区别是，它既
有实用功能，又有审美功能，还要考虑成本与材料等问题。

上面的线材构成作品不具备功能性，只具有审美性。下面的家
具设计用线材进行框架构成，创造出沙发的结构，既考虑了沙
发的实用功能，又考虑了沙发独特的个性，同时也考虑了加工
工艺与成本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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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

1．材料的类别
2．肌理
3．立体构成的加工工具

本章难点
1．材料特点的掌握
2．肌理的设计

建议课时
2 课时

第二章　立体构成的材料、肌理

材料是立体构成的物质基础，离开了物质材料，立体构成的创造性思维就难

以在现实中实现。

在立体构成中，创造新的立体形态需要依赖于物质材料进行表现，物质材料

的性能直接限制了立体形态的塑造。同时，物质材料的视觉特征和触觉特征是艺

术表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材料给人们留下不同的心理感受，比如粗糙与细

腻、冰冷与温暖、柔软与坚硬、干燥与湿润、轻快与笨重等，因此对材料的认识

与感受是使立体作品具有生命力的关键，是立体构成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只有了

解材料，才能更好地运用材料。

第一节　材料的类别

材料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如从材质、形态、性能等方面都可以进行分类。

在这里主要讨论自然材料与人工材料。

一、自然材料

自然材料比人工材料更具亲和力，它能给人质朴、亲切、温馨、舒适的心理

感受。大自然是天然材料的宝库，例如石、煤、木、竹、草、棉、毛、麻、皮

革、矿石等。我们可以到植物园、溪沟、菜场、水果店等地去寻找自然材料。

1．木材

木材是较容易加工的材料，它同石料、金属等其他材料相比，具有质地柔

软、体轻、易加工的特点。木材天然的纹理具有独特的质朴、原始、雅致的风

味，而且由于木材的种类和生长环境的不同，木材的独特性也是其他材料所不具

备的。可以这样说，世上没有两块完全一样的木材，因此，用木材实现的立体构

成也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我们也要根据木材本身的特性进行创作。在利用木材

做构成时，还应注意木纹的纹理、木纹的位置和木纹的方向等。木纹纹理的改变

会使造型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同时，还应注意造型的强度问题，尽量利用木纹

的结构，使受力大的部位不会因为外力作用而开裂。另外，木材作为一种生物材

料，也有其自身的缺点，比如易扭曲、开裂、变形等等，这也要求我们在用木材

进行创作时尽量减少和消除这些不利因素。

使用木材构成的刀架

使用木材构成的现代椅子
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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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料

石料具有质地坚硬、体重、力度感强、加工难

度大等特点，有硬质的，如花岗岩、大理石，也有

较软的红石等。在立体构成中，石料比较适合设

计基座。   

二、人工材料

人工材料是指人工合成或人工制造的各种材

料，如塑料、石膏、玻璃、金属等。人工材料能给

人以规整、新颖的感受。科技的发展让人工材料日

新月异，我们应该善于发现新材料、了解新材料、

使用新材料。

1．纸

纸具有可塑性好、易定型、切割方便等特点，

在立体构成中是最理想的材料。它种类繁多，价格

便宜，加工工具要求简单。在立体构成中常使用的

是卡纸、手工纸、艺术纸和铜版纸等。

3．陶泥

陶泥是一种经济型材料，具有质地柔软、亲和

力强、易成型与定型等特点，具有非常强的可塑

性。陶泥可以塑造点、线、面、体等几何形态，也

可以塑造细腻的具象形态。在陶泥未干时，还可以

对其表面进行刻、刮、印等各种装饰，而且在其风

干后还可以进行形态的修理，这是其他材料较难做

到的。

4．纤维

纤维材料是常用的软性材料，具有质地柔软、

体轻、亲和力强、易加工等特点。它可以编织成各

种形态，也可以依托硬性材料进行拉引。自然纤维

材料有麻线、棉线、毛线、纸绳等。

纤维（麻线材料）艺术品          纤维（毛线、棉线）艺术作品

用石材构成的墙     

陶泥材料的花瓶                                 

2．金属

金属具有质地坚固持久、视觉质感丰富、加工

技术多样、加工难度大等特点。金属材料的种类很

多，但在立体构成的训练中，经常使用的主要是线

材以及便于加工的铝板、马口铁板等比较薄的金属

面材和一些现成的金属零件等，例如铁丝、铜丝、

漆包线、包有塑料外皮的电线，以及铝的易拉罐、

马口铁的罐头盒等。

利用纸材料切割、折叠而成的半立
体建筑作品 

利用纸材料折叠、旋转后构成
的抽象作品

利用金属（铁丝）材料制作的抽象
作品

利用金属面材构成的现代雕
塑作品

石材与大理石材料结合而成的墙面

陶泥材料的杂物收藏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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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橡皮泥

橡皮泥是类似陶泥的一种人工材料，具有质地

柔软、可反复使用或反复修改、可塑性强、易加工

等特点。它可被塑造成线、面、体等各种造型。在

陶泥购买相对不便的情况下，可以用橡皮泥代替陶

泥，在一般文具店都能购买到。另外，目前市场上

还有一种不需要烧制，只要在微波炉里加热后就可

以直接定型的橡皮泥。

发泡塑料材料                  

用亚克力材料制作的麦穗          

用塑料有机板材料制作的灯具     

5．透明皂

透明皂属于半透明材料，具有质地柔软、可塑

性强、易加工等特点，根据加工方法的不同可以产

生众多的造型。用美工刀可以将透明皂分割成旋转

的曲面，并且由于切割时用刀的疾缓、厚薄不同，

所形成的形态的曲直也会随之变化。同时，透明皂

材料也能被加工成点、线、体等各种形态。

6．石膏

石膏的材质具有一定的重量，成本低廉，加工

方法比较自由。石膏可以利用外模直接翻制成所需要

的造型，也可以将所翻制成的形态作为坯料进行再加

工。例如以石膏坯料为基础，通过雕刻、分割、组合

等方法能创造出各种新的形态。在立体构成的训练

中，石膏比较多地应用于块材的立体构成、仿生造型

等，也经常被用作构成各种作品的基座。

用透明皂材料制作的五星           

用石膏材料制作的卡通形象

4．塑料

在立体构成中经常使用的塑料材料有发泡塑

料、有机玻璃板、亚克力板、PVC板、尼龙丝和塑

料管等。

发泡塑料具有材质轻、成本低廉、容易切割的

特点。

有机玻璃板、亚克力板、PVC板具有硬度强、

平整光洁、精致、容易切割等特点。

尼龙丝具有质地柔软、有一定的强度和光泽、

色彩亮丽、容易加工等特点。尼龙丝的种类也比较

多，其材质有的透明，有的不透明。

塑料管具有质地柔软、体轻、易加工等特点。

橡皮泥作品

用塑料 PVC 材料制作的灯具

用透明皂材料制作的美丽的夹花

用塑料 PVC 材料制作的室内空间

 塑料波纹尼龙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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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废旧材料

废旧材料指现代工业中的各种垃圾，如：包装

盒、各种瓶罐、碎玻璃、塑料的边角料、废五金材

料、废机器零件、各种废弃的轻工业产品及生活用

品等等。然而就是这些垃圾，却成为立体构成、雕

塑装置中的“宝贝”，成为后现代艺术里的经典

“垃圾文化”。因为，各种垃圾的形态结构、材料

肌理和视觉语言都能触发我们创作的动机和灵感，

所以，我们在学习这门课程时，有必要到废品收购

站或制铁工厂去，寻找材料，寻找灵感，从而进行

立体构成的创作。

用石膏制作的室内装饰材料          

用废弃的塑料吸管材料构成的
作品      

用废旧的材料创作的包 ( 将食品
包装、汽水的标签作为创作的材
料 )

用废弃鸡蛋壳做的铅笔、铅笔架

用废弃的纸张创作的抽象作品        

第二节   肌理

一、肌理的概念

在立体构成中，肌理是指材料表面的纹理。

肌理的种类很多，根据来源可分为自然肌理

（如树叶、石头、木材、毛皮等）和人工肌理 (如

仿木纹的人造板材、仿大理石纹的人造石料以及将

各种材质综合形成的肌理等等)。

立体构成中的肌理往往是触觉与视觉综合的肌

理，既能通过视觉感受到，又可通过触摸感受到。

触觉是人体的一种特殊感觉。各种外界刺激（如

冷、热、软、硬、光滑、粗糙等）通过分布于皮肤

的神经末梢，传达到大脑，使人体产生一种综合的

感受。触觉是带给我们肌理感受的主要手段。通过

触觉，我们可以感觉到物体的不同性质。另一种肌

理感受则来自视觉。比如我们从高空俯瞰大海，蔚

蓝的海面会通过视觉传达给我们海面的肌理感受。

再如站在山腰看云海，虽然我们不能通过触觉来感

受云海，但通过视觉，仍然可以感受到云海那特殊

的肌理。

二、肌理的作用

1．肌理的功能效应

肌理可增强立体形体表面的防滑功能，具有消

除物体反光等物理作用，如许多工业产品上的盖

子、开关旋钮、汽车轮胎的表面肌理设计，都是为

了加大摩擦力，起到防滑的作用。又如电影院、宾

馆、会议厅的墙面肌理设计，是为了起到隔音和消

音的作用。

用石膏制作的吊顶装饰材料 用废弃的泡沫制作的机械人雕塑

用废弃的皮带编制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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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Bauder 和 Christian Perstl 
的 FLARE 建筑表皮系统，由数量众
多的金属小鳞片组成肌理，给人一
种神秘感。

这个 Prada 东京店，用菱形的
肌理进行设计，如同水滴，也
如同水晶，给人们带来审美上
的愉悦。

多边形肌理设计的时尚
包，给人以光感与动感。

Arik Levy 设计的桌子，采用
不规则的石材与高反光的金属
材料结合，增加肌理的对比。

肌理可以增加
鞋底的摩擦力。

用肌理可以增加旋钮的
防滑功能。

用肌理可以增加汽车
轮胎的摩擦力。

中 国 古 代 建
筑中门的肌理
威严、神圣。

2．肌理有丰富的表情

不同的肌理会呈现不同的表情和特征，如中国

古代建筑大门，由于肌理的不同，所产生的表情极

为丰富，有的威严华贵，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等等。

三、肌理的设计

在进行肌理的设计时，常采用两种方法制造不

同的效果，即摹仿自然材料表面特征的设计和根据

加工技术特性进行的设计。无论哪一种肌理设计方

法，都要有强烈的时代性、流行性。今天的肌理设

计必须迎合生活的多样化、个性化、自然化的时代

需求。设计每一种肌理都应该考虑使用对象的心理

感受，即使摹仿自然材料表面特性的肌理设计，也

要体现一种个性，或深沉，或圆滑，或坚硬等等，

并与形态自身的性质相一致。

当然，在肌理设计中，也不应一味追求肌理与

人的感受的协调，有些形态的肌理处理要有意制造

出对人的刺激感。例如，在办公室内安装漫反射灯

光，并把室内的每一件器具都做成亚光的，这样虽

然工作人员在办公时不会有眩目的感觉，但其工作

效率却会受到影响，所以适当地给予一些强光照

明，使室内产生一定的反光，以刺激工作人员的神

经，提高工作效率。因而多元化的肌理设计共存是

十分重要的。

第三节　立体构成的加工工具

一、常用工具

常用工具就是经常使用的工具，或者说是利用

率比较高的工具，但是，常用工具并不意味着就是

必须使用的工具。因为立体构成对于工具的要求并

不十分严格，只要能够满足对造型的加工要求，几

乎什么工具都可以使用，而且，在同一用途类别

内，大部分工具都是可以互相替代使用的，但如果

选择了最合适的工具，将有助于提高加工的效率及

立体构成的工艺质量。

二、常用工具类别

根据用途，一般将立体构成中经常使用的工具

分为绘制工具、分割工具、钻孔工具、打磨工具和

辅助工具五种类别。

常用的绘制工具主要有铅笔、尺子、曲线板、

圆规、分规、铁笔、不出油的圆珠笔等。(在以纸

为材料的立体构成练习中，为了提高折叠质量，在

折叠前需要在纸的背面用铁笔或者不出油的圆珠笔

刻画凹进去的痕迹。)

常用的分割工具主要有剪刀、美工刀、钩刀、 

木锯、钢锯、曲线锯和电热阻丝等。(电热阻丝主

要用于对发泡塑料的分割。)

常用的钻孔工具主要有手电钻或者台钻等。

常用的打磨工具主要有砂纸、砂布、砂轮、木

锉、铁锉等。

常用的辅助工具主要有镊子、夹子、大头针、

曲别针、缝衣针、图钉、锤子、改锥、钳子、刨

子、台钳、电烤箱（电烤箱主要用于有机玻璃、塑

料板等材料塑形前的加温软化）等。

加工不同的材料，需要不同的工具，而工具对

工艺又具有一定的制约性。工具对工艺制约的特

点，也常常能够给人以启示，成为立体构成造型的

构思依据，所以在立体构成中应该重视工具与材

料、工具与造型特征、工具与造型手段的关系。只

有合理选择和使用工具，才能提高加工效率及工艺

质量。



铅笔    

上图曲线板 / 下图剪刀                               

钩刀                                                                                              

曲线锯                                                                        

木锉                                                                         

电热阻丝

加工工具

    绘制工具

尺子          尺子

不出油的圆珠笔分规 上图美工刀 / 下图钢锯

手电钻 木锯

  砂纸砂轮

铁锉砂布

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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镊子                                                                                              

夹子                                                                                                  

台钳                                                                                                  

图钉                                                                                              

不同的肌理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如大理石肌理表现出了华贵、高雅的意境，布纹肌理传达了亲

切、柔和、质朴的意境等等。同时，不同的肌理，因造成反射光的空间分布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光泽度和物体

表面感知性。比如，细腻光亮的质面，反射光的能力强，会给人轻快、活泼、冰冷的感觉；平滑无光的质面，

由于光反射量少，会给人含蓄、安静、质朴的感觉；粗糙有光的质面，由于反射光点多，会给人笨重、杂乱、

沉重的感觉；而粗糙无光的质面，则会使人感到生动、稳重和悠远。在立体构成中，肌理不是独立存在的，而

是属于造型的细部处理，也就是相当于产品的材料选择和表面处理。

    肌理的心理感受 

钳子缝衣针 

曲别针刨子

锤子改锥

大头钉电烤箱  

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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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运用肌理设计的作品。分析每一种材料所表现的属性和信息，及其传达出的作品的感受和意义。

在包装设计的主要展示面上粘贴金属颗粒
使之产生轻快与安静的肌理效果。

在餐具设计中将陶瓷进行凹凸不平的处理
所产生的肌理，具有防滑功能。

书籍设计中将纸张进行镂空处理所产生的肌理
效果增加了书籍封面的层次感。

用大理石作为客厅地面的材料，给人高雅、华贵的
感觉。

键盘包应用粗糙有光的肌理给人厚重的感觉。

带时钟的花盆肌理细腻光亮，给人轻快、活泼、
冰冷的感觉。

花瓶与桌子的组合肌理平滑，光反射
量少，给人安静、质朴的感觉。

用树叶制作的鲜花肌理暗哑，生动而又稳重。

将室内设计中常用的卵石作为肌理材料，
给人前卫、时尚之感。

此吊坠设计采用金属材料作为肌理，给人
高贵的感觉。

室内的墙面设计将肌理与纹理结合，使整
个空间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案例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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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训练

用干苦瓜进行放射排列       

用海绵进行点与线的对比        

用毛线与塑料珠子进行放射排列                      用羽毛与纸进行放射排列 用铅笔屑进行重复排列

用莲子进行重复排列                 用塑料小装饰品进行自由排列 用薏仁材料进行线与面的对比 

经验提示

在立体构成中，材料不仅决定了立体形态、色彩、肌理等心理效应，还直接影响着立体形态的物理强度、

加工工艺和加工方法等物理效能。不同材料的物理特性—软与硬、干与湿、疏与密，以及透明与否、

可塑与否、传热与否、有弹性与否等，都会直接影响和限制立体形态的制作和加工，从而间接限制了立

体形态的设计构思。这就要求在进行立体构成时必须要考虑材料的选择、运用和加工工艺等因素。

到现实生活中了解材料的性能、特点和加工方法，寻找和发现新的材料。

用葵花子壳进行重复排列  用菊花进行重复排列用枸杞进行重复排列               

 用玫瑰花茶进行倾斜排列

用毛线进行点与线的对比用塑料珠子进行自由排列    用塑料吸管进行自由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