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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体构成

第一章   什么是立体构成

倾斜的曲面造型极富动感。

以线材的积聚形成空间立体形态。

在人们生活的三维空间中，形态各异的

物品都有其各自的形态结构、造型特点，在不

同的视觉条件下，形态还会相互转化。立体构

成就是对大千世界中各种立体形态的结构、造

型、变化的规律、构成的方法和所用的材料进

行研究，目的在于培养设计师习惯从立体的角

度去思考，加强立体的造型观念和意识，训练

立体造型的感觉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立体形

态构成能力。这也是提高、完善设计师现代设

计能力的重要手段。

第一节　立体构成概述

立体构成是研究立体和三维空间里的设计

形式，揭示立体造型的基本规律，阐明立体设

计的基本原理，研究立体造型的基本方法，以

及各形态元素之间的构成法则，探讨在三维空

间中如何用立体造型要素和语言，按照形式美

的原理，创造出富有个性和审美价值的立体空

间形态的学科。大量的构成训练，能够让设计

师习惯于从立体的角度去思考，加强立体的造

型观念和意识，最终启发创新意识。

体块有错位感的凹凸效果，使建筑外观活泼而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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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构成形态——吊灯

自然界立体形态对造型设计的影响

一、立体构成的概念

立体构成是研究空间立体造型规律的学

科。立体是由长度、宽度和深度三个因素构成

的形态，涉及体积、空间、材质等三维形态方

面的问题。“构成”是“形成”“造成”“组

合”“建造”的意思，是指以各种视觉要素为

素材，将两个以上的单元按照一定的原则，重

新组合形成新的单元。

立体构成是使用各种基本材料元素，以具

象或抽象的形态为素材，将材料按功能的、审

美的、力学的或视觉形态动力学的秩序，按照

视觉原理合理构思，将造型要素按一定的构成

原则和造型规律，创造性地组合成具有形式美

感的新的立体形态。如包装设计、展示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建筑设计、产品设计等都涉及

立体形态的设计，都属于空间和立体设计领

域。

二、为什么要学习立体构成

通过对立体构成的学习，设计师能掌握

立体造型的基本方法，掌握形态构造的技能，

了解不同材料的属性和加工方法，体验形式美

的法则，认识并运用立体设计的基本原理，使

形体组织、形体搭配、形态与空间之间的结合

达到能创造更符合人的综合要求的立体形态

的目的。学习立体构成能启发设计师的空间想

象力，提高设计师创造立体形态的构思能力，

和立体表现的技巧。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注重

训练对立体形态构造的构思能力和表现技巧，

一方面也要培养对空间的形态美的视觉感知能

力。这样有助于为设计师从基础构成跨进专业

设计打好坚实的基础，为专业设计开拓创作思

路，提高专业设计的创造力。

将立体构成应用在不同的学科中可以改善

或扩展我们的思维习惯和思维能力，有助于我

们形成敏锐的空间感和空间想象能力。

在运用不同的材料制作模型的实践中可以

了解所学专业的工艺特点，获得材料经验，认

识到材料的开发和利用的重要性，也在实际的

操作中培养动手能力。



4 立体构成

关键提示

通常要将立体的点固定在空间中，就必须依赖于支

撑物，如线材、面材的立体形态，所以从构成形式上看

很少有单独的点造型。

用独特的材质形成点、面结合的视觉效果。

均匀间隔的点聚集成了空间中的体量。

不同大小和明度的点形成空间层次。

形态各异的“点”

以点为构成元素，形成具有视线引导的动感造型。

第二节　立体构成的基本要素

一、对点、线、面、体的认识

物质世界千姿百态，无论是自然世界还

是人工世界都有着各自的形态，而这些空间立

体形态一般包括点、线、面、体等几个基本元

素。有的形体远看是“点”，近看是“体”，

它们是在比较之下形成的概念。当视觉条件改

变、周围环境和参照物改变时，人们对点、

线、面、体的认知和归类也会改变。

1．点

点常常被认为是小的、圆的。其实，点

的形态多种多样，可以是圆的、方的、三角形

的、心形的、多边形的、异形的等等。当某一

形态与它所处的立体空间相比，所占据的空间

非常小的时候，它就会被视为是点的形态。点

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因为在立体形态中不可能

存在真正几何学意义上的点，而只能是相对而

言的。

当点的形状、大小、色彩、质感等特征，

与周围环境要素的对比强烈时，就会形成视觉

的注目点。在画面中巧妙地运用点的造型因素

可以让画面的构图均衡。在规则、呆板的空

间环境中，出现点的实体可以起到丰富空间、

活跃气氛的作用。大的点比小的点视觉冲击力

强；外形复杂、表面凸起的点比外形简单、表

面凹陷的点更富有张力；色彩对比强的点比对

比弱的点更吸引人的视线；表面材质发光的点

比不发光的点更加醒目。

立体构成中点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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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线材构成

塑料材质线构成

木材线构成 软质线材构成

2．线

线是点的运动轨迹，线的运动构成了面。

在立体构成中的线是指有厚度和宽度、相对细

长的立体形。线能决定形的方向，可以形成骨

架，表现形体的结构；线也可以形成形的外部

轮廓线。线立体构成常给人以纤细、律动、流

畅和透明等空间感觉。

形态丰富的线概括起来可以分为直线和曲

线。不同种类的线会给人不同的心理感觉。

直线的基本属性为有方向性，有力度，直

接硬朗，明确简洁。直线能够表达思维的直接

合理性。
曲线表达思维的间接趣味性。用曲线形成的

立体形态，给人以舒展、柔和、优雅、活泼、

间接、前进、飞跃、充满活力的感觉。几何曲

线，包括圆、椭圆、抛物线、双曲线、渐开

线、摆线等，给人简洁、概括、整体、大方、

高贵感；自由曲线，线形复杂，富有变化，具

有多种可能性；“C”形曲线，简单、华丽、柔

软；“S”形曲线，最具女性的优雅、柔和感，

有魅力和高贵感。

金属材质线构成

关键提示

在使用线材构成空间形态时，要注意两方面的问

题：一是造型的结构要发挥线材的特点，使整个立体形

态具有较强的流动感、层次感；二是线材间的空隙符合

视觉原理，使立体形态具有伸展感、透明感及韵律感。

线构成空间的原则

关键提示                              直线的感觉

水平线，能体现寒冷、静态的感觉，有肃静、安

定、永久、平稳、呆板、温顺、和平的含义，由此令人

联想到海平面、地平线。

垂直线，有重量感，表现高耸、无限、重力、坚

硬、高尚、严肃、傲慢等感觉。

对角线，带有强烈的刺激性、调和感和均衡感。

向上的对角线，生动、积极、飞跃；向下的对角线，消

极、沉郁。

粗直线，给人以力量感强、坚硬、沉重、豪放、牢

固的感觉。

锯齿状线，表现出不安定的焦虑感。

细直线，有神经质、敏锐、纤细、微弱、后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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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材排列的空间造型

面材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直面与曲面的结合造型

层面排列的立体造型

曲面造型的建筑物

面材的形状具有一定的延伸感，从正视面观看，

形态有近似于体块的表面，看侧面边缘处近似线材。所

以，将面材巧妙运用可产生线、面、块等多重特点。

关键提示

3．面

面是点的面积扩张或线的移动轨迹所形成

的。在立体构成中的面，是具有长度、宽度和

深度三度空间的实体。它虽然有一定的厚度，

但其厚度与长度相比要小很多。

面材的形态非常丰富，一般概括为平面和

曲面两种空间形态。平面和曲面都有规则和不

规则之分。

巧用面材

关键提示                              面的感觉

不同形状的面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带棱角的面，

如方形和三角形的面，给人以简洁、单纯、尖锐、规

范、硬朗、冷漠等印象，并具有延展感；几何曲线面，

如圆形、弧形给人饱满圆浑、规范完美之感；自由曲线

面，丰富温柔、自由活泼。在立体造型的设计中，常常

将平面和曲面结合运用，以创造出丰富的空间效果。

面材有较强的可塑性，对面材进行加工，可产生

线、面、体块的多重特点。面材又有较强的视觉感，能

较好地表现肌理效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加工技术的发

达，许多新材料的出现增加了面材的丰富性，面材成为

主要的造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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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块的形态符合视觉规律，还必须牢固、稳定，符

合物理材料力学。设计立体形态要全方位考虑，从不同

角度观察都能具有美感，还要有主次之分。

“悬浮”的长方体，下面由六根29米高的钢柱支撑，巨

大的盒子结构与周围的建筑物形成强烈的对比。

通过有方向的线的诱导创造空间的流动感。

长方形块

体的组合

塞尔维亚

国家馆墙

面方形块

体组合

4．体

体是面进行运动的轨迹，面的厚度增加

形成体块。体块占据了三维空间，能有效地表

现空间立体，带有实质的空间，就是有重量感

和力度感的体积（实体）。因此，在立体构成

中，实体的体与量是不可分割的。体与量的视

觉感受与体的大小、数量、重量有一定关系。

关键提示

关键提示

二、对空间的认识

立体构成中的空间概念指实体本身所占有

的长度、宽度、厚度的体积及限定的三维空间

造型，还包括形体之间位置的远近关系构成的

空间感，以及实体以外的周围空间关系。该空

间可分为两类：

1．物理空间

物理空间是实体所占有和限定的空间，

有长度、宽度和深度三维的具体表达，是实空

间，如楼房、人、树都是物理空间。物理空间

和物质是密不可分的。物质存在于空间之中，

没有单独存在的物质也没有单独存在的空间。

在立体构成里所说的物理空间是通过对空间的

限定形成实体的视觉形象，如建筑设计、展示

设计、服装设计等。

                            体的感觉

不同形状的体也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如正立方体、长方体、正三角锥体等棱角尖锐的体块，它们能表现坚硬、

简练、大方、稳定、冷漠的特点；圆球、圆环、圆柱等形体，它们的特征是秩序感强，能表达温柔、亲和、明快、幽

雅、严肃、端庄、舒适的感觉；无特定规律的自由形体，有流畅、单纯、柔和、朴实、随意的视觉感受；由自由曲面

构成的立体造型，表现为对称规律的形态加上变化丰富的曲线，具有端庄、优美、活泼的特点。

体块构成原则

大而厚的体量，能表达浑厚、稳重的感觉；小

而薄的体量，能表达轻盈、灵秀、漂浮的感

觉。材料的不同所表现的坚实感与重量感也不

同，如同样大小、体积的石材与棉花，石材造

型具有坚硬、厚重、坚实的感觉，而棉花造型

给人以轻盈、漂浮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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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光影对比创造出场感。

利用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强化进深感。

形态之间的适当距离创造出紧张感。

心理空间与物理空间相比，心理空间较难把握，而

心理空间在立体构造中更具艺术效果。因此，理解和重

视心理空间非常重要。

关键提示

２．心理空间

心理空间不是客观存在的，是实体内力的

运动变化向形外散发而形成的无形张力，能激

发观者的某种心理感觉，是通过人的感受而存

在的想象空间，是虚空间。心理空间相对于物

理空间虽然不可捉摸，但能给观众留下更大的

发挥想象的余地，更能表现艺术的魅力。

心理空间的重要性

关键提示                               创造空间感的主要方法

（1）创造紧张感

两个分离的形态在进行形与形之间的配置，组合成一

个整体时，相互间会产生关联。造型与造型之间的空间距

离远近构成人心理和视觉的不同感受。比如形与形分离太

远，超过了最大距离，就失去了整体感，使人感到松散；

形与形距离太近，使人感到堵塞，而且失去了两个形态分

离的意义。因此把握好形态之间的适当距离，创造出紧张

感，才会使整个形体与空间产生出美感。

（2）强化进深感

进深是指物体之间或空间的前后距离。强化进深就是

在原有物理深度上创造出比原有深度更大、更深、更扩展

的空间，造成心理进深。深度的层次感会使空间感增强。

夸张立体物的进深主要靠视觉经验，其方法有：第

一，采用阴影、明暗和虚实效果增强进深感；第二，利用

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加大透视角度，让形体近大远小的

渐变加大，以增强进深的效果；第三，充分利用物体间的

遮挡关系和前后关系来增加层次，从而达到强化进深的效

果；第四，通过错视的手法制造出矛盾空间，也可以遮挡

或隐藏视平线消失点，将有限的空间引向延伸的遐想空

间，造成进深感。

（3）创造空间的流动感

实体因受到限定，在外围就能欣赏。空间却是连续和

无限的，需要以形体作连续的、有方向的诱导或形体的色

彩、造型、线条的吸引，通过视线的流动及观察点的移动

才能欣赏到全貌，由此产生的形象思维、空间层次感、空

间的流动感才能得以扩展。

（4）创造场感

场是心理空间，把物体放置在一定场所都会与该场所

形成“场”。一般情况下，色彩纯度、明度高，光影对比

强烈的形体场感强；形体大、量感强的物体场感强；质地

粗糙、厚重的形体场感强；整体关系和谐的场感强。创造

场感是为了抓住观者视线达到某种心理效果，让作品的艺

术魅力得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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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设计中大量利用立体构成的原理，使得室内的陈设更具

空间层次感。

产品设计中的立体构成
第三节　立体构成与艺术设计

一、艺术设计的概念

艺术设计是艺术学科的分类，也是一门

科学技术与艺术相融合的学科，是将艺术的形

式、特点、美感结合社会、文化、经济、市

场、科技等因素，进行创造与实践的活动。艺

术设计是人类社会物质功能与精神需求的结

合，是社会发展到一定进程的必然产物。它不

但具有审美功能，还具有使用功能。它是在

衣、食、住、行等方面为人类社会创造具有使

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产品的造物活动。

设计分为广告设计、书籍设计、包装设

计、工业产品设计、染织设计、服装设计、环

境艺术设计、建筑设计等服务于人类诸多方面

的创造活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艺术设计

的触角已延伸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思

想的展现、文化的浓缩、流动的时尚，对人们

的生活方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立体构成与艺术设计

立体构成是艺术设计的专业基础课程，

其教学训练的目的是为进行立体造型设计打基

础，培养设计师立体造型的感觉能力、空间想

象能力和立体形态的构成能力。立体构成研究

的空间形态、形式美的规律、材料等要素也是

艺术设计中最重要的因素。立体构成所创造的

形态不要求有实用功能，可打破常规的思维习

惯，对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条件，为

形态的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这使立体构

成为艺术设计作了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的准

备，对艺术设计从感性上的体验过渡到理性的

深刻认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立体构成可以为艺术设计积累大量的素

材，其中每一项练习都必须从立体造型的角度

去研究形态的可能性和变化性，通过大量的实

训提高立体表现的技能与技巧，使创造出来的

作品可为今后艺术设计积累丰富的造型素材。

小贴士

立体构成与艺术设计各门类的区别

立体构成研究的内容是将涉及各个艺术门
类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立体因素，从整个设计
领域中抽取出来，专门研究它的视觉效果构成
和造型特点，从而做到科学、系统、全面地掌
握立体形态。它立足于对立体造型可能性的探
索，而完全不考虑造型的功能等因素，旨在讨
论、研究立体造型的原理、规律和构造训练。

艺术设计所强调的是使用功能和审美功能
的结合。设计是包括立体构成在内，考虑其他
众多要素，使之成为完整造型的活动。设计的
领域非常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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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构成诞生于20世

纪初的西方。1913年，俄

国的年塔特林首先提出抽象

的几何结构，大力提倡“构

成”艺术。1919年，构成

主义思想在德国由著名建筑

师格罗皮乌斯在魏玛创建的

“国立魏玛建筑学校”得到

发展，这就是著名的包豪斯

学院。构成课占据了包豪斯

教学的主要地位。其中就包

括了平面构成、立体构成、

色彩构成等。这三大构成一

直影响到现代世界各国的设

计教育，为工业时代的设计

开创了新纪元。 这些课程

后来逐渐成为我国设计基础

教学的主要内容，为建筑设

计、艺术设计以及广泛的造

型领域 奠定了重要基础。 钢 管 椅 　 布 劳 耶 ( M a r c e l 

Breuer)设计

“ 包 豪 斯 ” 灯

（“MT8”灯）　

1924   华根菲尔德、

卡尔“雅克布”朱恩

克斯设计       材料：镀

铬钢管、玻璃

水壶　布兰德设计 红蓝椅　里特·维尔德设计

包豪斯学院设计作品展招贴　1923   

约斯特·施密特设计

空间中的点、线、面、体的关系结合所学专业思考立体构成与艺术设计的关系。

拓展训练

思维拓展

立体构成能为艺术设计提供广泛的发展基

础。立体构成的构思是把灵感和严密的逻辑思

维结合起来，并通过逻辑推理的办法，在训练

过程中按形式美的原则结合美学、技术和材料

来考虑造型的可能性的。设计者不仅要掌握立

体造型规律，而且还必须了解或掌握技术、材

料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说立体构成是综

合性的训练。立体构成能为艺术设计对材料的

开发和利用予以启发和引导。立体构成的形式

美的法则、形体组合原理、造型规律和方法都

可以在设计中被广泛应用，为艺术设计提供广

泛的发展基础，是提高和完善现代设计能力的

重要手段。而诸多艺术设计体现了立体构成知

识的延续性和拓展性。

立体构成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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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领域的立体构成 

环境艺术设计领域的立体构成产品设计领域的立体构成

服装造型设计领域的立体构成

利用线材的趣味性和线与线之间的通透性构成具有张力的作

品，与周围环境对比形成极强的场感。

在海边，用鱼形的构成元素做成景观雕塑。

用球体与柱体的变化构

成动漫形象。

仿照苹果造型设计的显示器，生

动有趣。

鱼形曲线的形态构成，显示

出灵动感。

层面发射排列与点构成的

面进行对比。

建筑的上层由黑白相

间的石材体块相互重

叠构成，呈现出不同

的图案。每个石块代

表两层空间以及一个

两米高的凹陷空间，

增添了建筑外观的动

态感。整个建筑在南

北轴线上倾斜45°，

确保各个空间的阳光

充足，同时打造了视

觉的流动感。整个作

品既有使用功能，又

有审美功能。
线、面、块体的结合构成了

有趣味的建筑。

柱式构成作品不考虑造型

的功能因素，旨在充分利

用材料，构造出富有创意

的立体形态。

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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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与直面的巧妙结合形成空间递进与层次感。

化妆品的包装采用立体构成中面的构成，使包装的层次丰

富，造型优雅。

圆 雕 造 型 与 透 明 玻 璃 结

合 ， 传 达 出 高 贵 的 品 质

感。

用 面 材 形 成 墙 面 负 空 间 造

型，既有美感又很实用。

用线材排列为半隔断，是室内设计中常用的空间划分法。

用线材构成曲面，形成既隐私又通透的半开放空间。

由点连接成面，运用色光效应，形成室内空间的趣味装置

和视觉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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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材料的分类与特征

材料是表达设计的一种语言，不同的材料

对形态创造的内容、意境的表达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材料的

材质、性能、

形状的差别给

人的视觉感受

和心理感受也

不尽相同。对

材料进行分类

有助于我们充

分 地 认 识 材

第二章　立体构成的材料与技术的运用

硬质材料——金属华丽的材料使设计锦上添花。

新型发光材料的应用丰富着人们的感官。

在立体构成中，材料是必备要素。材料有

其自身的语意和设计表现力。对材料的造型功

能、组织结构和使用性能的认识、体验是使立

体作品富有艺术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立体

设计中创意是灵魂，是对精神、思想的表达；

材料是骨架、血肉，是对创意的体现。材料的

品种繁多，在使用时只有对材料进行深入的研

究，方能最贴切地表达设计者的创作意图。材

料也具有很强的时代烙印，不但能体现时代的

文化特征，而且新材料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会改

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料，以及探求和尝试材料在创造立体形态中的

多种可能性。

材料从性能上大概可以分为天然材料和人

工材料两大类。从功能上，材料可分为主体材

料、辅助材料、连接材料。从形状上，材料可

分为面材（包括板材）、线材（包括管材）、

块材(包括颗粒状)三大类。

一、主要用于主体的材料

1．硬质材料

多为不容易变形的较硬材料。如木材、石

材、金属、塑料、陶瓷、树脂、米粒、豆类、

纽扣、瓶盖、木线条、火柴棍、牙签等。

2．软质材料

多为易变形的材料，较为柔软。如羽毛、

塑料泡沫块、铅、纺织品、纸、皮革、胶管、

电线、拉链，以及毛发、毛线、尼龙线、棉

线、麻线等纤维材料。

3．透明材料

有透明和半透明之分。如玻璃、纱、薄

纸、拷贝纸、塑料薄膜、吸管、胶片等。

4．可变材料

具有流动、多变、不定型的特点。如水、光、

丝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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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无形材料

指 的 是

散落可以再塑

成型的材料。

如黏土、橡皮

泥、泥沙、粉

尘、水泥、面

粉等。

6．弹性材料

材料的弹性、塑性比较鲜明，如橡胶、气

球等。

二、主要用于辅助的材料

主要用于辅助的材料是指对设计主体起辅

助作用的材料，根据主体的实际应用涉及加工

工具、裱衬材料、支撑材料等范围。如测量、

放样、锯钻、切割、组装等工具，以及用于翻

制模型等工艺中的石蜡、海绵、石膏等材料。

三、主要用于连接的材料

同辅助材料一样，用于连接的材料是依据

主体材料而定的。如乳胶、502胶水、万能胶

水、双面胶纸、透明胶纸等黏性材料。还有订

书钉、线、夹子、铁钉、焊条等连接工艺所需

材料。

软质材料——纤维

透明材料在店面设计中的使用

运用镂空材料制作的透明的景观小品

把光线作为一种无形材料纳入设计之中。

线性材料线性材料

案例展示



16 立体构成

泥塑作品（曾彬） 泥人

木质材料的线性构成

纤维材料的线性构成

四、立体构成常用材料介绍

在立体形态构成中常用的材料有木材、石

材、纤维、陶泥、纸、塑料、复合材料、金属

材料、化工产品等。

1．木材

木材是人类最早用于生活、生产的造型材

料之一。木材具有材质轻、强度高、韧性强、

弹性强、耐冲击、抗震动、环保、易加工等特

点。木材有能引起亲近感的色泽和美丽的纹

理，有良好的装饰性能，着色性能好，胶接性

能好。直到如今，因为木质材料的特性，它依

然是用于各种造型的重要材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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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质材料进行拉引、

缠绕。纤维材料有麻

线、棉线、毛线、棕

绳 、 纸 绳 、 尼 龙 线

等。

3．陶泥

陶 泥 具 有 很 强

的 可 塑 性 ， 质 地 柔

软，亲和力强，具有

轻松随意、易成型等

特点。在陶泥未干时，可以对其刻、刮、印造

型并且进行各种装饰，待风干后，还可以进行

形态的修理，这是其他材料较难做到的。

4．纸

纸是立体构成中很好的面材。纸具有可塑

性好、质轻、易定型、切割方便等物理特性。

同时，纸材料又具有种类繁多，价格便宜，容

易回收、再生降解，对加工工具要求简单的特

点，给人轻松、随和、质朴、自然、便捷的心

理感受。所以，纸是被广泛使用的材料。在立

体构成基础训练中，各种卡纸、手工纸、艺术

纸和铜版纸都是常用的纸张。

5．金属

金属具有质地坚硬，保存长久，有磁性、

韧性，不易破损，有光泽，造型变化丰富，精

致美观，华丽时尚，有较强的视觉感，但加工

难度大等特点。金属的种类很多，但因加工工

艺所限，在立体构成中常以钢、铁、铜、铝、

铅的线材为主，以及便于加工的金属面材和

一些现成的金属零件等。材料的成型多是线、

棒、条、管、板、片等。 

纸质材料的不同运用效果

关键提示                                木材的天然缺陷

由于木材是有机体，缺点是易腐蚀，会扭曲胀裂、

变形，因此加工时要注意适应材料特性，作防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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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塑料

塑料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高分子材料，

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和一定的强度和

弹性。塑料具有体轻、抗拉、抗压、抗

冲击、抗弯曲、耐摩擦、防潮等特点。

它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具有耐酸碱、

耐 油 脂 、

防 锈 蚀 等

特 点 。 同

时 ， 塑 料

具 有 很 好

的 加 工

性 ， 便 于

成 型 ， 样

式 丰 富 多

样。

7．废旧材料

废旧材料是指现代工业中的各种垃圾，如包装

盒袋、各种瓶罐、竹、木、布、绳、碎玻璃、边角

料及废五金材料、废机器零件等。除此之外，废旧

材料还包括各种

废弃的轻工业产

品、生活用品和

现成品。各种垃

圾的形态结构、

材料肌理和视觉

语言能触发我们

创作的动机和灵

感，对这些废旧

材 料 进 行 再 创

作。可将两种或

更多的材料组织

在一起，让它们

产生融合或对比

的效果，使构成

的材质肌理感和

效果更加突出、

丰富，富有创意

的作品也就随之

而来。

埃菲尔铁塔

吸塑灯箱 由废旧手套、扑克牌、报纸制作的概念服饰。

由废烟盒等综合材料制作的模型

用废可乐瓶制作的吊灯

用塑料吸管构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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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的雕琢与打磨抛光

四川泸州油纸伞 木材的变形加工

机械加工使用的插床首饰抛光

学生作品：纸材的插接

可同时加工多块材料的数控多头雕刻机

一种材料可以有多种加工方式，既有传统

的，也有现代化的，具体选择哪一种，要根据

最终的使用目的来定。

一、 材料的加工方法

1．减切加工

使用刀、机床、电热丝、钻等工具对材料

进行减切，用切、锯、割、磨、锉、凿、刻、

削以及热溶解等方法，将材料减少或分离。为

了得到理想的工艺效果，使用的刀具自身就

有许多形状，如直口、斜口、圆口等。除此之

外，还有新的加工工具不断涌现，如激光、水

刀等。

2．连接加工

通过不同工艺把散落的立体形组合成一个

整体。连接加工方法有搭架、插接、铆接、黏

合、焊接、穿缝、钉接、滑接、铰接等工艺。

根据不同材料的特点和造型目的选择连接方

法，既要牢固又要达到审美要求。

3．变形加工

通过外部环境条件的调整，来影响和改

变材料的形态，如采用浸泡、加热、敲打、注

塑、浇注等加工方法，使材料达到所需要的弯

度，或者便于将之制作成新的立体造型。

4．材料的后处理

很多作品在成型后不能立刻达到理想要

求，往往需要对此功能材料做技术上的后处

理，尤其是一些半成品，在翻制之后更需要

修补，以及添加特殊的肌理模拟效果，包括刮

灰、上腻子、上色、上漆、打磨、抛光、上光

乃至亚光处理等深加工，以达到理想效果。

第二节　立体构成材料的加工方法和常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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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手工操作工具

常用美工绘图工具

曲线钻

常用的绘制工具有铅笔、圆珠笔、铁
笔、直尺、角尺、曲线板、画线锥和画线规
等。

常用的分割工具主要有剪刀、美工刀、
夹背锯、鸡尾锯、电热阻丝、板锯和钢锯等。

常用的钻孔工具有手摇钻、便携式电
钻、麻花钻头和木工螺旋钻头等。

常用的切削工具有木刨、木工凿、板
锉、圆锉、半圆锉、三角锉、铁剪和多用刀
等。

常用的打磨工具有砂纸、砂轮、木锉、
铁锉等。

常用的辅助工具有大头针、缝衣针、夹
子、镊子、活扳手、老虎钳、台钳、电烙铁、
锤鱼钳、冲子、螺丝刀和锤子等。

常用木工锉

自动喷漆罐 气动喷漆枪

手电钻

小贴士

二、立体构成的常用工具

在进行立体的形态构成时，要对材料进行

有目的的制作，对不同材料采用不同的加工工

具和手段，这就需要一些最基本的加工工具，

以便提高加工的效率和制作的工艺质量。一

般将立体构成中常用的加工工具分为绘制、分

割、钻孔、切削、打磨和辅助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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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墙采用石材块体连续构成。

大厅墙面采用木质线框的放射排列。

枯树表面粗糙的肌理

皮革肌理地砖花纹的重复排列

马赛克重复排列 纤维重复排列

第三节    肌理

材料的材质是通过材料表面的组织构造肌

理体现出来的。不同的材料有着各种各样的组

织结构，或平滑光洁，或粗糙斑驳，或轻软疏

松，或厚重坚硬。不同的材质肌理给人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具有相同形态的造型，由于肌理

的表现不同，造成的审美意蕴就不相同。材料

的肌理不仅可以增加形态的立体感，表现物体

的质感，还可以丰富形态的表情，呈现多样的

视觉效果和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功能。

一、 肌理的概念

在立体构成中，肌理指的是材料表面的

纹理、构造组织给人的触觉质感和视觉触感。

它根据来源可分为材料自然肌理（如木纹、树

叶、大理石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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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以及将

各种材质综合形成的肌理等）。肌理在通过材

料构造形态的整体面貌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立体构成中的肌理往往是触、视觉综合性

的肌理，既能通过视觉感知，又可通过触觉感

受。触觉是人体的一种特殊感觉，是各种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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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产生的一种综合感受。通过触觉能够感受到

物体的不同性质。因此，触觉是带给我们肌理

感受的主要手段。

另一种肌理感受，则来自视觉。比如我们

从高空俯瞰沙漠，漫漫黄沙会通过视觉传达给

我们沙漠的肌理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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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肌理，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心理感

受。材料的肌理在现代科学与加工技术的不断

进步中，越来越多样化。现代生活中人们对物

体造型的追求也是求新求异，使得肌理的运用

在现代造型设计中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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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立体感的面材

光洁、细腻的丝绸

纤维的重复排列

木纹肌理 泥土形成的肌理

亚麻布的肌理 锈铁板的表面肌理

揉皱的锡箔形成的肌理

柔和、轻盈的羽毛重复排列。

玻璃材质形成的肌理感

二、肌理的作用

1．肌理的视觉效果和心理感受

不同材料的肌理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

和心理感受。如：同是面材，金属板使人感觉

冰冷、坚硬，玻璃板使人感觉透明、易脆，木

板让人温暖、舒适，塑料板让人感觉柔韧、时

髦。表面光洁而细腻的肌理让人觉得华丽、轻

快、活泼、冰冷；表面平滑而无光的肌理给人

以含蓄、安宁、质朴的感觉；表面粗糙而有光

的肌理让人感觉稳重而生动；表面粗糙而无光

的肌理，给人感觉坚定、朴实、厚重和悠远；

表面毛绒的肌理给人柔软、温暖、舒适的感

觉。

2．肌理的功能效应

在造型设计中，不同产品功能的发挥需

要相应的材料肌理对应，让造型形态的使用功

能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汽车轮胎的表面肌理设

计是为了防滑，起到加大摩擦力的作用。电影

院、宾馆、会议厅等的墙面肌理设计，是为了

起到隔音和消音的作用。

3．肌理可丰富立体形态的表情

不同的肌理会呈现形态不同的表情和特

征。如中国明清建筑的大门和现代建筑的各种

风格，有的威严庄重，有的雍容华贵，有的精

致典雅，有的简洁浑厚，有的雄伟壮丽，有

的自然清新，有的概念抽象......由于肌理的不

同，所产生的表情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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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肌理的设计

可以利用不同触觉的材料，以及材料质感的对比来达

到某种造型效果，还可以利用肌理的不同特征与构造形态

和谐组构，形成有趣味的立体形态。

无论哪种肌理的设计都应突出时代特点。对于流行的

时尚化、风格的个性化、品种的多样化、样式的自然化、

设计的人性化，以及不同文化对肌理的不同反映都要深入

研究，如此我们的设计才能更为世界化。

在练习中，可以利用不同触感的材料以及利用材质感的对比来达到

某种程度的造型效果，还可以利用不同的肌理来起到诸如功能识别、突

出重点的作用。但肌理并不都是美的。利用同类材料构成的肌理可产生

谐调统一的效果，但要避免单调和呆板；而用不同材质构成的肌理则会

产生变化丰富的效果，但要注意避免散乱和无序。

模拟树枝及其肌理的雕塑作品

地图上的山脉、道路、土地形成象征性的肌理

大理石的抽象肌理

关键提示

知识链接

了解生活中不同材料的性能、特点和加

工方法，寻找和发现新的材料，并思考其肌理

效果和视觉语言。

拓展训练不同材质构成的肌理

                              肌理设计的常用方法

1．真实肌理

保持自然材料

表面纹理，可以通

过手的接触，实际

感觉到材料表面的

特征。如光滑和粗

糙、柔软与坚硬、

温暖与冰冷等。

2．模拟肌理

模仿自然表面

肌理特征的设计，

提 供 肌 理 的 错 视

觉，达到以假乱真

的模拟效果。

3．抽象肌理

抽 象 肌 理 是

对模拟肌理的图案

化，是对物象的抽

象表达。关注物象表面特定的纹理图案，使其符号化。它的构成主

要取决于材料表面的纹理特征。

4．象征性的肌理

与材料质感没有直接关系，纯粹表现一种纹理秩序是肌理的扩

展与转移。它要求人们在进行任何一种视觉艺术创造的同时，在形

式中构建强烈的肌理意识。如地形图中的等高线以及一系列符号所

形成的图形。

用纤维重复缠绕形体形成的真实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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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点材表现活泼、跳跃的感觉。线材具有长度和方

向，在空间能产生轻盈、锐利和运动感。由于线材与线材之

间的空隙所产生的空间虚实对比关系，可以造成空间的节奏

感、流动感和通透感，所以线材能够表现轻巧空灵感。面材

的表面有扩展感、充实感，侧面有轻快感和空间感，所以面

材能够表现单纯舒展的感觉。块材是具有长、宽、高三维空

间的实体。它具有连续的表面，能表现出很强的量感，给人

以厚重、稳定的感觉，所以块材可用于表现厚重有力。因

此，从设计的目的出发，选择同一材料的不同形态会产生风

格迥异的效果。

木质面材构成的层面曲线排列

 彩色积木的体块构成

木质线材构成的艺术作品

建筑墙面利用玻璃材料的点材重复排列形成面 建筑外墙采用玻璃面材的折线排列 

思维拓展 点材、线材、块材的表现

第二章　立体构成的材料与技术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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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场 外 墙 有 四 千

多 块 磨 砂 玻 璃 材

料 的 光 盘 结 构 悬

挂 于 金 属 结 构

上 ， 每 一 个 光 盘

后 面 都 安 装 有

独 立 控 制 的 L E D

灯 。 随 着 光 线 入

射 的 角 度 变 化 ，

建 筑 外 观 景 色 不

断 变 化 ， 华 丽 壮

观 。 建 筑 的 外 观

还 可 以 根 据 不 同

的需求而改变。

高 迪 的 圣 家 族 教

堂 ， 外 部 使 用 天

然 石 材 、 陶 片 、

珐 琅 和 马 赛 克 雕

刻 拼 嵌 成 的 肌 理

效 果 ， 精 美 而 独

特 。 设 计 师 将 建

筑 塑 造 得 既 像 奇

山 异 峰 ， 又 似 怪

树 洞 窟 ， 给 人 以

足 够 的 想 象 空

间 ， 尽 情 体 会 它

的 浪 漫 主 义 风

格。

毛绒材料的肌理，给人亲切、柔软的感觉。饱满、光滑、圆润的肌理效果

粗糙的纤维材料造型

具有天然、粗犷的肌

理效果。

皮草的肌理给人以温

暖、高贵的感觉。

层次丰富的大荷叶边与

半透明紧身衣构成肌理

的对比，高贵而浪漫。

用缎面重复构成有

层次感的肌理，与

裙子形成对比。

用毛线编织出的点状

纹理的肌理效果，增

强了毛衣的厚实感。

用纤维做的卡通人物石材斑驳凹凸的肌理用植物肌理构成的园艺造型 玻璃材质光滑、透明的肌理

案例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