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态构成与设计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建筑学一年级课程
   教师：李朵阳



建筑设计初步一：构成概述 课程介绍

       本课程讲解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含空间构成）的基本知识，通过模型进行训练，

培养感知空间、创造空间的能力。

课程简介:



建筑设计初步一：构成概述 课程介绍

平面构成、立体构成、空间构成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实践训练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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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建 筑 的 构 成
第一章：构成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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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建 筑 的 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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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作为一种现代的造型概念。构成的概念发端于包豪斯，发展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构成就是把各种形态和材料进行分解，作为素材，重新赋予秩序和组织它的核心是要素重

新组合。

一．构成的概念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这幅蒙德里安于1930年的《红、黄、蓝的

构成》，是几何抽象风的代表作品之一，我们

看到粗重的黑色线条控制着七个大小不同的矩

形。形成非常简洁的结构。画面主导是右上方

那块儿鲜亮的红色。不仅面积巨大。且色度极

为饱和。左下角的一小块儿蓝色，右下方的一

点点黄色和四块儿灰白色有效配合。牢牢控制

住红色正方形在画面上的平衡。在这里，除了

三原色之外，再无其他颜色；除了垂直线和水

平线之外，再无其他线条；除了直角和方块儿

之外，再无其他形状。巧妙的分割与组合，使

平面抽象成为一个有节奏，有动感的画面。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根据研究对象的区别，习惯上把构成分为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构成。需要指出

的是，这种分法越来越受到业界人士的质疑，认为它割裂了三大构成之间的关系。三大构

成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一．构成的概念

      构成的基本要素对于不同的构成形式会有所不同。但是都可以概括为造型要素和感情

心理要素两个方面。造型要素包括基本形态要素(点线面体等)、色彩、结构、材料、技法

等；感情心理要素则是造型要素通过视觉，知觉等引起的感情心理反应。简而言之，构成

设计的基本要素，也是一种形态，既包括了造型的本身，又兼顾了情感的地位。

二. 构成的基本要素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如果说构成是造句练习，那么基本要素就是词汇，而构成基本形式就是语法结构，要

想造句成功，基本形式也是按照构成类型而略有区别，但是基本的形式还是很多共通之处，

大致可以概括为重复，渐变，近似和对比构成等。

      学习构成是进入建筑设计课堂的必由之路。构成的基本思维和方法可以在建筑设计中

很好的运用。例如，建筑平面排布的美感就可以运用平面构成的各项法则，建筑形体的造

型，造型其实就是立体构成的运用，建筑空间的组织也符合空间构成的规律，当然，色彩

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建筑是构成知识的综合运用。

三. 构成的基本形式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四. 形式美的原则

     构成创作的文法要素是有关韵律，比例亮度和虚的空间等的法则。造型中的美，是在变

化和统一的矛盾中寻求既不单调又不混乱的某种紧张，而调和的世界——格罗皮乌斯

对称与均衡：对称系中轴线两边和中心点周围各组成部分的造型，色彩完全相同，均衡则    

                     是视觉上的稳定和平衡感。

对比与调和：对比是两者的比较，比如大小，虚实，轻重。

节奏与韵律：概念本来是音乐的主要要素，在建筑艺术形式中，是指有规律的重复出现和

                      有秩序的变化。

比例与尺度：比例是形体之间谋求统一和均衡的数量秩序。尺度则是指整体和局部之间的 

                     关系。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四. 形式美的原则——对称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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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四. 形式美的原则——对比与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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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四. 形式美的原则——节奏与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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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四. 形式美的原则——比例与尺度

人体的黄金比例 《维特鲁威人》 黄金比例《蒙娜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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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五. 格式塔心理学。

       人们的视知觉有完形和单纯化的趋势，越是简单而特征清晰的形态，人们就越容易识别并也用越

容易接受，杂乱的型态会使人感到疲劳，而失去兴趣。

怎样才能达到形太单纯化呢？一般而言，有以下三种形式：

相似模式与同一性：

组成形态的各部分之间在形状，大小，色彩等方面特征相似时，各部  分之间加强了联系，从而使整

体形态单纯化。

接近模式和连续性:

接近模式是指经常在一起被体验到的感觉，会因为相互接近而产生单一的效果，从而从其余部分分离

出来，而被看成一个整体。连续性指型态局部变化和整体之间的内在关系连续的关系，使得各个局部

都变得不可或缺，从而强化整体的单纯化。

趋合模式和一体感：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五. 格式塔心理学。

相似模式与同一性：组成形态的各部分之间在形状，大小，色彩等方面特征相似时，各部  

                                分之间加强了联系，从而使整体形态单纯化。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五. 格式塔心理学。

接近模式和连续性:

       接近模式是指经常在一起被体验到的感觉，会因为相互接近而产生单一的效果，从而从其余部分分

离出来，而被看成一个整体。

       连续性指型态局部变化和整体之间的内在关系连续的关系，使得各个局部都变得不可或缺，从而强

化整体的单纯化。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构成的基础知识第一章

五. 格式塔心理学。

趋合模式和一体感：

趋合模式就是人们的视知觉可以自动填补图形中的空缺，产生整体的完形知觉。

一体感是指部分代表整体，由于部分的存在，使得整体形态趋于单纯，造成一体感。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建 筑 的 构 成

平面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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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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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平面造型的含义

平面造型即平面构成，
是在二维平面上，
利用形态要素（点、线、面），
按照美的形式规律，
进行编排组合，
形成新的形象和画面。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基本型

基本型是指构成图形和基本元素单元，一个点，一条线，一块面都可以成为基本形元素。

基本型的产生有以下几种方式：

几何单形的相互构成。他们是以圆形，方形，三角形为基本型，将它们分别连接分离，减

缺，差叠，重合，重叠，透叠等形式。构成不同形象特点的造型。

基本型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 一  点、线、面

点的概念 
在几何学中，点表示位置，没有大小和形状。
在形态学中，点不仅具有大小和形状、色彩和肌理，还传递审美感受，引发心理作
用。

直线点：给人稳定、安静等感受

曲线点：给人圆润、运动等感受
越小的点作为点的感受越强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 一  线、面

线的概念 
在几何学中，线是点运动的轨迹，它没有宽度。
在形态学中，线有形状、粗细，长短、方向和性格等属性。
线在设计中变化万千，是不可缺少的元素。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线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 一  、面
面的概念 
在几何学中，面是线移动的轨迹。面有长度、宽度，没有厚度。

1、直线平行移动可形成方形的面 ( 图1）；
2、直线旋转移动可形成圆形的面（图2）；
3、斜线平行移动可形成菱形的面（图3）；
4、直线一端移动可形成扇形的面（图4）。

图1                                             图2                                        图3                                                   图4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面



试谈你对以下画面的感受？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线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面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点一般被认为是较小且圆形的，但实际上点的形式多种多样，自然界中的任何形
态缩小到一定程度都能产生不同形态的点。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不同形状 点的应用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点的视觉特征

点的基本属性是注目性，点能形成视觉中心。
当画面有一个点时，人们的视线就集中在这个点上，能够产生吸引视线
的效果。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集中、平静感

点的位置不同，能造成不同的心理感受。

不稳定感 安定感
位于画面偏上位置，
最易吸引注意

位于画面偏下位
置，最易被忽略

点的视觉特征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点越大面的感受越强，越空泛；
点越小积聚感越强

点的大小不同，
大点会首先吸引注意，
视线逐渐向小点移动，
最终聚集在小点上。

点的视觉特征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两点间的心理连线

点的数量不同，
随着排列的不同，
也会造成不同的心理感受。

三点间的意向三角形 多点不规则排列呈现的凌
乱感、烦躁感

多点规则排列呈现的平稳
感、庄严感、也形成面的
感受

点的视觉特征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点的线化——点与点靠近会形成线的感觉， 就像虚线。点的视觉特征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由点聚集成面

点的面
化——多
个点按一
定规律排
列可以形
成面的感
觉。大小
不同的点
对比，大
点相较于
小点有面
的感受。

点的视觉特征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点的大小渐变产生空间感

点的大小渐变可产生空间感。
点的视觉特征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点的错视——指点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
错误的视觉现象。

白色的点有靠前并且较大的感觉，黑色的点有后退并且较小的感觉。

点的视觉特征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点的错视——指点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
错误的视觉现象。

中间被围绕的点一样大？
点的视觉特征

平面的构成第二节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点的错视——指点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
错误的视觉现象。

所有的点都是正方形吗？

点的视觉特征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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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大小、疏密的点混合排列，可以成为散点式的构成形式。

2、相同大小的点按一定的方向有规律的排列，由点的移动产生线化的感觉。

3、由大到小的点按一定的轨迹、方向进行渐变排列，产生一种优美的韵律感。

4、把点按一定规律集中放置，产生面化感觉。

5、将大小一致的点逐渐重合，产生微妙的动态视觉。

6、不规则的点能形成活泼的视觉效果。

点的构成方法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有韵律、有虚实的排列

点的构成作品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有象征意义的排列

点的构成作品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点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两大类：
直线——垂直线、水平线、斜线、折线、平行线、虚线、交叉线。
曲线——几何曲线（弧线、旋涡线、抛物线、圆）、自由曲线。

影响线形态 de 因素

1、工具   影响   肌理  

2、速度   影响   性质

3、方向   影响   轨迹

线的形态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线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直线 静态、男性化、简单、直率、力量、稳定

曲折线 焦虑、挫折、不安定感

垂直线 严肃、强直、崇高，使人联想到树、电线杆、柱子

曲线 动态、女性化、丰满、柔软、优雅、浑然之感

水平线 平和、寂静、使人联想平静的水面，远方的地平线

斜线 速度感、冲刺、前进感

几何曲线 用圆规或其它工具绘制，具有对称、秩序、规整之感

自由曲线 自由、优雅、伸展、弹性

线的视觉特征

平面的构成第二节  线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线的错视——线在周围环境影响下产生错误的视觉现象。
线的形态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线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1、线的面化（大量密集排列）
2、线的空间感（疏密变化排列）（粗细变化排列）（虚实排列）
3、线的错视
4、线的立体化
5、不规则的线
6、消极的线

线的构成方法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线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线的构成作品

平面的构成第二章  线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二大类
直线形的面具有直线所表现的心理特征，安定、秩序感，男性的性格。
曲线形的面具有柔软、轻松、饱满、女性的象征。

平面的构成—面的形态第二章  面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几何形——有明确的数理关系，简洁明快、秩序严谨。
有机形——模仿自然界中动植物有丰富的形态，虽不具备严谨的数理
                    关系，但符合视觉秩序美感。
偶然形——不由人控制产生的形态，具有独一性、不可复制性。
徒手形——由人控制产生的自由形态，不规则但具有人性化特点。

平面的构成—面的视觉特征第二章  面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图底反转—— 一个图形的轮廓线被另外的图形借用，

                         或两个图形共用一个轮廓线，

                         这便是反转图形。

丹麦心理学家卢宾创造的反转“卢宾之壶”

在平面构成中，形象称为“图”，为正形；空间背
景称为“底”，为负形。

平面的构成—面的视觉特征第二章  面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图底反转  by福田繁雄

1975年为日本京王百货设计
的海报《两个不同性别的腿》 1984年《UCC咖啡馆》海报

1986年作品展海报
水平交错式图底反转

平面的构成—面的视觉特征第二章  面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图底反转作品 

平面的构成—面的视觉特征第二节  面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图形共用—— 近似或相同图形并列，形象的某一部分被共用。

                         超现实的手法表现寓意。

《六子争头》 敦煌壁画《三只奔兔》 年画《三鱼争月》

平面的构成—面的视觉特征第二节  面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图底关系

       我们通常把平面上图周围的空间，我们称之为底。图与底是共存的。但图与底的关系是辩证的。二者

常常可以互换。在城市规划中建筑与广场，道路往往成为可以互换的图底关系。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课堂作业：平面 .网格

内容：用铅笔在工作手册（速写本或A3图纸）上画出12cmx12cm正方形，分成3cmx3cm网格，

用黑白灰色笔（马克笔或画笔）将单元格填色或拼贴，注意大小格子对比及构成关系。数量不

少于5个。

提示：

在限定大小的同一网格中，有无限多的图形变化，注意大小各自的面积对比、图底关系对比、

寻找视觉良好的抽象图形。

工具：

马克笔（或其他画笔）、铅笔、直尺、速写本、笔记本等。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案例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案例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案例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课堂作业：立体 .网格
内容：

  (1)从“平面.网格”中选择一个平面作为底图，画在纸板上，用立方体盒子（卡纸、泡沫等材料不限）将这个

平面生成立体，尝试多种不同的立体组合方式（不少于5个），从中选择最佳的组合方式并固定。

（2）在固定的模型中加入线的元素（木条),感受实体与空间的营造，模型与平面的关系需要大致对应。

提示：

（1）立方体模型尺寸3cmx3cm网格是12cmx12cmx12cm；

（2）同意平面建构的立体有无限多的可能，建构的形体虚实参照平面网格中的黑白灰的图底关系，并尝试

感知、对比、分析每种形体的差异和方法。

（3）在形体建构中，注意形体及空间的虚实、图底、对比、整体感、个性、节奏等。

（4）行体空间构建的手段，包括叠加、抽取、挖空等。

工具：

卡纸（或泡沫方块）、胶水、模型用木条、铅笔、直尺、刀等。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案例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案例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平面构成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概述

形 态 构 成 与 设 计

立体构成-1

第
三
章

2022年11月
主讲人：李朵阳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概述

时间安排 第  9  周 第 15 - 1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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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概述

时间安排 第  9  周 第 15 - 1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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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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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概述

课堂作业：形的生成
内容：

  (1)从“平面.网格”中选择一个平面作为底图，画在纸板上，用立方体盒子（卡纸、泡沫等材料不限）将这个

平面生成立体，尝试多种不同的立体组合方式（不少于5个），从中选择最佳的组合方式并固定。

（2）在固定的模型中加入线的元素（木条),感受实体与空间的营造，模型与平面的关系需要大致对应。

提示：

（1）立方体模型尺寸3cmx3cm网格是12cmx12cmx12cm；

（2）同意平面建构的立体有无限多的可能，建构的形体虚实参照平面网格中的黑白灰的图底关系，并尝试

感知、对比、分析每种形体的差异和方法。

（3）在形体建构中，注意形体及空间的虚实、图底、对比、整体感、个性、节奏等。

（4）行体空间构建的手段，包括叠加、抽取、挖空等。

工具：

卡纸（或泡沫方块）、胶水、模型用木条、铅笔、直尺、刀等。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概述

课堂作业：形的生成——分享与点评（2个课时）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概述

前课回顾——构成、平面构成

讨论思考以下问题，2分钟后请同学回答。

1、什么是构成？

2、形式美的原则有哪些？

3、格式塔心理学中指出人的视知觉具有完形和单纯化的趋势，越是简单而特征清

晰的形态，人们越容易识别并越容易接受，杂乱的形态会使人视觉疲劳从而失去

兴趣。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形态单纯化呢，请回答三种措施？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概述

前课回顾——构成、平面构成

1、什么是构成？

构成就是把各种形态和材料进行分解，作为素材，重新赋予秩序和组织，它的

核心是要素重新组合。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概述

前课回顾——构成、平面构成

2、形式美的原则有哪些？

对比与调和

对称与均衡

比例与尺度

节奏与韵律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概述

前课回顾——构成、平面构成

3、格式塔心理学中指出人的视知觉具有完形和单纯化的趋势，越是简单而特征清晰的形态，

人们越容易识别并越容易接受，杂乱的形态会使人视觉疲劳从而失去兴趣。那么怎样才能达到

形态单纯化呢，请回答三种措施？

趋合模式和一体感接近模式和连续性相似模式与同一性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概述

立体构成第三章

3.1、什么是立体构成——What

3.2、学习立体构成的目的——Why

3.3、立体构成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概述

什么是立体？ 立体的概念：立体是面连续运动产生的轨迹，或者是面连续叠加的效果。
具有长、宽、厚度的特点，具有占据空间的特征。

什么是立体构成——What？第一节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什么是立体构成

立体构成是以一定的材料、以视觉为基础、力学为依据，将一定形态要素按照构成的原则、
形式美的法则巧妙进行组合，创造成富有变化、富有美感、具有特点的立体形态。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艺术家Alice Aycock 的公共折纸艺术装置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艺术家Alice Aycock 的公共折纸艺术装置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重点：

立体构成主要学习形态提取、造型组合、材料运用这些方面的内容

立体构成的训练不用考虑造型的功能性与应用性

单纯从审美的角度和思维方法的角度来进行训练
2015年米兰世界博览会意大利馆建筑设计“城市森林”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重点：

立体构成主要学习形态提取、造型组合、材料运用这些方面的内容

立体构成的训练不用考虑造型的功能性与应用性

单纯从审美的角度和思维方法的角度来进行训练

上海世博会英国馆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1）学生对以后专业课程中涉及到的空间方面的知识有比较系统的学习和理解；

（2）通过学习，学生能够掌握空间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方法，包括对形态的观察和

收集、形态的分析、形态的提取、形态的组合等方法以及形态综合评价的方法；

（3）选择材料能够合理运用材料的能力，培养学生动手制作的能力；

（4）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理解立体形态与空间等原理以及相互之前

的关系。

学习立体构成的目的——Why？第二节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波兰设计工作室 Beatutic设计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立体构成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第三节

贝聿铭  香港中银大厦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贝聿铭  卢浮宫玻璃金字塔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安藤忠雄 小筱邸住宅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扎哈.哈迪德  银河SOHO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扎哈.哈迪德  北京大兴机场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扎哈.哈迪德  北京大兴机场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扎哈.哈迪德  北京大兴机场



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思考回忆并手绘刚才讲过的5个案例的立体构成形态（10分钟）

1、香港中银大厦
2、卢浮宫扩建——玻璃金字塔
3、小筱邸住宅
4、银河SOHO
5、北京大兴机场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 态 构 成 与 设 计

立体构成-2

第
三
章

2022年11月
主讲人：李朵阳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时间安排 第  9  周 第 15 - 16 周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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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时间安排 第  9  周 第 15 - 1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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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前课回顾——平面构成、立体构成-1

讨论思考以下问题，2分钟后请同学回答。

1、什么是立体构成？

2、学习立体构成的重点是什么？

3、格式塔心理学中指出人的视知觉具有完形和单纯化的趋势，越是简单而特征清

晰的形态，人们越容易识别并越容易接受，杂乱的形态会使人视觉疲劳从而失去

兴趣。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形态单纯化呢，请回答三种措施？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前课回顾——平面构成、立体构成-1

1、什么是立体构成？

        立体构成是以一定的材料、以视觉为基础、力学为依
据，将一定形态要素按照构成的原则、形式美的法则巧妙进
行组合，创造成富有变化、富有美感、具有特点的立体形态。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前课回顾——平面构成、立体构成-1

2、学习立体构成的重点是什么？

立体构成主要学习形态提取、造型组合、材料运用这些方面的内容

立体构成的训练不用考虑造型的功能性与应用性

单纯从审美的角度和思维方法的角度来进行训练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前课回顾——平面构成、立体构成-1

3、格式塔心理学中指出人的视知觉具有完形和单纯化的趋势，越是简单而特征清晰的形态，

人们越容易识别并越容易接受，杂乱的形态会使人视觉疲劳从而失去兴趣。那么怎样才能达到

形态单纯化呢，请回答三种措施？

趋合模式和一体感接近模式和连续性相似模式与同一性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学习立体构成的目的和意义什么？

（1）学生对以后专业课程中涉及到的空间方面的知识有比较系统的学习和理解；

（2）通过学习，学生能够掌握空间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方法，包括对形态的观察和

收集、形态的分析、形态的提取、形态的组合等方法以及形态综合评价的方法；

（3）选择材料能够合理运用材料的能力，培养学生动手制作的能力；

（4）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理解立体形态与空间等原理以及相互之前

的关系。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3.4、立体构成的要素和方法——How

  (1)形态的基本概念  

  (2)形态的分类及特征

（3)形态的提取与组合方法

  (4)形态构成要素：点、线、面、体特点及构成方法

  (5)立体构成的形式美原则

3.5、课题任务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立体构成中，形态是不容忽视的内容，是立体构成中主
要研究和表达的对象。

如何让学生去理解形态、发现形态中的美，同时掌握提
炼形态、组织形态的方法，
为以后的专业课程提供支撑，是我们学习立体构成的重
要目标。

立体构成的要素和方法——How?第四节

马岩松 山水城市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1、形态的基本概念

外形轮廓——初步的、直观的认识之一

形  态 ——物体不同角度下外形的集合，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形状。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2、形态的分类 从造型角度分为：自然形态与人工形态

（1）自然形态:在大自然的法则下
形成的各种可视或可触的形态。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的分类

（2）人工形态：人造形态，人类有意识地运用工具和材料创造加工出来的物体形态，来
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环境的学习和模仿，也来源于人们的提炼、组合与创造。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的分类

人工形态根据造型的特征分为具象形态和抽象形态。

具象形态的大蒜调味品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的分类

人工形态根据造型的特征分为具象形态和抽象形态。

抽象形态指几何形或符号等概念形态。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3）从视知觉角度分为正负形态（实体形态、虚体形态）

在视觉感知物体方面，我们可以将视线看见的物体分为正形和负形。
正形形态为我们所视线观看到的物体的形态，而负形形态为正形形态所分割的空间。

“The End of Sitting（终结久坐）”实验性建筑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在视觉感知物体方面，我们可以将视线看见的物体分为正形和负形。
正形形态为我们所视线观看到的物体的形态，而负形形态为正形形态所分割的空间。

畏研吾  竹屋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A.正形的基本属性

轮廓、尺寸、质感
伍重 悉尼歌剧院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A.正形的基本属性

轮廓、尺寸、质感 扎哈.哈迪德    长沙梅溪湖文化中心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A.正形的基本属性

轮廓、尺寸、质感

保罗.安德鲁   国家大剧院

尺寸是形态切割空间体量的大小，正形的尺寸决定了它在被人们观看时
对物体的印象，体量大的物体尺寸大、占的空间也大。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A.正形的基本属性

轮廓、尺寸、质感

盖里
西班牙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院

由构成物体的材料和加工工艺所决定。同样形态的物体，由于所选材料
不同，带给我们视觉和心理的感受也不相同。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B.负形的基本属性

边界   正形的轮廓决定了负形的边界，边界是负形能感觉到的依据。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负形的基本属性

空间体量         正形分割完空间，负形来补充，正负互相依存，互相平衡。
                        

负形空间多，整体视觉感觉轻盈实体正形空间多，形态感觉沉重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3、形态的获取：写实性绘画、摄影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3、形态的获取：写实性绘画、摄影

（1）用眼睛去观察、去发现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3、形态的获取：写实性绘画、摄影

（2）用心去提炼

简化、概括、抓住主

要特点、省略琐碎细

节、使其外轮廓更加

精炼。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3、形态的获取：分解并重构已知物体得到新的形态

通过分解得到基本元素（抽象或具象），将元素按照一定的规律或秩序进行重新组合。

上海世博会挪威馆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空间造型认知基础

课堂作业：形的生成

内容：

1、选择生活中物体或自然界的物体作为素材，运用手机或相机收集生活中发现的形态元素。

2、基本元素提炼练习——从收集的图片中进行选择提取可用的形态元素。

3、组合运用提取的元素。通过草图构思一个符合自己想象的图案，将能够提取的元素按照点、线、

面、体的构成形式以及构成原则进行形态创作，并制作实物。

4、每人两个作品（相同形态提取元素的两种不同形态生成），限制两个维度的尺寸：30cm*30cm。

5、提交网盘格式：“参考图（照片或图片）+构思草图+实物模型照片+设计说明（word版）”。

提示：
设计（或说明）需要思考并说明以下下几个问题
（1）选择的原始形态介绍；
（2）原始形态分析——分析其形态主要特征（形状、肌理等）、对其构成要素进行分解。
（3）按照一定得规律或秩序，遵循形式美的法则进行重新要素重新组合，形成新的形态。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 态 构 成 与 设 计

立体构成-3

第
三
章

2022年11月
主讲人：李朵阳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时间安排 第  9  周 第 15 - 1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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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时间安排 第  9  周 第 15 - 1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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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立
体
构
成

3.1、立体构成是什么——What

3.2、立体构成的学习目的——Why

3.3、立体构成在设计中的应用——How

3.4、立体构成的要素和方法——How

  (1)形态的基本概念  

  (2)形态的分类及特征

（3)形态的提取与组合方法

  

  

   (5)立体构成的形式美原则

3.5、课题任务

(4) 构成要素：点、线、面、体特点及构成方法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立体构成:

点的构成

线的构成

本次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

1、理解点构成和线构成的要素特点；

2、理解点和线要素的构成法则；

3、掌握点和线要素的构成方法并用于实践。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1、运用点的立体构成方法以及合适的材
料创造新的形态。

2、运用线的立体构成方法以及合适的材
料创造新的形态。

重点 难点

1、创作富有形式美感、生动、新颖，具有个
性特点的点材立体构成作品。

2、创作富有形式美感、生动、新颖，具有个
性特点的线材立体构成作品。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前课回顾——形态概述

讨论思考以下问题，2分钟后请同学回答。

1、如何理解形态？

2、形态有哪些分类？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

点是一种表达空间位置的视觉单元，无论其大小、形状、厚度怎样，只要有对比，它都具有凝聚
视线、表达空间位置的特性。形成最小的视觉单位时，我们就可以称其为“点”。

分为：实点、虚点、点化线、点化面、点化体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点的构成特点：1、想对环境中体积比较小；2、长宽高有近似；3、形态不限。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立体构成中点构成的作用:

1、空间中的点虽然小，但是我们

可依靠点的聚集性能制作各种形

态。而当许多点聚集成为某个形

态的时候，同样能够产生震撼的

效果。

2、当点的大小或是排列有疏密变

化的时候，我们能从中感觉到运

动感。

3、点能形成视觉上的焦点。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实点、虚点、点化线、点化面、点化体

实点具有醒目性、求心性、相对性的特点。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 实点、虚点、点化线、点化面、点化体

相比实体的点，

虚点不占据实

实在在的空间，

是由实体围合

出来或是实体

与实体之间的

虚空间，最终

呈现给我们的

视觉感受和心

理感受，具备

点的特征。

上海保利剧院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古代建筑屋顶檐口玻璃瓦勾头滴、门钉等构件组成的点效果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实点、虚点、点化线、点化面、点化体

石鼓柱础上的圆点线。如中国古代石鼓柱础上常采用半凸圆点组成的装
饰线，与圆柱形柱础和谐相融，显得庄重而活泼。

点的线化是诸多实点或虚点按照一定轨迹排列，而呈现的线性形式的点。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实点、虚点、点化线、点化面、

点化体

       一定数量的实点或虚点，在

长、宽方向上展开排列而形成的

面。面化的点，具有实体面元素

的空间和造型特征，广泛应用于

建筑立面设计。

墨西哥Soumaya博物馆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实点、虚点、点化线、点化面、

点化体

         在长、宽、高三个方向

上，由实体点排列组成具有厚

度的体积。与实体相比，体化

的点具有汇聚的作用，能够活

跃气氛、多表现时尚、科技的

主题。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点的运动轨迹构成了线，点是自然静止的，而线

在视觉上则能够表现出方向、运动、速度和生长。

       线和点一样有千变万化的形态，由于其自身粗细、

长短、疏密、曲折等的不同，给人以不同的心理感受，

因此它们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线可分为直线和曲线，根据直线方向的不同，又可分为垂直线、水平线和斜线3种。

建筑形态中常用到的是垂直线和水平线。

曲线则有平面曲线和空间曲线之分，又有规则曲线和不规则曲线之分，在现代制图技术和施工

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曲线也被广泛运用到建筑形态构成中。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3、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线材的构成方式：

垒积构造、框架构造、网状结构都是

线条常用的构成方法。

把单位线材重叠、堆积起来形成立体

的构成方法。

垒积食最基本的构成方式。

在用垒积立体构成时，注意空隙大小

要具有韵律与链接处的稳定性。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线材的构成方式：

垒积构造、框架构造、网状结构都是线条常用的构成方法。

以同样粗细单位通过粘贴、焊接、铆接等方式组合成框架基本形，

在以此框架为基础进行空间组合——框架结构。 卡拉特拉交通建筑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线材的构成方式：

垒积构造、框架构造、网状结构都是线条常用

的构成方法。

线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交接、穿插而成。线的

网状结构能形成结构丰富、特殊面的形态。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在几何学里，面是线的运动构成，

二维特征比较明显，面具有一定的

长度、宽度，无厚度，是体的表面。

受线的界定，有一定的形状、方向

和位置。面进行折叠、弯曲、相交

后会形成三维的面。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施罗德住宅 / 里特维尔德
垂直、水平交织的面，使建筑趋于平和与稳定

面是建筑中常用到的面，根据位置

可分为水平面（包括建筑的地面和

顶面）、斜面和垂直面。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几何面构成——规范的几何给人强烈的次序感，几何形态大小数理化规则的变化给人强烈的节奏感。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规则曲面是运动的线按照一定的控制条件运动的轨迹，

规则的曲面有圆柱、椭圆、球体、圆锥等几何图形。 

风之塔 / 伊东丰雄
通过轴线转动，使建筑形成一个规整的圆柱曲面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非几何面构成——不规则的，由自由曲线和直线结合构成自由形态，或者说是由自由曲线与各种变形

的正方形、三角形、圆形相组合形成的自由形态。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面的构成方法：层面的排列、面的折叠、面的插接、面的集聚

指若干直面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各种有序的连续排列。如放射形式、渐变形式、旋转形式。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面的构成方法：层面的排列、面的折叠、面的插接、 面的集聚

指若干直面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各种有序的连续排列。如放射形式、渐变形式、旋转形式。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面的构成方法：层面的排列、面的折叠、面的插接、 面的集聚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面的构成方法：层面的排列、面的折叠、面的插接、面的集聚

面通过裁剪出缝隙，

进行穿插并连接，

形成丰富的立体形

态。

免得插接式通过对

面的相互钳制来实

现连接。

材料要求有一定的

厚度，保证其机构

的牢固性。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集聚是以面为基本形，向外做延伸的组合用于组合的面可以是形状相似或形

状相异，也可以相互联系或相互独立。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面的构成方法：层面的排列、面的折叠、面的插接、面的集聚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块在立体构成中，具有厚度。

当面的厚度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成了块或体的感觉。

块由于空间封闭，形态内部充实、占有一定的空间和体积。

几何体块：
立方体——大气稳重、
三棱锥——稳定、
倒三棱锥——不稳定、动感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几何曲面体块——明快、典雅、庄重的视觉效果。
日本广岛丝带教堂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几何球体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自由曲面体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块材的构成方法：消减法、添加法、组合法

4、形态要素：点、线、面、块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5、形态构成的法则

重复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优——绝对的统一
劣——单调乏味

在运用重复构成时，可以运用对称、均衡等美学法则增加重复构成的变化。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渐变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放射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近似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变异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课堂作业：点、线的立体构成练习

内容：

1、点、线每种构成练习各一份作品，共2份。

2、材料不限

3、尺寸限制两个维度20cm*20cm

4、尺寸不限。

要求每个作品至少三个不同角度拍摄照片（至少共6张照片），上传网盘。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 态 构 成 与 设 计

立体构成-4

第
三
章

2022年11月
主讲人：李朵阳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构成概述

时间安排 第  9  周 第 15 - 1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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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立
体
构
成

3.1、立体构成是什么——What

3.2、立体构成的学习目的——Why

3.3、立体构成在设计中的应用——How

3.4、立体构成的要素和方法——How

  (1)形态的基本概念  

  (2)形态的分类及特征

（3)形态的提取与组合方法

  

  

   (5)立体构成的形式美原则

3.5、课题任务

(4) 构成要素：点、线、面、体特点及构成方法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立体构成:

面的构成

体的构成

构成法则

本次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

1、理解面构成和体构成的要素特点；

2、理解面和体要素的构成法则；

3、掌握面和体要素的构成方法并用于实践。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运用面材的立体构成方法以及合适的材料
创造新的形态。

重点 难点

创作富有形式美感、生动、新颖，具有个性特
点的面材立体构成作品。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前课回顾——立体构成之点构成、线构成

讨论思考以下问题，2分钟后请同学回答。

1、立体构成中点的构成要素特点与作用有哪些？

2、立体构成中线的构成要素特点有哪些？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前课回顾——立体构成之点构成、线构成

1、立体构成中点的构成要素特点与作用有哪些？

点的构成特点：1、相对环境中体积比较小；2、长宽高有近似；3、形态不限。

点构成的作用:

1、点能形成视觉上的焦点，引人注目；

2、点具有聚集性，能制作各种形态，产生震撼的效果。

3、当点的大小或是排列有疏密变化的时候，能产生动

感、。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前课回顾——立体构成之点构成、线构成

2、立体构成中线的构成要素特点有哪些？

线在视觉上具有方向、运动、速度和生长的特点。

线和点一样有千变万化的形态，由于其自身粗细、长短、疏密、曲折等的

不同，给人以不同的心理感受，因此它们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立体构成-面构成 思考：立体面的构成有哪些特点？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定义：

在几何学里，面是线的运动构成.

形态学中面的构成是指具有一定的

长度、宽度，厚度很薄，长宽二维

特征明显的素材构成的立体形态。

特点：

1、长宽二维特征比较明显，是体的

表面。

2、具有折叠、弯曲、相交、重复、

交错、渐变、近似等变化形成。

3、有不同的形状，可以给人不同的

感受。

立体构成-面构成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施罗德住宅 / 里特维尔德
垂直、水平交织的面，使建筑趋于平和与稳定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德国馆  密斯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波兰北部   二次世界大战博物
馆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墨西哥霍奇米洛克餐厅 FeliX

      极为纤薄的屋面由四个交错的马鞍面的构成，形成极具戏剧
性的就餐空间。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几何面构成——规范的几何给人强烈的次序感，几何形态大小数理化规则的变化给人强烈的节奏感。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规则曲面是运动的线按照一定的控制条件运动的轨迹，

规则的曲面有圆柱、椭圆、球体、圆锥等几何图形。 

风之塔 / 伊东丰雄
通过轴线转动，使建筑形成一个规整的圆柱曲面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非几何面构成——不规则的，由自由曲线和直线结合构成自由形态，或者说是由自由曲线与各种变形

的正方形、三角形、圆形相组合形成的自由形态。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面的构成方法：层面的排列、面的折叠、面的插接、面的集聚

指若干直面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各种有序的连续排列。如放射形式、渐变形式、旋转形式。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面的构成方法：层面的排列、面的折叠、面的插接、 面的集聚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面的构成方法：层面的排列、面的折叠、面的插接、面的集聚

面通过裁剪出缝隙，

进行穿插并连接，

形成丰富的立体形

态。

免得插接式通过对

面的相互钳制来实

现连接。

材料要求有一定的

厚度，保证其机构

的牢固性。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集聚是以面为基本形，向外做延伸的组合用于组合的面可以是形状相似或形状相异，也可以相互联系或相互

独立。

面的构成方法：层面的排列、面的折叠、面的插接、面的集聚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体在立体构成中，具有厚度。

当面的厚度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成了块或体的感觉。

块由于空间封闭，形态内部充实、占有一定的空间和体积。

几何体块：
立方体——大气稳重、
三棱锥——稳定、
倒三棱锥——不稳定、动感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

立体构成-体（块）构成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几何曲面体块——明快、典雅、庄重的视觉效果。

日本广岛丝带教堂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几何球体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自由曲面体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体或块材的构成方法：消减法、添加法、组合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重复立体构成的法则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优——绝对的统一
劣——单调乏味

在运用重复构成时，可以运用对称、均衡等美学法则增加重复构成的变化。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渐变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放射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近似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变异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课堂作业：面、体的立体构成练习
内容：

1、面、体每种构成练习各一份作品，共2份。

2、材料不限

3、尺寸限制1个维度20cm

要求每个作品至少四个不同角度拍摄照片（至少共8张照片），上传网盘。

Word版：

1、一草阶段照片（至少四个角度）、设计说明（理念、要素、构成方法、构成法

则）、设计分析（作品的优缺点，存在问题，如何解决）；

2、正模呈现照片（至少四个角度）、设计说明、较一草改进的地方。

时间：下周二上课之前提交网盘。      



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课堂作业：面、体的立体构成练习

内容：

1、面、体每种构成练习各一份作品，共2份。

2、材料不限

3、尺寸限制1个维度20cm

要求每个作品至少四个不同角度拍摄照片（至少共8张照片），设计说明（word版）上传网盘，

时间：本周日之前。

周六上课任务：

1、面、体的构成分享（约两节课的时间）

(要求上课之前把两个立构的作品完成）

2、理论讲课：空间的属性（准备好笔记本、笔）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空 间 构 成

建    筑   中    的第
四
章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时间安排 第  9  周 第 15 - 1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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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1）理解 什么是空间，空间的意义

空间的属性

空间的限定方式

空间的组合方式

本单元课程内容及目标

理论知识

（3）应用空间构成的相关理论知识（空间属性、空
间限定方式、组合方式）进行空间形态的创造。

实践应用

重点

难点

（2）理解并掌握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4.1空间何为？

4.2空间的基本属性

     空间形状、比例、尺度、封闭与开放

4.3、空间的限定

  (1)中心限定

  (2)分隔限定：水平要素限定、垂直要素限定

4.4、空间的组织

  (1)并列空间

  (2)集中式组合

  (3)组团式组合

  (3)空间结构的组合方式

4.5、课题任务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前课回顾——点、线、面、体的立体构成

1、什么是构成？

2、立体构成中点的构成要素特点与作用有哪些？

3、立体构成中线的构成要素特点有哪些？

4、立体构成中面的构成方法有哪些？

5、立体构成中体块的构成方法有哪些？

思考
时间：1分钟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前课回顾——点、线、面、体的立体构成

1、什么是构成？

构成就是把各种形态和材料进行分解，作为素材，重新赋予秩序和组织，它的

核心是要素重新组合。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前课回顾——点、线、面、体的立体构成

2、立体构成中点的构成要素特点与作用有哪些？

点的构成特点：1、相对环境中体积比较小；2、长宽高有近似；3、形态不限。

点构成的作用:

1、点能形成视觉上的焦点，引人注目；

2、点具有聚集性，能制作各种形态，产生震撼的效果。

3、当点的大小或是排列有疏密变化的时候，能产生动

感、。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3、立体构成中线的构成要素特点有哪些？

线在视觉上具有方向、运动、速度和生长的特点。

线和点一样有千变万化的形态，由于其自身粗细、长短、疏密、曲折等的

不同，给人以不同的心理感受，因此它们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

前课回顾——点、线、面、体的立体构成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前课回顾——点、线、面、体的立体构成

4、立体构成中线的构成方法有哪些？

面的构成方法：

层面的排列
面的折叠
面的插接
面的集聚



课程内容形态构成与设计：立体构成的造型方法

体或块材的构成方法：消减法、添加法、组合法

前课回顾——点、线、面、体的立体构成

5、立体构成中体块的构成方法有哪些？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什么是空间？空间的意义是什么？

4.1、空间何为？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什么是空间？空间的意义是什么？

（1）承载人类活动的母体 案例：宅院
           剧场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日常活动空间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非日常活动空间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空间实用性的背后是否还有其他的含义？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2）人类生存再造的产物

什么是空间？空间的意义是什么？

案例：房屋废墟
           金字塔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废墟：实用转化为审美——纪念物：超越实用

审美\意义——意识架构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3）实用与审美

什么是空间？空间的意义是什么？

森佩尔

施马尔松

森佩尔：

目的（动机）

物质——要素——空间

墙体——围合——空间——供人活动或使用

                                                            ——（德）森佩尔
                                                                              建筑四要素  1850s

“围合”（enclosure）

“空间”（space）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3）实用与审美

什么是空间？空间的意义是什么？

森佩尔

施马尔松

施马尔松：

审美

空间：建筑创造的核心
                                            ——奥古斯都.施马尔松

物质与美学想象

部分——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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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用与审美

什么是空间？空间的意义是什么？

森佩尔

施马尔松

施马尔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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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再造人类生存活动

什么是空间？空间的意义是什么？

承载人类活动的母体（实用——物质载体）：院宅  剧场  （居住建筑、公共建筑）

人类活动创造的产物（审美——意识架构）：废墟  纪念物

                                         重构——设计——生成

                                            
                                                生活的延续

                                               
                                                意识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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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电影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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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人类活动的母体（实用——物质载体） 人类活动创造的产物（审美——意识架构）

空间何为

空间构成、设计与创造

                                         重构—设计—生成
                                            
                                                生活的延续
                                               
                                                意识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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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间的形状

2、空间的比例

3、空间的尺度

4、空间的封闭与开放

4.2、空间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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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间的形状

•长方体空间有明显的方向性，水平长方体有舒展感，垂直长方体有上升感。

•三角锥形空间有强烈上升感。

•圆柱形空间向心性团聚感。

4.2、空间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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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六面体空间各向均衡，具庄重严谨的静态；

•球形空间有内聚性，有强烈封闭压缩感

•环形空间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和流动感；

•拱形剖面空间有沿轴线集聚的内向性。

1、空间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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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2、空间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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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3.空间的尺度

•是衡量建
筑空间及
其构成要
素大小的
某种主观
标准，它
涉及空间
形象给人
的视觉感
受是否符
合其实际
尺寸的问
题。

            a.引力感强                      b.有引力感                 c.引力感弱

            a.压抑                           b.正常                                                                         c.不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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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属性主要与主要与洞口的尺寸、数量、形式及所处的位置有关。
洞口对空间封闭和开放感

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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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对空间封闭和开放感
的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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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空间的限定

（一）中心限定

（二）分隔限定

1．水平要素限定空间

（1）覆盖空间；（2）肌理变化；（3）凸（抬起）；（4）凹（凹陷）；（5）架起

2．垂直要素限定空间

（1）设立；（2）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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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限定

凝聚、收拢

中心限定是明确空间关系的始点

和终点，往往是设定一个核心体

态，围绕它展开其他相应的构成，

就像园林中的亭子，既是全园的

景点也是制高点。中心限定一般

给人雄伟、挺拔的视觉效果，同

时也有凝聚、收拢之势。

迪拜的哈利法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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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限定

凝聚、收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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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隔限定

1．水平要素限定空间
（1）覆盖空间

覆盖是具体而使用的限定形式，上

方支起一个顶盖，在顶与地面之间

限定出一个空间，使下部空间具有

明显的使用价值。覆盖对空间的限

定并不明确，只是一种抽象的、心

理上的界定。

充气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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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隔限定

1．水平要素限定空间
（2）肌理变化

肌理变化是通过底面不同色彩、肌理

的材料变化来限定空间，这种限定手

法，靠人的理性来完成，空间限定度

极弱，因此这种限定几乎没有使用的

界定功能，仅起到抽象限定的提示作

用。

西班牙格兰纳达ERAS DE CRISTO公共空间 。通过不同植
被，地面铺设等不同肌理来限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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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隔限定

1．水平要素限定空间
（3）凸（抬起）

凸（抬起）将部分底面凸处于周围空

间，会沿着水平面的的边界生成若干

垂直界面，限定范围明确、肯定，凸

出的空间给人一种心理上的庄重感。

随着凸起的次数增多，重复形成台阶

形状，这在我国宫殿、祭祀建筑中很

常见，如北京太和殿、祈年殿，以此

突出皇权的神圣和威严。

北京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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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抬高的空间与周围环

境之间，空间与视线上

的连续程度取决于高程

变化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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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隔限定

1．水平要素限定空间
（4）凹（凹陷）

凹（凹陷）与凸起形式相反，

性质和作用相似，利用下沉

部分的垂直表面来限定一个

空间，凹进去的空间含蓄安

定。

美国沃斯堡流水公园 / 飞利浦·约翰逊   
层层台阶呈螺旋式凹下，形成不同高度的叠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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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隔限定

1．水平要素限定空间
（4）凹（凹陷）

凹（凹陷）与凸起形式相反，

性质和作用相似，利用下沉

部分的垂直表面来限定一个

空间，凹进去的空间含蓄安

定。

韩国首尔纪念公园 ，建筑地基深入地下，由斜坡造型的道路缓缓而下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二）分隔限定

1．水平要素限定空间
（5）架起

架起是把被限定的空间凸

起与周围空间，所不同的

是架起的空间下部包含有

从属空间，架起和覆盖的

区别在于架起的顶部空间

也有使用价值，如城市中

的高架桥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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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隔限定

2．垂直要素限定空间
（1）设立

设立是指物体设置在空间中，

指明空间中的某一场所，从

而限定其周围的局部空间，

是空间限定最简单的形式。

设立可以分为点设立和线设

立，草原上的蒙古包，园林

中的小亭子是点设立，广场

上有一定高度的纪念碑是线

设立。

草原上的蒙古包是点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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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隔限定

2．垂直要素限定空间
（2）围合

围合是空间限定最典型的形

式，它形成空间的内外之分。

建筑中用来限定空间的墙面，

使用的就是围合的手法。高

度不同、数量不同的面，围

合的效果也不一样。

永定红土楼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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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的组合方式

1．单体的组合；2．群化的组合。

组团式组合

集中式组合

并列空间

4.4、空间的组织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一）并列空间

功能有差异，但无主次变化

并列空间的形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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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式组合

稳定的向心式构成

由若干次要空间围绕占主

导地位的空间形态，形成

一种稳定的向心式构成。

中心空间作为视线的主体，

要求其是一个体量大而规

则的几何形，如此才能将

次要

空间集中在其周围。次要

空间的形式和尺度可以相

同，也可以不同。
迪拜水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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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团式组合

       组团式组合通过紧密的连接使各

个空间之间相互联系，这种组合方式

没有明显的主从关系。

       它可以灵活变化，随时增加或减

少空间的数量。在组团式组合中，可

以采用对称或轴线的手法统一组团构

成的各个单元形，突出某一空间或空

间群的重要性，这种构成手法在住宅

建筑中常被运用。

组团式组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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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音乐节临时建筑 
数个大小不等的椭圆形帐篷组团在一起，
使建筑充满了欢乐感

（三）组团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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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的奥尔胡斯住宅

单个简单的形体，自由随意的组合， 给人视觉

的张力感

（三）组团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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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Habitat 67号住宅 萨夫迪

单个的方盒子前后错落，相互咬合地组合在一起，

改变了原有住宅形态的单一性

（三）组团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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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的组合方式

1．单体的组合
（1）接触

以实体分隔：限制两相邻空间的视觉

连续和实体连续，各空间独立性强，

分隔面上开洞大小影响空间之间的联

系程度。

葡萄牙弗莱雷某中学



形态构成与设计：建筑中的空间构成

设置分隔面：在单一空间里设置独

立的分隔面，使空间隔而不断，分

隔面的大小影响两空间的联系程度。

挪威Vennesla新图书馆   由曲折的书架形
成若干面，划分出室内的空间

（四）结构的组合方式

1．单体的组合
（1）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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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柱分隔：线状柱列分

隔空间，具有高度的视

觉和空间连续性，空间

的通透程度和柱子的数

量、粗细等有关，如伊

东丰雄多摩美术大学图

书馆。

（四）结构的组合方式

1．单体的组合
（1）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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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的组合方式

1．单体的组合
（2）连接

四种不同形式连接：

a.过渡空间在形式、尺寸上和它所联系的空间完全

相同，二者构成重复的线式空间系列。

b.过渡空间在形式、尺寸上和它所联系的空间不同，

强调自身的联系作用。

c.过渡空间在形式上相同，但尺寸较大，将所联系

的空间组织在周围，自身形成整体的空间。

d.过渡空间在形式与方位上完全取决于其所联系的

空间，形式灵活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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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的组合方式

1．单体的组合
（3）包容

大空间包含小空间，两个空间容易

产生视觉和空间的连续性，被包容

的小空间尺寸、形状、方位的变化

会形成不同的空间包容感。两空间

大小应有明显的差别，才会有包容

的感觉。若包容的空间尺寸过大，

则会破坏包容感。被包容的空间和

包容的空间形式相同、方位不同，

附属于空间，充满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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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的组合方式

2．群化的组合
（1）中心组合

中心组合是指若干空间围绕

一个大的、占主导地位的中

心空间，主导空间一般尺寸

较大、形式规则，统领其他

的次要空间，也可以通过其

特殊形态的突出其主导地位。

组合中，次要空间的功能、

形式、尺寸可以相似，也可

以为了适应个别功能而寻求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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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的组合方式

2．群化的组合
（2）串行组合

串行组合指若干单元空间按

照一定方向相连接，构成空

间序列，有明显的方向性，

灵活性较强，单元空间可以

相同，也可以在大小、形状

等方面有所差异。

陶瓷云 / 隈研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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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的组合方式

2．群化的组合
（3）网格组合网格组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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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组合指两组平行线相交

形成网格，两组平行线一般

是垂直的，当网格由二维转

向三维时，可以形成一系列

重复的、模数化的单元空间，

常见的网格形式有方形、三

角形或六角形网格。

蒙特利尔世博会美国馆 / 富勒

（四）结构的组合方式

2．群化的组合
（3）网格组合



《形态构成与设计》课程综合训练（结课作业）要求：

1、可以自拟命题，也可以任选下面诗句其一为题，创作一座立体构成作品（也可自己选择任意感兴趣的诗词作为设计主题） ：

❶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❷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❸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❹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❺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❻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

❼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作品要求能够抽象地表达出中国传统空间意境或者自己设定的意境；

每个作品不能用具象形态（仿古亭、廊，仿古桥等元素）来表达意境，可以将传统具象形态运用点线面体、空间的构成形式进行抽象转化后使用。

3、如果选择诗句的表达，希望作品在表达主题诗句时，要具有多义性，抽象性，联想性；

4、作品规格与材质：

要求以A3大小的硬纸板为底托，将作品放置其上，高度高于200mm，原则模型侧向不延伸挑出A3硬纸板范围。作品选材可以使用泡沫、木材（木板、木棒）、卡纸等不限。

5、作业成果形式：

（1）实体模型一个，拍摄至少五个视角的照片（照片要求背景干净整洁）

（2）PPT汇报文本

（3）设计说明（word版）



6、设计过程

选题或自命题——构思——草图\草模（至少三轮）——方案确定——正模制作并拍摄——编辑文本——汇报答辩（PPT形式）——提交作业（电子照片+答辩PPT+ word设计说明）

14周周三 14周周三-周六-15周周二 15周周二 15周周三

14周三上午课需完成进展：

需完成以下内容：

1、选题；

2、对选题的理解（选题所描述的环境和意境、分析选题空间环境中的内容）；

3、思考如何选择立体构成的点、线、面、体、空间等要素将具象的内容进行抽象，如何进行巧妙的组合；

提示：可以多一些联想。重点表达选题的意境。



6、设计过程

选题或自命题——构思——草图\草模（至少三轮）——方案确定——正模制作并拍摄——编辑文本——汇报答辩（PPT形式）——提交作业（电子照片+答辩PPT+ word设计说明）

14周周三 14周周三-周六-15周周二 15周周二 15周周三

14周六上午课程任务与安排：

1-第一节课大家继续完成一草的推敲和制作；

2-9：20案例展示；

3-进展汇报（一草要完成）



15周周三最终PPT汇报内容建议如下（时间10分钟）：

1、选题

2、对选题的分析与理解

      草图+文字

3、用形态学的语言进行转译

      草图\草模的推敲过程（思考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文字

4、形态与空间的组合与构成

      草图\草模的推敲过程（思考的问题与解决方法）+文字

5、最终作品呈现

      正模+文字介绍

6、设计过程

选题或自命题——构思——草图\草模（至少三轮）——方案确定——正模制作并拍摄——编辑文本——汇报答辩（PPT形式）——提交作业（电子照片+答辩PPT+ word设计说明）

14周周三 14周周三-周六-15周周二 15周周二 15周周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