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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飞速发展,室内设计行业已成为我国具有潜力的

朝阳产业之一。 由于市场对室内设计从业人员的需求量不断增大,我国越来越多的高

职院校设立了室内设计以及与室内设计相关的专业。 但是,高职高专学校在室内设计

类人才的培养方式上普遍延续了本科教育的特点,偏离了培养“实用型、复合型”人才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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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能力递进”思路划分专业知识模块,整理组织专业知识点;

②以“案例教学”为切入点,引入实际案例,解析理论知识;

③实训内容强调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对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等

方面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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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目标：

●了解室内空间的概念和分类。
●理解室内设计的概念。
●掌握室内设计常见风格和室内设计空间划分的方法。

能力目标：

●能够清晰理解室内空间的概念和分类,以及室内设计的含义。
●能培养学生将风格的特点合理地运用到室内空间设计中。
●能合理利用室内设计空间划分方法,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开章语：

本章节内容主要介绍室内设计相关理论基础,使学生能在理论方面有一些认

识,培养一定的设计思维,为之后的学习提供基础的理论支撑。



第一节　相关概念

一、室内空间的概念

室内空间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相对于自然空间而言的,是人类有序生活所需要的物质

产品。 人对空间的需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满足生活上的需求到满足心理上的精神生

活需求的发展过程。 但是,无论是物质或精神生活的需要,都受到当时生产力、科学技术水

平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 人们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提出不同的要求,空间随着时间的

变化而相应发生改变,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动态过程。 因此,室内空间的内涵、概
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补充、创新和完善。 相对来说,室内空间对人的视角、视
距、方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 由空间采光、照明、色彩、装修、家具、陈设等多种因素组合

造成的室内空间,在人的心理上产生了比室外空间更强的承受力和感受力,从而影响人的生

理和精神状态。

二、室内空间的类型

室内空间的类型可以根据空间的不同构成及所具有的性质和特点来进行区分,以利于

在设计组织空间时选择和利用。

1. 开敞与封闭空间

开敞空间和封闭空间是相对而言的,开敞的程度取决于有无侧界面、侧界面的围合程度

以及开洞的大小等。 开敞空间和封闭空间也有程度上的区别,如介于两者之间的半开敞和

半封闭空间。 这种区别主要取决于房间的使用性质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以及视觉上和心理

上的需要,如图 1-1 所示。
开敞空间是外向型的,限定性和私密性较小,强调与空间环境的交流、渗透,讲究对

景、借景、与大自然或周围空间的融合。 它可提供更多的室内外景观和扩大视野。 在使

用时开敞空间灵活性较大,便于经常改变室内布置。 在心理效果上,开敞空间常表现为

开朗、活跃。
封闭空间是用限定性较高的围护实体包围起来的,在视觉、听觉等方面具有很强的隔离

性;在心理效果上,具有领域感、安全感和私密性。

2. 动态和静态空间

动态空间或称为流动空间,具有空间的开敞性和视觉的导向性,界面组织具有连续性和

节奏性,空间构成形式富有变化和多样性,使视线从一点转向另一点,引导人们从“动”的角

度观察周围事物,将人们带到一个由空间和时间相结合的“第四空间”。 开敞空间连续贯通

之处,正是引导视觉流通之时,空间的运动感即在于塑造空间形象的运动性上,更在于组织

空间的节律性上,如图 1-2 所示。

2

室内设计实训



图 1-1　开敞空间

图 1-2　动态空间

静态空间一般来说形式相对稳定,常采用对称式和垂直水平界面处理。 空间比较封闭,
构成比较单一,视觉多被引导在一个方位或一个点上,空间较为清晰明确。

3. 虚拟与虚幻空间

虚拟空间是指在已界定的空间内通过界面的局部变化而再次限定的空间。 由于缺乏较

强的限定度,而是依靠视觉感受来划分空间,所以也称为“心理空间”。 如局部升高或下凹的

地平面和天棚,或以不同材质、色彩的平面变化来限定空间,如图 1-3 所示。
虚幻空间是利用不同角度的镜面玻璃的折射及室内镜面反映的虚像,把人们的视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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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通过色彩变化界定空间

向由镜面所形成的虚幻空间。 在虚幻空间内可产生空间扩大的视觉效果,常采用的手段是

利用镜面折射将原来平面的物件造成立体空间的幻觉效果,紧靠镜面的物体,还可把不完整

的物件造成完整物件的假象。 在室内特别狭窄的空间,常利用镜面来扩大空间感,并利用镜

面的幻觉装饰来丰富室内景观。

4. 下凹与外凸空间

下凹空间是指在室内某一墙面或角落凹入的空间。 它是在室内局部退进的一种室内空

间形式,在住宅建筑中运用比较普遍。 由于凹入空间通常只有一面开敞,因此受到干扰较

少,形成安静的一角。 有时可将天棚降低,使其具有清静、安全、亲密感的特点。 根据凹进的

深浅和面积的大小不同,可以作多种用途的布置,如在住宅中利用凹入空间布置床位,创造

出最理想的私密空间;在饭店等公共空间中,利用凹室可避免人流穿越的干扰,获得良好的

休息空间;在餐厅、咖啡室等处可利用凹室布置雅座;在长内廊式的建筑,如办公楼、宿舍等

可适当间隔布置凹室,作为休息等候场所,以避免空间的单调感。
凹凸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外凸空间对内部空间而言是凹室,对外部空间而言是凸室。

大部分的外凸空间希望将建筑更好地伸向自然、水面,达到三面临空,使室内外空间融为一

体;或通过锯齿状的外凸空间,改变建筑朝向方位等。 外凸空间在西洋古典建筑中运用得较

为普遍,如建筑中的挑阳台、阳光室等都属于这一类。

5. 地台与下沉空间

室内地面局部抬高,抬高地面的边缘划分出的空间称为地台空间。 由于地面升高形成

一个台座,在和周围空间相比时十分醒目突出,在同一个空间里很容易受到关注,具有展示

性和吸引人们目光的特点,而在地台上的人们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视线也比较开

阔。 地台常常用于展示和表演,如将家具、汽车等产品放在地台上进行展出,会让展品显得

更加引人注目。 现代住宅的卧室或起居室也可利用地面局部升高的地台布置床位,从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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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简洁而富有变化的室内空间形态。
下沉空间是将室内地面局部下沉,在统一的室内空间产生出一个界限明确、富于变化的

独立空间。 由于下沉地面标高比周围要低,因此具有一种隐蔽感、保护感和宁静感(图1-4),
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私密性的空间区域。 同时随着视线的降低,空间感觉增大,对室内景观会

产生不同凡响的变化,适用于多种性质的空间。 根据具体条件和要求,可设计不同的下降高

度,也可设计围栏保护,一般情况下,下降高度不宜过大,以避免产生进入底层空间或地下室

的感觉。

图 1-4　下凹空间具有一定私密性

6. 共享空间

共享空间是一个具有运用多种空间处理手法的综合体系,它在空间处理上,大中有小、
小中有大,外中有内、内中有外,相互穿插,融会了各种空间形态,变则动、不变则静,单一的

空间类型往往是静止的感觉,多样变化的空间形态就会形成动感。

7. 母子空间

母子空间是对空间的二次限定,是在原空间中用实体性或象征性的手法再限定出小空

间,将封闭与开敞相结合,这在许多地方被广泛采用。 通过将大空间划分成不同的小区域,
增强了亲切感和私密感,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

8. 交错穿插空间

利用两个相互穿插、叠合的空间所形成的空间,称为交错空间或穿插空间。 现代室内空

间设计早已不满足于封闭的六面体和精致的空间形态,在创作中也常将室外空间的城市立

交模式引入室内,在分散和组织人流上颇为相宜。 在交错穿插空间,人们上下活动交错穿

流,俯仰相望,静中有动,不但丰富了室内景观,还给室内空间增添了生气和活跃气氛。

9. 灰空间

灰空间又称为模糊空间,它的界面模棱两可,具有多种功能的含义,空间充满复杂性和

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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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室内设计的含义

室内设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

学原理,创造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 这一空间环

境既具有使用价值,满足相应的功能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历史文脉、建筑风格、环境气氛等精

神因素。
在设计构思时,需要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即各类装饰材料和设施设备等,这是容易理解

的;还需要遵循建筑美学原理,这是因为室内设计的艺术性,除了有与绘画、雕塑等艺术共同

的美学法则之外,作为“建筑美学”,更需要综合考虑使用功能、结构施工、材料设备、造价标

准等多种因素。 建筑美学总是和实用、技术、经济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它有别于绘画、
雕塑等纯艺术的差异所在。

现代室内设计既有很高的艺术性要求,其涉及的设计内容又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并且与

一些新兴学科,如人体工程学、环境心理学、环境物理学等关系极为密切。 现代室内设计已

经在环境设计中发展成为独立的新兴学科。

第二节　室内设计风格

室内设计风格从建筑风格衍生而来,且因社会的进步发生了极大变化。 根据设计师和

业主审美、爱好的不同,室内设计风格又有各种不同的幻化体。 这里简要介绍目前市场上较

流行的几种风格。

一、田园风格

田园风格倡导“回归自然”,室内多用木料、织物、石材等天然材料,显示材料的纹理,清
新淡雅。 田园风格重视生活的自然舒适性,在室内环境中力求表现悠闲、舒畅、自然的生活

情趣,常运用天然木、石、藤、竹等材质质朴的纹理。 田园风格巧于设置室内绿化,创造自然、
简朴、高雅的氛围。 因所处环境的不同,目前市场上出现的田园风格也以多种形式出现,下
面进行简单的介绍。

1. 北欧田园风格

北欧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的缘故,不喜欢在窗户上加窗帘,以使室内尽量明亮;而且喜

欢用大地的颜色粉刷室内,地板通常都是本色,整体色彩上显得很接近自然,不加修饰。

2. 西班牙田园风格

西班牙乡村传统的房子很少有独立的餐厅,用餐都在主人房的小桌子上;家具非常简

单,常用坐卧两用的长椅代替沙发,椅子由未上油漆的松木或杉木制成,尽可能地体现出木

材的本色,并喜欢用几何图案和色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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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意大利田园风格

意大利田园风格的设计是室内喜欢用土黄、陶土色(与大地颜色有关),家具简单,室内

整体线条简洁清晰,但墙面粗犷,在一些细部喜欢用色彩装饰。

4. 英式田园风格

英式田园风格主要体现古老和优雅。 以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同款式的旧家具和物品

为主,绿色植物在室内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图 1-5 所示。

图 1-5　英式田园风格

5. 法式田园风格

古旧的家具加上传统图案的普罗旺斯印花棉布,配上手工烧绘的陶制器皿。 室内一般

色彩绚丽,很少有白墙。 常以橙、黄、亮橘、赫红、蓝色作为室内色彩。 配上薰衣草的紫色,即
有着法式的特有风格。

6. 美式田园风格

美式田园风格强调舒适感,摇椅、野花盆栽、小麦草、铁艺制品等都是美式乡村中常用的

东西。 床是木制的,颜色多是棕红、黑胡桃、花梨木色。 布艺是非常重要的运用元素,本色的

棉麻是主流,常用浅色碎花图案的布艺配上藤椅。 室内的总体色调明亮,色彩淡雅,给人以

温馨的感觉,如图 1-6 所示。
综合看来,欧洲乡村风格大多古朴,色彩以自然色为主。 美式田园风格更强调舒适感和

温馨感。

二、现代风格

现代风格起源于 1919 年成立的包豪斯学派,强调突破旧传统,重视功能和空间组织,讲
究材料自身的质地和色彩的配置效果。 总体来说,整体线条简练,家具造型简洁,反对多余

装饰,提倡简约实用。 色彩经常以棕色系列(浅茶色、棕色、象牙色)或灰色系列(白色、灰
色、黑色)等中间色为基调色;材料一般使用玻璃、皮革、金属、树脂等;用直线表现现代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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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美,如图 1-7 所示。 国外现代风格以简洁明快为主要特点,重视室内空间的使用功能,强
调室内布置按功能区划分,家具布置与空间密切配合,色彩和造型追随流行时尚;国内现代

风格在保持传统风格的同时,融入现代与时尚,但仍能感受到古朴自然的气息,一般在室内

环境中整体线条很简约,但常用一些中式元素来装饰,作为点睛之笔。

图 1-6　美式田园风格

图 1-7　现代简约风格

三、古典风格

古典风格主要分为中式古典风格和欧式古典风格。
中式古典风格主要以明、清时期为主。 其主要体现在传统家具上,明清家具在色彩上没

有太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造型上。 明式家具简约,清式家具复杂,造型通常有很多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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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颜色常以深棕、棕红、褐、黑为主。 而饰品搭配方面常用红、绿、黄等丝制布艺织物,尤其

是红、黄两色最具有中国特色。 青花瓶、茶具一类的小饰物配合整体氛围,色彩庄重而成熟,
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如图 1-8 所示。

图 1-8　中式古典风格

欧式古典风格追求华丽、高雅,具有很强的文化感受和历史内涵。 室内色彩鲜艳,而且

大多带有图案,如图 1-9 所示。

图 1-9　欧式古典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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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可可是欧式古典风格中比较典型的一种风格。 金色在洛可可风格中是不可或缺的颜

色,其还比较喜欢用蓝色、粉色、黄色、象牙色和白色以及纹样漂亮且具有光泽的暖色硬木。
干净的白色家具,曲线的造型饰以金色的镶边,以体现流畅的线条和唯美的造型。

在早期的殖民地风格住宅中,装饰色彩体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譬如使用普鲁士蓝、朱
红和铜绿,产生一系列强烈、饱和的蓝色、绿色色调,有时还用镀金加强其效果。

而维多利亚风格的奢华只体现在其造型上,继承了洛可可和文艺复兴风格。 但在色彩

上常用暗红、明黄、橄榄绿、淡紫进行搭配,大胆而强烈。 中国、日本的瓷器、图画,铸铁饰品

被用作室内装饰品。 在当时,中西合璧搭配并不多见,也算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风格。
综合来讲,欧洲古典风格色彩上以红蓝、红绿及粉蓝、粉绿、粉黄,饰以金银饰线。 一般

欧式古典风格,最常运用金色和银色来呈现居室的气派与复古韵味。 西洋古典风格比较注

重背景色调,由墙纸、地毯、帘幔等装饰织物组成的背景色调,对控制室内整体效果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

四、新古典风格

新古典风格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它源于古典,但不是仿古,更不是复古,而是追求

神似。 新古典设计讲求风格,用简化的手法、现代的材料和加工技术去追求传统样式的大致

轮廓特点,注重装饰效果,用室内陈设品来增强历史文脉特色。 家具的颜色和古典风格的家

具很接近,只是造型有所简化。

五、东南亚风格

东南亚风格的家具大多就地取材,比如印度尼西亚的藤、马来西亚河道里的水草(风信

子、海藻)以及泰国的木皮等纯天然的材质。 色泽以原藤、原木的色调为主,大多为褐色等深

色系。 布艺多用橘红、艳黄、青紫、翠绿,都是体现东南亚风格的主要色彩。 其中,墙面以芥

末黄色或橙色居多;红色、藕紫色、墨绿色等华彩的基调常配以藤质家具中沉稳的藤色或黑

胡桃木色。 卧室中常用芭蕉或睡莲装扮,带有典型的东南亚特点,如图 1-10 所示。

图 1-10　东南亚风格

01

室内设计实训



六、混合型风格（中西结合式风格）

混合型风格在空间结构上既讲求现代实用,又吸取传统的特征,在装饰与陈设中融中西

为一体。 如传统的屏风、茶几,现代风格的墙画及门窗装修,新型的沙发,使人感受到不拘

一格。

七、日式风格

日式风格又称为和式风格。 日本的设计艺术自古便崇尚自然、朴实的风气,注重物体的

简素之美。 传统的和式家具的制式明显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现代的和式家具制式

则是受西方国家的影响。 然而,日本人本质上还是很喜欢木质家具,而且尽量保持木材的原

本之色。 日式风格追求一种悠闲、随意的生活意境。 空间造型极为简洁,在设计上采用清晰

的线条,而且在空间划分中摒弃曲线,具有较强的几何感。 室内装饰主要是日本式的字画、
浮世绘、茶具、纸扇、武士刀、玩偶及面具,更甚者直接用和服来点缀室内,色彩浓烈单纯,室
内气氛清雅纯朴。 主要色彩为原木色、白色为主的空间,搭配浅色的家具,加上少量深、亮颜

色,如黑、褐、红等避免空间沉寂,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日式风格

八、地中海风格

地中海周边国家众多,民风各异,通常“地中海风格”的家居空间会采用以下几种设计元

素:白灰泥墙、连续的拱廊与拱门、陶砖、海蓝色的屋瓦和门窗。
地中海风格在色彩应用上别具一格,有代表性的色彩搭配包括下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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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蓝与白

蓝与白是比较典型的地中海颜色搭配。 西班牙、摩洛哥海岸延伸到地中海的东岸希腊。
希腊的白色村庄与沙滩和碧海、蓝天连成一片,甚至门框、窗户、椅面都是蓝与白的配色,加
上混着贝壳、细沙的墙面,小鹅卵石地面,拼贴马赛克、金银铁的金属器皿,将蓝与白不同程

度的对比与组合发挥到了极致,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地中海风格

2. 黄、蓝紫和绿

南意大利的向日葵、法国南部薰衣草花田,金黄与蓝紫的花卉与绿叶相映,形成一种别

有情调的色彩组合,十分具有自然的美感。

3. 土黄及红褐

土黄及红褐是北非特有的沙漠、岩石、泥、沙等天然景观颜色,再辅以北非土生植物的深

红、靛蓝,加上黄铜,带来一种大地般的浩瀚感觉。

第三节　室内设计空间划分方法

室内空间设计就是运用艺术和技术的手段,依据人们生理和心理要求将室内空间环境,
按照功能要求做种种分隔处理。 随着应用物质的多样化,立体的、平面的、相互穿插的、上下

交叉的,加上采光、照明的光影,明暗、虚实、陈设的简繁及空间曲折、大小、高低和艺术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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