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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脑科
学证明，早期经验影响大脑结构，学前教育能为人的终身发展打下基
础。 幼师素质结构的搭建和能力的培养对推动学前教育的优化和良
好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美术学科是学前教育专业极为重要的主干
课程，是美育的基础性学科。

为适应新时期幼师教育的发展， 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学前教育
专业美术基础教程。考虑到美术学涉猎范围广泛，把握好学前教育的
规律和特点就成为了本套书编写的着重点。 本书集综合性与专业性
为一体，强调基础教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理论陈述简明扼要，技能
传授通俗易懂。

本套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造型与表现，以介绍各类基础绘
画为主，包括有素描、色彩、中国画、卡通画等，着眼于学生基础性绘
画训练。编者精选、配置了大量名家作品和学生习作供赏析、借鉴；第
二部分为设计与工艺，着重于美术应用与工艺制作技巧的学习，主要
有平面构成、色彩构成、基础图案、字体设计与版面设计、插图艺术、
版画制作等。编者通过自身创意设计图样及精挑细选的设计范例，为
美术的教与学提供了大量参考范本；第三部分为综合与鉴赏，内容包
括美术鉴赏、儿童装饰画创编与设计、电脑美术、幼儿园环境布置等，
内容新颖，深入浅出，指导性和观赏性强。

本套书各章节内容由易到难，语言简明，重点突出，并附有大量
的插图，便于教师和学生使用。本套教材将学前美术教学有关的知识
与技能整合为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内容体系， 是一套融合了
美术知识和技巧的实用性教程，非常适合现代幼儿教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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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平面构成

平面构成的相关基础知识第一课

1

一、什么是平面构成

平面构成是现代造型艺术的基础理论之一， 它主要阐述在二维平面设计中涉及的设计形
式、规律与法则，平面构成将感性的设计因素与理性的设计思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所有参与
设计行业的设计师必须掌握的一门基础学科。

二、平面构成的确立与发展

平面构成的认识源于自然科学和哲学认识论的发展。20世纪建立在最新发展的量子力学基
础之上的微观认识论，使得人们更为关注事物内部的结构，这种由宏观认识到微观认识的深化
过程，也影响了造型艺术规律的发展。构成观念可以说早在西方绘画中就有影子。如立体主义绘
画、俄国的构成主义、荷兰的新造型主义，他们都主张放弃传统的写实方式，以抽象的形式表现。
到后来的德国包毫斯设计学院的不断完善发展， 形成一个完整的现代设计基础训练的教学体
系，奠定了构成设计观念在现代设计训练及应用中的地位和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平面构
成作为设计基础，已广泛应用于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平面设计、时装设计、舞台美术、视觉传达
等等领域。 （图 1-1）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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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面构成的分类

平面构成可以分为自然形态的构成和抽象形态的构成两类。
1.自然形态的构成。
自然形态的构成就是以自然本体形象为基础的构成形式。 这种构成的方法保持原有形象的

基本特征，通过对形象整体或局部的分割、组合、排列，重新构成一个新图形。 （图 1-2）
2.抽象形态的构成。
是以抽象的几何形象为基础的构成，即以点、线、面等构成元素，进行各种形态的多种组合。

（图 1-3）

四、学习平面构成的意义

1.平面构成以其特有的视觉形态和构成方式带给人们一种特殊的视觉美感，其形态的抽象
性特征和产生不同视觉引导作用的构成形式，组成严谨而富有节奏律动之感的画面，营造一种
秩序之美、理性之美、抽象之美。

2.平面构成主要研究“分”与“和”、“拆解”与“重构”、“结构”与“规律”等几个认识过程对形态
的控制与心理情绪的表达。

3.平面构成将设计引入更加科学化、系统化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造型要素及构成规律，它
通过对视觉要素的理性分析和严格的形式构成训练，培养对形态的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为实
用设计创造基础条件，学习平面构成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设计者的创造性思维和对设计作品的表
现能力。

荨图 1-2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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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第二课

一、平面构成基本要素———点

1.关于点的描述。
几何学上的点是无面积的，只代表

具体位置。 在形态学上的点有一定面
积、形态、色彩、肌理等。 点的形态概念
很宽泛，如圆形、海边的沙、天上的星
星、草原上的马。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注意到点
的真实性与点的几何学意义之间的差
别。 生活中的点也具有面的成分。 点的
大小是相对而言的，超过一定视觉比例
的点，就转化为其他形态元素。 （图 1-4）

2.点的特性。
（1）点具有很强的向心性，能形成

视觉的焦点和画面的中心。 （图 1-5）
（2）点的面积越小越具有点的特性，

面积增大，点的感觉会减弱。 所以作为
细小特征的点，应尽可能采用简洁强劲
有力的形状，以免削弱效果。 （图 1-6）

▲图 1-4

▲图 1-5

▲图 1-6

a

b

c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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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3.点与空间位置的关系。
（1）点位于几何中心：视觉张力均等，

庄重，但略显呆板。
（2）点位于视觉中心：感觉平衡、舒适。
（3）点偏左、偏右、偏上、偏下：产生移

动的趋势，但过于边置，会产生离动感。
（4）两个相同大小的点：能使视线在

两点间流动。
（5）两个不同大小的点：视线会从大

点往小点流动。
如图 1-7、图 1-8。
4.点的构成。
（1）点的连续排列形成虚线。 距离越

近，线性越强。
（2）点向四边连续排列形成虚面。 距

离越近，面性越强。
（3）点以等间距排列，会形成井然有

序的美感，加上点的大小变化，会产生丰
富的效果。

（4）点按水平、垂直方向排列，形成静
的构成。 点沿斜线、曲线、涡状线排列，形
成动的构成。

如图 1-8、图 1-9。

▲图 1-8

▲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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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平面构成

（图 1-10）：

▲图 1-10

5

点的构成
要求：掌握点的概念，注意画面的整体性、对比关系，体现节奏感、空间层次感。
尺寸：30cm×30cm 2张

习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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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二、平面构成基本要素———线

1.关于线的描述。
几何学上线是点的移动轨迹，是面相交的交界。

只有位置和长度， 而不具备宽度与厚度。 在形态学
上，线具有长短、粗细、形状、色彩、肌理等的特征。
（图 1-11）

线本身具有很强的概括性、表现性。 作为造型的
基本语言，线一直被关注。 如：中国画的种种线形变
化追求意蕴；速写、勾勒草图追求多样化，线的形式
表达个性。 （图 1-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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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的种类及特性。
线比点更具情感特性，见表 1-1：

3.线的构成。
曲直浓淡多变的线是造型艺术强有力的表现手段，是形象和画面空间具有表情和活力的构

成要素。 线的作用除了能构造外轮廓，还能对画面起到分割、连接的作用。 （图 1-13）

（1）线的集合排列形成面。
（2）通过进行线的粗细变化、长短变化、疏密变化、方向变化

的排列，可产生空间深度感、运动感及远近的效果。
（3）通过线的粗细渐变排列，或间隔距离大小渐变排列，能形成有

规律的渐变空间层次感。
（4）线的不同交叉方式或方向运动，可形成放射、旋转状的动

势图形。 （图 1-14）
（5）利用线的曲折变化，有序地排列直线、曲线，产生凹凸感；

无序的排列会造成杂乱、肌理。

▲图 1-14

7

种类

直线

粗直线

细直线

几何直线

手绘直线

垂直线

水平线

斜线

曲线

几何曲线

自由曲线

折线

情感特征

男性象征，理性、果断、明确、坚定、速度感

厚重、稳定、具有面的特性

秀气、敏锐、神经质

机械、冷漠

人情味、感性

权威、向上、高尚

开阔、平和、静止

生动、冲刺、飞跃

女性象征，柔和、丰富、优雅、感性、含蓄

规律性强、明确、清晰、易识、易制作

自由、弹性、动感、难于重复

不安定、焦虑

表 1-1

▲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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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图 1-15

（图 1-15～1-24）：

▲图 1-16

▲图 1-18

▲图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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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面构成基本要素———面

1.关于面的描述。
几何学的定义中，面是线移动后的轨迹，线的移动方向必须与线构成一定的角度。 面具有位

置、长度、宽度；面没有厚度。 扩大的点形成面，一根封闭的线造成面。 点、线的密集形成面。 面构
成的完整性与线的移动速度、频率、方向、路径都有直接的关系。 在形态学上，面具有大小、形状、
色彩、肌理等要素。 （图 1-25、图 1-26）

▲图 1-20 ▲图 1-21 ▲图 1-22

▲图 1-23 ▲图 1-24

9

线的构成
要求：掌握线的概念，注意画面的整体性、协调感，体现空间层次。 以黑白手段，

手绘完成。
尺寸：30cm×30cm 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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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的形态特征与心理特征。
（1）面的相对性。
如果面的长度、宽度与画面的整体比

例产生巨大的差异，这时的面的性质就向
线和点的性质改变。 设计者应该根据自己
的设计需要调节点、线、面的视觉特征，向
大自然学习， 让构成不再成为一种定式，
而是设计者思想的一种自然流露。 （图 1-
27）

（2）面的分类与心理特征。
从形态的描述上我们可以把面分为

几何面、自由面、实面与虚面，这些不同的
面，在视觉上所产生的心理效果各有不同
（图1-28）。 具体参见表 1-2。

面的形成 面的形成 荨图 1-25

面的形成与线的出现频率有关

面的灵活运用

荨图 1-26

▲图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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