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构成原理】 

【Principles of Visual Composition】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50325】 

课程学分：【2】 

面向专业：【数字媒体技术】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开课院系：【信息技术学院】 

使用教材： 

教材【构成设计（第 2 版）冉健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年出版】 

参考书目【点线面,康定斯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年 6 月】 

【色彩设计─色彩构成的原理与设计,吴振韩,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 

【立体构成艺术,马春萍,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年 8 月】 

课程网站网址：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8725905.html 

先修课程：【无】 

二、课程简介 

视觉构成原理是数字媒体技术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构成设计，是现代数

字视觉的基础理论，它的相关知识适用于所有视觉相关领域。本课程以训练学生思维方式为目的，

采用大脑非平衡自组织教学模式，从无序中诱导创新思维的方法进行有序化创新思维的组织。本

单元分为两个部分的内容，除了本课程中的授课与作业，另有作为课程设计的项目学习部分，即

专业实训。本单元将通过授课内容，课程作业与设计项目实践，使学生知道构成的基本含义与法

则，并尝试应用这些法则进行数字创作，体会从创意到制作的初步流程，为进入专业设计课打下

良好的基础。 

三、选课建议 

该课程适合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开设，学生不具备一定的鉴赏能力及造

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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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关联性 

专业毕业要求 

关

联 

LO11:能领会用户诉求、目标任务，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具有专业文档的撰写能力。  

LO21:能根据环境需要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并主动地通过搜集信息、分析信息、讨论、实

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 

 

LO31:工程素养：掌握数学、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工程意识，能结合计算机、数字媒体技术

相关专业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LO32:软件开发：掌握主流设计技术、程序设计思维以及相关数据库技术，具备建设可运行

于多种终端网站的能力 

 

LO33:系统运维：系统地掌握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备保障系统运行

与维护基本技能。 

 

LO34:素材采集与处理：掌握数字媒体的基本理论、主流数字媒体应用软件使用技术，具备

素材的采集、存储、处理以及传输的能力。 

 

LO35:三维设计与制作：熟悉并了解三维设计与制作全部流程，掌握物体构造原理以及三维

空间运动规律，运用三维软件实现三维建模以及动画短片的设计与制作，具备建模、贴图、

绑定、灯光、特效、渲染以及合成的能力。 

 

LO36:虚拟现实设计与制作：熟悉虚拟现实基本原理，掌握虚拟现实产品设计与制作流程及

主流的设计、集成平台，具备结合相关硬件实现虚拟现实产品的内容制作和应用开发的能

力。 

 

LO41:遵守纪律、守信守责；具有耐挫折、抗压力的能力。  

LO51:能与团队保持良好关系，积极参与其中，保持对信息技术发展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能够创新性解决问题。 

 

LO61:能发掘信息的价值，综合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LO71:愿意服务他人、服务企业、服务社会；为人热忱，富于爱心，懂得感恩。  

LO81:具有基本外语表达沟通能力，积极关注发达国家和地区信息技术发展新动向。  

 

 



五、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 

序

号 

课程预期 

学习成果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与学方式 评价方式 

1 LO211 

能根据需要确定学习目标，并

设计学习计划。 

在课堂上进行专业

知识架构分析，明确

学生的专业方向学

习目标，推进学生进

一步制定学习计划 

根据大作业的

相关工作计划、

作品成果等方

面进行评价 

2 LO343 

熟悉不同媒体素材的特点，掌

握素材的处理工具，能够完成

素材的制作和整合工作。 

在课堂上进行实际

操作教学，使用不同

器材及方式进行示

范，并指导学生进行

操作 

根据课堂作业

完成情况及大

作业中构成知

识方面的运用

进行评价 

3 LO711 

爱党爱国：了解祖国的优秀传

统文化和革命历史，构建爱党

爱国的理想信念。 

能够紧紧围绕爱国

爱党主题去开发思

维，做到学以致用 

根据创意设计

作业的创意实

现及完成情况

进行评价 

 

六、课程内容 

单元 能力要求 学习重点 学习难点 学习要求 
课时

分布 

第 一 部

分 视 觉

构 成 基

本概念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知道

平面造型元素组织关系与形式法

则，强化学生对平面和立体形式

美法则的印象。学会运用图形创

新的基本规律，形态要素的组织

规律、形式法则，提高学生对形

态的审美能力，尝试运用不同的

表现工具与手法。 

体悟形式美

的观念，使学

生了解并掌

握各类形态

基本规律与

组织方法。 

理解视觉

构成原理，

并能够从

实际生活

中去分析

视觉构成

的作用。 

知道（√） 

理解（√） 

运用（  ） 

分析（√） 

综合（  ） 

评价（  ） 

理 论

课 时

（2） 

实 验

课 时

（0） 

第 二 部

分 图 形

想象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图

形造型的形式美和构图本身的形

式美法则，激发学生思维能力的

同时培养思维的跳跃感与严谨

在认识几何

图形的基础

上，对原有的

各种图形进

能够在活

动中通过

添画直观

地表现出

知道（√） 

理解（√） 

运用（√） 

分析（√） 

理 论

课 时

（2） 

实 验



性，做到同一个想法通过不同的

载体、不同的表现方法、不同的

图形调整准确地传达图形所表达

的信息。 

行想象。 自己所想

象的物体，

能大胆表

现、创作。 

综合（  ） 

评价（√） 

课 时

（4） 

第 三 部

分  平面

构 成 的

基 本 要

素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正确

认识点、线、面的基本要素，分

析点、线、面在生活中的多形态

性特征，不同的工具材料产生的

点、线、面的不同感觉。 

点、线、面的

本体特征，

点、线、面之

间相互转化

的条件和状

态。 

点、线、面

在具体设

计环境中

的运用。 

知道（√） 

理解（√） 

运用（√） 

分析（√） 

综合（  ） 

评价（  ） 

理 论

课 时

（2） 

实 验

课 时

（1） 

第 四 部

分  平面

构 成 的

基 本 形

式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

并掌握平面构成的基本形式以及

平面构成基本元素的产生和组合

关系。通过将构成元素进行不同

的形式组合，实现自己想要达到

的画面效果。 

了解并能够

掌握单形的

移动组合以

及图与底的

空间关系 

掌握各种

平面构成

的形式，并

能够很好

地运用到

自己的设

计中去。 

知道（√） 

理解（√） 

运用（√） 

分析（√） 

综合（  ） 

评价（  ） 

理 论

课 时

（2） 

实 验

课 时

（1） 

第 五 部

分  色彩

的属性 

要求学生对色彩的基本原理、光

与色的相互关系、物体色的形成、

色彩的表述和色系有一个完整的

认识。 

色光的物理

原理以及不

同的混合形

式；西方近现

代科学技术

的发展对色

彩表述体系

形成的影响。 

认识并掌

握色彩的

分析与调

和原理。 

知道（√） 

理解（√） 

运用（√） 

分析（√） 

综合（  ） 

评价（  ） 

理 论

课 时

（2） 

实 验

课 时

（2） 

第 六 部

分 色 彩

的推移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正

确认识色彩三要素之间的关系，

并能够很好地掌握不同色彩之间

类比的方法，通过对色彩明度、

纯度、色相的推移训练，锻炼学

生对色彩的敏感度认识。 

掌握色彩三

要素并能够

有效的进行

分析判断，掌

握色彩推移

的方法。 

能够将色

彩推移的

形式应用

到具体的

作品设计

中。 

知道（√） 

理解（√） 

运用（√） 

分析（√） 

综合（  ） 

评价（  ） 

理 论

课 时

（2） 

实 验

课 时

（2） 

第 七 部

分  对比

与调和 

通过本章的系统学习和训练，

深入探讨色彩的对比与调和的原

理及表现形式，理解其相互的关

系及有机的配置。 

了解色彩对

比与调和方

式的类型，掌

握其表现的

能够使用

自己的作

品正确表

达出色彩

知道（√） 

理解（√） 

运用（√） 

分析（√） 

理 论

课 时

（2） 

实 验



技巧性。 的对比、调

和、调性。 

综合（  ） 

评价（  ） 

课 时

（1） 

第 八 部

分 色 彩

心理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知道色彩

的心理情感，使学生对色彩有个

感性的认识，并引发个人的独特

理解和感受作出色彩肌理练习，

对色彩的情感进行心理层面的探

讨。 

了解并掌握

色彩作为信

息的设计元

素与色彩作

为心理的暗

示效果。 

能够对色

彩的心理

联想、抽象

联想的表

达，更好地

理解色彩

的性格与

表情的含

义。 

知道（√） 

理解（√） 

运用（√） 

分析（√） 

综合（  ） 

评价（  ） 

理 论

课 时

（2） 

实 验

课 时

（1） 

第 九 部

分 色 彩

采 样 与

重 构 到

肌理 

通过色彩的采集、重构、抽象联

觉、联想等课题性的训练，使学

生能熟练掌握对色彩的不同要素

的创意构成。各种抽象心理构成，

使色彩构成与色彩的设计实践更

为有机的衔接和过渡。 

了解色彩采

样、重构的基

本方法、技

巧，并能够很

好地进行表

现。 

对色彩信

息的借鉴、

采集、重构

和色彩模

拟设计表

现。 

知道（√） 

理解（√） 

运用（√） 

分析（√） 

综合（  ） 

评价（  ） 

理 论

课 时

（2） 

实 验

课 时

（1） 

第 十 部

分 半 立

体构成 

要求学生在训练构成中深入理解

半立体构成的概念，特点和表现

形式，认识立体构成中三维空间

处理的关键因素。着重从半立体

的抽象构成和构成半立体的具象

构成的表现方法上进行。 

认识并能够

掌握半立体

构成的原理

及方法。 

能够掌握

半立体构

成到立体

构成的转

换。 

知道（√） 

理解（√） 

运用（√） 

分析（√） 

综合（  ） 

评价（  ） 

理 论

课 时

（2） 

实 验

课 时

（2） 

第 十 一

部 分 立

体 构 成

的 造 型

要素 

掌握立体构成各形态的特点和构

成规律；掌握空间的构成方法；

了解色彩的自然属性；了解不同

材料的属性特点和加工方式。 

 

掌握形式美

法则和形式

美规律，能够

熟练运用形

式美法则和

形式美规律

来创造美的

形式。 

将构成要

素运用到

立体构成

的创作中

去，为将来

的设计实

践打下坚

实的理论

基础。 

 

知道（√） 

理解（√） 

运用（√） 

分析（  ） 

综合（  ） 

评价（  ） 

理 论

课 时

（2） 

实 验

课 时

（2） 



第 十 二

部 分 综

合构成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知道视觉

构成在个专业方向中的应用，能

够正确分析优秀的专业作品，并

从中学习优秀的创作思维及技

巧，应用到以后的专业学习和创

作中去。 

要求学生理

解视觉构成

的基本该方

法，掌握形式

美的规律，能

够对设计作

品进行正确

地分析和思

考。 

能够在设

计中熟练

应用各项

基本构成

法则，能够

理解综合

构成的具

体方法进

行形象思

维和设计

创意。 

知道（√） 

理解（√） 

运用（√） 

分析（√） 

综合（√） 

评价（√） 

理 论

课 时

（2） 

实 验

课 时

（0） 

 

七、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 

序

号 

实验名

称 
主要内容 

实

验 

时

数 

实

验

类

型 

备注 

1 

图 形 创

意 与 构

成 

应用形式法则进行创作，使学生知道构成图形是以

一种基本元素为基点，充分运用不同排列规律，进

行规律性构成（重复、渐变、发射、特异等），非

规律性（密集等）的多次组合练习，以创作出多方、

新颖的图形。 

6 

设

计

型 

 

2 

从 色 彩

采 样 与

重 构 到

肌 理 创

作 

寻找对色彩搭配与比例的直觉，使学生知道色彩构

成的基本知识——对人行为、情绪、功效和健康的

影响。讲解色彩构成之色彩调配以及色相（H）、纯

度（S）与明度（B）等色彩三要素的概念和其关系

的问题。色彩理论与色彩模型，RGB 与 CMYK 色

彩空间。 

6 

设

计

型 

 

3 

立 体 空

间 构 成

创意 

体验立体空间设计的过程，知道立体空间构成的基

本概念，使学生知道立体空间设计的基本方法和设

计的前提，知道现实工具所对应的新媒体工具， 理

解线、面、体的空间造型关系，学会应用基于多边

形空间设计的基本思路。 

4 

设

计

型 

 

 



八、评价方式与成绩 

 

撰写人：张贝贝               系主任审核签名： 张贝贝  

审核时间：2021.2       

 

总评构成（1+X） 评价方式 占比 

1 大作业（最终作业、创意设计作业） 40% 

X1 课堂学习（按知识点完成在线课程学习） 20% 

X2 单元作业（在线章节测验） 20% 

X3 课堂表现（签到、课堂互动、在线讨论）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