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属学院：数字媒体与设计学院

课程名称：《构成形态与设计》

课程类型：专业必修课程

章节名称：平面构成的表现形式

案例名称：思政引领，启发设计思维——平面构成基本

形式

一、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思路

（一）课程基本信息

《构成形态与设计》课程属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授课内容主要由平面

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组成；涵盖的专业基础知识较广，对后续其他专业核

心课程的学习起到了非常好的支撑作用。通过构成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对自己

的视野眼界、审美标准、思维方式的变通，提升综合设计能力，从而提升学生专

业能力，增强自身竞争力。在《构成形态与设计》课程中，开展思政课程的建设

应当同时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爱国情怀等。对于思政元素的挖

掘，以课程为载体，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挖掘蕴含在专业知识中的德育元素。

（二）课程目标

作为环境设计专业基础课程，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用抽

象手法表现美的能力，也引导学生学会从社会的需求出发应用设计基础知识。通

过分析、研究和训练，让学生从普通的观察事物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以新的视觉

和观念对事物进行独特的解构，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和造型观念，掌握基础元素组

合与布局的规律以及色彩的基础知识、色彩的组合与搭配技巧。通过对该课程的

学习，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用抽象手法表现美的能力，也引导学生学会从社会的需



求出发应用设计基础知识。通过分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明确本课程在专业培养

方案中的地位，从“知识、能力、素质”三个方面确定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有机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制定课程评价办法和课程持续改进措施，有效帮助学生实现

知识、 能力、素质的同步提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本土特色、现代企业发展

意识的本科层次的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三）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主要内容为三部分分别是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成原理是一

种思维方式，它可以融入任何一个设计领域中。课程以创新思维教育为核心，培

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使学生掌握构成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学会以构成的方式

思考设计问题，达到开阔视野、积极创新的目的。通过分析、研究和训练，让学

生从普通的观察事物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以新的视觉和观念对事物进行独特的解

构，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和造型观念，掌握基础元素组合与布局的规律以及色彩的

基础知识、色彩的组合与搭配技巧。

（四）课程思政融入设计

通过多媒体教学手段、范例分析、启发式教学等方法举例构成基本形式的案

例，分析说明重复、近似、渐变、发射、特异、对比、密集等构成形式的特征与

要点。通过融入中国传统图案设计的介绍，引导学生思考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案例选展围绕着“抗疫逆行”等社会热点话题进行展开，引导学生在寻找设

计素材中找到社会热点元素，通过所学技能描绘并深入理解其知识点，将爱国情

怀、社会责任融汇贯通在学习过程始终。通过“315 晚会山寨产品”案例分析，

培养学生正确的艺术观。设计实践部分以主题为纲进行综合运用，让学生掌握对

构成基本形式的审美能力，掌握设计方法，拓展设计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

基础造型能力，为同学们下一步综合设计的应用打下基础。



二、课程某章节的教学展示

（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理解平面构成骨骼的概念、作用与分类；（2）掌握平面

构成的基本形式：重复、近似、渐变、发射、特异、密集、对比等构成形式的特

征和要点和运用方法；（3）灵活运用平面构成基本形式组织画面。

培养学生技术与知识能力，培养学生的建立起全新的思维方式与造型能力，

提升学生画面构图、元素的组合与布局的能力、提升学生实际的设计能力。

课程思政目标：课程在传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增强学生勇于探索

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社会

责任等，提升学生德育素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使学生提高文化自信。教学内

容主要有平面构成的骨格、平面构成的基本形式重复构成、近似构成、渐变构成、

发射构成、特异构成形式实际运用方法与技巧。

（二）教学内容

通过本节学习，掌握重复构成、近似构成、渐变构成、特异构成、发射构成、

密集构成、对比构成的定义，在掌握了平面构成的基本表现形式的同时，利用图

形正确地传达出设计意图，能够将平面构成形式灵活运用到具体实践中。

（三）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结合教学内容，对导入的案例进行介绍、分析，运用相适宜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合理的教学过程设计，注意师生、生生有效互动，逐步引出并升华至德育

目标，凸显课程思政内涵。注意课程思政与教学内容的融合度，进行隐性渗透式

课程思政教育，注重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前沿性和拓展性。主要手段采用集中授

课、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学生单独实践等方法。通过使用经典短视频、图

片案例等多媒体教学法，案例法，讨论法等教学方法使学生通过课堂讨论分享、



互动、提升课堂氛围。如通过讲授法以图片案例导入形式，讲授中国传统图案设

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式教学法，以主题为纲，以社会热点为切入口进行综

合运用，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家国情怀等。实施过程以社会热点主题为课题，

让学生进行实践训练，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合理设计。

（四）案例导入

授课内容

课程思政融入

点

融入方式与教学方

法

预期成效

重复构成

优秀传统图案

设计分析，弘

扬优秀传统文

化

以 PPT 图例的形式

介绍中国传统图案

的分类及重复构成

的应用特点，通过

讲解重复构成形式

在传统图案纹样如

原始彩陶图案、广

东满洲窗等应用案

例

教学方法一教师引

导讲解，师生互动

为主

通过案例分析培

养学生文化自信、

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民族精

神。

近似构成

时事热点导入

分析讨论提升

社会责任感及

导入央视“3.15”

晚会关于农村山寨

产品横行报道，以

提升学生社会责

任和加强法治意

识、坚持正确的艺



正确创作观 新闻时事热点案例

形式导入讲解艺术

创作需保持正确的

创作观

教学方法一教师引

导讲解，师生互动

为主

术创作观，提高职

业素养，法治意

识。

特异构成

”最美逆行者

“如消防、冲

在抗疫一线的

逆行者、作为

艺术创作者的

爱国主义、家

国情怀、工匠

精神。

抗议路上医务工作

者身处抗疫一线，

冲锋逆行，引导学

生通过艺术表现形

式对公共雕塑本身

的价值及雕塑创作

方向产生深层次的

思考。

教学方法一案例视

频展示，教师引导

讲解，师生互动为

主。

培养学生社会责

任感、提高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提

升学生爱国主义、

家国情怀、工匠精

神，树立正确的艺

术创作观。

构成形式实际运用方法

与技巧课程实践

围绕“社会热

点时事”运用

平面构成基本

形式进行实践

以社会热点主题为

课题，让学生进行

实践训练，以问题

为导向，以解决问

提升学生民族自

信、爱国情怀，社

会责任、提高创新

能力



创作，鼓励同

学们通过所学

知识表现“爱

好和平”、“环

境保护”、“奉

献精神”等主

题，引发情感

共鸣，激发创

作热情。

题为目标，合理设

计。

教学方法一教师引

导讲解，学生讲解、

互动点评、小组讨

论的师生互动

（五）教学过程

重复构成形式是以一个基本形为主体在基本格式内重复排列，排列时可 作

方向、位置变化，具有很强的形式美感。骨格与基本形具有重复性质的构成形式，

称为重复构成。重复构成在图案设计中应用非常广泛。以中国传统纹样为例，中

国传统纹样历史悠久、种类丰富，是可以在各项设计中深入挖掘的宝藏。云雷纹、

回纹、龙纹、凤纹、万字纹、寿字纹、唐草纹等纹样在现代设计中应用非常广泛。

如传统图案重复构成陶器文化开辟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先河，在制作工艺和艺术水

平上登上了一个高峰，不仅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而且具有丰富的文

化内涵。纹样以几何纹样为主，其中动物的鱼纹最具代表性。通过案例形式讲解

传统中式纹样的元素，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致美妙。鼓励学生创新使用的中式

传统纹样，分析它们是用哪些方式来提炼优化的，帮助大家在之后的设计更好的

运用。



米字纹瓮 半山类型 花瓣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早期

近似指在重复的基础上的轻度变异。近似的基本形在画面中反复排列所构

成的视觉形式。近似基本形的要求大体形式相近，局部加以区别和变化。它表现

了在统一中呈现生动变化的效果。以近似构成形式在“山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为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作观，提高职业素养，法治意识。课程导入央视“3.15”

晚会报道，农村山寨产品横行”情况各种山寨的“六个核桃”、“椰汁饮料”、

“红牛饮料”、“旺仔牛奶”等充斥在农村市场中。山寨产品用近似的表现形式

在类型上偷梁换柱、偷换概念、产品包装上打擦边球，跟风模仿的手段可谓是五

花八门，误导消费者。

正品《六个核桃》 山寨品《六禾核桃》



正品《旺仔牛奶》 山寨品《旺好牛仔》

特异构成是指构成要素在有次序的关系里，有意违反次序，使少数个别的要

素显得突出，形成画面的视觉中心，以打破规律性的构成方式。特异构成表现形

式在平面中的应用如在大面积统一图形中，出现了一种与这种图形相反的形状，

是一种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又保持共性的构成形式。结合时事热点以“逆行者”

为例讲授特异表现形式的应用，提升学生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学生课程作业《逆行》



（六）思政点睛

1、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手段完成课堂任务，如通

过创意构思方案解说、多媒体视频播放等使学生开阔艺术视野。2、引入思政元

素（1）以传统图案纹样实际应用为例进行讲解如原始彩陶图案、广东满洲窗等，

引导学生关注传统文化学习，做到文化自信。（2）以央视“3.15”晚会关于农

村山寨产品横行报道事件为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创作观，提高职业素养，

法治意识。（3）以冲在抗疫一线的“最美逆行者”为例提升学生家国情怀和社

会责任感。（4）围绕“社会热点时事”运用平面构成基本形式进行实践创作，

鼓励同学们通过所学知识表现“爱好和平”、“环境保护”、“奉献精神”等主

题，引发情感共鸣，激发创作热情。

通过将典型思政案例融入课堂教学，注重深入挖掘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课程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融为一体，培养学生社会责

任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通过案例的讲解，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学生学习兴

趣。课程“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打造精品课程思政”，不断提升教学创新，培

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学生作业参加国家级、省级学科竞赛获得十余项奖项。



学生获奖作品《希望》



学生获奖作品《守护自然》

（数字媒体与设计学院 构成形态与设计 林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