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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图案课程教学初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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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电脑辅助设计应运而生且优势凸显，并得以广泛的使用。市场对平面设
计人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这就不得不促使专业教师要从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手段等

等方面进行教学优化及改进。着重从基础图案课程的重点内容———基本构成形式的具体应用法则以及收集素材的方法

入手，结合最新的电脑辅助设计手段对基础图案这门课程的教学重点进行重新设计和探讨，以使其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

和教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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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课程概述
本课程重点在于培养和锻炼设计专业学生的图形提

炼、形态创造、图形组织和技法表现等能力，并应适当加

强设计应用意识和思维的培养，为今后的专业设计打下

坚实的基础。基础图案这门课程主要是研究如何利用二

维空间内的视觉符号来创作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作品，

并处理好每个符号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１］。它由概

论、写生、变形、组织、表现等几个较为重要的教学板块组

成，是艺术设计教学体系中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在基

础图案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让学生按照具体的形式美

法则创造一种视觉上美的感受与和谐的关系是其重点。

作为一名基础图案课程的教师，如何培养适应信息时代

需求的设计人才，是教师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件事情。经

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对如何更进一步提升基础图

案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我们认为可以从教学重点入手，

结合最新的电脑辅助设计手段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

图案一词从字面来解释即：图形的设计方案。美术

教育家、理论家雷圭元先生在其著作《图案基础》一书中

对图案一词的解释为：“图案是实用美术、装饰美术、建筑

美术方面，关于形式、色彩、结构的预先设计。在工艺材

料、用途、经济、生产等条件制约下，制成图样，装饰纹样

等方案的通称。”［２］我们通常可以把非完全写实的图形图

像作品都称作图案，包括抽象几何图形、装饰图像（在现

阶段自然也包括电脑设计绘制的矢量图形或者是点阵图

形）。图案设计是设计师进行的社会性的创造活动。随

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图案的设计创作者与制作实

施者逐渐分离，设计者和制作者分工越来越明确，并在各

自的专业大背景下不断完善和发展。伴随着物质生产的

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专业的图案设计师也趋向细分。

根据不同的设计对象，考虑其材质、工艺、成本控制等方

面的具体要求，图案设计具体可细分为纺织、陶瓷、玻璃、

皮革、塑料、家具、工业造型、服装、首饰、钱币、室内设计、

交通工具、环境艺术、书籍装帧、广告等领域。不管是什

么图案，其基本的美学特征都是应该具备的。图案的主

要特质有：秩序的美感、装饰性强、统一中有变化。

２　教学重点
一般来说基础图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基本构成形

态：具象形态构成、抽象形态构成、综合形态构成［３］。

２．１　具象形态构成
具象形态的图案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花

卉、风景、人物、动物等。具象形态可分为自然形态和人

为形态，自然形态是大自然中可见的，人为形态则是人在

社会活动中总结创造出来的一些形态，两种形态都属于

存在的概念范畴。一般情况下人们比较容易接受自然形

态，而对人为创造总结的一些形态图像在接受起来就需

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因为个体的差异，感受不尽相同，

以“中国龙”这个图形为例，炎黄子孙自然就对其有比较

统一的认知，将其视为正义、威武、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象征。但另一方面，受不同的传统文化影响，西方人就视

“龙”这个形象为略带一点狡黠的怪兽，其对“中国龙”的

心理认知上与华人必然也存有较大差异［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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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抽象形态构成
著名美学理论家朱光潜先生在其著作《形象思维在

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一书中曾经指出：“抽象具象都

是相对而言的，抽象就是‘提炼’，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

践论》里所说的‘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５］在造型

艺术上来说，抽象或具象的视觉符号都是相辅相成的。

抽象的符号往往代表了一些具象形态所具备的共同特

征，或是人为地将其共有美感要素提取出来，形成让观者

高度认同的具有和谐美感的视觉符号。具象形态是抽象

形态的灵感源泉，抽象形态又是基础组成单元，是造型的

要素。

２．３　综合形态构成
综合形态构成的图案就是将自然具象形态和人为抽

象形态综合应用的装饰图案。本文重点以综合形态为例

结合电脑辅助设计手段对其具体的几种常用表现方法进

行详细的阐述，进而实现对基础图案这门课程教学重点

内容的优化［６］。

综合形态构成在当下的图案作品创作中应用得较为

广泛。众所周知，装饰图案美学特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

个主要方面：平面性、秩序性与和谐性。电脑辅助设计软

件（最常用的电脑辅助设计软件有：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ＰＨＯ
ＴＯＳＨＯＰ、ＡＩ等）因为其直观、高效、易操作等优势正好可
以将图案造型的一些传统的手绘方式转化为电脑辅助教

学模式，并且方便表现装饰图案的美学特质，对提升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效率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综合形态

的表现形式多样，能够丰富视觉层次感。结合电脑设计

软件在这里介绍一些最常用的表现方法（以常用的矢量

图绘制软件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为例）。
２．３．１　添加

添加即在某一个图形纹样的中间或周围，适当加入

一些与原来纹样图形有关联且能产生具有相对和谐视觉

效果的新纹饰，使原有的图形在视觉效果上显得更加丰

富。如传统剪纸图案中出现的“生肖猪”图形就是很好的

例证。猪的臀部和胸腹部就添加了一些原本没有的花卉

图形，使得整个图案更加的富贵喜气，层次感丰富，视觉

效果更佳。电脑设计软件中有很多工具和命令且功能强

大。可以提高图形制作的效率。例如在软件里进行图形

大小的调整以及旋转图形、位移图形时就十分的方便快

捷，只需要用到工具栏里面的“选择移动箭头”。

２．３．２　结合
结合方法是将自然界中的各种图像不受时空的约

束，通过人为的创作以及装饰性的语言将这些物象巧妙

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图形往往能留给观者很多的想象空

间，给人美的感受。在软件里可以通过选择多个图形对其

进行重新的组合，组合的方式和效果有并置、叠加、透叠、

接触、修剪、融合等，这些组合方式及效果在 ＣＯＲＥＬ
ＤＲＡＷ里可以通过使用图形修改命令实现。

２．３．３　巧合
巧合是将几个不同纹饰图像之间的相互重叠部分、

交集部分或图形的外轮廓线相互连接、合围而产生的新

的图形，图形与背景可以相互转化又相辅相成，是“计白

当黑”理论在图案设计中的一种生动的体现。这种方式

巧妙的结合了“图”和“底”，形成的正负图形具有鲜明的

特色和时代感，也是现代图案设计作品中较为常用的手

法。这种形式的图案通过电脑绘图软件制作时可以使用

“剪切”和“结合”命令轻易地完成。

２．３．４　理想
理想化图形是传统装饰图案里面最常采用的一种表

现形式，具有吉祥或喜庆的寓意。突破时空的限制，把追

求美好事物、期盼美满顺意的愿望通过理想化的图案表

现出来，这些图样多以具象的形态呈现，当然也有约定俗

成的一些文字符号和几何图形［７］。其很好的体现了中国

民间传统文化。在使用绘图软件的过程中如果需要用到

一些传统吉祥纹饰时可以通过“导入”命令导入一些搜集

到的位图资料，再通过“自动运算查找边缘”命令将其转

化为矢量图形，也可以通过“贝塞尔曲线”工具进行细致

的节点描绘和编辑得到矢量图形。这样一来就可以很好

的解决低分辨率位图素材给计算机辅助设计造成的困

扰。位图一旦转换成了矢量图形后就可以很方便快捷的

编辑其形状、大小、颜色、轮廓线样式等。

２．３．５　夸张
夸张的方法在图案设计中是使用得非常多的，也是

极其重要的一条应用法则。它是将需要表现的具象物体

最能让人印象深刻的、最具代表性和特点最突出的部分

进行人为放大强调处理，使所表现的物象更加具有识别

性、更加生动简洁、更具有代表性。形成视觉上具有巨大

冲击力且能让观者过目不忘、高度认同的视觉符号。

２．３．６　比例
这种方法是将一件作品里所出现的所有视觉纹饰图

形，按结构、比例、质感、心理感受等因素通过形状、颜色、

大小等数据的调整使原本貌似杂乱无章的一些自然形态

得以规整谐调，也强化不同图形之间的反差对比效果，使

得既有对比又和谐统一，从而形成丰富的视觉感受和强

大的冲击力。以上数据的修改在绘图软件中可以通过

“选择移动箭头”工具“填充”工具和“外轮廓”工具来

完成。

２．３．７　繁简
简而言之就是疏密关系的处理手法，将不同空间层

面的纹饰图案进行有意识地重复或者有规律地渐变，控

制好疏密关系，在画面中形成丰富的层次感和极为强烈

的秩序感。疏密关系处理得当可以很好的实现合理的

“视觉流程”。明度低、密度高的图像在视觉上会有逐渐

后置的感受，明度高、密度低的图像则视觉上相对前置和

凸出，介于二者之间的明度和疏密程度的图形视觉上处

在中间层次，可以起到衔接过渡的作用。在使用电脑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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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软件制作时可以运用“外轮廓渐变”工具以及“复制”命

令和“图层位置调整”命令。

２．３．８　重复
具体是指在将一个单元图形通过多次的复制形成具

有很强秩序感的新图形。这种图形在基础图案中常常以

“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形式体现。在绘图软件里大

量复制一个单元图形时轻而易举的，可以按“＋号”键或
使用“复制———粘贴”命令实现。相比较手工绘制其对外

轮廓的描绘和颜色的编辑更为方便快捷。可以使学生的

学习效率大幅度提高，同时也可以提升学习兴趣。

３　结　语
综上所述，在目前人才市场对设计师要求不断细化

且提高的当下，培养具有极强竞争力、创新能力、综合设

计能力的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当然就要求学校和

教师在教学大纲的制定与具体课堂教学方面要更加注重

课程理论与实践操作并行的教学模式，电脑辅助设计与

专业手绘技能并重的教学思想。需从图案设计的实际情

况出发，培养综合素质强能与时俱进的学生。充实、完善

课堂教学内容，同时强化计算机辅助设计在基础图案中

的应用，采用多媒体教学。在具体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

不仅要对软件操作方法技巧进行完整系统的讲解，而且

要结合设计实践，对学生进行大量的实例分析讲解和演

示。电脑辅助设计应用能力是学生走向社会后适应设计

师岗位所必需具备的一种能力。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强化

学生对数码工具和资料收集方法的掌握运用，并顺利的

完成相关练习作业就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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