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 '()*%'+,-+#$./$(,#01$%'%& 2)3+',-$(

4$56!" 7$6!

8'(6#$#%

&'(!!$)!%"*#+,)-./()!012

3

"**2)#$#%)$!)$!"

基于未来主义运动的平面设计教育教学研究

向迪雅
"湖南科技大学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湖南 湘潭 2!!#$!$

摘4要!作为 #$世纪初期特色鲜明的艺术运动之一!未来主义运动具有的自由$动态等特点使平面设计的视觉元素

和表现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 结合未来主义运动的特点系统梳理未来主义运动的平面设计理论和符号语言!同时研究

未来主义对高校平面设计教育教学的影响和带来的改变!并对未来主义平面设计教育学作出反思!以期未来主义更好地

发展并应用到平面设计教育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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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高校学生的平面设计作品是高校文化建设与

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各高校特有的教学模式

和文化氛围融入现代平面设计作品#能一定程度

上体现学校特有的教育理念与内涵' 其中#未来

主义作为平面设计发展的奠基石#主张文艺题材

应与突飞猛进的科技和工业相结合#文艺作品应

体现未来社会的%现代感(与%科技化(#其设计原

则至今仍推动着现代平面设计的创作发展#为平

面设计提供参考' 未来主义运动的平面设计作品

深刻体现了未来主义所倡导的科技&速度与力量

等' 对于高等院校而言#在组织实施平面设计教育

教学活动时#应充分发挥未来主义教育的思想优势

进行专业教学改革#进一步提升平面设计教育水准

和质量#进而提高学生群体的核心竞争力' 因此#

在当前时代不断发展&教育教学理念不断更新的背

景下#对平面设计中蕴含的未来主义教育思想和教

育实践取精去粕以及作出教育反思#对推动现代设

计学和教育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4未来主义运动下的平面设计

!)!4未来主义运动下的平面设计之源

未来主义运动是始发于文艺复兴起源之地意

大利的一种文艺思潮#肇始于意大利的音乐和文

学领域' 作曲家弗鲁奇奥1布索尼在 !7$1 年出

版了被看作是未来主义雏形的著作+新音乐审美

概论,#之后这种思潮在雕塑&绘画&服装等各个

领域陆续流行开来' !7$7 年#未来主义运动的发

起人---意大利诗人&文艺批评家菲利普1马里

内蒂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未来主义的创立和

宣言,

)!*

#之后又发表了+未来主义文学宣言,+未

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未来主义戏剧宣言,等一

系列未来主义的经典文献)#*

' 其在宣言中着重

强调声音&力量&速度等元素#同时流露出对技术

的崇拜' 这些文献体现了要注重人的主体意识和

生命意识的思想#并提出文艺的题材应当与科技&

工业的发展进步相融合#文艺的作品应极大程度

地凸显未来社会的%先进性(和%科技感(#艺术家

的创作应充满%亢奋(%激扬(的情绪#等等' !7!%

年#马里内蒂参与主办的未来主义相关刊物+拉

谢巴,对 #$世纪诸多文艺思潮产生了影响#尤其

对平面设计有着重大影响' 现代平面设计中自

由&不对称的排版模式便是来源于未来主义的绘

画形式)%*

'

作为现代平面设计与现代设计教育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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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人之一#著名的设计理论&设计史专家王受

之教授在其+世界平面设计史,一书中提到#现

代主义的未来派&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等对视

觉传达的造型语言和视觉传达有着直接影

响)2*

' 而其中的未来派便是前文所提到的未来

主义' 未来主义主要影响了平面设计中对自由

版式和自由字体的运用' 未来主义运动下的平

面设计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反常规设计#推崇

运用奔放的线条和绚丽的色彩绘制一系列繁复

的形状和持续的&有层次的交叠组合搭配图形#

并建议采取不同于传统的排版方法#使用一种

自由的&无束缚的版面构图来表达其画面的运

动感和速度感)%*

'

!)#4未来主义运动对平面设计构成元素的影响

平面设计是通过沟通和表现的方式#结合色

彩&符号&图片和文字来传达思想或讯息的艺术'

在发展初期#平面设计发挥帮助人们进行简单思

想传达和历史记录的储存功能#其基本的元素构

成仅为图形&文字等.而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以

及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平面设计逐渐成了一

门独立的学科#被赋予了设计的内涵被人们广泛

应用并被进行了概念上的明确划分)!*

'

平面设计将平面上符合视觉传达目的的各种

基础元素#如图形&文字&色彩&插图等#通过不同

的设计方案进行组合制成批量印刷品' 设计师们

通过设计方案的组合将自己的设计思想精准地传

达给受众人群#同时给观者愉悦&醒目的设计体

验' 佛塔那多1德皮罗最先把未来主义相关思想

应用到平面设计中#他在商业广告设计中深刻践

行了未来主义艺术纲领所强调的%共时性(' 未

来主义运动对平面设计的影响涉及符号&色彩&版

面及视觉等视觉要素#它促成了新世纪对速度与

力量的关注' 这也体现了未来主义在元素选择和

运用中对未来主义宣言的无形回应)"*

' 一切代

表机械化时代&代表速度与效率&代表现代生活的

元素符号#对未来主义艺术家的设计创作都有着

深远影响' 而未来主义的众多艺术家也试图创作

运动或充满活力的作品来诠释现代生活的疯狂运

动'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新时代的动感与活力#

同时也与现代视觉元素和数字技术产品相结合#

如图 !所示'

图 !4未来主义作品体现的动感与活力

资料来源!ABBCD!++EEE)RTG-&)-'L+2%"0#!)ABLI)

!)%4未来主义运动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未来主义运动对平面设计的影响既有积极

的#也有消极的' 一方面#未来主义对陈旧思想表

达了不满#主张打破理性的形式规范#它对新科技

的包容性强#给设计行业带来了新鲜与活力' 未

来主义提倡对元素的自由运用#它打破了古典主

义对设计形式的禁锢#使艺术家们能够充分发挥

自己的想象' 未来主义的以上特点#为现代平面

设计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奠定了平面

设计发展的基础' 另一方面#设计过程中对未来

主义的过度崇拜会导致设计出现偏差' 在版面编

排中#设计师以完全自由的方式取代逻辑框架或

过于强调韵律和视觉冲击力#都会形成所谓自由

随性的平面设计风格#导致作品规整感较弱#这在

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读者阅读和获取信息'

#4平面设计中的未来主义符号语言

#)!4未来主义符号语言在平面设计中的基本

特征

如今#符号语言在平面设计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人们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法将语言符号进行编

辑加工#进而形成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符号语言'

符号通过图形的建构将信息进行传达与互动#从

而生成意义)0*

' 同时#视觉符号可以被看作某种

特殊的事物标记#代替文字语言发挥记号作用并

将人们精神层面的内容以更形象的方式表达' 在

画面中#符号化语言能够有效地将符号转化成一

种特殊的语言#加强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和

交流)1*

' 未来主义符号语言不仅能将抽象化的

逻辑概念进行客观表达#同时也能透过色彩&动

作&文字&思想和文化内涵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

显现与释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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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创意#平面设计实际上是一种视觉

化和符号化的过程)**

' 未来主义符号语言使平

面设计中的符号语言更加多元化' 以色彩为例#

#$世纪 *$年代的未来主义艺术设计大幅度使用

金色&银色等绚丽色彩#并对金属色&透明色等进

行了大胆的色彩表达与渲染)7*

#利用符号语言对

未来的理想状态&协调关系进行完美释义' 但当

时的未来主义平面设计建构的符号语言还比较简

略#而现代平面设计中未来主义的符号语言则呈

现出内涵丰富&表达形象&具有高质感等基本特

征)!$*

' 随着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符号化语言

既是当前平面设计中最主要的一种言语方式#同

时也是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种表达形式' 如图 # 所

示#设计师通过艺术的表达形式将未来主义符号

语言的优势在平面设计中体现出来' 平面设计中

符号化语言的普遍运用#推进了人们对符号语言

优势和表现特点的进一步研究' 设计者应不断创

新平面设计中的符号语言#促使艺术表现形式更

加多样化)!$*

'

图 #4符号语言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4未来主义符号语言在平面设计中的物质

载体

平面设计的物质载体是指某些能传递设计师

思想或承载其他物质的物质' 平面设计的物质载

体主要有纸张&颜料&文字和图像等#它通过色彩&

线条&构图和造型等手段来表达设计师的思想'

在未来主义平面设计中#运用符号语言表达出来

的对未来的期待&对世界创新的热情和改变世界

的勇气是永恒不变的设计主题' 设计师试图将崭

新的视觉法则运用到书籍&海报&杂志和版式的设

计创作中' 他们批判对称&装饰等较为传统老旧

的审美#提出从智能机器与互联网等新的工具中

获取设计灵感#如简约&秩序&功能等' 他们不断

寻求完美的视觉体验#以此来适应全新的社会

环境'

在早期发展中#平面设计仅通过绘画的表达

方式来传递思想'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科技的发

展#简洁&迅速且能直接表达和传递信息的平面设

计的需求呈几何级递增' 绘画式的造型和表达方

式已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设计造型开始变得抽

象#色彩变得平面' 平面设计中受未来主义影响

较大的物质载体是文字和表现性图像#主要体现

在字体大小的错落和不同字体组成的词汇等' 其

完全抛弃了传统印刷规范的标准字距&行距&字号

等#形成了极为自由的表现形式' 而未来主文平

面设计作品中常见的表现形式也包括文字形式的

强烈表现&画面对比形成的视觉冲击力量以及带

有韵律的几何图形)!!*

' 如图 % 所示#这种受未来

主义影响的平面设计通过几何图形的错落排列#

传递出强烈的韵律感与视觉感'

图 %4未来主义作品中几何图形的运用

图片来源!ABBCD!++EEE),(K.DAG)-'L+C+&-!12-K7$7*[)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飞跃#大

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应用广泛' 随着云设计

时代的来临#符号语言在平面设计中的物质载体

也将日益丰富#平面设计不再是单一文字的描述#

而是需要运用符号以及文字等载体对版面的整体

效果进行协调)!#*

' 未来平面设计产品中的符号

语言将朝着更具美感和设计感的方向延伸与发

展#在此基础上#帮助大众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

不仅能使他们感受到未来主义所传达的外在愉

悦#还能让他们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 现代未来

主义平面设计中#多以抽象的元素作为物质载体

穿插&重叠在画面中#利用线条表现出作品的运

动&力量与速度' 如图 2的平面设计海报中#将不

同的抽象元素通过色彩&文字的相互作用#传递出

速度感与力量感' 设计师对于字体设计&字母形

态与组合构成等符号语言的运用见解独特&恰到

好处#在体现出时代与生活感受的同时强调内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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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形式的完整统一#通过图形&文字&色彩等多种

物质要素载体的灵活运用体现平面设计的独特

风格'

图 24现代未来主义作品中的元素穿插

图片来源!ABBCD!++EEE)X-''I)-'L)-.+G+!0!$7!0*/ D'TB

M

*)

%4未来主义平面设计与教育学

%)!4未来主义平面设计与教育学的联系

未来主义平面设计通过艺术符号的方式表达

一定的时代教育背景与文化内涵#是社会经济与

文化在学校教育领域的一种缩影' 两次工业革命

将学校的教育转化成工业制造的附属活动#并催

生出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未来主义教育学)!%*

'

其期望通过经济建设&科技创新&社会发展规律等

以及高质量&快节奏&高标准的教学原则#使学生

成为快速适应社会和市场的操作型人才' 学校设

计学教师在日常教育中所运用的诸多工业术语#

如现代化&标准化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来主

义对平面设计教育教学的影响#说明平面设计中

的教育原理&美学等都与未来主义教育学的核心

息息相关' !7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和未来的争论

一直未停止#这些争论也成了未来主义教育思想

的重要内容' 其中#斯宾塞的教育理论对各国都

有着较深的影响#他思考的%未来教育学(问题充

分体现了其未来主义情结#同时也在教育实践中

创造了一定的价值' 但也有部分学者与其持有不

同的看法#例如!皮德斯认为未来主义在教育目的

上追求的%完美(%幸福(都过于抽象化#很难对其

结果进行客观评论.沛西1能对斯宾塞的生活理

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质疑.杜威虽肯定了斯宾

塞为教育思想作出的贡献#但其认为教育并不是

对未来作出%准备(的#而是体现在生活中的' 站

在教育本身的角度#这些质疑更多的是认定教育

本身而不是价值度#重视教育的过程和意识而不

是教育的未来和目的'

未来主义思潮的出现#在经济&艺术&文化&哲

学&教育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出现

了以%未来(为研究方向的学问#即%未来学(

)!2 *

#

其主旨是呼吁人们为更好地适应未来提前作出生

理和心理的准备' 因此#未来主义与教育问题有

着密切关联' 托夫勒对斯宾塞的观点进行了延续

与补充#他结合科学与社会的发展#让学生%为了

未来而学(' 未来主义教育学尝试以科学技术为

基础#将%未来(的思想与主题相融合' 因此#%未

来<

(模式应运而生' 在艺术教育领域#未来主义

也为建筑学&平面设计等提供了教育思想与诸多

实践成果'

%)#4反思未来主义平面设计教育学

在现代平面设计教育实践中#教育学界对教

育学建设逐渐有了系统&深入的认识与反思' 这

既有对未来主义相关的教育学或教育科学的反

思#也有对平面设计课程教学的反思#还有对学生

学习的反思' 反思未来主义平面设计教育学不仅

是教育学界重要的研究任务#也能为更好地发展

平面设计学科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们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对平面设计教育学作出反思#以期将未来

主义更好地融入平面设计教育教学中#使平面设

计多元化发展"图 "$'

第一#重视经验性研究' 做好教育学经验性

研究不能轻视理论的作用#也不能轻视理论研究'

在经验性研究中#不仅注重经验事实和证据的作

用#也强调理论的支持作用和理论的建构' 例如#

马里内蒂提出的未来主义思想#即自由&科技性

等#为平面设计的理论建构和经验性证据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 平面设计的表现形式依然存在未来

主义的身影#这是不可否认的' 平面设计中色彩

的鲜明运用以及线条图形的生动展示等#都体现

了对自由精神的不断追求#也为现代平面设计增

添了生机与活力' 未来主义虽然对陈旧思想进行

了批判#但对新科技却有很大程度的包容#并且追

求一种迸发的速度感与表达的力量感' 而受未来

主义影响的平面设计教育的发展也要求在教育中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地迎接新的发展'

未来主义平面设计自由地运用艺术元素#不仅在

设计形式上超越了古典主义#还给予了艺术家们

充裕的想象空间#使其能艺术地&自由地选用符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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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特质的元素#创作出追求韵律的同时也具备

一定视觉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平面设计所具备的

未来主义特点为平面设计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同时也使现代平面设计教育学有了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设计内涵'

其二#不同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 未来主义

运动虽发生在 #$世纪的欧洲#但其同样影响了我

国设计学和教育学领域' 如何在中外平面设计教

育学和教育论的差异和融合中进行新的探索#是

发展平面设计教育的重要探索途径' 未来主义平

面设计教育学家重视混沌学和系统论的哲学思

想#同时也使杜威的思想得以延续与发扬' 有未

来主义思想的教育学家深刻了解到历史&当代和

未来的重要关联#充分认识到在承上启下的思想

洪流中#注重过程的平面设计教育学必须在处理

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经济与教育关系问题上

秉持更加有机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才能使平面设计教育更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因此#对不同文化传统的教育进行跨文化研究#对

平面设计的发展颇有启发'

其三#符合时空化设计需求' 未来主义平面

设计作品将时空和科技感进行结合#展现了丰富

的空间符号' 未来主义的自由与科技精神使设计

思维空间得以打开#使设计的符号元素和信息得

到了合理的运用' 这也使学生能通过更合理的&

创新的方式#通过符号信息载体进一步打破传统

设计规则#体现多维设计' 立足当代#将历史与未

来多个设计层面进行融合#这不仅是平面设计的

教学目标#更是新时代设计的需求'

图 "4未来主义平面设计的教育学反思

44综上所述#高校对平面设计学科的教育要在

相关理论支撑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培养学

生切实的设计思维和创新设计理念' 课堂上#教

师将国际化&多元化的设计元素与本土的符号元

素进行有效融合#引导学生打破时代束缚&利用合

理的物质载体形成独有的设计风格与体系'

24研究结论

未来主义的出现推动了平面设计的发展#为

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新的设计参考' 本文通过分

析未来主义平面设计与教育学的联系#得到以下

几点启示!第一#未来主义在平面设计的字体&自

由版式等方面有着重大影响' 未来主义是顺应时

代潮流的#能在艺术创作中占据有利的发展地位'

分析未来主义对平面设计的影响#是为了系统全

面地认识当下平面设计的风格特点及其转变的根

本原因#从而为更好地促进设计学科的发展提出

建议' 第二#学习或者反思未来主义平面设计及

其教育学意涵#需要秉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

的态度#把未来主义平面设计当成多元艺术的一

份子去看待' 第三#不可在平面设计教育教学过

程中过度追求未来主义' %未来(作为一个概念#

实则为部分人当下内心心态的疲影)!%*

' 在进行

设计创作时应正视内心需求#坚定内心目标与信

念#既要朝着美好的%未来(努力#也要留意%当

下(的风景' 第四#学校的教育不应仅依靠教学

工具#而应该有效地结合科学与艺术' 未来主义

的前瞻性应在不断的科学革新中转化为艺术生产

力#在老师的教授中促使学生进行有效的思

考)!"*

' 人们应当对未来主义平面设计教育学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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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反思' 学生在高校求学&生活

的过程中受到了包括平面设计教育在内的综合文

化的影响' 平面设计教育在与时俱进中创作的作

品#不仅能够提升大众对视觉文化的审美#更能透

过作品传播我国优秀文化底蕴#促进社会文明的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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