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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构成包括平面构成、色彩构成与立体构成，是现
代艺术设计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构成起源于 1919年
德国包豪斯学院的设计课程，包豪斯设计学院提出了“艺
术与技术相结合”的教育口号，为如今的平面构成设计奠
定了基础。20 世纪 70年代后期，平面构成教学理念逐渐引
入到我国艺术设计高校教学课程中，对于学生拓展艺术视
野、启迪设计灵感、培育创新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所谓平面构成，就是在二维平面内创造理想形态，或
是将既有形态按照一定法则进行分解、组合从而构成理想
形态的造型设计基础课程，常见的有版式设计、字体设计
和招贴设计等。平面构成设计应用于中小学美术教学中，
对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并使其形成艺术思想有着积极的促
进作用。

一、平面构成的教学现状分析

平面构成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与实践，常用黑色和
白色两色来表现画面，平面构成以其特有的世界形态和构
成方式带给人们一种特殊的视觉美感。学生通过学习和练
习平面构成中点、线、面结构，可以了解造型观念，获得
不同的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训练多种思维方法和表现方
式，培养自己的构图能力、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

（一） 教学方法单一

我国平面构成教学大多采用传统模式，即教师讲，学
生听。但由于平面构成理论过于抽象化，不易被学生理解，
难以引起学习兴趣，这一模式降低了教学效果。与此同时，
大多数学校的教学内容过于老旧，缺乏创新，加上老师的
一味填鸭式教学，导致学生们没有独立思考，学到的知识
都很表象化，缺乏对内容的深入研究，最终对美术学科失
去兴趣。

（二） 教学内容以模仿为主

现在学校里所用的平面构成教材，重点大多都放在探
索“形式”的分析上，学生的作业也以模仿为主，抑制了
学生主观能动性，从而导致平面构成教学成了模仿的课程。
教师在上课时把大量时间都用在让学生进行图形重复上，
这样的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们的创作天性，
也导致学生们不能理解平面构成的原理，不能掌握平面构
成的创意目的。

（三） 缺乏设计创新能力

教学方法单一和教学内容以模仿为主的训练导致学生

创新能力的欠缺。从平面构成教学起源看，包豪斯时期就
是用这种“基础课程”去训练学生的创意能力、审美能力、
造型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平面构成
课程的教学继续创新，要不断借鉴和汲取优秀作品和外来
文化来培养创新意识，把其结合到教学方法中来，这样平
面构成才能更好地得以延续。

二、平面构成设计与美术教学

（一） 平面构成设计与美术教学的联系

开展平面构成设计，能够促进学生的思维拓展，也能
够促使美术创造更加具有设计感。平面构成设计综合了光
学、数学、物理学和心理学等很多领域的知识，为美术教
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运用平面构成设
计能够将美学及美术的艺术价值具象化，美术创作本身就
是一个将诸多元素综合融合的过程，平面构成设计是美术
教学的根本和基础。平面构成设计有利于培养设计者一种
感性的创造力，对于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及艺术敏感性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 平面构成设计的基本要素

平面构成主要是运用点、线、面和律动组成结构严谨、
富有极强的抽象性和形式感的图像。点是构成线、面的重
要因素，点通过特定的排列方式构成线，三个以上且不在
同一条直线上的点构成面，因此在美术教学中需要抓住点
的艺术价值，这也是美术创作的基础。线的要素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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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及长度，线的基本类型包括几何线以及自由线。面是
点的运动轨迹形成的，是平面构成设计中相对较大的元素。

三、平面构成设计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的意义

（一） 丰富学生美术艺术语言

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融入平面构成设计，能够极大地
丰富学生对美术的设计艺术语言，让学生的美术作品更加
具有创造性。再加上美术本身就是设计的基础学科，所以
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融入平面构成设计就显得更加具有意
义。

（二） 激发中小学生对美术的兴趣

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融入平面构成设计，能够激发中
小学生对抽象美术学习的兴趣。在美术教学中，教师不是
机械地讲述美术作品，而是通过展示分析平面构成的一些
优秀作品，或者从生活中的一些平面构成的应用入手，来
让中小学生能够对平面构成设计有直观的感受，从而对于
抽象美术的学习产生极大的兴趣。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积
极增强学生对平面构成设计学习的兴趣，有利于增强其对
抽象美术学习的兴趣。

（三） 有利于促进中小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运用平面构成设计，能够促进中
小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平面构成设计的过程实质上是抽象
图形设计的过程，将平面构成设计应用到美术学习中，学
生就不会按照固定的模式进行学习，而是将自己的想象力
充分发挥，在尊重美术学固有的美学基础上，设计出更加
具有视觉冲击的美术作品。由于平面构成设计是实践性较
强的知识，所以教师需要巧妙地引导中学生进行学习，尽
可能少地减少社会影响的渗入，促进学生创意的形成，丰
富学生的想象，提升其思维的活跃性。

（四） 提高中小学生的审美能力

在美术作品中融合平面构成设计能够增强作品本身的
美感，将美术作品的形式美充分展示出来。在美术抽象图

案的设计过程中，学生从始至终都感觉到愉悦，充分将造
型的基本要素融合到美术创作中，使得画面的空间感以及
动感提升，增强了视觉方面的冲击，使得美术作品更加具
有吸引力，从而促进学生美术审美能力的提升。

四、平面构成设计应用于中小学美术教学的具体措施

（一） 教学内容

中小学美术课程的授课对象一般都是低年级的学生，
他们思想比较天马行空，心理尚未成熟，对一切图案都比
较感兴趣，对生活化的案例分析比较感兴趣。所以，在课
堂教学中多展示生动具体的案例分析，多用图形、图案来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好奇心，有利于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

（二） 教学方法

第一步：观察、分析。首先学生可以利用各种方式，
来对大自然中或者生活中自己身边感兴趣的事物进行记录。
这一步，主要是锻炼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在记录的过程
中强化学生对事物形态造型的认识，培养学生审美意识。
这个过程中不仅促进了学生对于美术学习的积极性的提升
还有助于培养学生探索美的构成规律。

第二步：提炼、重构。同学们在选好研究的对象后，
再对其形象进行归纳分析、概括、提炼基本元素，结合平
面构成的基本要素，通过点、线、面的方式进行创作。这
一步，让每一位学生自由、大胆发挥，充分开发学生的创
新思维，提高学生造型能力。

第三步：展示、评价。这一步是把前期试验的最终结
果展示出来，让学生说明创作由来。通过小组作业展示的
方式，学生可以相互评价，相互借鉴。

五、结语

平面构成设计是艺术设计的基础，且具有丰富的艺术
效果，能够提高学生的美术的创作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
只有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重视学生美术基本技能训练的相
互结合，才能促进学生善于运用美学法则，创造出独一无
二的美术作品。因此，小学美术教师应该注意将平面构成
设计有创意地融入美术教学，让学生们发挥自身能动性来
与老师一起创作、一起思考，这样的教学课堂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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