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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理念下的环境设计专业形态构成课程教学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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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更加追求精神和文化

上的充实与满足。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环境设计专业应当加强创新发展，实现教学内容与社会发展相契合。然而，形态构成作为环

境设计专业的重要课程，在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方面出现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现象。本文以空间建构理念为依托，就空间建构理

念和形态构成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简单分析，总结了在环境设计专业中形态构成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基于空间理念的环境

设计专业形态构成教学创新的基本策略，希望能够有助于提升形态构成这门课程的教学水平，培养出紧跟社会发展步伐的优秀人才。 

关键词：空间理念；环境设计；形态构成；教学创新 

Teaching Innovation Research on Form Composition Cours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Specialty under space concept 

Wang Han Wang Hang 

（Heilongjiang Oriental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 150000） 

Abstract：In recent years，ou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as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the material life standard 

of the people has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more pursuit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enrichment and satisfaction. 

Under this realistic background，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to achieve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as an important cours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form 

composition is out of step with modern society in teaching methods and mod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pac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space construction and the basic content of form composition，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form composition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and puts forward the basic 

strategies for the innovation of form composition teaching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pace，

hoping to help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form composition. Cultivate outstanding talents who follow the pa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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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形态构成课程在环境设计专业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随着教学改革和社会变革，环境设计专业课程体系也出现了一定变

化，从原有的园林设计、景观设计、公共空间设计等方面向城市景

观带设计变化，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的发展与技术手段的进步。作

为环境设计专业的基础，形态构成课程在新课改的要求下，也获得

了充分的发展与进步，从教学手段到教学目标都有所变化。然而，

如何培养符合时代需要得到环境设计人才，如何加强环境设计专业

形态构成课程的创新，仍然是各高校及相关教师需要重点思考的课

题。 

1.空间建构理念概述 
所谓空间建构理念，是从传统区位理论发展起来的，具有总体

性和多样性等基本特点。就这一理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赵

晨主张无论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存在不同特

征的空间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说，空间结构是经济发展的一大表现，

也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融合，完善空间结构体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

重要因素。白秋山主张空间建构理论是依托空间结构助力经济发展

的一种间接途径，覆盖了环境设计、建筑设计等多个领域。由此可

见，空间建构理论与各个领域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环境设计

领域，空间建构理论能够与形态构成课程紧密融合，不断推进环境

设计专业的发展和教学水平的提升。 

2.形态构成学的发展 
形态构成学 早是由二十世纪初期德国画家特·奥·凡杜斯伯

格提出的，其将这一思想带入到德国第一设计学府的教学实践中，

从而逐渐形成了健全、完善的教学体系。随后，德国的康定斯基和

伊顿、日本的青山正夫、香港的王无邪均编撰了一系列书籍，而我

国的形态构成学则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从香港引进的。尹定邦

和辛华泉编撰的《形态构成学》和《色彩构成》两本书是我国艺术

院校学生普遍学习的基本教材。在形态构成学被引进到我国设计领

域以后，从传统的“色彩、面、线、点”等逐渐发展为环境设计、

建筑设计的基础课程。 

3.环境设计专业形态构成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学生的重视程度不高。由于形态构成课程的难度较大，

理论性较强，部分通过艺考升学的学生在过往的学习经历中并没有

接触过类似的知识，在学习时常常会感到枯燥，学习压力较大。另

外，他们更加喜欢写生等实际操作的课程，与之相比，理论知识显

得更加晦涩难懂。这些现实因素都导致学生更加重视画作的实际效

果，对其背后的理论知识则不那么关注。对于这一问题，教师也感

到十分无奈，在课程教学时也缺少了较强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教材缺乏创新性。形态构成这门课程在我国只发展

了约三十年左右，尽管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教学体系，但理论观念和

教学方法仍然采用过去的教学模式，教材内容也无法跟上时代的发

展。学生的重视程度不够与教学的创新性不足都导致形态构成教学

无法发挥预期的效果。同时，教师也没有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性。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缺少创新性和想象力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形

态构成课程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不能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也

不能关注学生的综合品质并引导他们积极进行创新，这也成为形态

构成课程无法实现预期效果的重要因素。 

4.空间理念下的环境设计专业形态构成课程教学创新研究 
4.1 落实教学改革与探索 

4.1.1 根据专业差异开展教学 

形态构成课程主要包括平面构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三部分，

其中，平面构成是基础也是关键。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师在教

学时也应当有所侧重。以环境设计专业为例，环境设计专业的主要

对象是各类建筑物的内外空间环境。因此，教师应当在平面构成和

色彩构成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三维立体构成部分的教学。为了给

学生更多的了解环境设计专业的机会，加强对形态构成课程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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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意义重大。故而，各高校应当根据本校对环境设计专业人才

的培养方案和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筛选和侧重。在讲

解课程知识时，教师也可以从案例出发，让学生在熟悉度较高的生

活案例中加深对环境设计专业的了解，从而避免基础课程和专业课

程相脱节。 

4.1.2 加强专业技术设备应用 

之所以要开展形态构成课程，主要目的在于组合形式要素、展

现形式美感以及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传统的形态构成课程教

学中，教师常常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手绘占据了课程的主

要内容。在短暂的构思以后，学生常常采用直尺、圆规等工具进行

绘制，并且会花费很多时间进行填充和涂色，整个流程较为繁琐。

在数字化时代下，大量的电子设备都被广泛地应用于教学活动中，

形态构成课程同样需要加强专业技术设备的应用。因此，教师可以

鼓励学生多学习、了解电脑、绘板等设备，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完成

课程题目的效率，也能够进一步凸显教学目的。另外，借助电子设

备完成作业也有助于减少教师对作业细节部分的关注，更加注重学

生的创意性。同时，由于电脑绘制往往具备各种各样的辅助工具，

学生在操作时能够收获更好的绘制效果。 

4.2 注意空间理念与形态构成的渗透 

4.2.1 注意具体与抽象相结合 

在空间理念下开展形态构成课程，需要教师以经济发展和区位

文化为主要导向，将经济、文化等与色彩、面、线、点因素置于同

等地位，从而实现对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其中，良好

的思维能力是学生学好形态构成课程的基础，也是建构抽象模型的

基础。然而，想要实现抽象模型的建构，需要以形状、材料等具体

因素作为前提。因此，教师应当注意将具体与抽象相结合，培养学

生的综合能力。具体来说，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客观事物进行描绘，

掌握其核心特点，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感知能力和模仿能力。在此

基础上，实现对具体事务抽象形态的提炼，并利用色彩、材质、比

例尺度等加深对事物的把握，进而引导学生形成从具象到抽象的感

知能力。 

4.2.2 注意立体与平面相结合 

环境设计这一专业具有抽象、立体的特点，要求学生具备较强

的抽象架构能力。然而，在空间建构理念的要求下，传统的立体思

维很难实现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目标。故而，教师在教学时应当注

意将立体与平面相结合，训练学生的平面设计能力，并在这一过程

中让学生逐渐掌握形态构成课程的内涵。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当

关注对学生平面能力的培养，鼓励他们将平面绘图能力与立体建模

能力相融合，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材质肌理及构造特征，把握好

立体造型的关键点。首先，在课程开设初期，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多

参加画展，训练他们的审美能力，调动他们进行环境设计的积极性。

其次，在正式教学时，教师则可以借助基本元素训练他们的平面构

图能力，并以各类教学案例辅导课程教学。 

4.3 注意环境设计与形态构成的衔接 

4.3.1 构成要素的融合 

无论是自然生成的物品还是人工制造的物品，其形态构成都与

点、线、面和色彩等基本元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形态构成课程上，

教师如果单纯地讲解上述概念的特性，学生可能无法形成具体的理

解。但教师如果借助环境设计专业相关的实际案例，则能够为学生

的理解提供一定辅助作用。例如，针对一处景观，教师可以对场地

分析、场地功能等进行划分，将植物、景观中心、喷泉、石块等具

体景观看做是点，鼓励他们对上述要素的主次结构、大小疏密等进

行分析。又如，教师还可以以室内设计案例为例，以设计风格为基

础，从灯带、墙面装饰、地板铺设等出发，为学生讲解点、线、面

在空间中的协调统一。具体而言，教师可以将实际案例与概念图放

在一张图上，要求学生在直观感受点、线、面等概念在案例中的表

现中感受其概念。随后，教师就可以为学生布置课后作业，要求他

们从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入手，结合对上述概念的把握进行再创作，

从而为学生学好形态构成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4.3.2 形式美感的衔接 

对于环境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审美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至关重

要。故而，教师在开展形态构成课程时，应当注意对学生形式美的

提升。在具体授课时，教师可以为学生展示一些大师的绘画作品，

引导他们从美术构图的角度出发，感受并剖析其背后的形式美，实

现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同时，教师也可以为学生讲授主从关系、

节奏韵律、比例尺度等形式美学的基本法则，并结合实际案例让学

生直观地感受这些法则的具体运用。由于景观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

运用了形式美法则，教师也可以在讲解形式美法则的基础上介绍景

观设计的具体内容。应当注意的是，与平面绘画相比，景观设计在

表达美的手段上出现了一定变化。通过这一过程，学生能够更好地

了解形式美法则在环境设计中的应用，并实现自己审美能力的提升。 

4.3.3 空间的同质性 

在进行三维立体构成的教学时，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引导学生

对空间这一概念加强认识，在分析空间、实体两者关系的基础上，

把握两者的对立与统一。对于任何一个环境来说，都分为内外部两

部分。由于外部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内部形态的影响，教师应当

鼓励学生了解点、线、面等基本元素是如何在排列组合的过程中实

现设计者意图的。 后，为了训练学生的三维立体能力，教师还可

以积极发挥抽象建筑空间模型的作用。在训练时，教师要注意将生

活中实际接触到的各类物质材料都纳入到三维模型中，让学生在拼

装和连接的过程中感受空间的灵活多样，以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4.3.4 光影造型的衔接 

空间设计同样也是光的设计，优质的光影设计能够凸显空间的

层次感，但容易让空间失去纵深感。在进行教学时，教师也要注意

训练学生的光影设计能力。例如，在不同天气和不同时段的情况下，

光线的强弱都会出现一定变化，而人工光的可变性同样较强。故而，

学生在对空间形态进行构思和设计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光影造型

的衔接与设计。为此，教师可以以光之教堂、瓦墙、光墙等作为材

料进行讲解，让学生更深刻地感受到光影变化对空间设计的重要意

义。在生活中，学生也可以在自然光、人工光等不同光照条件下，

从不同角度拍摄物品，以人工光模拟自然光。这一学习过程能够让

学生感受到光的空间意义，使得三维构成的光影造型与环境设计的

光影联系起来。 

结束语： 
总而言之，基于空间理念进行环境设计专业形态构成课程创新

意义重大，是学生熟练掌握环境设计基础理论和方法的重要途径，

对于培养符合社会发展的综合性人才具有关键意义。各高校应当对

形态构成课程的内容、基本特点和教学原理等内容进行深入挖掘分

析，在融合空间建构理论的基础上，为形态构成课程赋予新含义。

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环境设计能力，也有助于间接促进区域经济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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