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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传统纹样在平面构成教学中的导入性应用 
◆徐婷婷 

（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  255000） 

 
摘要：平面构成教学要求从点、线、面三个单独视觉元素方面，通过图

案的构成训练方式、形式美的内容与视觉心理等内容，借助材料与图案

内容来探索单视觉元素的总体组成效果，进行艺术的创造与视觉语言的

全新表达，本文基于传统纹样的的内容与特点，对其在平面教学中的导

入性应用进行浅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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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纹样发展历史悠久，图案、题材内容极为丰富，
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国的文化瑰宝，传统纹样拥有着鲜
明的艺术特点与唯一象征性，在当代社会的商标品牌、传统服饰、
形象构造中被广泛应用与挖掘，传统纹样以古老的图案与构图法
则体现了我国古代的文化艺术风格。平面构成教学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是在运用最新的视觉元素理论下，对物体形态的存在规
律进行探讨，研究所需设计物的构图、形态、材料与表现方式，
是理性与感性教学内容的综合。将传统纹样导入性应用在平面构
成教学中，不仅可以弘扬传统文化，还可以加深学生对于平面构
成教学内容的理解与掌握。 

一、我国传统纹样的发展历史与内容特点 
我国的纹样文化贯穿于中国古代至今的社会发展历史，体现

在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反映了不同时代与不同民族人民的风
俗习惯。从我国远古的简单纹样到奴隶社会的青铜纹饰，再发展
到后来封建社会的复杂纹样，例如飞鸟走兽、精神图腾等图案纹
样，都高凝聚度的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我国人民的艺术审美。纹样
图案与人们的生活关联密切，所有纹样无不例外来自人们的生活
体验与精神向往。不同的发历史时期，纹样的艺术风格与图案内
容的表达也大不相同。在新石器时代，纹样装饰物出现在陶器上，
作为装饰物，主要图案为一些野生动物图腾以及自然现象；战国
及秦汉时期，砖石纹样风靡全国，隋唐时期以丝绸制品及金银制
品的装饰图案为主，主要有牡丹等代表富贵华丽的图案，明清时
期，更是结合了西方的艺术文化内容，纹样内容更为广泛与复杂，
充满时代气息。 

二、传统纹样在平面构成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教学内容的改革，传统的纹样图案装饰教学被逐渐

忽略，在平面构成教学课堂中，基础的传统纹样教学内容被不断
压缩，忽略了对传统纹样的深入式教学，在平面教学内容中，传
统纹样的教学作用不可忽视，只有将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的教学
内容有机结合，才能充分使学生对传统图案的精髓进行理解与消
化，才能深度领会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真正底蕴，使传统纹样
教学内容真正融入到现代平面构成设计内容中。平面构成的设计
内容是时代历史的选择，是反映人类生活内容的一种艺术表达，
只有真正结合了传统纹样的教学内容，才能提升学习的平面设计
水平，更加个性化的进行视觉语言表达，达到点、线、面单独视
觉元素的有机结合。 

三、传统纹样在平面构成教学中的应用 
3.1 剖析传统纹样内容，为平面教学设计提供新鲜素材 
传统的装饰纹样由丰富的自然色彩构成，有很多对于花卉与

人物的描述，会内容的夸张与变形也促进了我国人民对于造型艺
术的追求与进步，传统纹样的内容被描绘在各种生活用品中，可
以说是最早的平面设计内容。在平面构成教学中，关于传统纹样
的内容与色彩构成和平面设计是相互联系的，对传统纹样中的纹
样内容的构成原理进行剖析，并运用到平面教学中，为平面构成
教学提供更多教育素材，赋予学生更多的灵感与创造活力。在课
堂教学中，老师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对传统纹样的组成内容进行深
入探索与分析，了解纹样出现的时期，纹样的蕴含意义，对纹样
中的构成元素进行单元素解剖，例如在对花卉的传统纹样进行剖
析时，可以将花卉的花朵部分与茎叶部分进行区分，单独探索色
彩构成，对其独特的视觉元素原理进行探讨。通过多角度的新鲜
素材的提供，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平面教学的内容。 

3.2 发掘传统纹样结构美，创新平面构成教学表达形式 
传统纹样有着独特的结构内容，以人们的生活内容及传统文

学艺术为基调，具有独特的结构美的表达技巧，平面构成教学以
美的法则为基础，进而探讨平面形态的构成与分布规律，独特的
表现形式是教学内容不可忽略的部分，现代的平面教学表达形式
[1]，给学生带来一种明快的现代感，学生对于平面设计的运用不
再受到来自素材与色彩的约束，但是这也导致了传统结构美的艺
术表达形式的缺乏，发掘传统纹样的结构美的内容，创新平面构
成教学的表达形式，是教师应该积极进行分析的重要教学内容。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以传统纹样为素材教学案例，对其纹样
的构成表达内容进行深入挖掘，例如，在对明清时期的传统纹样
进行分析时，可以对不同元素在纹样中的展现部位构成进行分
析，是紧密还是分散，是明亮还是阴暗，透过不同的结构表达内
容，来展现不同的平面构造内容，创新平面构成教学的教学表达
形式，通过对传统纹样的整齐感与秩序感进行分析，对渐变、对
比的结构表达内容进行挖掘。使平面构成教学在开放多元的同
时，不失传统文化的经典结构美的艺术表达内容，通过传统的人
文艺术来削弱平面构成教学中的机械感。例如，在对学生进行基
础点、线、面单方面元素构成的基础课堂中，要积极举例传统纹
样实例，将丰富多彩的传统案例灌输到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增
强课堂教学内容的生动性。 

3.3 创新传统纹样艺术形式，激发学生创造能力 
平面结构设计的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感性能力还要努力

提高学生的理性水平。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理性的情感体验是
一项重要的内容，一段音乐、一个生活片段乃至冬天的一片落雪，
这些源于生活的气息，都会丰富学生对于作品的创造力。传统纹
样的构成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平面构成教学内容中，教师
应该鼓励学生去积极创新传统纹样构成的表达内容与色彩及艺
术结构，鼓励学生以理性的思维方式[2]，来对固有的纹样内容进
行崽表达与思维开拓。例如在呈现牡丹花卉传统纹样时，要引导
学生将花卉的内容进行改变，其平面结构表达内容会怎么样，或
是在花卉纹样中加入人物又会对其平面的构造产生什么影响等，
使学生不再拘束于仅有的版面教学，要使学生有更多的创新与实
践的空间，培养学生敏锐的视觉与良好的平面构造能力，激发学
生对于平面艺术作品的创造活力。 

综上所述，将传统纹样导入性的应用在平面构成教学中，可
以通过其传统纹样丰富的艺术及结构美的表达形式，来多元化的
增加平面构成教学的表达内容，通过对传统纹样素材的挖掘，来
为平面构成教学提供更多的视觉元素内容，教师通过对传统纹样
艺术形式的创新，来激发学生的平面设计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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