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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面构成中的单形与群化

一、单形的定义：

       单形，狭义解释为——一个简单形；

                  广义解释为——一个单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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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形的设计：
        单形的开发与创造一般通过两种方式：

        一是以几何形为基础；

        二是对自然、生活中所提供的形态进行利用与改造构成

的单形。

几何形为基础的变化求取单形：
       利用数学方法，对原有形态进行变化。圆、方、三角、

直线、折线、曲线等形态都是比较简单的几何形。对它们进

行相减或相溶合的办法，可以产生出形态各异的新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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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单形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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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与形的关系属性：

        形态除了自身有形状、位置、大小、方向、色彩和肌

理等视觉元素的变化外，形象与形象的关系还可以产生多样

的关系属性，常见的属性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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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与形的关系属性（1）

• 并列关系：形象与形象保
持距离而互不接触；

• 相遇关系：形象与形象之
间边缘恰好接触；

• 融合关系：一个形象与另
一个形象重合，溶成一个
新的形象；

• 减缺关系：一个形象减缺
另一个形象，形成一个新
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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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与形的关系属性（2）

• 复叠关系：一个形象覆盖
在另一个形象上，产生上
与下，前与后的空间关系；

• 透叠关系：一个形象与另
一个形象重合，保留原形
态的边缘线，又丰富了再
造形的视觉效果。

• 差叠关系：形象与形象相
互叠置而相减缺，形成一
个新的形象。

• 重合关系：形象与形象相
互重合在一起。

第二讲 课题：1.平面构成中的单形

与群化



•自然形为基础的改造构成的单形

          大自然与生活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形象与形态，每一

种都独具特征与美感。

           对自然形进行加强、减弱、夸张和变形，可以创造出

各种符合设计目的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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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单形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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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形的群化：

        单形的群化是指，在设计出了一个新的单形的前提下，

再使用这个单形为造型要素，作方向、位置、大小等变化的

组织，构成视觉效果完全不同的新图形。

        单形的群化可以是比较随意的自由构成，也可以靠比较

规律性的原则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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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状排列：群化时，单形沿水平、垂直或斜线方

向排列；

对称状排列：群化时，沿左右、上下方向排列；

环线状排列：群化时圆形、方形、菱形等多边形环

列构成；

放射状排列：群化时向一个中心点集中排列，构成

放射图形；

平面状排列：群化时相对集中，溶成一体，构成面

状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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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形与群化的练习（图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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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群化构成的基本要领：

       群化构成要求简练、醒目，所以，单形的数量

不宜过多；

      单形的群化构成要紧凑、严密；相互之间可以

交错、重叠、透叠，避免松散；

     构成的群化图形要完整、美观，为此，因该注意

外形的整体效果；

     注意画面的平衡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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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式美的规律
 

    在自然界中，各种事物都以完美的状态存在，悦目人

们的视线，美化人们的心灵，这些美丽的事物都蕴藏着极为

丰富的美的因素。如：海螺的生长结构，符合数学秩序的规

律性；向日葵的葵花籽，生长结构从小到大、从密到疏、从

中心向外渐次扩散，都具有优美的比例关系和较强的韵律。

这些美的因素，通过人们的视觉器官接受以后，在长期的社

会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视觉经验。

  

对称与平衡    变化与统一     对比与调和   节奏与韵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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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指将中心两侧或多侧的形态，在位置、方向

上作互为相对形式的构成。这种形式带来的视觉感

受趋于安定和端庄，显示出规范、严谨有序、安静、

平和的形式特征。      

如我国民间结婚用的双“喜”字、新年时家家大门
上贴的对联以及一些奖章、标徽的设计等都采用了

对称的形式。在自然界中，对称美的形式也随处可

见，如人的身体构造，从五官的位置到人的躯干四

肢都是对称的、蝴蝶的双翅、各种树木、果实、花

卉的生长结构都呈现出对称的形式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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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形式的美感特征在于画面多个重心相互作用，

对整体的和谐完美起效应，使作品看上去舒适，各

组成部分穿插得当。它不像对称只能把作品的重心

放在最稳定的中心线上而给人一种四平八稳的感觉，

它的形式比较自由、活泼，画面达到一种平衡的美

感即可。因此，平衡的形式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

以构成的整个印象给我们以平衡之美，因而会有较

高的自由度。如运动的人体、飞翔的鸟、奔驰的兽、

水流激浪都是平衡的形式。表现这种平衡美的时候，

保持形象的动势和重心的平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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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在构成中强调突出各元素的特点，使画面

具有丰富多彩的不同差异性，即为变化。在变化中

要有主次之分，使局部服从整体。变化法则的使用

不仅仅是为了变化而变化，它要为画面整体效果的

传达服务。变化过多易杂乱无章，无变化又死板无

趣。变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形体的变化，如大小、

高低、粗细、曲直；方向的变化，如正反、旋转、

内外；空间的变化，如前后、上下、左右；色彩的

变化，如深浅、浓淡等都可产生多样化的视觉表现

。 

第二讲 课题：1.平面构成中的单形

与群化



统一：统一是一种富有秩序的安排，是设计者对画

面整体美感进行调整和把握的主要方法和意图。在

此，我们要强调平面设计中的统一不是对二维平面

上静止状态下多种要素机械而类似的重复，而是指

多种相异的视觉要素间的和谐相构。统一原理在设

计构成中的美学意义主要表现在对设计整体美感的

妥善安排上，表现在对那些复杂、富有变化的状态

所构成的有秩序的组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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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又称对照，把质或量反差很大的两个要素成

功的配列在一起，使人感觉鲜明强烈而又具有统一感，

使主体更加鲜明、作品更加活跃。

例如：大与小、区与直、冷与暖、粗与细、刚与柔、

简与繁、疏与密、动与静、规则与不规则、传统与现

代等。

        对比就是由于平面构成的各元素在形态、颜色、

材质的不同形成了视觉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范围很

广，如形的圆与方，点、线的疏密、曲直，颜色深和

浅等等，强烈的反差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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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与韵律

        节奏这个具有时间感的用于在构成设计上指

以同一要素连续重复时所产生的运动感。平面构成

中单纯的单元组合重复易于单调，由有规律变化的

形象或色群间以数比、等比处理排列，使之产生音

乐的旋律感，成为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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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面构成的组织形式

共有八种：

重复构成；近似构成；渐变构成；

发射构成；特异构成；对比构成；

密集构成；空间构成; 肌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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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复构成

• 重复，指同一个单形
连续地、有规律地反
复使用。

• 排列时，可作方向、
位置、色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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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构成（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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