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选题][简单]<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观察下面图形，采用了（ &nbsp;）手。

</span>

A:嫁接

B:抽象

C:实物延伸

D:实物创作

答案:D

解析:实物延伸是用实物来延伸设计，属于补充设计；实物创作，是以实物为设计主体。

[][单选题][简单]<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观察下面图形，采用了（ &nbsp;）手法

</span>

A:嫁接



B:抽象

C:实物延伸

D:实物创作

答案:C

解析:实物延伸是用实物来延伸设计，属于补充设计；实物创作，是以实物为设计主体。

[][单选题][简单]<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观察下面作品，采用了（ &nbsp;）手法。

</span>

A:嫁接

B:图示化

C:抽象

D:曲折表达

答案:B

解析:图示化手法是指强行将若干(通常为两个)视觉形象结合起来，通过改变它们来讲述一

种现实中不存在的情形，并由此表达出特定的意义。这幅是苏格兰威士忌品牌卡蒂萨克反

对酒后驾车的广告把手动变速器与大脑的沟回合二为一。



[][单选题][简单]<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欣赏施德明作品《枪》，图形意义表达注

重（ &nbsp;）维度。</span>

A:特征描绘

B:概念表述

C:情感表达

D:形式风格

答案:C

解析:施德明作品中的左轮手枪刻画较写实，枪支的每个局部都是厚重的机械面，重点是橙

色的逗号，是出自老式印刷机制版时所使用的卡件和字模。施德明用这些来表达语言的暴

力，尤其是诉诸大批量复制的文字的暴力。图形意义偏向情感表达。



[][单选题][简单]<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欣赏下面关于保护濒危动物的海报，使用

（ &nbsp;）手法。</span>

A:直接

B:嫁接

C:曲折

D:代替

答案:C

解析:想要表达的概念很难直接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借助不同的情景或者物体来诉说要求，

达到强调的作用，是曲折表达。

[][单选题][简单]<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观察下面图形，使用（ &nbsp;）表达手法

。</span>



A:情景直接

B:序列直观

C:渐变

D:延申

答案:B

解析:序列直观是指设计师设计序列化的情景，用类似于多格漫画的方法来直观表达情节。

[][单选题][简单]<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观察下面图形，使用（ &nbsp;）表达手法

。</span>

A:抽象

B:相似

C:直接

D:间接

答案:C

解析:图形内容直接表达图形意义，简单明了。



[][单选题][简单]<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欣赏斯高怀德设计的海报《历史》，营造

了（ &nbsp;）氛围。</span>

A:严肃

B:荒诞

C:搞怪

D:无奈

答案:B

解析:斯高怀德设计的海报《历史》反映的是我们看见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主流其实是权贵的

历史，历史研究与真实的历史相去距远，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于是他用一个滑落的王冠

遮挡眼睛来夸张这一点。画中情景营造了荒诞的氛围。



[][单选题][简单]<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下面的图形设计体现了设计中（ &nbsp;）

手法。</span>

A:相似

B:替代

C:嫁接

D:融合

答案:C

解析:图形的嫁接也称为图形的同构，就是把不同的，不属于同一事物和场景的，甚至可以

是按照常理缺乏关联的事物强行结构在一起，让不相关的概念产生撞击。

[][简答题][简单]简述用实物做创作的困难。

答案:（1）所选物品之间的尺度匹配就是问题，要知道在现实中我们不能任意放大或缩小

事物的尺寸； （2）物体与物体之间的位置安排与连接也常常存在困难，现实世界是有重

力的，想把事物安排到合适的位置常常要克服重力的作用； （3）物体之间的色彩与材质

搭配也是问题。

解析:

[][判断题][简单]图形设计是一种思维方式，透过作品，它也呈现为一种存在方式。

正确

错误

答案:正确



解析:

[][简答题][简单]简述交互设计和多媒体设计的区别和关系。

答案:互动的本意是观者的参与，多媒体的设计并不一定是强调参与感的，运用媒介较少的

作品有时却是参与感很强的。交互设计不等于多媒体设计，多媒体设计包含有交互活动。

解析:

[][判断题][简单]图形设计也需要多媒体的手法，增强互动性。

正确

错误

答案:正确

解析:

[][简答题][简单]简述图像形象之间的联系方式。

答案:（1）使用情节。让视觉形象之间发生故事。 （2）图示化手法。强行将若干(通常为

两个)视觉形象结合起来，通过改变它们来讲述一种现实中不存在的情形，并由此表达出

特定的意义。 （3）空间处理手法。突破一般的空间概念，通过置换与嫁接的方法产生视

觉形象的新空间。

解析:

[][简答题][简单]简述思维导图的优势。

答案:（1）有较强的视觉直观性，用很少的时间了解到一个复杂的思维体系的全局，使用

思维导图能让我们保持对全局的认识和关照，不局限于一个局部； （2）有较强的清晰的

逻辑性，层次鲜明的图表，既便于理解也容易记忆。

解析:

[][简答题][简单]简述头脑风暴的规则。

答案:由美国创造学家 A.F.奥斯本于 1939 年首次提出，1953 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

的方法--头脑风暴法。



 (1)每小组参会人数一般来说以 5~10 人为宜。设主持人 1 人，记录员 1~2 人，主持人仅有

权控制会议的程序，无权评判大家的意见，记录员必须记录所有的意见； (2)所提的想法

是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所有的参会者是平等的，不允许否定别人的意见，参会者轮流发言，

每个人发言要简短，不允许打断别人的发言，且要独立思考； (3)收集的想法数量越多越

好，好的创意从大的数量中产生； (4)头脑风暴会议结束之后，需对其成果进行总结、分

析和整理，此时可以淘汰一些不合适的想法。

解析:

[][简答题][简单]简述群体互动的创意优势。

答案:良性互动的群体创意，会大大地增加信息的流动速度，显著提高每个成员的思维速率

，并且在相互激励的条件下，每个人的思维都变得更加大胆，更有创造性。也会借助思维

工具。而一个人的思维很容易陷入某种陷阱当中而不自知，也会钻入牛角尖出不来，空耗

掉大量宝贵时光。

解析:

[][简答题][简单]聚合思维

答案:当思维发散比较充分以后，可以开始寻求这些点与解决方案之间的关联，这就是聚合

思维。

解析:

[][简答题][简单]发散思维

答案:先从问题出发，尽可能找到更多与问题相关联的点，这就是发散思维。

解析:

[][判断题][简单]思维导图是发散思维的图纸，没有逻辑性。

正确

错误

答案:错误

解析:思维导图有利于发散思维而有逻辑可循，具有全局可观，本身就是一种记录和积累的

方法。



[][单选题][简单]被称之为“大脑使用说明书”的是（  ）。



A:头脑风暴  

B:接线游戏

C:思维罗列图

D:思维导向图

答案:D

解析:英国心理学家托尼·博赞开发出一种激活思维的工具，称之为“大脑使用说明书”，这

就是思维导图。

[][单选题][简单]不属于常见创新想法的方法是（  ）。

A:头脑风暴  

B:接线游戏

C:思维导向图

D:经验使然

答案:D

解析:经验也是一种固有稳定的基础，不是迸发创新想法的方法。

[][简答题][简单]简述图形来表达意义涉及的三个维度。

答案:(1)视觉特征描绘的概括还是具体:图形中形象的形态描绘是否具体。 (2)所表述的概念

是普遍的还是个别的:图形所描绘的事物是该类事物的共性还是某一个具体事物。 (3)是否

突出情感表达:图形在表达形象时，是仅仅想标识出这一形象还是想用该形象的特定的美感

打动人。

解析:

[][填空题][简单]图形意义表达分三个维度，分别是            ，           和           。

答案:特征描绘，概念表述，情感表达

解析:

[][简答题][简单]简述如何运用曲折表达来实现诉求和情感的表达。



答案:（1）直接借助感官刺激； （2）借助制造虚拟的情境来捕捉观者心灵中易被感动的

地方； （3）用遮蔽和缺少来触动观者的心灵。

解析:

[][简答题][简单]简述运用曲折表达的原由。

答案:（1）想要表达的概念很难直接地表达出来； （2）另外的一些情况则是创作者有意

要吊观者的胃口，制造悬念以获得趣味性；； （3）借助不同的情景来烘托和诉说感情。

解析:

[][判断题][简单]曲折表达能制造悬念，博取眼球。

正确

错误

答案:正确

解析:

[][简答题][简单]简述图形的意义的来源。

答案:（1）形式本身就有意义，比如粗重的和纤细的形态自然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向右

指的箭头也意义清晰； （2）图形中使用的形象与情节是为大众所熟识的，比如明星的肖

像； （3）在特定文化当中，某些符号有着大家约定俗成的意义，这就是象征符号。

解析:

[][简答题][简单]象征符号

答案:象征符号是人们逐渐积累的、具有典型特征并代表某种事物相应含义的标志性记号。

所以在使用象征符号时，要尽可能地用巧妙的手法设计它的感性形式，把动人的因素引进

来。

解析:

[][填空题][简单]符号学家皮尔斯把符号分为图像符号，            和            三种类型。

答案:指示符号，象征符号



解析:

[][单选题][简单]下列（  ）不属于象征符号。

A:葡萄--多子   

B:蝙蝠--福

C:鸽子--和平 

D:梅花鹿--长寿

答案:D

解析:在中国象征符号里，梅花鹿代表禄，寿桃才是代表长寿。

[][简答题][简单]序列直观

答案:序列直观是指设计师设计序列化的情景，用类似于多格漫画的方法来直观表达情节。

解析:

[][判断题][简单]图形是没有直接表达抽象概念的能力。

正确

错误

答案:正确

解析:

[][填空题][简单]视觉图形语言比文字语言具备形象能力，描绘能力也十分形象和具体，但

也存在                          的不足。

答案:难以表达抽象和一般概念

解析:

[][简答题][简单]简述营造荒诞情境的手法。



答案:主要有改变事物的构造、制造矛盾空间、扭曲事物的功能、设置不合理的行为目标、

制造有缺陷的事物、安排不可能的事件等，创造荒诞的手法十分多样，不可能成功穷举，

其内在的原则就是创造不合常理的现象。

解析:

[][简答题][简单]情景

答案:情景指事物发生的背景和环境以及其中的思想和情感的总和。

解析:

[][判断题][简单]对比嫁接，营造荒诞情境更需要刻意。

正确

错误

答案:正确

解析:

[][简答题][简单]摄影拼贴练习的作用。

答案:（1）开发了图形设计的一种技术手段和视觉文化类型； （2）有利于图形设计的创

意创新； （3）有利于跨领域创意，打破固有的概念意义，通过拼贴链接，赋予新的意义

。

解析:

[][简答题][简单]简述原始摄影术的特点。

答案:（1）原始素材往往十分“坚硬”难以改变，拼贴艺术不能随意捏造，连图像大小都难

以改变，也是它的受限之处。 （2）摄影拼贴又十分自由，艺术家可以任意地把事物从背

景中分离出来，并截取图片的局部，可以任意与其他图像进行组合，意义变得不一样。

解析:

[][简答题][简单]图像解构

答案:图像解构指图像打散然后重构，包括两个过程，拆解和重构。



解析:

[][简答题][简单]蒙太奇

答案:蒙太奇是一种剪辑理论，在电影中镜头通过剪辑过程中的自由组合会产生一些新的意

义，这一理论应用于摄影领域就催生了摄影拼贴。使得视觉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自由与

限制之间相互切换。

解析:

[][判断题][简单]解构是指解散结构。

正确

错误

答案:错误

解析:解构是指打散然后重构，包括两个过程，拆解和重构。

[][单选题][简单]不属于原始摄影拼贴的特点是（  ）。

A:自由拼贴   

B:脱离背景

C:图片大小 

D:截取局部

答案:C

解析:原始摄影的图像大小难以改变。

[][简答题][简单]简述将不相关概念之间的碰撞方法。

答案:（1）融合不相干的事物是把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物强制关联，关联的前提是为它们

寻找一个整体框架，且要有逻辑。 （2）融合两个事物时，为了分别突出不同的侧面，是

两个事物要使用不同的艺术处理手法。融合不相干的事物在图形设计中要存在“是”与“像”
的关系。一个形象主要负责维持对事件总体内容的辨识，是概念因素，另一个形象则主要

负责引发审美与感性的反应，是情感因素。 （3）寻找要表达的概念自身的特点，深入其

中进行表达。



解析:

[][简答题][简单]简述设计创意中的陌生化的切入方法。

答案:（1）不用物体的固有色，主观地使用色彩； （2）改变作品的尺度，让它变得极大

或者极小; （3）改变视角，从茶壶的内部向外张望; （4）改变基本形式与纹理，使用树枝

拼贴出一片海洋; （5）用不寻常的构图，让被表达的事物仅仅露出一角。

解析:

[][简答题][简单]简述图形设计的想象的形式。

答案:(1)组合意象:把不相干的事物融合到一起或者成为一个事物； (2)拼贴意象:把不相干的

事物强行合并进一个体系当中； (3)荒诞意象:改变事物之间的规则或者系统的逻辑关系。

解析:

[][简答题][简单]图形的嫁接

答案:图形的嫁接也称为图形的同构，就是把不同的，不属于同一事物和场景的，甚至可以

是按照常理缺乏关联的事物强行结构在一起，让不相关的概念产生撞击。

解析:

[][简答题][简单]陌生化

答案:陌生化就是陌生感，指人们对于常见之物以外的创作或者事物感到陌生感。

解析:

[][简答题][简单]拼贴意象

答案:拼贴意象是指图形设计的想象能把不相干的事物强行合并进一个体系当中。

解析:

[][简答题][简单]组合意象



答案:组合意象是指图形设计的想象能把不相干的事物融合到一起或者成为一个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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