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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空间形态构成知识的目的：

在建筑设计中，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其形体的设计乃至围合空间的界面设

计，都涉及形态构成的知识。

运用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的方法把这些要素组织起来，使它们符合形态构成的

规律，创造美的建筑形式。这是我们学习形态构成知识的目的。



形态   

 1：形与态

 形态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和组成关系，包括形状和情态两个
方面。有形必有态，态依附于形，两者不可分离。

 2：现实形态的分类

 自然形态和人为形态

 自然形态：靠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形成的称为自然形态，如：云，潮，山
石。

 人为形态：按加工方法不同可分为徒手形，机械形





形态的形成

 基本要素----基本形-----任何复杂形

 形的基本要素

 概念元素

 点，线，面，块 

    



要素之间的关系

 形与形的关系

 分离，接触，复叠，

 透叠，联合，减缺，

 差叠，重合



视觉元素 --------形状，色彩，肌理，大小，位置，方向

 我们把这些组成形态的可见要素称为视觉要素



体
 各种形态的体

 实体

 点化的体

 线化的体

 面化的体







积聚 切割 和变形
 形态要素进行操作的基本手法：积聚，切割，变形

 积聚：

   指一些形态要素的积集聚合。

   是一种“加法”的操作，用很多最基本的要素，基本形在空间汇集，群化，
便能造成各种力感，动感。构成各种形态的雏形。





切割
 是把一个整体形态分割成一些基本形进行再构成

     切割是一种“减法”的操作过程，进一步可以去掉一部分基本形，

     形成减缺，穿孔，消减也可以把切割出来的基本形作各种

     位置的变化，加以滑动，拉开错落，等移位操作







变形
 指对基本形态线，面，块进行卷曲，扭弯，折叠，挤压，生长，膨胀，产生紧张

感，从而形成各种新形态。



练习1：立体增减，推拉，切割构成

 一：要点

 是在单一的几何主体上作小部分的变化，其原则是要保持主体原形的完

整度和特性-------即无论如何增减必须显示出其主体大部分，所以这种

构成是主体增减。

 二：材料，规格

 1：泡沫塑料块，板纸

 2：切割器

 3：乳胶

 4：主体不超过150mm×150mm×150mm

 5：主体固定在200mm×200mm硬质底盘上



 三，练习内容及过程

 模型：每人精心制作两个

    在底板上先由一个几何立方体开始（立方体，柱体，锥体，圆锥体……）做

主体。应用增减推拉切割的方法至少五次（五次可以用一种方法或多种）各

种方法的原则如下：

1：增加  以相同单元或不同单元在各面，

   边上做附属粘贴，增加的单元可以色

   彩和主体辨别，但不宜太多



2：减缺：即挖去，被挖去的单元不能

太多，挖去的方式有直挖，斜挖，曲挖

           



3：推拉：即有一单元附加在主体上，看起来不象附加，而象有内向外

   拉出一样，或者有一个被挖的洞，洞内好象有一个单元被推入



4.切割：外在一角落切去，或者是切了之后再留一条缝贴回去，
  也可以横刀切后，左右稍作位移，切割可分直切，斜切弯切，
  皮切，移切



作品赏析：



作品赏析：











凸：空间明朗活跃



架起：









 序列：各单元功能的先后次序关系明确，则形成序列空间



练习2：空间限定
 一：内容：

   根据空间限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限定出一组可供展览的概念空间

 二：规格

   1：底盘 50cm×50cm硬质底板

    基本构件：30mm×30mm×6mm  使用量不超过40块
                30mm×6 mm×6mm 使用量不超过32块
   2：构件可选择KT板或纸板
　３：自选色彩，最多不超过3种

 三：目的

   培养空间构成的思维能力，理解并熟悉运用实际材料限定空间形态的基

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对于展览入口标志性，识别性的处理，展览流线组

织，展览可能性，适宜性的分析。有助于对空间设计功能性特点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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