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构成原理 2 

Principles of Visual Composition 2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50138】 

课程学分：【2】 

面向专业：【数字媒体技术】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课程类型：【理论教学课】 

开课院系：【信息技术学院数字媒体技术系】 

使用教材：主教材  【教师讲义】 

辅助教材【点线面,康定斯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年 6 月】 

参考教材【立体构成艺术,马春萍,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年 8 月】 

【数字图形构成,田少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先修课程：【视觉构成原理 1】 

二．课程简介 

视觉构成原理是数字媒体技术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构成艺术，是现代视

觉传达艺术的基础理论，它的相关知识适用于所有构成设计。本课程以训练学生思维方式为目的，

采用大脑非平衡自组织教学模式，从无序中诱导创新思维的方法进行有序化创新思维的组织，尤

其是动态元素的构成方式是本课程的重点。本课程作为视觉构成原理的后续课程，着重培养学生

在新的影视三维动画技术条件下，以及新的市场需求下，对三维空间的重构，设计以及动态视觉

造型构思等多方面的能力。 

三. 选课建议 

该课程适合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在第三学年的第一学期开设。本课程并不要求有一定的基础或

特殊技能，但具有相应素质的学生将更容易在本单元中发挥自身的特色，这些素质包括英语的书

面和交流能力，绘画思考能力，与音乐鉴赏能力。学生也可以通过本单元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这

些能力和素质。 

四、课程与培养学生能力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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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学习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通过一定数量的构成设计练习，学会应用构成设计的基本技能，

学会应用装饰图案、几何图案的表现手段和空间装置的表现基本方法，知道色彩的成因，并能将

其结合现代计算机技术加以表现，学会以三维抽象思维对空间进行构造。课程将学习各种动态元

素构成的基本背景、结构和基本表现方法，进行动态元素构成的创意与制作实践。 

六、课程内容 

第 1 部分 空间，动态元素概述 

⑴动态元素构成概述 

了解视觉形态元素与力以及视觉形态动力与互动  动态元素构成训练的目的意义 

⑵动态背景元素构成 

商业背景  运动背静  数字循环  数字运动背景  抽象背景  数字航空背景  数字商业背

景  数字空间背景 

⑶动态空间元素构成 

创意空间  合成底图  空间的力度  概念齿轮  工业线  齿轮转动  传动装置  动力装置 

⑷感觉的运动与互动  视觉的运动  听觉的运动  触觉的运动  视听与触摸觉的互动 

 

第 2 部分 动态构成形式 

⑴摄影动态构成 

拍摄的星球  电影设备  美国西部地图  航拍效果  美国东部地图  旧胶片效果 

⑵光动态构成 

广告牌舞厅灯光特效  夜晚车灯  信号等特效  灯光眩晕特效  纹理光与景变幻特效  都

市霓虹灯特效  运动涂颜料效果  镜映特效  频闪特效  光导纤维  光学转盘波动  视频特效 

⑶微观动态构成 

微生物特效  血液流动特效  植物细胞与组织特效  单细胞味生物特效  多细胞微生物特

效  结晶体特效  微观世界特效  粒子转场特效  人工胰岛素造型特效 

 ⑷3D 动态 

 科幻精品  3D 液体特效  3D 几何体特效  3D 宇宙特效  爆炸效果  划动文字效果 

第三部分 视觉形态动力构成 

 ⑴动力形态构成 

了解 橡皮圈动力  磁动力  电动机动力  针筒传送液压动力  胶筒气压动力  气球气压动力  

震荡器动力 动态构成形式 

 ⑵机械运动构成 

                



 

 直线运动  旋转运动  往返运动  摇摆运动 

 ⑶运动传送构成 

杠杆运动传送  连杆运动传送  凸轮运动传送  曲柄运动传送  滑轮运动传送  齿轮运动

传送  链条运动传送  链轮运动传送 

⑷动力控制构成 

   机械控制  电气控制  可编程控制 自动控制  声音控制  光控制  感应器控制  磁场控制 

⑸互动装置设计 

人机互动  光电互动  维度互动  景物互动  视觉互动  角色互动 

 

七、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 

实验 

序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类型 备注 

1 三维造型构成 应用三维构成构造形体 6 设计型 建议2人/组 

2 动态元素构成 
运用动态构成方式构造三维空

间动态造型 
10 设计型 建议4人/组 

 

八、评价方式与成绩 

 

 “1”一般为总结性评价, “X”为过程性评价，“X”的次数一般不少于 3 次，无论是“1”、

还是“X”，都可以是纸笔测试，也可以是表现性评价。与能力本位相适应的课程评价方式，较少

采用纸笔测试，较多采用表现性评价。 

常用的评价方式有：课堂展示、口头报告、论文、日志、反思、调查报告、个人项目报告、

小组项目报告、实验报告、读书报告、作品（选集）、口试、课堂小测验、期终闭卷考、期终开

卷考、工作现场评估、自我评估、同辈评估等等。 

本大纲只对“1”的考核方式以及比例进行规定，对“X”不予规定，由任课教师自行决定 X

总评构成（1+X） （1） （X1、X2、X3„„） 

评价方式 期末作品演示 X1：阶段作业 1（25%） 

X2：阶段作业 2（25%） 

X3：课堂互动（10%） 

1 与 X 两项所占比例% 40% 60% 



 

的内容、次数及比例，同一门课程由多个教师共同授课的、由课程组共同讨论决定 X 的内容、次

数及比例。 

 

 

 

撰写： 毛霄萌                    系主任：矫桂娥           教学院长：徐方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