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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1（1～2学时）

1、模块名称：认识形式美学

2、授课方式：理论讲授、视频赏析教学、设计实训

3、学情分析：学生初步接触室内设计阶段，对室内空间概念意识薄弱，分析理

解及接受能力有限，缺乏钻研耐心，但对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好奇心理。

4、任务目的

1. 了解形式美学，培养一定的美学素养

2. 对形式美学有一定的感性认知

3. 了解形式美学在各领域的重要性

4. 具有发现日常生活中美学的能力

5、授课信息：

1. 认识形式美：形式美是指自然、生活、艺术中各种形式因素（色彩，线条

形体声音）及其规律组合所具有的美。

2. 结合案例分析日常生活中的形式美学

3. 结合案例分析各领域（如服装设计、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建筑设计、文学

创造）中形式美学的体现及其重要性。

六、活动安排：

如下：

步骤 教学内容

（项目内容）

学生活动 主要教学手段和方法 时 间 分 配

（分钟）
衔接 回顾前次课程 听课 讲授、讨论解答疑问 5

告知 展示新课程项目目标，告知单

元进程、考核方式、要求

听课 讲解目标 5

导入 图片导入，引出形式美的概念 小 组 讨 论

分析

讲授、讨论解答疑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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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 1.什么是形式美？

2.日常生活中的形式美

3.形式美的重要性以及在其他

领域的运用

听课

小 组 讨 论

分析

案例讲解、视频美学

赏析

40

训练 举例说明日常生活中的形式美 资料收集

素 材 整 理

与分析

学生实训、教师指导

讲解

25

总结 教师组织学生交流总结 听取总结、

点 评 及 完

善情况。安

排 下 一 次

课程安排

学 生 预 先

准备。

教师引导学生对专业

能力进行评价

5

七、教学反思：

课程教学中需注重能力素质的培养，而非知识的传输，可通过联系生活实

际与其他艺术领域，拓宽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并积极引导学

生建立正确的美学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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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2（3～4学时）

一、模块名称：形式美的要素——对比与调和

二、授课方式：理论讲授、视频赏析教学、设计实训

三、学情分析：学生初步接触室内设计阶段，对室内空间概念意识薄弱，分析理

解及接受能力有限，缺乏钻研耐心，但对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好奇心理。

四、任务目的

1.了解形式美学，培养一定的美学素养

2.形式美中的对比与调和

3.灵活应用对比与调和的设计手法

五、授课信息：

1.对比与调和的含义

对比又称对照，把反差很大的两个视觉要素成功地配列于一起，虽然使人

感受到鲜明强烈的感触而仍具有统一感的现象称为对比，它能使主题更加鲜明，

视觉效果更加活跃。调和是指在不同事物中，强调其共同性、近似性的因素，为

对比双方过渡、中和，使双方彼此接近，达到和谐的效果

2.对比与调和的设计手法

对比关系主要通过视觉形象色调的明暗、冷暖，色彩的饱和与不饱和，色相

的迥异，形状的大小、粗细、长短、曲直、高矮、凹凸、宽窄、厚薄，方向的垂直、水

平、倾斜，数量的多少，排列的疏密，位置的上下、左右、高低、远近，形态的虚

实、黑白、轻重、动静、隐现、软硬、干湿等多方面的对立因素来达到的。它体现了哲

学上矛盾统一的世界观。对比法则广泛应用在现代设计当中，具有很大的实用效

果。过于强调对比，形态有可能显得杂乱无章，没有整体性；过于强调调和，形

态会显得呆板、没有生气。对比与调和是互为相反的因素，要想在画面上达到既

有对比又有统一调和的效果，就必须通过设计者进行艺术加工。

对比与调和可以体现在立体构成的各个方面，如形态大小、色彩对比、材质

软硬等，设计实例赏析如图所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B2%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B2%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9%B2%E7%9B%B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D%E5%B7%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9%E7%85%A7/916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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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动安排：

如下：

步骤 教学内容（项目内容） 学生活动 主要教学手段和

方法

时 间 分 配

（分钟）
衔接 回顾前次课程 听课 讲授、讨论解答疑

问

5

告知 展示新课程项目目标，告

知单元进程、考核方式、要

求

听课 讲解目标 5

导入 图片导入，引出对比与调

和的概念

小组讨论分析 讲授、讨论解答疑

问

10

讲解 1.什么是对比与调和？

2.日常生活中的对比与调

3.对比与调和的设计手法

听课

小组讨论分析

案例讲解、视频美

学赏析

40

训练 对比构与调和训练 资料收集，素材整

理与分析、绘制成

果

学生实训、教师指

导讲解

25

总结 教师组织学生交流总结 听取总结、点评及

完善情况。安排下

一次课程安排，学

生预先准备。

教师引导学生对

专业能力进行评

价

5

七、教学反思：

课程教学中需积极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引导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研究。

教案 3（5～6学时）

一、模块名称：形式美的要素——对称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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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课方式：理论讲授、视频赏析教学、设计实训

三、学情分析：学生初步接触室内设计阶段，对室内空间概念意识薄弱，分析理

解及接受能力有限，缺乏钻研耐心，但对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好奇心理。

四、任务目的

1.了解形式美学，培养一定的美学素养

2.对形式美学有一定的感性认知

3.灵活应用对称与均衡的设计手法

五、授课信息：

1.对称与均衡的含义

对称是同形同量的形态，如果用直线把画面空间分为相等的两部分，它们

之间不仅质量相同，而且距离相等．中外很多古代建筑、教堂、庙宇、宫殿等都

以"对称"为美的基本要求．对称的构成能表达秩序、安静和稳定、庄重与威严等

心理感觉，并能给人以美感。均衡是同量不同形的形态，是指在特定空间范围内

形式诸要素之间保持视觉上力的平衡关系。

2.对比与均衡的实际应用

六、活动安排：

如下：

步骤 教学内容

（项目内容）

学生活动 主要教学手段

和方法

时间分配

（分钟）
衔接 回顾前次课程 听课 讲授、讨论解

答疑问

5

告知 展示新课程项目目标，告

知单元进程、考核方式、要

求

听课 给学生展示项

目，讲解目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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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图片导入，引出对称与均

衡的概念

小组讨论分析 讲授、讨论解

答疑问

10

讲解 1.什么是对称与均衡？

2.日常生活中的对称与均

衡

3.对称与均衡的设计手法

听课

小组讨论分析

案例讲解、视

频美学赏析

40

训练 对称与均衡训练 资料收集，素材整理与

分析、绘制成果

学生实训、教

师指导讲解

25

总结 教师组织学生交流总结 听取总结、点评及完善情

况。安排下一次课程安排，

学生预先准备。

教师引导学生

对专业能力进

行评价

5

七、教学反思：

在设计实训过程中，学生对均衡和对称的概念还存在混淆模糊，因此需着

重结合实际案例强化学生对于均衡和对称概念的理解。

教案 4（7～8学时）

一、模块名称：形式美的要素——比例与尺度

二、授课方式：理论讲授、视频赏析教学、设计实训

三、学情分析：学生初步接触室内设计阶段，对室内空间概念意识薄弱，分析理

解及接受能力有限，缺乏钻研耐心，但对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好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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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务目的

1.了解形式美学，培养一定的美学素养

2.理解比例与尺度的含义

3.灵活应用比例与尺度的设计手法

五、授课信息：

1.比例与尺度的含义

比例是指形体中整体与部分或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比率关系。在立体构成中就

是形态的大小、长短、距离、粗细等的数理问题。恰当的比率关系可以体现形态有

规律的美。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活动中一直运用着比例关系，并以人体自身

的尺度为中心，根据自身活动的方便总结出各种尺度标准，体现于衣食住行的

器用和工具的制造中。比如早在古希腊就已被发现的至今为止全世界公认的黄金

分割比1：1．618正是人眼的高宽视域之比。恰当的比例则有一种谐调的美感，

成为形式美法则的重要内容。

  

2. 比例与尺度的应用

六、活动安排：

如下：

步骤 教学内容

（项目内容）

学生活动 主要教学手段和

方法

时 间 分 配

（分钟）
衔接 回顾前次课程 听课 讲授、讨论解答

疑问

5

告知 展示新课程项目目标，告

知单元进程、考核方式、要

求

听课 给学生展示项目

讲解目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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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图片导入，引出比例与尺

度的概念

小组讨论分析 讲授、讨论解答

疑问

10

讲解 1.什么是比例与尺度？

2.日常生活中的比例与尺

度

3.比例与尺度的设计手法

听课

小组讨论分析

案例讲解、视频

美学赏析

40

训练 比例与尺度训练 资料收集，素材整

理与分析、绘制成果

学生实训、教师

指导讲解

25

总结 教师组织学生交流总结 听取总结、点评及完

善情况。安排下一次

课程安排，学生预

先准备。

教师引导学生对

专业能力进行评

价

5

七、教学反思：

教学中，仅通过多媒体挂图讲解，学生无法直观感受比例与尺寸，可通过

实地调研等实地考察方式，构建学生比例与尺度的感受，强化比例与尺度的认

识的认识，帮助学生更好了解什么好的尺度比例。

  

教案 5（9～10学时）

一、模块名称：形式美的要素——节奏与韵律

二、授课方式：理论讲授、视频赏析教学、设计实训

三、学情分析：学生初步接触室内设计阶段，对室内空间概念意识薄弱，分析理

解及接受能力有限，缺乏钻研耐心，但对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好奇心理。

四、任务目的

1.了解形式美学，培养一定的美学素养

2.理解节奏与韵律的含义

3.灵活应用节奏与韵律的设计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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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授课信息：

1.节奏与韵律的含义

节奏与韵律也是源于大自然中万物的生长与运动的规律：如动物的心跳、大

海的潮涨潮落，沙漠山谷的绵延起伏、植物生长的动势构造等都充满了节奏韵律

感。

节奏本是音乐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指各个音符有一定的规律长短、强弱的

交替。

节奏感的强弱与构成元素有关，元素复杂，节奏感就强烈、丰富，反之亦然

表现节奏感的关键是控制度，控制得恰到好处才不会显得杂乱，

人韵律是诗歌和音乐的美感形式，指诗歌、音乐中的声韵和节律。无论是诗

歌还是音乐都讲究音的和谐，表达出有规律的节奏感，这是由诗歌和音乐的特

征所决定的。在艺术中，韵律越强烈，作品的艺术冲击力和感染力越强。

韵律是节奏导致的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感受，它没有形式可言。当

形态大小、方向、位置、色彩、光线、排列发生变化时，可以产生韵律美，如图所示

韵律又可分为：重复韵律、渐变韵律、变异韵律。

2.节奏与韵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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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动安排：

如下：

步骤 教学内容

（项目内容）

学生活动 主要教学手段和

方法

时 间 分 配

（分钟）
衔接 回顾前次课程 听课 讲授、讨论解答

疑问

5

告知 展示新课程项目目标，告

知单元进程、考核方式、要

求

听课 给学生展示项目

讲解目标

5

导入 图片导入，引出节奏与韵

律的概念

小组讨论分析 讲授、讨论解答

疑问

10

讲解 1.什么是节奏与韵律？

2.日常生活中的节奏与韵

律

3.节奏与韵律在室内设计

的运用

听课

小组讨论分析

案例讲解、视频

美学赏析

40

训练 节奏与韵律训练 资料收集，素材整

理与分析、绘制成果

学生实训，提问

教师指导讲解

25

总结 教师组织学生交流总结 听取总结、点评及完

善情况。安排下一次

课程安排，学生预

先准备。

教师引导学生对

专业能力进行评

价

5

七、教学反思：

  “节奏与韵律”概念较抽象，学生对此部分的理解还不够深刻，还不能够完

全灵活掌握此部分的运用，应强化学生对此部分的讨论、交流和总结，进一步通

过答疑总结教学方式，进一步加深对此部分的理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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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6（11～12学时）

一、模块名称：形式美的要素——空白与虚实

二、授课方式：理论讲授、视频赏析教学、设计实训

三、学情分析：学生初步接触室内设计阶段，对室内空间概念意识薄弱，分析理

解及接受能力有限，缺乏钻研耐心，但对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好奇心理。

四、任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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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形式美学，培养一定的美学素养

2.理解空白与虚实的含义

3.灵活应用空白与虚实的设计手法

五、授课信息：

1.空白与虚实的含义

空白的处理也就是画面的空间设计。有的朋友刚开始做建筑表现时总想把版

面"充分利用"，总想把素材安排得满满的，认为画面留有空间是一种浪费。其实

这种庞杂堵塞的构图往往使人望而生畏，留不下一点印象。空间在构图上有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这种构图上的"少"，却是效果上的"多"。空间也能引起人们的注

意，使人产生兴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传播目的。

虚实作为一种表现形式是为深化主题服务的。画面构成中必须有虚有实，虚

实呼应。画面的主体建筑要"实"，陪体建筑和背景要"虚"，"虚"是为了突出"实"

应该藏虚露实，宾虚主实，不能平均处理。

2.空白与虚实的应用

     

六、活动安排：

如下：

步骤 教学内容

（项目内容）

学生活动 主要教学手段和

方法

时 间 分 配

（分钟）
衔接 回顾前次课程 听课 讲授、讨论解答

疑问

5

告知 展示新课程项目目标，告

知单元进程、考核方式、要

求

听课 给学生展示项目

讲解目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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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图片导入，引出空白与虚

实的概念

小组讨论分析 讲授、讨论解答

疑问

10

讲解 1.什么是空白与虚实？

2.日常生活中的空白与虚

实

3.空白与虚实在室内设计

的运用

听课

小组讨论分析

案例讲解、视频

美学赏析

40

训练 空白与虚实训练 资料收集，素材整

理与分析、绘制成果

学生实训，提问

教师指导讲解

25

总结 教师组织学生交流总结 听取总结、点评及完

善情况。安排下一次

课程安排，学生预

先准备。

教师引导学生对

专业能力进行评

价

5

七、教学反思：

教学中的案例讲解较为单一，应不局限雨室内空间，应强化其他艺术文化领

域的案例讲解，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灌输，积极培养学生爱国情怀。

教案 7（13～14学时）

一、模块名称：形式美的要素——重复与变异

二、授课方式：理论讲授、视频赏析教学、设计实训

三、学情分析：学生初步接触室内设计阶段，对室内空间概念意识薄弱，分析理

解及接受能力有限，缺乏钻研耐心，但对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好奇心理。

四、任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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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形式美学，培养一定的美学素养

2.理解重复与变异的含义

3.灵活应用重复与变异的设计手法

五、授课信息：

1.重复与变异的含义

康定斯基说过：“重复是强化内心感情的一种有力手段，同时也是创造一

种最初节奏的有力手段，这是一种在任何艺术形式中达到最初和谐的转换手段。

重复是相同基本形态反复排列的构成形式，还是形态达到调和、统一关系的

最有效方式。

重复是强化内心情感的一种有力手段，重复就是力量。同时也是创造一种最

初节奏的有力手段，这是一种在任何艺术形式中达到最初和谐的转换手段。

变异是规律的突破，秩序的轻度对比变化。变异的部分易成为注目的焦点，

具有较大的视觉注目作用，往往被设计为视觉的趣味中心。设计师常使用变异的

手法，突出重点，传达特定的信息，使某一局部引人注目。

2.重复与变异的应用

      

六、活动安排：

如下：

步骤 教学内容

（项目内容）

学生活动 主要教学手段和

方法

时 间 分 配

（分钟）
衔接 回顾前次课程 听课 讲授、讨论解答

疑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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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 展示新课程项目目标，告

知单元进程、考核方式、要

求

听课 给学生展示项目

讲解目标

5

导入 图片导入，引出重复与变

异的概念

小组讨论分析 讲授、讨论解答

疑问

10

讲解 1.什么是重复与变异？

2.日常生活中的复与变异

3.重复与变异在室内设计

的运用

听课

小组讨论分析

案例讲解、视频

美学赏析

40

训练 重复与变异训练 资料收集，素材整

理与分析、绘制成果

学生实训，提问

教师指导讲解

25

总结 教师组织学生交流总结 听取总结、点评及完

善情况。安排下一次

课程安排，学生预

先准备。

教师引导学生对

专业能力进行评

价

5

七、教学反思：

在设计训练中，学生作品变异的元素过多，导致整个构图散乱无序，因此

在训练中需重点强化变异的专题练习

教案 8（15～16学时）

一、模块名称：形式美的要素设计实训

二、授课方式：设计实训

三、学情分析：学生初步接触室内设计阶段，对室内空间概念意识薄弱，分析理

解及接受能力有限，缺乏钻研耐心，但对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好奇心理。

四、任务目的

1.了解形式美学，培养一定的美学素养

2.灵活应用形式美学的设计手法

3.具备创造形式美学的空间构成能力

五、授课信息：

1.学生实训。

2.针对学生作品，学生、老师互评。

六、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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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步骤 教学内容

（项目内容）

学生活动 主要教学手段和

方法

时 间 分 配

（分钟）
衔接 回顾前次课程 听课 讲授、讨论解答疑

问

10

训练 设计训练 听课

小组讨论分析

案例讲解、视频美

学赏析

40

总结 训练

教师组织学生交流总结

听取总结、点评及

完善情况。

教师引导学生对

专业能力进行评

价

40

七、教学反思：

课后举行教学意见反馈访谈，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课程知识点的理解接受程

度、教师课堂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氛围等进行全面摸查，了解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碰到的困难，对部分落后学生进行适当地课余辅导及鼓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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