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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相關學習範圍(甲):設計的基本涵義/本質、(丙):設計技巧 

z 相關單元(1.5):視覺語言、(5):立體模型製作 

  

 
「立體造型學習」作為基本素質和技能的訓練過程，在

整個設計教學中是不可少的。其重點不是仿造而是體驗

和感受，強調的不是模式而是思路，重視的不是最後結

果而是創作過程。立體造型的學習過程講求合理的眼睛

(觀察)、頭腦(理解)和手(表現)的諧調工作；通過立體造

型的訓練，學生可認識自然形態，發展設計的能力，激

發敏銳的美感反應。因此，立體造型作為設計教育的一

個獨立課題，對於培養學生的想像力，了解立體空間的

形態美，尤其是開拓他們的設計思維，是有著重要的作

用。立體造型不僅僅是對立體空間形態的研究，它對鍛

煉造型的感受力、直覺判斷力，培養潛在的思維力，啟

發對材料的認識以及由材料引起的重新構思，都起著很

大的作用。 
 

 

在三維(立體)世界裏，立體在空間中佔有實質的位置，

從不同的角度來看，會有不同的“形＂出現，其亦可以

透過觸覺感受出來，因此它實際上沒有固定不變的輪

廓。由此看來，立體形態的“形＂不同於平面形狀，它

們有本質上的不同。以形的外觀來區分，大致有以下四

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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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幾何形---具有明快、數理性和秩序性的特色，然

而其組合過於複雜時，就很難表現出它所持有的

明快及銳利的性格。幾何形具有人為加工的特性

和機械性的冷漠感；另一方面，在現代設計裡，

均離不開現代技術、工具和富有現代感的各種 
       材料的影響，因此幾何形正好是最方便、最有     
       效、也符合現代審美意識的造型形態。 
 

         
           
           
 
 

(2) 自然形---不能像幾何形似的用數學方法求出

來，然而它并不違反自然的法則，具有純樸的視

覺特徵，能使人產生富有秩序性的美感來。 
 
       

 
        
        

 
(3) 偶然形---完全不與人的意識發生聯繫，沒有一定

的計劃與意圖。在立體造型的創作過程中，可以

利用這偶然的形做更進一步的擴展，從而激發我

們的想像力，為作品創造特殊的意境。 
(4) 不規則形---偶然形雖然也是不規則形，然而這裡

所指的不規則形，是指有意識、故意造出來的人

為形態。不規則形具有幾何形和自然形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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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要看設計者在製作中傾向哪一個方向。 
 

“肌理”是物體外表的感覺，它反映了物體本身的質地屬

性。肌理感覺有視覺型和觸覺型之分。質地的軟、硬、

光滑、粗糙，基本上從外觀是可以看出來的。人的皮膚

把外界的各種肌理感覺，如粗糙、光滑、溫暖、冰冷、

柔軟、乾、濕、堅硬……等傳遞給大腦，大腦把這些與

視覺信息結合後，會作出各種複雜的思維想像感覺。人

們的觸覺遠比視覺、聽覺來得複雜，它所獲得的信息，

是聽覺和視覺所無法代替的。所以除了皮膚感觸外，心

理感觸也是一個與肌理有關的設計因素---大凡人們在參

觀某一雕塑作品，或某一件喜愛物品時，不僅前後左右

仔細的看，還會用手撫摸它，就是這個道理了。 
 

  
經常使用的肌理分為三類： 

(1) 材料原有肌理：以材料本身固有的肌理造型，如

木材的紋理和樹皮肌理；石頭本身的質地肌理。 
(2) 加工後的肌理：原材料加工後產生的肌理感覺，

觸摸時有設想中需要的感覺，一般是透過在物體

上打磨、拋光、敲打、鑿削等手段來達成。 
(3) 組織肌理，用細小的肌理單位組織成大面積的肌

理，大的如一片片網狀物，小的如砂紙。 
 

 
就立體造型而言，光有普通的色彩學知識是不夠的；立

體造型中的色彩是受到物件身處的環境所影響，並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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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材質等多個因素的制約，從而形成其特有的色彩規

律和審美觀念。 
(1) 色彩與材料、工藝技術的協調：同樣的顏色在不

同的材料、不同的肌理上，用不同的工藝方法會

呈現出不同的色彩效果，這和一般的色彩學有很

大的分別。 
(2) 色彩與環境的配合：同樣的一個紅色，如果放在

灰色的環境中，和放在紅色的環境中，它所呈現

出的效果會完全不一樣。前者鮮豔奪目，後者純

度則降低了許多。 
(3) 色彩的情感因素：表現力度的立體造型作品，一

般都要求色彩單純和穩重；而表現活躍的立體造

型作品，色彩則可以豐富一些和純度高一些。 
 

 
重覆造型是立體造型中最基本及最和諧的一種表現形

式，它大約可分為兩種：一種是絕對重覆形式，即改變

基本形的方向位置，排列有序地進行重覆構成；另一種

是改變基本形的大小變化和虛實變化來構成。 
 

 
立體造型中的節奏只是借代詞，幾乎和音樂的節奏無關

係。但從其內涵來分析，它們有很多相近之處。立體造

型的節奏表現為造型要素有秩序地進行諸如起伏、交

錯、漸變、重覆等有規律的變化。 
節奏感的產生和人的心理因素有很大關係。大凡人們在

觀察一幅畫或一件立體造型作品時，都有這樣一個過

程：開始看到的是總體形象，接下來才會某一部份、某

一部份地搜索性看下去。這種搜索(也叫間歇觀察)是看

一下、再停一下，再看一下、停一下地進行。假如作品

中沒有主次、虛實、強弱等變化，全部都是主要的、實

的、強的，它不僅使人感到單調和咄咄逼人，還會看得

很累呢。 
 

 
從平面到立體是立體造型學習的一個重要階段。由半立

體開始(如浮雕)，其構圖和平面形狀類似，觀看面也是

一個方向。由於有體積的起伏變化，就有平面所不具備

的量感和立體效果。加工手法主要有以下幾個： 
 

 
一張紙轉化為立體，可以通過各種加工手法，使紙的一

些部位脫離原平面，造成凹凸不平的效果。紙材折屈訓

練是立體造型中最基本的加工手段，是從平面到立體不

可少的訓練步驟。折屈加工，就是將紙進行折疊，以呈

現出立體面。折屈後的紙，由於有了一定的角度，就造

成了一定的空間而具有深度感。此法有重覆折及多方折

等。(建議設計作業：立體賀卡、牆壁浮雕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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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割加工，是從平面轉換到立體的主要手法之一。通過

切割去掉紙的某一部份，或通過切割、拉伸、折屈使之

成為立體形。(建議設計作業：燈罩) 

  
 

將一個單純的、本身造型優美的基本形，重新組合(複數)
在板式結構中。此等作品觀感上完整但又富於變化，因

而趣味無窮。(建議設計作業：鐘面裝飾) 

30/03/05                                                                                                                    學習資料        5 



基本設計科 (S2-3)                                                                                                                                                  立體造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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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式結構是完全立體化的結構形式，現代生活中的許多

物件，都是採用柱式結構來造成的。摩天大廈和現代高

空建築群、紀念碑，與及各種包裝盒的柱式結構都千變

萬化。此法歸納起來有三種形式：三棱柱(如中銀大廈)、
四棱柱、多棱柱(包括圓柱如合和中心)。 

  

 
 

 
(建議設計作業：燈罩、商品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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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以塊式立體為基礎的一類造型。它有一個最基本的

特性，就是造型的全方位性，在任何一個角度看，都會

有理想的展示效果。實際上是面越多，它的外觀越接近

球體。球體結構歸納起來有幾個基本形式：即正四面體、

正六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正二十面體和正三

十二面體等。 

   

 

 
 

 

( / !) 

 

 

(建議設計作業：花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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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是直線或者曲線都能呈現一種輕快感覺，產生運動

感和擴張感。線材相對是纖細的形狀，構成時要考慮線

與空間之間的比重關係，尤其要注意空隙。因為線材的

立體造型設計，其層次感、伸展感都和空隙有關。線材

立體造型可分為硬材和軟材兩大類，硬材有：疊積構造

和框架構造，而軟材則有：伸拉構造和線織面構造。 
 

 
這是用條狀的積木形式塔起的疊積構造。這種造型要注

意接合部位的牢固程度和整體的重心位置，若伸展的傾

斜角度過大，就會引起不安定及滑動的感覺。 

 

 
 

此種構造要注意材料的粗細和長度，線材在造型上的方

向性也是極重要的視覺因素。 
 

 
 

 

 

( ) 

(上述兩者的建議設計作業為遊樂場攀登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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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長的材料作為支柱，應選擇能承受壓力的材料。拉索

的材料不能承受壓力，但可承受拉力。它們兩者結合的

優點顯而易見，如斜拉大橋(汀九橋)就是採用這種原理

來建造的。 

  

 
此構造是利用線織面上(一排)直線的兩個端點，它們沿

著不在同一個平面上的兩條線(任意)運動而成的。這兩

條線可以是直線或曲線，而兩個端點線的排列秩序也可

疏可密，它們會於空間裡產生一具有立體效果的曲面。 
 

 
 

 

 
(上述兩者的建議設計作業為雕塑、遊樂場繩網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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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材的形狀呈現出一種輕薄感與伸延感，其側面邊緣處

近似線材，而在面的連續處卻很像塊材的表面；所以若

面材運用得巧妙，其造型是可以具有線與塊的雙重特

色。面材造型約有薄殼造型、插接造型和層面排出造型

之分。 
 

這是利用最薄的材料達到極大的力度和強度之一種構成

方法。現代建築中廣泛地採用這種方法，並有許多成功

的例子，如悉尼歌劇院就是聞名世界的薄殼造型典範。 

 

 
即利用卡片相互切割一半插縫，使之榫接在一起，此方

法簡單易行。 

 
 

 

 

 

( ) 

 
 
(上述兩者的建議設計作業為遊樂場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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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將面材某基本形進行(複數)排列組合的一種構成方

法。那些基本形可以進行多樣的變化，如由大變小、由

圓變方、由直變曲和由寬變窄等，而且可採用旋轉、漸

變或發射等組織原理來進行排列。設計時，應注意其秩

序性、節奏感和韻味。 

 ? 
 

 
相對於面材和線材來說，塊材是一個封閉的形體，與外

界空間有明顯的區分，有重量感、穩重感和抗外界壓力

的厚實感。塊材是力度感強的形體，同時也表現出一種

沉重感來。塊材是最具立體感、空間感和量感的實體(如
下圖所示)，我們應充分利用它的視覺特性來表達作品的

內涵。 
 

  
 
塊材造型主要是由單體或單體的組合體來構成的，許多

的構成形式都是由此演變出來。設計單體組合時應注意

單體本身形的變化，是為一切變化的前提：其可以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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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的組合，也可以是不同形的組合，還可以是同一形

在連續不斷的變形。而在組合變化方面，約有三種形式：

位置變化、數量變化和方向變化。 

   

   
   

  (建議設計作業：文具座、室內擺設/裝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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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面、塊的劃分其實是相對的，三者之間是可以互相

轉換形態；所以，我們可靈活地運用它們來構成多彩多

姿的立體造型。同時，我們可從周遭找得一些物品來進

行組合練習，在進行這類練習時要注意，由於原有的基

本形在視覺上給人印象太深刻，所以在構成中往往會產

生堆積商品一樣的感覺，那樣作品就失敗了。要記住這

樣的一句話：原有的基本形已經視而不見了，代之而來

的是新的、美的造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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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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