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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东科技学院 专插本考试大纲

《环境设计》快速表现技法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生的成绩，按

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快速表现技法》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

必修课程之一。该课程考核的目的是为了衡量学生理解、掌握快速表现技法的设计绘画制图。该课程涉及

到理论和实际操作两部分，一方面是学生对于透视理论、室内外设计风格特点等多方面掌握等，考试可以

通过小题目如单体或小组合、室内空间设计进行考核；另一方面是对材质表现、笔法技巧、整体效果表现

能力的考核。

Ⅱ考试内容

考生应按本大纲的要求了解《快速表现技法》中授课内容的第二、三、六章，这三章均为考核重点。

主要考察内容是家具组合绘制和整体空间绘制。装饰配件绘制部分虽为非重点内容，但是作为室内常用物

体，在考试中会出现一小部分。

一、透视、线条与上色技法

⒈ 考试内容

把握空间透视点的选择与控制，并且依照透视规律正确绘制家具效果图，从透视、比例、人体工程学、

材质、功能表现等方面进行考核。上色技法对于绘制出的成品家具尤其重要，通过上色后的材质快速表现，

可以直接反映出物体与材料的特性，从而产生近似真实的视觉感知。

⒉ 考试要求

重点掌握室内透视原理中的透视概念、平行透视、成角透视。上色技法中的单色立体感与明暗表现、

多色立体感与明暗表现。

二、居住空间陈设与效果图着色

⒈ 考试内容

通过居住空间各个陈设单体手绘训练的基础上再进行家居组合体的设计，掌握居住空间各个陈设单体

和组合体的绘制方法和绘制技巧，通过各陈设元素单体的组合来完善整体家居环境设计，培养表现能力、

提升审美品味与设计内涵。利用上色时注意色彩的秩序关系，突出主体，背景空间层次要明确。根据表现

意图进行色彩调整，注意色彩冷暖对比和局部微妙的色彩变化，使主体更加生动。

⒉ 考试要求

主要在绘制单体家具的基础上做一些详细的家具搭配组合体，灯具与居住空间的线稿与着色，绘制过

程中要注意画面的空间层次、虚实关系进行统一调整，同时要把环境色因素考虑进去。

三、空间整体方案：平面图、立面图与效果图

⒈ 考试内容

整体空间的绘制主要体现在平面图、立面图与效果图上，通过平面图到空间的构建训练。绘制平面图、

立面图和效果图需要确定比例，画出平面轮廓及主要分隔线，再使用色彩工具着色，丰富画面整体效果。

⒉ 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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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室内空间效果图的过程中，首先要注重空间物体之间的尺寸比例，然后再着色画出室内装饰

的材质纹理，整个画面的色调要保持统一，适当运用对比色调表现局部关系。最后要注重整体画面的完整

性。

Ⅲ 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

二、试卷内容比例

绘图的透视知识 约占 30%；

绘图的尺寸比例 约占 30%；

绘图的色彩协调统一 约占 40%。

三、试卷题型比例

绘图题

家具单体 20%

景观小品 30%

空间整体效果绘制 50%

四、考试工具

A3 绘图纸（由考试组织方提供）、铅笔、针管笔、水彩、马克笔、彩铅、尺规等绘图画具由学生本人

自带。

Ⅳ 参考书目

《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魏丽，庞勇奇，闫谨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年 6 月第 1版。

2020 年广东科技学院 专插本考试大纲

《环境设计》平面构成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生的成绩，按

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平面构成》是艺术设计专业的一门主要基础课，

是现代设计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考核的目的是为了衡量学生是否理解、掌握平面构成的基本

理论和构成方法，形式美法则的应用规律；衡量学生是否具备运用造型的基本元素，即点、线、面的造型

能力和抽象构思以及创新思维能力；衡量学生是否掌握科学的设计方法，为将来的专业设计奠定坚实的基

础。

Ⅱ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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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要求：考生应按本大纲的要求掌握二维形体与几何中形体的本质区别，以及平面构成基本造型元

素的形态、造型规律、形式美法则，以理性的方式思考和看待设计艺术。应用合理的构成方式进行再次创

造与排列，并在具体设计中得以表现。

一、构成概述

⒈考试内容

（1）构成的含义：构成的解释。

（2）构成的起源与发展：俄国构成主义、荷兰风格派、结构主义、达达主义、包豪斯与构成艺术产生

与发展的关系。

（3）构成的分类:依据表达主题不同、基本造型方法的不同、构成现象受到刺激物的不同三类进行分

类。

⒉考试要求

（1）理解构成的含义。

（2）掌握构成主义理论体系俄国构成主义、荷兰风格派、结构主义、达达主义、包豪斯与构成艺术产

生与发展的关系。

（3）熟练掌握构成学依据表达主题不同、基本造型方法的不同、构成现象受到刺激物的不同的三种分

类。

二、平面构成的造型元素

⒈考试内容

（1）点：点的形态、性质、构成、错视以及在设计中的运用。

（2）线：线的形态、特征、构成、错视以及在设计中的运用。

（3）面：面的形态、构成、性格、组合、错视以及在设计中的运用。

（4）平面构成的形式美：统一与变化、对称与平衡、节奏与韵律、对比与调和。

⒉考试要求

（1）理解掌握点的形态、性质、构成、错视以及在设计中的运用。

（2）理解掌握线的形态、特征、构成、错视以及在设计中的运用。

（3）理解掌握面的形态、构成、性格、组合、错视以及在设计中的运用。

（4）熟练掌握平面构成中统一与变化、对称与平衡、节奏与韵律、对比与调和的形式美规律。

三、基本形与骨骼

⒈考试内容

（1）平面构成中的形态：形态的范畴、形态的种类、形态的派生、形态的正与负。

（2）基本形：单形的造型法、单形的群化。

（3）骨骼：骨骼的基本分类、骨骼的变化、骨骼的辅助手段。

⒉考试要求

（1）理解掌握平面构成中的形态的范畴、形态的种类、形态的派生、形态的正与负。

（2）熟练掌握平面构成中的单形的造型法、单形的群化。

（3）熟练掌握平面构成中骨骼的基本分类、骨骼的变化、骨骼的辅助手段。

四、平面构成的基本形式

⒈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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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复构成：重复构成的特征、重复构成的形式、重复构成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2）渐变构成：渐变构成的特征、渐变构成的形式、渐变构成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3）特异构成：特异构成的特征、特异构成的形式、特异构成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4）发射构成：发射构成的特征、发射构成的形式、发射构成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5）对比构成：对比构成的特征、对比构成的形式、对比构成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6）密集构成：密集构成的特征、密集构成的形式、密集构成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7）空间构成：平面构成空间概念、平面上形成空间的因素、矛盾空间、矛盾空间在现代设计中的应

用。

⒉考试要求

（1）熟练掌握重复构成的特征、重复构成的形式、重复构成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2）熟练掌握渐变构成的特征、渐变构成的形式、渐变构成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3）熟练掌握特异构成的特征、特异构成的形式、特异构成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4）熟练掌握发射构成的特征、发射构成的形式、发射构成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5）熟练掌握对比构成的特征、对比构成的形式、对比构成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6）熟练掌握密集构成的特征、密集构成的形式、密集构成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7）熟练掌握平面构成空间概念、平面上形成空间的因素、矛盾空间、矛盾空间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试卷的印刷必须使用较厚一些的白色纸张，

学生携带黑色签字笔、2B 铅笔、橡皮、尺规作答。

二、试卷内容比例

构成概述 约占 10%

平面构成的造型元素 约占 30%

基本形与骨骼 约占 25%

平面构成的基本形式 约占 35%

三、试卷题型比例

选择题 占 20%

名词解释 占 10%

构图手绘 占 30%

主题创意手绘 占 40%。

四、试卷难易度比例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容易、中等题、难题，三种试题分值的比例为 3：5：2

Ⅳ 参考书目

《平面构成》（第一版），郭宜章，郑家桢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年 7 月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