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传达设计基础》考试大纲
课程名称 视觉传达设计基础（构成设计、字体设计） 课程编号

英文名称

适用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专升本）

课程性质

总学时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上机学时

一、考试目的

1.《构成设计》考试目的：考试旨在考核学生对构成的基本元素及设计的基本原理

的理解, 了解学生通过设计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通过视觉的形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能力，

掌握构成常用的材料与造型特征，灵活运用各种形、色、质语言内涵，合理组织，恰当自如

表达空间，培养学生的理解与创造力、鉴赏能力。具体考查学生在构成设计方面表现出主题

思想是否恰当表达，主题明确，造型是否得当、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色彩运用是否合理、

富于感染力等。

2.《字体设计》考试目的：考核学生是否较好地了解了文字与版式设计的历史与发展，

基本原理，理解教材中的相关理论要点与设计方法。掌握文字与版面设计的基本规律与形式，

编排常用方法和基本实际运用技能，较熟练掌握现代文字版面的设计方法与技巧。考察学生

视觉设计的基本表达能力和创新、创意能力，以及掌握视觉美学规律、正确运用设计理论和

方法解决实际设计问题的能力。

二、基本要求

1.《构成设计》 本课程教学的基本任务是让学生从认识具象开始，理解如何把具体

的“物”变成“图像”的“图形语言”，探讨抽象形态的构成和组织关系、形式法则。从设

计“活用”反刍“活学”；从设计“结果”反推设计“过程”；从整体展开到局部深化。让

学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本课程由三大模块组成：

（1）知识模块：要求学生了解构成艺术产生的历史渊源，探究二维和三维视觉中抽象

形态规律，掌握“平面构成”、“色彩构成”二大教学内容。通过对点、线、面、色彩的基

础理论的理解，加深其在形态、肌理、面积、空间、形式美等构成法则上的认识，注重对于

材料、色彩和空间的体验，掌握抽象形态的感性与理性结合与创造规律。

（2）能力模块：使学生深刻认识构成中的设计元素，处理设计元素之间的关系，并能

够运用美的形式规律与法则，创造新的视觉美形象。在形态的秩序性学习中获得美感，提高

审美能力，开拓学生的设计思维和设计悟性，为下一步的学习做好准备。

（3）素质模块：锻炼学生艺术情感的表达能力，注重科学和理性的研究方法，将理性

溶入情感，再将情感渗入理性。在发现规律和创造规律中体会设计构成的乐趣，激发对于本

专业学习的兴趣与潜力。

2.《字体设计》 字体设计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对文字的形象进行符合设计对象特性要

求的艺术处理，以增强文字的传播效果。字体设计以宋、仿宋、黑体以及拉丁文字为基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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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推演出各种变体字、花体字等应用性字体。根据汉字的特殊结构，通过拆、卸、移、变

等手法整理而形成新的字体结构，经过艺术化设计以后，使文字形象变得情境化、视觉化，

强化语言效果，成为更具有某种特质和倾向性的视觉符号。本课程学习和掌握字体设计基本

知识和技能，并通过课程项目的训练来培养学生字体设计和应用的实际技能，为视觉传达设

计奠定基础。

三、考试内容及分值

1、知识要点

构成设计部分：平面构成：平面构成的基本造型要素、平面构成的基本原理、基本表现

形式、特殊表现形式、形态构成中的形式美法则。色彩构成：色彩的本质与体系、基本配色

法则、色彩的对比与调和、色彩表现方法

字体设计部分：中英文字体设计、创意字体设计、手绘字体设计、字体设计与应用。

2、考核要求

构成设计部分（总分 60 分）

（1）主题：主题突出，整体设计美观，视觉冲击力强（15 分）；

（2）造型：构成元素表现与文字内涵目标统一，构成形式方法运用能力强，造型美观、

整体、和谐（15 分）；

（3）创新：设计有独创性，新颖独特（10 分）；

（4）色彩：色彩和谐、醒目，富于感染力（10 分）。

（5）质感表现恰当，制作精细程度（10 分）。

字体设计部分（总分 40 分）

（1）文字图形化表现（10 分）；

（2）文字的可识别度（10 分）；

（3）造型表现得当、丰富、统一（10 分）；

（4）文字间衔接关系（5分）；

（5）制作精细程度（5 分）。

四、试题类型

手绘（色彩、黑白），可使用绘图工具。表现手法、绘画工具不限。

五、考试方法及考试时间

1. 考试方法：闭卷、笔试、手绘表现；

2. 记分方式：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

3. 考试时间：180 分钟；

4. 试卷：卷面为 A3 绘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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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绩评定方式及比例

统一阅卷，考试成绩占比：构成设计 60%，字体设计 40%。

七、主要参考资料

[1] 汪泓，李倩文. 字体设计[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刘杰.文字设计[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 陈岩.平面构成设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 高彬.色彩构成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5] 张如画.三大构成设计技法图例[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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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F4%E3%F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D9%BB%CE%C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E%F7%C4%CF%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E%F7%C4%CF%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1%B1%BE%A9%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BD%A8%D6%FE%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E%F7%C4%CF%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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