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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悠久的装饰艺术史．从原始时代的彩陶到秦汉 

的青铜艺术，壁画艺术，再到明清时代的文人绘画，直至当今 

艺术界．艺术作品都不仅仅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再现。而是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既来 自客观生活 ，又经过作者的 

艺术加工和文字素养培植出的一种再创造。有人说 ；西方绘 

画是坐着看世界．中国绘画则是转着看世界。此语未免过于 

自大．但却客观地体现出中国绘画中的一种主观意味。因而 

可以说中国绘画是一种装饰的艺术。变形又是装饰绘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传统艺术中，装饰变形是创作形式美 

的有效手段 ，如；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艺术 ；夏商周战国时期的 

青铜艺术；秦汉时期的大型兵马俑和墓碑石刻；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石窟艺术：唐代的壁画泥塑；宋代的山水人物，无一不 

闪烁着装饰变形的奇异光彩。 
一

、装饰变形的基本类型 

1．依物变形。通过写生，观察或者记}乙默写所搞得变形，即 

依物象为根据的装饰变形．它是装饰变形的第一种形式。这种 

变形一般变化的幅度比较小．结构和动态受自然形态的约束而 

较拘谨．但是，作为学习的过程，它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 

． 。 2依 情变形。这种方法随意性 比较强。俗话说：“得意忘 

一 形”， 隋动形移”。讲的都是依情而变。这种变形一般幅度都 

比较大．可谓随心所欲，甚至无法无天。但它仍然是具象的， 

具有与物象本质基本一致的形体和结构．这可以说是装饰变 

形的第二阶段。比依物变形又高了一个层次，这种变形的难 

度比较大．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练习和艺术修养，否则，就会 

破坏物象本质性联系，成为无目的无内涵的“乱变”。 

3，主观意象变形。它不是依物或者依情变形，而是依据主 

观意象的发挥．它并不注重物象的形态和结构，艺术家可以 

根据自己的想象对物象加以歪曲改变。这种变形多用于寓意 

和象征的艺术处理，艺术家所表现的主要不是物象的外貌形 

态．而是画家自我情感的表白和发泄。 

4．抽象变形。抽象变形分局部和全面抽象两种，这种抽象 

变形．大多都是由物象的引发而出现的，因此，抽象并不一定 

完全与物象无缘 艺术家采用平面构成立体构成来表达 自己 

内心的意念和情感 ．有时把客观物象用非具象的写意手法来 

表达。这种抽象变形的手法 ．在现代美术设计中采用的非常 

普遍。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 

二、装饰变形的几种形式 

1．平面变形。首先把物象从三维空间移到二维空间里。这 

是个创造性地魔变的过程．很多装饰变形首先从这里开始， 

平面化本身就意味着变形。一般采用把物象展开，压平，用线 

在平面上展示出物象的平面结构和景象效果。 

2．立体变形。立体变形虽然自西方立体派绘画产生之后 

才明确提出来的．但在中国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中早已出现 

过。这在民间剪纸、民间玩具、木版年画、皮影的造型中都可 

以找到。立体变形是透过几何学的基本形态来分析分解对 

象。并把获得要素构成新的空间，通过缩短及透视，将表现的 

物象变形。 

3．夸张变形。夸张变形是装饰艺术的造型基础之一，是创 

造形式美的一种手段．夸张变形要有艺术独创．要有丰富的想 

象力和艺术的敏感，古人说：“情动形移”。变形是主观情绪的热 

烈抒发。是情绪影响视觉的结果，想象力与变形关系十分密切， 

变形就是想象力作为一种创造性认识的结果。缺乏想象力的变 

形是空洞的变形，因此，夸张变形既要有情又要有理。 

夸张变形必须要有根据．根据就是哂家对物象的结构、特 

征、动态、习性等认识，凡是生动有感染力的夸张变形。都基于 

这个根据。夸张变形不是无目的的乱变，而是有意识的艺术夸 

张，如形体夸张、动态夸张、力量夸张、神态性格的夸张等。 

艺术形象不是自然形象的翻版。装饰变形也渗透着艺术 

家丰富的想象力，把物象理想化，把现实理想化，是装饰艺术 

的普遍特征之一．在装饰变形中。物象不受客观、时间、空间 

以及透视结构等的限制．浪漫主义的、理想化的、寓意的、象 

征的艺术手段是艺术家所应熟悉的。理想生活的典型美，是 

装饰艺术创作的原则。要把物象理想化 。需要有丰富的艺术 

想象力，艺术想象力是画家最杰出的本领，艺术家靠想象力创 

造美，而读者靠想象力欣赏美。因此，装饰变形完全是艺术想象 

力的创造活动。丰富的设想和联想是艺术想象力的基础。 

实践教学为一体外。还必须要有教、学、练、做的一体化，即教 

师的一体化、教室的一体化、相关教材的一体化。教师在一体 

化实训室授课，灵活安排各教学环节内容，使讲授、示范、巡 

回指导、单独辅导、集中训练、产训结合等环节有机融合。每个 

环节都与企业会计工作流程相结合，并采取严格的考核制度。 

5．校企合作的一体化。校企合作是当今职业教育的发展 

方向．也是进行一体化教学的落脚点。通过校企合作开展一 

体化教学．可以有效地实现教学内容与企业生产的对接，从 

根本上解决专业教学的职业针对性、技术应用性以及学生就 

业等问题。所以．要加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与合作企业做好 

沟通．力争在校企合作的一体化教学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6．教学组织保障。学校教务处要根据会计专业课一体化 

教学改革的实施方案．做好配套实施性教学计划的修改和完 

善，做好教学上的统筹安排，在教材、教具、实训材料、实训场 

地等方面予以优先保障。要结合一体化教学改革工作，制定 

促进一体化课程教师队伍建设的奖励办法。招就办要积极协 

助适时开展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通过在企业岗位上的一体 

化教学改革实现学校与企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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