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构思设计方案(模板5篇)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方案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学生构思设计方案篇一

室内设计和建筑设计类同，从大的类别来分可分为：

1、居住建筑室内设计；来源：

2、公共建筑室内设计；

3、工业建筑室内设计；

4、农业建筑室内设计。

各类建筑中不同类型的建筑之间，还有一些使用功能相同的
室内空间，例如：门厅、过厅、电梯厅、中庭、盥洗间、浴
厕，以及一般功能的门卫室、办公室、会议室、接待室等。
当然在具体工程项目的设计任务中，这些室内空间的规模、
标准和相应的使用要求还会有不少差异，需要具体分析。

各种类型建筑室内设计的分类以及主要房间的设计如下：来
源：

由于室内空间使用功能的性质和特点不同，各类建筑主要房
间的室内设计对文化艺术和工艺过程等方面的要求，也各自
有所侧重。例如对纪念性建筑和宗教建筑等有特殊功能要求
的主厅，对纪念性、艺术性、文化内涵等精神功能的设计方
面的要求就比较突出；而工业、农业等生产性建筑的车间和



用房，相对地对生产工艺流程以及室内物理环境的创造方面
的要求较为严密。

室内空间环境按建筑类型极其功能的设计分类，其意义主要
在于：使设计者在接受室内设计任务时，首先应该明确所设
计的室内空间的使用性质，也即是所谓设计的“功能定位”，
这是由于室内设计造型风格的确定、色彩和照明的考虑以及
装饰材质的选用，无不与所设计的室内空间的使用性质，和
设计对象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住宅
建筑的室内，即使经济上有可能，也不适宜在造型、用色、
用材方面使“居住装饰宾馆化”，因为住宅的居室和宾馆大
堂、游乐场所之间的基本功能和要求的环境氛围是截然不同
的。

学生构思设计方案篇二

风格即风度品格，体现创作中的艺术特色和个性；流派指学
术、文艺方面的派别。

室内设计的风格和流派，属室内环境中的艺术造型和精神功
能范畴。室内设计的风格和流派往往是和建筑以至家具的风
格和流派紧密结合；有时也以相应时期的绘画、造型艺术，
甚至文学、音乐等的风格和流派紧密结合；有时也以相应时
期的绘画、造型艺术，甚至文学、音乐等的风格和流派为其
渊源和相互影响。例如建筑和室内设计中的“后现代主义”
一词及其含义，最早是起用于西班牙的文学著作中，而“风
格派”则是具有鲜明特色荷兰造型艺术的一个流派。可见，
建筑艺术除了具有与物质材料、工程技术紧密联系的特征之
外，也还和文学、音乐以及绘画、雕塑等门类艺术之间相互
沟通。

风格的成因和影响

室内设计风格的形成，是不同的时代思潮和地区特点，通过



创作构思和表现，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室内设计形式。
一种典型风格的形式，通常是和当地的人文因素和自然条件
密切相关，又需有创作中的构思和造型的特点。形成风格的
外在和内在因素。

风格虽然表现于形式，但风格具有艺术、文化、社会发展等
深刻的内涵；从这一深层含义来说，风格又不停留或等同于
形式。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一种风格或流派一旦形成，它又能积极
或消极地转而影响文化、艺术以及诸多的社会因素，并不仅
仅局限于作为一种形式表现和视觉上的感受。

20-30年代早期俄罗斯建筑理论家m·金兹伯格曾说过，“风
格”这个词充满了模糊性……。我们经常把区分艺术的最精
微细致的差别的那些特征称作风格，有时候我们又把整整一
个大时代或者几个世纪的特点称作风格”。当今对室内设计
风格和流派的分类，还正在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本章后述的
风格与流派的名称及分类，也不作为定论，仅是作为阅读和
学习时的借鉴和参考，并有可能对我们的设计分析和创作有
所启迪。

室内设计的风格

在体现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的同时，相对地说，可以认为风
格跨越的时间要长一些，包含的地域会广一些。

室内设计的风格主要可分为：传统风格、现代风格、后现代
风格、自然风格以及混合型风格等。

一、传统风格

传统风格的室内设计，是在室内布置、线形、色调以及家具、
陈设的造型等方面，吸取传统装饰“形”“神”的特征。例



如吸取我国传统木构架建筑室内的藻井天棚、挂落、雀替的
构成和装饰，明、清家具造型和款式特征。又如西方传统风
格中仿罗马风、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洛可可、古
典主义等，其中如仿欧洲英国维多利亚或法国路易式的室内
装潢和家具款式。此外，还有日本传统风格、印度传统风格、
伊斯兰传统风格、北非城堡风格等等。传统风格常给人们以
历史延续和地域文脉的感受，它使室内环境突出了民族文化
渊源的形象特征。

二、现代风格

现代风格起源于19成立的鲍豪斯学派，该学派处于当时的历
史背景，强调突破旧传统，创造新建筑，重视功能和空间组
织，注意发挥结构构成本身的形式美，造型简洁，反对多余
装饰，崇尚合理的构成工艺，尊重材料的性能，讲究材料自
身的质地和色彩的配置效果，发展了非传统的以功能布局为
依据的不对称的构图手法。鲍豪斯学派重视实际的工艺制作
操作，强调设计与工业生产的联系。

鲍豪斯学派的创始人w·格罗皮乌斯对现代建筑的观点是非常
鲜明的，他认为“美的观念随着思想和技术的进步而改变”。
“建筑没有终极，只有不断的变革”。“在建筑表现中不能
抹杀现代建筑技术，建筑表现要应用前所未有的形象”。当
时杰出的代表人物还有le·柯布西耶和密斯·凡·德·罗等。
现时，广义的现代风格也可泛指造型简洁新颖，具有当今时
代感的建筑形象和室内环境。

三、后现代风格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西班牙作家德·奥尼斯1934年的
《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类诗选》一书中，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
部发生的逆动，特别有一种现代主义纯理性的逆反心理，即
为后现代风格。50年代美国在所谓现代主义衰落的情况下，
也逐渐形成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受60年代兴起的大众艺



术的影响，后现代风格是对现代风格中纯理性主义倾向的批
判，后现代风格强调建筑及室内装潢应具有历史的延续性，
但又不拘泥于传统的逻辑思维方式，探索创新造型手法，讲
究人情味，常在室内设置夸张、变形的柱式和断裂的拱券，
或把古典构件的抽象形式以新的手法组合在一起，即采用非
传统的混合、叠加、错位、裂变等手法和象征、隐喻等手段，
以期创造一种溶感性与理性、集传统与现代、揉大众与行家
于一体的即“亦此亦彼”的建筑形象与室内环境。对后现代
风格不能仅仅以所看到的视觉形象来评价，需要我们透过形
象从设计思想来分析。后现代风格的代表人物有p·约翰
逊、r·文丘里、m·格雷夫斯等。

四、自然风格

自然风格倡导“回归自然”，美学上推崇自然、结合自然，
才能在当今高科技、高节奏的社会生活中，使人们能取得生
理和心理的平衡，因此室内多用木料、织物、石材等天然材
料，显示材料的纹理，清新淡雅。此外，由于其宗旨和手法
的类同，也可把田园风格归入自然风格一类。田园风格在室
内环境中力求表现悠闲、舒畅、自然的田园生活情趣，也常
运用天然木、石、藤、竹等材质质朴的纹理。巧于设置室内
绿化，创造自然、简朴、高雅的氛围。

此外，也有把70年代反对千篇一律的国际风格的如砖墙瓦顶
的英国希灵顿市政中心以及耶鲁大学教员俱乐部，室内采用
木板和清水砖砌墙壁、传统地方门窗造型及坡屋顶等称
为“乡土风格”或“地方风格”，也称“灰色派”。

五、混合型风格

近年来，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在总体上呈现多元化，兼容并
蓄的状况。室内布置中也有既趋于现代实用，又吸取传统的
特征，在装潢与陈设中溶古今中西于一体，例如传统的屏风、
摆设和茶几，配以现代风格的墙面及门窗装修、新型的沙发；



欧式古典的琉璃灯具和壁面装饰，配以东方传统的家具和埃
及的陈设、小品等等。混合型风格虽然在设计中不拘一格，
运用多种体例，但设计中仍然是匠心独具，深入推敲形体、
色彩、材质等方面的总体构图和视觉效果。

室内设计的流派

流派，这里是指室内设计的艺术派别。现代室内设计从所表
现的艺术特点分析，也有多种流派，主要有：高技派、光亮
派、白色派、新洛可可派、超现实派、解构主义派以及装饰
艺术派等。

一、高技派或称重技派

高技派或称重技派，突出当代工业技术成就，并在建筑形体
和室内环境设计中加以炫耀，崇尚“机械美”，在室内暴露
梁板、网架等结构构件以及风管、线缆等各种设备和管道，
强调工艺技术与时代感。高技派典型的实例为法国巴黎蓬皮
杜国家艺术与文化中心、香港中国银行等。

二、光亮派

光亮派也称银色派，室内设计中夸耀新型材料及现代加工工
艺的精密细致及光亮效果，往往在室内大量采用镜面及平曲
面玻璃、不锈钢、磨光的花岗石和大理石等作为装饰面材，
在室内环境的照明方面，常使用折射、折射等各类新型光源
和灯具，在金属和镜面材料的烘托下，形成光彩照人、绚丽
夺目的室内环境。

三、白色派

白色派的室内朴实无华，室内各界面以至家具等常以白色为
基调，简洁明确，例如美国建筑师r·迈耶设计的史密斯住宅及
其室内即属此例。r·迈耶白色派的室内，并不仅仅停留在简化



装饰、选用白色等表面处理上，而是具有更为深层的构思内
涵，设计师在室内环境设计时，是综合考虑了室内活动着的
人以及透过门窗可见的变化着的室外景物，由此，从某种意
义上讲，室内环境只是一种活动场所的“背景”，从而在装
饰造型和用色上不作过多渲染。

四、新洛可可派

洛可可原为18世纪盛行于欧洲宫廷的一种建筑装饰风格，以
精细轻巧和繁复的雕饰为特征，新洛可可仰承了洛可可繁复
的装饰特点，但装饰造型的“载体”和加工技术却运用现代
新型装饰材料和现代工艺手段，从而具有华丽而略显浪漫、
传统中仍不失有时代气息的装饰氛围。

五、风格派

风格派起始于20世纪代的荷兰，以画家p·蒙德里安等为代表
的艺术流派，强调“纯造型的表现”，“要从传统及个性崇
拜的约束下解放艺术”。风格派认为“把生活环境抽象化，
这对人们的生活就是一种真实”。他们对室内装饰和家具经
常采用几何形体以及红、黄、青三原色，间或以黑、灰、白
等色彩相配置。风格派的室内，在色彩及造型方面都具有极
为鲜明的特征与个性。建筑与室内常以几何方块为基础，对
建筑室内外空间采用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穿插统一构成为一
体的手法，并以屋顶、墙面的凹凸和强烈的色彩对块体进行
强调。

六、超现实派

超现实派追求所谓超越现实的艺术效果，在室内布置中常采
用异常的空间组织，曲面或具有流动弧形线型的界面，浓重
的色彩，变幻莫测的光影，造型奇特的家具与设备，有时还
以现代绘画或雕塑来烘托超现实的室内环境气氛。超现实派
的室内环境较为适应具有视觉形象特殊要求的某些展示或娱



乐的室内空间。

七、解构主义派

解构主义是本世纪60年代，以法国哲学家j·德里达为代表所提
出的哲学观念，是对本世纪前期欧美盛行的结构主义和理论
思想传统的质疑和批判，建筑和室内设计中的解构主义派对
传统古典、构图规律等均采取否定的态度，强调不受历史文
化和传统理性的约束，是一种貌似结构构成解体，突破传统
形式构图，用材粗放的流派。

八、装饰艺术派或称艺术装饰派

装饰艺术派起源于20年代法国巴黎召开的一次装饰艺术与现
代工业国际博览会，后传至美国等各地，如美国早期兴建的
一些摩天楼即采用这一流派的手法。装饰艺术派善于运用多
层次的几何线型及图案，重点装饰于建筑内外门窗线脚、檐
口及建筑腰线、顶角线等部位。上海早年建造的老锦江宾馆
及和平饭店等建筑的内外装饰，均为装饰艺术派的手法。近
年来一些宾馆和大型商场的室内，出于既具时代气息，又有
建筑文化的内涵考虑，常在现代风格的基础上，在建筑细部
饰以装饰艺术派的图案和纹样。

当前社会是从工业社会逐渐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过渡的
时候，人们对自身周围环境的需要除了能满足使用要求、物
质功能之外，更注重对环境氛围、文化内涵、艺术质量等精
神功能的需求。室内设计不同艺术风格和流派的产生、发展
和变换，既是建筑艺术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发展，具有深刻的
社会发展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必将极大地丰富人们与
之朝夕相处活动于其间时的精神生活。

学生构思设计方案篇三

设计是连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桥梁，人类寄希望于通过



设计来改造世界，改善环境，提高人类生存的生活质量。从
构成世界之三大要素的自然——人——社会这三个座标体系
出发，现代设计已从产品设计拓展到环境艺术设计，由“生
存意识”进展到“环境意识”，正如加拿大建筑师阿瑟·埃
利克森所说的：“环境意识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美国建筑
师们认为：八十年代的重要发展并不是这个主义或者那个运
动，而是对环境设计和景观设计的普遍认同。

环境艺术设计，包括了城规建筑设计、园林广场设计、雕塑
与壁画等环境艺术品设计以及室内设计。室内设计是为满足
人们生活、工作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要求所进行的理想的内部
环境设计，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以致于迅速发展成为一门
专业性很强、十分实用的新兴边缘科学。对室内设计的发展
新趋势进行分析后，可以归纳为七个新趋势。

回归自然化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人们向往自然，喝天然饮料，用
自然材料，渴望住在天然绿色环境中。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
设计的流派由此兴起，对世界各国影响很大，在住宅中创造
田园的舒适气氛，强调自然色彩和天然材料的应用，采用许
多民间艺术手法和风格。在此基础上设计师们不断在“回归
自然”上下功夫，创造新的肌理效果，运用具象的抽象的设
计手法来使人们联想自然。

整体艺术化

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人们要求从“物的堆积”中解放
出来，要求室内各种物件之间存在统一整体之美。室内环境
设计是整体艺术，它应是空间、形体、色彩以及虚实关系的
把握，功能组合关系的把握，意境创造的把握以及与周围环
境的关系协调。许多成功的室内设计实例都是艺术上强调整
体统一的作品。



高度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室内设计中采用一切现代科技手段，
设计中达到最佳声、光、色、形的匹配效果，实现高速度、
高效率、高功能，创造出理想的值得人们赞叹的空间环境来。

高度民族化

只强调高度现代化，人们虽然提高了生活质量，却感到失去
了传统、失去了过去。因此，室内设计的发展趋势就是既讲
现代，又讲传统。在日本考察时，看到许多新的环境设计反
映了日本设计人员致力于高度现代化与高度民族化结合的设
计体现。去年落成的东京雅叙园饭店及办公大楼的室内设计，
传统风格浓重而又新颖，设备、材质、工艺高度现代化，室
内空间处理及装饰细部处处引人入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
深受启发。日本各地的大、小餐厅、菜室及商店室内设计，
均注意风格特色的体现。特别是日式餐厅及建筑、室内装饰
食器均进行了配套设计，人们即使在很小的餐馆用餐，也同
样感受到设计者的精心安排。

个性化

大工业化生产给社会留下了千篇一律的同一化问题——相同
楼房，相同房间，相同的室内设备。为了打破同一化，人们
追求个性化。一种设计手法是把自然引进到室内，室内外通
透或连成一片。另一种设计手法是打破水泥方盒子，斜面、
斜线或曲线装饰，以此来打破水平垂直线求得变化。还可以
利用色彩、图画、图案，利用玻璃镜面的反射来扩展空间等
等，打破千人一面的冷漠感，通过精心设计，给每个家庭居
室以个性化特征。

服务方便化

城市人口集中，为高效方便，国外十分重视发展现代服务设



施。在日本采用高科技成果发展城乡自动服务设施，自动售
货设备越来越多，交通系统中电脑问询解答，向导系统的使
用。自动售票检票、自动开启、关闭进出站口通道等设施，
给人们带来高效率和方便，从而使室内设计更强调以“人”
为本这个主体，让消费者满意，方便为目的。

高技术高情感化

最近，国际上工艺先进国家的室内设计正在向高技术、高情
感方向发展，这两者相结合，既重视科技，又强调人情味。
在艺术风格上追求频繁变化，新手法，新理论层出不穷，呈
现五彩缤纷，不断探索创新的局面。

学生构思设计方案篇四

设计心理学是设计专业一门理论课,是设计师必须掌握的学科,
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是把人们心理状态,尤其是人们对于
需求的心理.通过意识作用于设计的一门学问,它同时研究人
们在设计创造过程中的心态.以及设计对社会及对社会个体所
产生的心理反应,反过来在作用于设计,起到使设计更能够反
映和满足人们的心理作用.

2、什麽是设计

设计是设想、运筹、计划与预算，它是人类为实现某种特定
目的而进创造性活动。

3、设计的分类

现代以来设计师理论家们按设计目的的不同，将设计计划分
为三类：

为了传达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为了使用设计--产品设计

为了居住设计--环境设计

根据就是自然--人--社会划分

4、设计心理学的目的

5、消费者

指任何接受或可能接受产品或服务的人

6、消费者心理

指消费者的心理现象

7、设计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观察法观察法时心理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所谓的观察法时
在自然条件下.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言行表
现,从而分析其心理活动和行为规律的方法,观察法的核心时
按观察地目的,确定观察的对象,方式和时机,---观察记录的
内容应该包括观察的目的,对象,时间,被观察对象言行.表情,
动作等的质量数量等另外还有观察者对观察结果的综和评价.
观察法的优点自然,真实,可靠,简便易行,花费低廉.缺点时被
动的等待.并且事件发生时只能观察到怎样从事活动并不能得
到为什么会从事这样的活动.

2、访谈法是通过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交谈,了解受访者的
动机,态度,个性和价值观的一种方法,访谈法分为结构式访谈
和无结构式访谈.

3、问卷法就是事先拟订出所要了解的问题,列出问卷,交消费
者回答,通过对答案的分析和统计研究得出相应结论的方法.



6、抽样调查法揭示消费者内在心理活动与行为规律的研究技
术7投射法8、心理描述法等

学生构思设计方案篇五

由于小户型甚至超小户型的热销，给装修公司带来了新的课
题，就是如何合理地利用居室内每一块小空间，既要做到全
面丰富，又要做到简约精炼，在井井有条中体现主人的个性
特点。

由于各种原因，五六十甚至三四十平方米的小户型多为年轻
人的首选，其重要的装修原则就是要充分利用室内空间。由
于小户型的居室面积相对来说较为狭小，在一个房间中可能
要包括起居、会客、储存、学习等多种功能活动，既要满足
人们的生活需要，还要使室内不致产生杂乱感，这就需要对
居室空间进行充分合理的布置。一般布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

色调

色彩设计在结合自己爱好的同时，一般可选择浅色调、中间
色作为家具及床罩、沙发、窗帘的基调。这些色彩因有扩散
和后退性，使居室能给人以清新开朗、明亮宽敞的感受。

当整个空间有很多相对不同的色调安排时，房间的视觉效果
将大大提高。但要注意，在同一空间内最好不要过多地采用
不同的材质及色彩，这样会造成视觉上的压迫感，最好以柔
和亮丽的色彩为主调。

小户型还可以用采光来扩大视野，如加大窗户的尺寸或采用
具有通透性或玻璃材质的家具和桌椅等，将空间变得明亮又
宽敞。

家具



造型简单、质感轻、小巧的家具，尤其是那些可随意组合、
拆装、收纳的家具比较适合小户型。或选用占地面积小、比
较高的家具，既可以容纳大量物品，又不浪费空间。

这也体现了小户型居室放置家具的一大特色，就是向纵向发
展。如选择高脚的床具，这样一来可将床面抬高，不知不觉
中增加了床面以下的可利用空间，或者干脆买张两用床，白
天收起当沙发，晚上放下当床铺，一举两得。

如果房间小，又希望有自己的独立空间，那么在居室中采用
隔屏、滑轨拉门或采用可移动家具来取代原有的密闭隔断墙，
使墙变成“活”的，同时使整体空间具有通透感。

空间分割

小户型的居室，对于性质类似的活动空间可进行统一布置，
对性质不同或相反的活动空间进行分离。如会客区、用餐区
等都是人比较多、热闹的活动区，可以布置在同一空间，如
客厅内；而睡眠、学习则需相对安静，可以纳入同一空间。
因此会客、进餐与睡眠、学习就应该在空间上有硬性或软性
的分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