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发展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7 

Building Development 

论建筑空间构成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陈兴朴 

DOI:10.32629/bd.v4i6.3386 

 

[摘  要] 随着我国建筑设计的不断发展,建筑设计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流砥柱。建筑设计中,

建筑空间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提升大众生活质量和生活需求,人为地对一些建筑元素和形式进行设计,相

对优美的建筑空间可以提升大众内心的愉悦感,促进大众生活质量的上升。这些建筑元素在建筑设计中

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互相依存彼此融合。建筑空间中构成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有效应用,能一定程度

上提升建筑的美观程度,还能增强建筑的艺术感。基于此本文就建筑空间构成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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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与生活质量的不断提

高,人们对住房要求以及居住环境越来

越高。我国建筑行业获得了极大地提高,

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我国建

筑设计处于滞后状态,也就是说我国建

筑设计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因此,

建筑空间构成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日益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所以,将建

筑设计与建筑空间构成元素更好地结合,

从而推动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建筑空间构成元素内容和建

筑设计应用重要性 

1.1建筑空间构成元素的组成内容 

建筑设计主要是对建筑结构、建筑

外观、建筑室内空间格局的合理设计与

空间分配方面的科学化安排。按照建筑

设计专业内容和组成结构来讲,建筑空

间的构成元素主要包含了点、线、面、

体等多个组成要素,其体现了建筑物从

外至内的连接要素,实现对建筑物整体

性的构成设计,同时也是建筑功能、整体

结构丰富性、美观性的基础保证,使得整

个建筑项目从外观到内部结构、功能上

给予人们舒适感和美感,所以,建筑空间

构成元素对于建筑工程项目设计和整体

质量有着决定性影响。 

1.2建筑工程构成元素在建筑设计

中应用的重要性 

建筑工程设计当中对于建筑工程构

成元素应用是全面提升建筑设计效果、

建筑内部空间美感、舒适性的重要基础。

建筑工程的发展贯穿于着人们生存与发

展过程,建筑项目的功能性与艺术性体

现了人们精神追求以及思想变化,为人

们日常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和优质的

服务。从人们生活质量方面来讲,建筑项

目设计质量代表了人们生活水平,也丰

富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例如生产场所的

建筑、娱乐功能的建筑、公共设施建筑、

居住功能的建筑、活动功能的建筑等项

目设计关系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

神生活追求,这其中建筑的空间功能、光

线设计、点线设计等都关系到人们的使

用感与舒适感。此外,建筑内部的设计美

感同样需要进行合理的空间设计,例如

有限空间内的基础功能设计、空间 大

利用设计等都与美感设计紧密相关。通

常情况下设计师在进行建筑空间设计时

会依据实际建筑项目环境以及使用者的

要求、具体建筑功能、建筑物结构数据

等进行仔细地调查和考量,确保设计结

果能够达到一定的弹性标准,保证建筑

项目应用功能和审美标准满足建筑使用

者的需求。 

2 建筑空间构成元素在建筑设

计中的应用 

2.1点元素应用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点元素的应用

是空间构成元素应用的一个重要体现,

点在建筑空间的实践应用具备有灵活性,

可传递性以及可动性。从点元素的基本

构成特点上来看,其灵活性和可动性特

点是比较突出的,这种灵活性和可动性

主要就是指在建筑设计中恰当的运用点

元素能够把人们的视线较好的集中在某

一点上,而对于采取多个点进行构建的

建筑工程项目来说,则会促使人们的视

线游走于这些点之间,如此也就能够较

好的提升其视觉表现效果。 

2.2线元素 

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线 重要的

作用就是实现各个点之间的连接,以此

确保建筑的平衡性。建筑物在进行建造

的过程中,建设人员可以通过对线的使

用,构建建筑物的基本框架,并形成较为

整体的效果。同时,建设人员可以通过对

线的形状进行改变,使面所具备的曲折

感得以有效增强,以此使建筑更具有艺

术性质。同时,通过线能够对面的形状进

行有效改变,因此,线元素所具有的功能

不仅能够应用在建筑外形的相关设计中,

而且还能在室内的设计中得到有效应用,

例如,墙体、窗体等形状的设计都能够通

过线的使用进行完善。 

2.3面元素应用 

面是由点和线构成的,它的形状随

着线条的移动而产生一定的变化。建筑

结构的设计都是由这些规则或者不规则

图形所组成的,包括内部和外部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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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考虑面元素。在设计不断进步的背

景下,人们不再仅仅追求光滑的平面,许

多凹凸不平的墙面也逐渐出现,比如很

多的石刻画像出现在墙面上,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建筑的特色,对建筑设

计的功能起到了丰富作用。世界著名的

悉尼歌剧院也体现出了无规则的设计理

念,三支巨大并且形状各异的白色建筑

相互依偎呈现出远近不同的空间视觉效

果,在复杂的设计工作中,体现了设计者

独特的动态设计眼光。 

2.4形体元素应用 

建筑艺术集可见、可触、可感于一

身,这就是建筑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的

根本区别。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对体元素

进行应用,主要是有效的将点、线、面元

素结合起来,这三者则是构成体元素的

要素。因此,设计人员在进行现代建筑设

计时,要对点、线及面元素进行合理应用,

并将这三元素间的关系有效结合起来,

从而使建筑空间具有更好的氛围。在现

代建筑设计中对体元素进行应用,能够

使现代建筑空间利用更加具有合理性,

也更加高效,从而使建筑空间资源充分

得到利用,而避免造成浪费的现象。 

2.5光影元素的应用 

光影元素在建筑设计空间构成元素

中属于特定元素,人们在建筑空间中感

受到的光是温暖的,象征着安逸和自由。

光在建筑空间中能够实现互动,建筑空

间可以在光的衬托下实现美的升华。而

衡量一个建筑设计师技术水平的重要因

素就是对光影的运用技巧。建筑空间通

过光的强弱变化就展现不同的层次感,

通过光的作用,建筑空间可以营造空间

的视觉重点,也就是打造空间主体。除了

艺术美感,现代建筑设计中,合理的利用

光影元素还能够实现建筑空间的部分照

明和取暖功能。光影元素的运用改变了

建筑室内沉默之感,营造出一种轻松活

泼的氛围。 

2.6质感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对于建筑设计中空间构成元素的应

用来说,质感元素同样是需要考虑的一

个要点内容,在这质感元素的具体应用

过程中,主要就是考虑建筑设计中相关

材料的选择和应用,不同的建筑材料具

备着不同的质感表现,比如对于钢筋、玻

璃以及混凝土等不同材料的使用来说。

其相应的质感肯定是不一样的,并且就

算具体到玻璃这一种建筑材料中,其相

对应的质感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种

差别性也就需要相应的设计人员针对不

同的质感来采取恰当的搭配方式进行设

计,进而更好的利用质感来为建筑工程

项目服务。 

3 建筑空间构成元素应用于建

筑设计的注意事项 

3.1充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建筑设计中,应用建筑空间构成要

素时,务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设计

者要结合施工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来

完成建筑设计。如三线城市不能按照一

线城市的标准完成建筑设计。建筑设计

应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只有

与当地经济概况充分融合,设计人员才

能更加科学合理地应用建筑空间构成

要素,设计出满足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

建筑。 

3.2考虑当地人文历史概况 

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应深

度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发展概况,将人

文历史融入到建筑设计之中,与周围的

环境保持协调统一的关系,从而满足市

民的精神和审美需要。如在文化历史悠

久的城市中,要保留仿古风格的建筑,而

在现代城市的建筑设计中,则需适度展

现其现代化特征。西藏地区的建筑需融

入佛教元素,而回族的建筑则可赋予其

伊斯兰教元素,突显地域特色。 

4 结语 

在当前对建筑空间内部构成元素进

行良好的建筑设计,不但能提升整个建

筑的整体观感,还能提升整体建筑的艺

术性,为大众带来赏心悦目的感觉。所以,

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一定要对建筑

空间中构成元素引起相应的重视,把建

筑用途和周围环境添加到考虑的范围之

内,并进行良好的建筑设计,不但能够推

动我国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还能更好

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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