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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图形创意设计的思维方法 
第一节、思维方式
第二节、联想与想象

      创造性思维有别于一般思维。主要表现在思维形式的反常性、思维过程的辩证
性、思维成果的独特性、新颖性及思维主体的能动性只有采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才
可以获得成功的、高效应的创意作品。
      从思维心理活动特点的角度上看，思维的方法可分为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是在理性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的逻辑形式，以抽象
和概括的方法来反映事物本质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它往往有着抑制的作用，通
常在创意设计过程中是时断时续出现的，有利于对信息进行理性分析和处理。从逻
辑思维的行为动态上可以分出，集中思维和横向思维，而集中思维又称为收敛思维、
复合思维和求同思维。相反，·非逻辑思维备受艺术家的青睐和重视。因为它注重
感性能力的开发，而感性能力的开发也正是创造性思维所要研究的重要方向。非逻
辑思维有着强烈的扩散和：中击作用。可分为发散思维、转移思维、直觉与灵感思
维、形象思维等等。这些思维形式中最大的“共性”特点就是克服了思维的惰性，
突破了思维的定式，具有敏锐性、能动性、冒险性、求异性口独创性。另外，非逻
辑性思维追崇艺本形象的思维、认为直观可感的形象可以成为逻辑思维的符号。因
此，形象思维的方法是艺术设计师们最受欢迎的一种思维方法，他们总是在形象到
概念或概念到形象的广阔空间中进行选择，组织加工、塑造、重置、叠置、并置、
比喻、象征、联想等艺术创造活动。这种具有创造性的思维行为，是众多艺术设计
者悉心寻找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第一节、思维方式
1、集中思维：
     又称收敛思维，复合思维和求同思维。针对目标对象，调动和组织—切可以利用的
资源、力量、办法以及与问题有关的信息，按照特定路线轨迹展开理性思维的重组和
推理。是探求与众一致答案，是把问题的“面”引到“点”的思维方法。集中思维的
核心是对信息进行判断和选择。 

2、发散思维：
      又称求异思维，是把问题的“点”引向“面”的思维，是围绕一个问题向不同方
向、角度、全面扩散的思维方法，是对问题寻求多种解决途径的思维。其思维特点是
限定条件，而不限定结果，它的核心是对信息尽量产生多个发散点，即创意点。其交
叉创意点越多，创意图形越具有开放性和开拓性。发散思维是目前在创意设计教育中
越来越被重视的一种创造性思维方法。 





第一节、思维方式

• 3、横向思维：

•      又称侧向思维，是把问题的“点”引到“线又称收敛思维，复合思维和求同思维。针
对目标对象，调动和组织—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力量、办法以及与问题有关的信息，按照
特定路线轨迹展开理性思维的重组和推理。是探求与众一致答案，是把问题的“面”引到
“点”的思维方法。集中思维的核心是对信息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思维方法，是在互不隶
属平行方向的领域中取得启示。可以是正向的平行思维，也可以是逆向的平行思维，横向

思维的核心是强调过程精细、突出逻辑性推理，其思维结果是全面的，立体的。 



第一节、思维方式
4、转移思维：
    是把思维改变方向位置的一种思维方法。把已经解决的某个问题的成功经验转用
于其他类似的问题上。转移思维的核心关键在于发现相似。寻找相似性是对直观感
性能力的开发。是在事物、形象、意义、环境等方面寻求相同、相近、相远、相反
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破坏与重建的思维活动，是对常规思维的又一突破，也是
艺术设计师最常运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因此，具有能动性、敏捷性和灵活性。 



第一节、思维方式

5、直觉与灵感思维：
     直觉与灵感都是不经过逞辑推珲而直接迅速地、突发式地认识事物，产生新事物
的思维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的意识特别清晰和敏感，
想象力活跃，并伴随有一定的情绪兴奋和喜悦。在由感性到理性、理性再至感性的
过程中，不能轻易忽略直觉与灵感中看似荒诞的念头，应使其得到适度的表现，这
样设计创意方可注入新的生命活力。灵感和直觉思维在设计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第一节、思维方式

6、形象思维：
形象是形状、模样之意，形象思维又叫艺术思维。艺术界推崇形象思维，在创意设
计过程中，通过联想和想像有形象近似或某种状态近似的形象去替代原形．从而创
造出新的形象。形象思维是从强烈的直观感受中获得审美愉悦的，具有广阔的艺术
创造天地。 



第一节、思维方式

7、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也叫求异思维，它是对司空见惯的似乎已成定论的事物或观点反过来思
考的一种思维方式。敢于“反其道而思之”，让思维向对立面的方向发展，从问题的
相反面深入地进行探索，树立新思想，创立新形象。当大家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思维方
向思考问题时，而你却独自朝相反的方向思索，这样的思维方式就叫逆向思维。人们
习惯于沿着事物发展的正方向去思考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其实，对于某些问题，尤
其是一些特殊问题，从结论往回推，倒过来思考，从求解回到已知条件，反过去想或
许会使问题简单化 。



第二节 联想与想象

      联想与想象是我们创意思维的基础，

是创造力的源泉，也是创意思维的主要方法。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多观察、多思考，

多进行联想与想象的思维练习。



联想

  联想可将诸多相距遥远的事物和概念，甚至是毫无关联的事物和概

念联系起来，使之在撞击中产生创意的火花，可以化平淡为神奇。            

联想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是由客观事物之间的某种

关联性所导致的。



接近性的联想

     人们对在时间或者空间中比较接近的事物具有较多的连续性

的认识和经验，在潜意识中容易将这些事物联想到一起。



创意联想方式

      联想思维是创造性思维中极其重要，而

且运用广泛的一种思维方式。通过创意性联

想方式的训练可以锻炼我们思维的灵活度。

联想思维可以从几方面入手：形的联想、意

的联想、材料的联想、功能的联想……



1、形的联想

     形象联想比较直接，是由一种物象的造型而引发的与之相似的造型或者形

态的物象联想，源于人的感性认识。如我们常见的相似联想。



2、意的联想

      是把表面不相干的事物，抛开它们的外形表层，通过它们之间的含义或

者某种本质上的共性而引发的联想，这源于人对事物的本质或者深一层次的

认识。如：祖国统一、中秋佳节、家人团聚等都可以想到团圆的含义。



3、材料的联想

      材料的联想指由一个事物的材料、质感、肌理与另一事物的近似感觉而引发的

延伸和连接的联想，并通过视觉效果构成情感的共鸣，比如由天空中的白云很柔软

联想到棉花、羊毛，白云的轻盈、飘逸联想到羽毛；由岩石表面的粗糙肌理联想到

“朴”、“拙”。     



4、功能的联想

      功能的联想指由一个事物的功能或者内涵，联想到与之同功能或内涵

的事物。比如帽子有御寒的功能，由此联想到保温瓶，帽子很温暖联想

到家，并由此又联想到鸟巢等。 



5、因果联想

    是我们对事物发展变化结果的经验性判断的联想。 



创意联想内容
       联想训练即以各种符号、物象等元素为基点，充分展开与之相关的各种联想，显

示其一形二义或多义。
1．符号的联想
      符号的本身就是一个经过高度提炼、概括的视觉图形，有其特定的信息、内涵、

功能和规范，在观众中得到认可，具备一定的知名度。比如：公共标识、企业标志、
外文字母、标点符号等等。
设计者使用自己的独特语言——图形传递自己的观念，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情感，并将

这种思想转达给他人，以期引起共鸣，就像文学家用文字表述一样，不同的是文学家
使用的是文字符号，而设计师使用的是图形符号。—些在文学中常用的修辞、表现手
法，如：比喻、拟人、幽默、夸张等等，在图形创造思维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创意联想内容
       
2．数字的联想
     数字具有独特的意义，其中阿拉伯数字是全世界通用的表示数目的符号，由于它

简洁易记的符号形式和科学合理的使用原则，被广泛使用。



创意联想内容
       
3．文字的联想
      中国的文字美观大方，具有丰富的表情性。每个汉字都是—个独立的符号，都有

一定的指意性，甚至一字多意，因而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创意联想内容
       
4．特定物象的联想
      采用大家熟知的对象，如眼睛、耳朵、日常用品、杯、螺丝等，全方位地寻找设

计切入点，如形的联想、功能的联想，拓宽思路，考虑问题全面充分，挖掘题材，运
用对比、夸张、含蓄、幽默等方法，学会对任何事物采用举一反三的方法，恰如其分
地表现。 



创意联想内容
       
5．特定形体的空间联想
     日本著名设计师福田繁雄曾说：“我们是设计师，设计师应从多角度、多维空间

去思考事物，而不应当单纯从平面的视觉效果去思考问题。”现在许多设计师在设计
作品时，都融人了空间概念，从空间的角度去构思平面图形，用平面的设计手法来表
现多维的世界，带给观者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2、想象
      想象是在原有感性形象的基
础上创造出新形象的思维过程，
虽然能够想象出从未感知过的，
或者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物象，但
总是和储存在大脑中的、记忆中
的，以往获得的知觉材料有某种
程度上的相似或相同。从已知中
获得形象，又在探索未知的新的
创造。想象不受任何的限制。 



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