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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居民对于房屋建筑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室内设计对于房屋居住环境

的改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本文详细介绍了室内设计中对建筑装饰材料艺术特征的创新性应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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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室内设计离不开房屋装饰材料的合理应用。对

于现代建筑来说,装饰品的应用不应单纯局限于发挥装饰功

能,而是应当体现出更加独特的艺术效果。现代建筑装饰对

于室内设计的艺术效果有着较高的追求,在合理选择材料的

基础上进行组合搭配,能够实现室内设计艺术品味和审美情

趣的同步提升。在现代设计艺术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当前

我国在室内设计领域十分注重精神与意蕴的提升。新形势下

的建筑室内设计,应当综合运用各种不同的建筑装饰材料来

有针对性的表达室内艺术特征,使建筑物的设计风格、艺术

欣赏水平得到显著的改善。为住户提供一个更具审美价值的

居住环境,将空间设计的艺术没充分体现出来。 

1 室内空间设计概述 

室内空间设计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其根本目的在

于为室内环境融入更多的艺术元素,使人与空间环境之间的

关系更加协调。室内空间设计既包括对于独立空间的设计与

涉及到与周围环境元素的合理应用,是实现环境与室内空间

相融合的一种重要手段。如图 1 所示,室外是非常简单的树

木,那么在进行室内环境设计时,便也采用了简单的条纹、砖

墙元素,将其与室外设计很好的结合,形成一个整体。 

 

图  1 

2 建筑装饰材料的艺术特征 

2.1 色彩特征 

色彩设计对于室内设计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

空间设计还是在情感表达上,色彩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建筑装饰材料的艺术性也应当通过色彩表现的更加充分。尤

其是在光照条件下,人们更加容易获得最直观的色彩感受,

比如深色的建筑材料能够给人带来一种稳重感,浅色的建筑

材料能够让人感到更加干净、更加亮丽。也就是说,不同的

色调以及不同的色彩组合方案能够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设计者应当通过色调的冷暖对居住者的生活环境进行有针

对性的调节,适当加上一些绿色设计元素,能够给住户营造

一个生机勃勃、健康向上的心理暗示,这些都是色彩搭配应

用的常规方法。 

2.2 质感特征 

建筑装饰材料自身的材质与结构决定了其所能够表现

出来的材质特性。通常情况下,建筑装饰材料的材料来自于

自身的自然属性,是室内环境“质感”的主要来源。设计者

应当通过材料质地将质感特征充分的表现出来,使用户的视

觉需求得到满足。设计者在选择并搭配建筑装饰材料的过程

中,还应当考虑到不同环境下,建筑材料在视觉外观上所体

现出来的变化,将更多的影响因素纳入到室内设计考虑中。

人们对于室内设计成果的评价不仅来源于设计师所采用的

设计手段,同时也会评估建筑装饰材料本身的质感。 

2.3 肌理特征 

建筑装饰材料的艺术特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自身的肌

理特征上。作为一种特殊现象,肌理与质感是两个相对的概

念。建筑装饰材料能够将通过肌理将人们的视觉感受与材料

质感结合起来,使建筑材料对人的主观感受有更加深切的影

响。设计者在实施室内设计的过程中,应当合理应用肌理语

言,对建筑装饰材料进行更加合理的搭配,使设计艺术效果

得到显著的提升。材料肌理设计具体包括自然肌理和人工肌

理两种。其中,自然肌理具体包括木材的自然纹理等,对于人

的审美感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人工肌理则主要来源于人

工的设计与创造,比如金属材料上的花纹等。当前我国建筑材

料市场上所推出的产品大多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装饰性,设

计者应当更加注重肌理语言的应用。在室内设计中,设计者应

当严格依照既定的设计要求对不同材质的材料进行合理化的

组合,利用肌理语言来建立装饰材料与室内环境之间的联系,

创新设计理念,将建筑材料的美感更加充分的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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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室内艺术设计的基本内容 

不同的设计方案所对应的设计重点各不相同,在室内设

计中,设计者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 空间分割与处理 

做好空间分割与处理工作是室内设计的一项基本要求,

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为室内空间赋予更加深厚的含义,将空间

信息扩大。这就要求设计师对于空间设计的基本原理有一个

充分的了解,综合考虑室内空间的精神功能和物质功能,综

合考虑室内空间中所存在的各种环境元素,在此基础上通过

建筑装饰材料的合理应用对室内空间进行分割处理。 

3.2 灯光、色彩设计 

与色彩是室内环境设计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元素,该环

节的设计质量直接决定着居住者的视觉感受。通常情况下,

室内设计中所采用的色彩与灯光设计方案之间需要具有一

定的同步性。在夜晚状态下,要考虑到灯光与色彩之间的相

互作用。在白天状态下,还要将由日照因素所产生的色彩变

化考虑进来。 

3.3 室内装饰 

合理应用室内装饰物对于室内设计的质量有着潜移默

化的影响,比如绿色植物、灯具以及家具等,需要设计师在选

择建筑装饰材料的过程中将这些装饰物考虑进来,通过合理

的配合将装饰物的艺术特点充分表现出来,既能够使室内设

计的艺术性更加浓厚,也能够衬托出一种和谐的室内气氛。 

4 建筑装饰材料艺术特征的创新应用 

建筑装饰材料的创新应用对于室内设计艺术质感的提

升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要求设计者对建筑装饰材料的

肌理特征、质感与色彩进行合理的应用,对以往的设计标准进

行大胆的改革与创新,使室内设计作品更加具有审美价值。 

4.1 图形的创新组合 

在室内设计中,设计者应当对各种不同的建筑装饰材料

进行灵活的应用,重视图形的创新组合与色彩的创新应用。为

了能够使室内设计的视觉效果得到显著的改善,设计者应当

通过色彩对建筑装饰材料之间的关系进行连结,同时也可以

综合运用图案与色彩两种手段来实现建筑装饰材料自身艺术

效果的升华,进而表达出一种特殊的涉及情感,使室内空间设

计效果更加富有艺术性。新形势下的室内设计,要求设计者重

点考虑建筑装饰材料自身的形状,充分考虑建筑装饰材料的

几何特征,进而使图案组合效果更加灵活。另外,设计师也可

以通过错落组合、重复组合等设计手段使最终的设计效果呈

现出一定的变化,丰富室内设计作品的艺术风格,使居住者

对于室内空间的感受更具有层次性。 

4.2 质感转换 

质感是建筑装饰材料的灵魂,是室内设计师应该重点考

虑的设计元素之一。为了使室内设计我的艺术水平得到提升,

设计师应该对各种建筑装饰材料的质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使室内设计的艺术风格更加符合现代都市居民的审美需求。

比如在家居设计中大胆采用金属材料,既能够展现出一种金

属材料所特有的厚重感,进而替代暖色调的应用,使室内空

间色调显得更加统一,并且也十分符合现代都市居民的审美

需求。 

4.3 模拟自然形态 

回归自然一直是都市居民的一种潜在追求,在房屋设计

中融入一些大自然元素,能够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另外,室

内设计本身与大自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设计之美很大程

度上代表着展现自然元素的倾向与能力。因此,室内设计师应

该通过建筑装饰材料将大自然的独特性充分展现出来,既要

尽量保持室内设计作品的自然形态,也要在细节方面进行创

新与加工,而这种创新与加工离不开建筑装饰材料的支持。 

例如：以上海某一龙卷风餐厅为例,在设计过程中,对龙

卷风特征进行了充分考虑和利用,对龙卷风的情境进行了模

仿和创新,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眼球,仿佛身临其境。 

设计者在使用装饰材料的过程中,应当根据室内人群的

主观需求来模仿自然形态,使室内设计的艺术特性显得更加

与众不同,摆脱传统设计理念的限制,创新设计思路,使人与

自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5 结束语 

建筑装饰材料对于室内设计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给人们带来的环境空间感受也是多种多样的。建筑装

饰材料具有激励、质感以及色彩三个方面的特征。在进行室

内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应当对建筑装饰材料所表现出来的

外观特点有一个深刻的了解,综合应用形状组合、色彩搭配

等手段将建筑装饰材料的艺术特征充分展现出来,使材料的

质感发生适当的变化,突出材料自身的外观优势,提升室内

设计作品的艺术价值,为居住者创造一个更加优美、和谐、

舒适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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