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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变废为宝的世界 

“生活简单就是享受”——许多人都认同这句话，但能真正做到的却

不多。“生活简单”至少包括两层意思：1、生活方式简单健康；2、生活

环境贴近自然——没有过度的装饰，讲究节能和环保。“变废为宝”正是

体现了这个理念。 

在生活中，我们如何去“变废为宝”呢？其实“变废为宝”并不困难，

我们身边可用的废弃材料比比皆是，相信只要利用合理的方法、遵循设计

的思路，就一定可以“化废物为神奇”。这一章我们将一起去了解“变废

为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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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废为宝的方法 

生活中的一些不起眼的废品，扔掉觉得可惜，捐赠也没有多少价值，

留下又太占用空间，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困惑，其

实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废品，之所以被称之为“废”，是因为它不能再发

挥自身原有的价值了，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具有潜在的使用价值，而这种使

用价值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就能发挥出来。所以想要“变废为宝”，我们

必须对材料的某些因素进行改进，具体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1. 改变自身属性。正所谓“变则通”，如果

对此“废物”进行合理的加工、改造、拆分或重

组，它就有可能释放潜在的使用价值，变为宝。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石油——刚开采出来的石油是

多种烃的混合物，黑乎乎、粘乎乎的，几乎没有

用处——但经过层层地蒸馏、精馏、裂解，却可

以获得各种汽油、柴油、润滑油、航空汽油∙∙∙∙∙∙

就连剩下的残渣都是生产蜡烛、沥青的主要原料。

再比如像地沟油，日本人将地沟油分类回收，经过处理可将它变为肥皂、

饲料、生物燃料等等。所以并不存在绝对的废物，只是我们还没找到改变

它们的方法而已。 

2. 改变外部条件。中国有句古话，“橘

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说明，

对于同一个事物，外部环境的不同可能导致其

发生不同的发展方向。在某处被认为的“废物”，

移到另一个地方，就可能变成“宝物”。这样

图 1-1 地沟油回收 
 

图 1-2 廉价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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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黑白电视，在中国早就淘汰了的东西，可是在非洲市

场却大受欢迎，因为黑白电视廉价、实用，它对于贫穷的非洲国家，是最

经济的选择。再比如在美国有位老人，他利用回收的物品建造“廉价树屋”，

酒瓶底、葡萄酒木塞、废木材∙∙∙∙∙∙他都神奇地变废为宝，目前他已经成功建

成了 14 座树屋。所以并不存在绝对的废物，只是我们还没找到能让它们发

光的地方。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以“变废为宝”的眼光来看待各种垃圾，不能

盲目、随意地丢弃，要看到它的深层次价值。只要用我们的创意和双手、

用心改造，就可以让原本属于垃圾桶的废品，拥有生命的色彩。  

 

 

1. 从改变自身属性的角度入手，列举生活中“变废为宝”的实例。 

 

 

 

2. 从改变外部条件的角度入手，列举生活中“变废为宝”的实例。 

 

 

 

思考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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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废为宝的设计 

废纸、瓶子、易拉罐等等，生活中很多材料都可以“变废为宝”。运用

不同的材料就必须设计不同的方案。其实方案设计是一个有计划的创新活

动，它有着科学合理的工作程序。本节将具体介绍方案设计的一般过程。 

在方案设计初期，我们往往要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广泛地收集“变废

为宝”的信息，通过对各种信息的归纳与分析，挖掘影响设计的主要因素，

大胆提出各种设计想法，并依据一定条件对各种想法进行筛选，确定最终

的设计方案。这就是制定设计方案的过程。 

在变废为宝的设计中，我们要大胆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利用身边的

废弃材料进行构思，始终明确：  

(1) 运用不同的材料、结构可以产生不同的设计方案 

(2) 任何设计方案都有改进的可能性，好方案决不会仅有一个 

1. 收集信息 

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学生讨论、查阅图书资料、收听收看广播电视、

浏览互联网等方式，收集生活中各类“变废为宝”的相关信息。 

2. 设计分析 

面对收集到的各种信息，要根据设计要求，找出设计需要解决的材料

等等问题，并分析其可能的解决办法。合理的设计分析是成功地进行技术

设计的关键一步，分析得当可以指引以后的技术设计少走或不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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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设计的作品，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包括材料、功能、造型等，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一方面它是为人服务的，人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作品的设计；另一方面，它是在一定的环

境中使用的，必然受到环境的制约，并对环境产

生影响。因此，设计任何设计作品都应综合考虑

物、人、环境三个方面。 

3. 方案构思 

方案构思是指人们在一定的调查研究和设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思考

将客观存在的各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架构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抽象事物，

并采用图、模型、语言、文字等方式呈现的思维过程。它是设计过程中最

富有挑战性的环节，它要求我们根据设计要求，利用身边的材料、大胆构

思，努力挖掘自己的创造潜力，提出“变废为宝”的多个设想。 

方案的构思过程中考虑到的许多问题是模糊的、零散的、不系统的，

而且也是不具体的，怎样把这些模糊的、零散的、不系统的设计想法变为

我们能看得到的、比较完整的具体方案呢？这就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 

草图法——画 

设计时，我们可以运用草图法进行

构思。草图不仅能将一些想法比较明确

地表达出来，而且可以随意修改。在运

用草图法进行构思的过程中，学生可以

捕捉灵感、自由发挥、不受拘束。 图 1-4 握笔姿势 
 

图 1-3 设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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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绘图 

第一步，掌握正确的握笔姿势。以拇指

和食指抓握笔并使笔与纸面保持一定的角度，

同时要使手臂带动整个手在纸面上自由地移

动，而不仅仅是移动手指。 

第二步，使用铅笔在纸上试着进行徒手

自由画线的练习，如作水平的、垂直的和 45˚

角的平行线。画线时，要保持均匀的力度和

手的运行速度。用笔要肯定，不要犹豫。 

第三步，提高对笔的控制能力。徒手用笔在纸上画长度 10 cm 以上的

直线，并连续作同样的平行线 10 次以上(要想徒手使线画得直，可以在画

面上作两个点，手控制笔，眼睛注视着两点之间)，这样的练习需要经常进

行，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效果。 

网格法徒手画 

作图的要领是与地面垂直的线垂直画，

与地面平行的线按网格上的斜线画，同时以

网格上的小格来确定物体的比例关系。作图

时，先按照作图要领，用铅笔画出物体的结

构线，使物体的各部分结构关系能清楚地表

达出来，然后用墨线描出物体的轮廓线，注

意外轮廓的实线要略为粗一些。 

图 1-5 徒手画线 
 

图 1-6 网格法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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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画图用的铅笔一般为铅芯的笔，通常为 B 铅芯的铅笔，铅芯头磨

顾锥形，初学者一般采用方格纸来绘制，方格纸是 5 mm 见方的网格纸，

待熟练后便可直接用白纸画。也可使用网格纸画草图或将方格纸垫在透明

性能较好的图纸下方，借助方格能提高你画草图的质量和速度。 

模仿法——仿 

用模仿法进行方案的构思在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模仿法的方案

构思在现代科学技术中，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如仿生技术、微型照像机、

摄像机自动调焦的针孔摄像头等，都是仿制出来的产品。 

联想法——移 

是借助某种形象引导观察者的认识向一定方向集中，由观察者产生的

联想来补充没有直接交代的东西，是一种由此及彼的方法。运用联想法，

必须思路开阔，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善于把握事物之间的共同之处和彼此

之间的关系，善于调动记忆中的所有储备。善于从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透

过现象分析，并找到其中隐蔽的相似之处。要用联想的方法进行方案构思，

人们就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较广的见识、较好的知道基础及较丰富

的想像力。 

利用联想法进行方案构思，不一定能使技术设计一次性成功，但它有

可能为构思找到一种方法或一条形成方案的路径。运用联想法进行构思后，

我们不能盲目地实践，而应该首先对方案进行科学论证，而后再进行制作

和实践。 

奇特性构思法——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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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性构思所形成的方案一般具有原创性。这些构思在历史上很少发

生，或者从来没有发生过。甚至有此构思在当前的科学、技术、经济条件

下无法实现。 

实际上方案构思的方法有很多，以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构思时，

应该开阔视野，利用和创造更多的方法为构思服务，最后形成丰富的，既

体现创造特征，又遵循设计原则和设计规范的多个方案。 

4. 方案筛选 

在多个方案经构思形成之后，我们往往要对这些方案进行评判和比较，

同时要从设计的目的和原则出发，针对一些相互制约的问题进行权衡和决

策，最后选出较为满意的方案或集中各方案的优点进行改正。 

“变废为宝”方案设计的关键在于构思，构思的关键在于科学的设计

分析与恰当的构思方法。一个完整的构思过程是分析、构思、比较、权衡

等思维活动交相辉映的过程，也是批判性想象、创造性思考、科学决策综

合运用的过程。方案的构思是设计中最富有挑战的环节，也是我们感受头

脑风暴、体验创造乐趣的舞台。 

5. 制作模型或原型 

在“变废为宝”的设计方案基本形成后，可通过制作模型来检验产品

的造型、结构以及零部件的装配关系，并通过对立体形态的真实观察与推

敲，对产品的设计进行调整和修改。 

制作模型一般可以分以下几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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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合适的材料。 

2、根据本地的条件，准备适当的工具和加

工设备。 

3、按设计图样划线。 

4、对材料进行锯割、切削等加工。 

5、装配。 

6、对模型进行表面处理。 

7、对产品的外观造型和色彩进行评价；对

产品的结构、功能进行检测和试验，检验是否

符合设计要求。 

8、对设计方案进行修改，做成展示模型(样品)。 

6. 设计评价 

设计的评价是指依据一定原则，采取一定方法和手段，对设计所涉及

的过程及结果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认定的活动。它对设计者树立质量管理

意识、强化质量管理、高质量完成设计任务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

设计中的信息交流和工作反思。 

(1) 设计过程的评价 

设计过程的评价有着丰富的内容，例如，设计过程是否完备，分工是

否合理，采用的方法是否正确，各个环节或阶段的任务是否完成，形成的

图 1-7 制作的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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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成果(方案)是否符合要求，全过程是否有质量控制和相应的监督、改进

措施等。 

对设计过程的评价要注意把

握各个环节或阶段的主要任务和

目标，要注意把握设计过程中各个

环节或阶段之间的衔接和协调，要

注意阶段性成果的质量。对设计过

程的评价应服务于完善设计方案、

促进个人发展的根本目标，不仅仅

是设计过程终结时的回顾性、反思性评价，而且也包括设计过程进行之中

的即时性、阶段性评价。因此，对设计过程的评价应寓于设计的全过程。 

(2) 最终产品的评价 

最终产品是设计过程的结晶，是设计质量、设计水平的集中体现。对

最终产品的评价，有两个基本依据：一是参照设计的一般原则进行评价，

二是依据事先制定的设计要求进行评价。在实际评价中，这两个方面可以

结合起来。 

 

 

1. 设计一个中学生随身携带的水壶，应该如何进行设计分析？请写出

影响设计的主要因素。 

 

思考和讨论 

图 1-8 过程评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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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外练习 

资料查新 

当你要进行全新的设计时，课本上的案例还是远远不够的，此

时你要做的就是相关的“查新”工作。作为中学生的资料查新，我

们可以采取比较简便、费用低廉的方法，那就是通过互联网检索。

方法是将你设想的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中进行搜索，查找他人是否做

过相似的设计，在查找过程中，也会给你带来更多启发，开阔你的

思路。虽然查新的目的是避免重复前人做过的工作，不过即便你找

到前人做过的设计也不是坏事。因为，你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

进行改进和创新，形成“与众不同”的设计。可供查找专利设计的

网站有，佰腾网、无量专利网、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等。 

佰腾网：http://www.baiten.cn/ 

无量专利网：http://zhuanli360net.lofter.com/ 

国家知识产权局网：http://cpquery.sipo.gov.cn/ 

2. 采用草图法构思中学生水壶的设计方案，对方案进行比较，并通过

讨论选择一款性价比较高的方案。 

 

 

请归纳画–仿–移–破四种构思方法间的区别。 

 

课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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