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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学年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 

考试大纲（中级） 

 
Ⅰ．考试介绍 

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

考试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贯彻落实国

务院精神，推动室内装饰行业人才战略

实施，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培训模式和评价模式改革而进行的一

项具有战略性的重点工作。旨在解决行

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技能人才培养

之间的供需失衡问题，以推动专业技术

人才队伍建设，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室

内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室内设计师

专业技能（水平）评价考试建立了科学

的评价体系和完善的认证流程，是被广

泛认可的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的评价

考试。 

 

Ⅱ．考查要求 

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

考试要求考生了解、理解并掌握室内设

计基础原理、室内设计史、人体工程学、

室内设计手绘与工程制图、室内装饰设

计与监理、室内装饰材料与构造及计算

机辅助设计等相关专业知识。 

 

Ⅲ．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二、考试方式 

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

考试采取试卷考查制，各级别考试采用

全国命题、在线统考的方式。 

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

考试（中级）中的基础理论知识采用在

线笔试的考查方式；室内设计师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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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水平）评价考试（中级）中的手绘

综合表现部分采用现场手绘并扫描上

传到考试系统的考查方式。 

三、 试卷题型结构 

1.单选题，共 10分； 

2.多选题，共 20分； 

3.论述题，共 20分； 

4.方案设计与绘图题，共 50分。 

 

Ⅳ．考查内容 

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

考试（中级）侧重考查室内设计原理、

手绘综合表现与现场方案设计。以下为

考试具体考查内容。 

一、 室内设计基础原理 

1.1 室内设计基础 

1.1.1 室内设计的含义、内容、要

素与原则 

1.1.2 室内设计师的职业道德要求 

1.1.3 （中级）室内设计师的知识

能力要求 

1.1.4 室内设计的程序与步骤 

1.1.5 室内设计的表现技法 

1.1.6 室内设计策划、实施及管理 

1.1.7 室内设计的学科特点与发展

趋势 

1.2 室内设计发展史 

1.2.1 西方室内设计发展史 

1.2.2 中国室内设计发展史 

1.2.3 室内设计行业的发展现状和

发展趋势 

1.3 室内空间与界面设计 

1.3.1 室内空间设计 

1.3.2 室内界面设计 

1.4 人体工程学与室内设计  

1.4.1 人体尺度 

1.4.2 住宅功能与人体尺度 

1.4.3 人体工程学在室内设计中的

应用 

1.5 室内设计与色彩 

1.5.1 室内色彩对人的生理、心理

的作用 

1.5.2 色彩选择的因素 

1.5.3 室内色彩的运用 



	

3	
	

1.6 室内光环境设计 

1.6.1  光线赋予空间的意义 

1.6.2  自然采光 

1.6.3  人工照明 

1.7 室内物理环境设计 

1.7.1  感觉与直觉 

1.7.2  室内物理环境的形成 

1.7.3  室内热环境 

1.7.4  室内声环境 

二、 室内设计史 

2.1 中国的室内设计史 

2.1.1 中国古代的室内设计史（建

筑概况） 

2.1.2 民国时期的室内设计史（建

筑概况） 

2.1.3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室内设计

史（建筑概况） 

2.2 外国的室内设计史 

2.2.1 原始社会的建筑与室内设计

（建筑概况） 

2.2.2 古希腊与罗马的室内设计

（建筑概况） 

2.2.3 拜占庭和中世纪时期的室内

设计风格（建筑概况） 

2.2.4 文艺复兴时期的室内设计

（建筑概况） 

2.2.5 欧洲 17 世纪至 19 世纪的室

内设计（建筑概况） 

2.2.6 20世纪现代建筑时期（建筑

概况） 

2.2.7 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筑概况） 

三、 人体工程学 

3.1 人体工程学基础 

3.1.1 人体与室内空间 

3.1.2 人体工程学的含义、起源与

发展 

3.1.3 人体工程学的研究内容 

3.1.4 人体工程学基础学科知识

（人体生理学、心理学、人

体测量学） 

3.2 人体工程学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3.2.1 人体工程学与室内家具陈设

设计 

3.2.2 人体工程学与室内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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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人体工程学与室外环境设施

设计 

3.2.4 人体工程学与绿化设计 

3.3 环境心理学与室内设计 

3.3.1 人的心理、行为与空间环境 

3.3.2  环境行为与室内设计 

四、 室内设计手绘与工程制图 

4.1手绘表现技法 

4.1.1  黑白表现技法 

4.1.2  钢笔线描淡彩表现技法 

4.1.3  彩色铅笔技法 

4.1.4  水彩表现技法 

4.1.5  马克笔技法 

4.1.6  水粉表现技法 

4.1.7  综合表现技法 

4.1.8  材质光影的表现 

4.1.9  手绘与电脑软件结合表现 

4.2室内设计手绘表现 

4.2.1  室内手绘设计单体表现 

4.2.2  室内设计手绘家具组合表现 

4.2.3  室内设计局部表现 

4.2.4  室内设计手绘综合表现 

4.3室内设计工程制图 

4.3.1  制图基本知识与规范 

4.3.2  施工图符号设置 

4.3.3  室内施工图图例及图面构成 

4.3.4  施工图的编制顺序 

4.3.5  室内施工图的编制及标准 

五、 室内装饰设计与监理 

5.1 室内装饰设计概论 

5.1.1 室内装饰的概念、特点 

5.1.2 室内装饰设计的分类、工作

规划 

5.2 室内装饰工程的监理 

5.2.1 监理检验的程序 

5.3 室内装饰的古代历史（20世纪） 

5.3.1  中国 

5.3.2  国外 

5.4 室内装饰的风格与流派 

5.4.1  传统风格 

5.4.2  现代风格 

5.4.3  室内装饰的智慧设计与未来 

5.5 影响室内装饰设计的因素 

5.5.1  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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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色彩 

5.5.3  陈设 

5.6 室内装饰设计的沟通技巧 

5.6.1  室内装饰设计中的客群分析 

5.6.2  室内装饰设计中的沟通技巧 

5.7 室内装饰设计的成本管理 

5.7.1  室内装饰工程成本管理 

5.7.2  室内装饰工程成本核算 

5.7.3  室内装饰工程招投标技巧 

5.8 室内装饰设计的流程管理   

5.8.1  室内装饰设计的团队管理 

5.8.2  室内装饰设计的流程管控 

5.8.3  室内装饰设计与相关设备

（水暖电）的施工配合 

六、 室内装饰材料与构造 

6.1 材料与构造 

6.1.1  材料在设计中的作用 

6.1.2  材料的基本特性及功能 

6.1.3  构造设计的基本概念 

6.2 建筑装饰材料的分类 

6.2.1  木材 

6.2.2  陶瓷 

6.2.3  石材 

6.2.4  金属 

6.2.5  石膏 

6.2.6  玻璃 

6.2.7  板材 

6.2.8  塑料 

6.2.9  粘胶剂 

6.2.10  涂料 

6.2.11  竹木 

6.2.12  织物及软质材料 

6.2.13  结构与隔断材料 

6.2.14  新型的装饰材料 

6.3 室内主要部位的施工工艺 

6.3.1  室内吊顶 

6.3.2  墙面吊顶 

6.3.3  地面装饰 

6.3.4  抹灰工程 

6.3.5  楼地面装饰 

6.3.6  顶棚装饰 

6.3.7  裱糊与软包装饰工程 

6.4 施工构造 

6.4.1  施工构造与工艺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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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施工构造对空间的影响 

6.4.3  室内装饰工程与构造的关系 

七、 室内装饰设计规范 

7.1 电气工程 

7.1.1 室内配电箱安装工程 

7.1.2 室内布线工程 

7.1.3 照明开关 

7.1.4 电源插座安装工程 

7.2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7.2.1 建筑给水 

7.2.2 热水及饮水供应 

7.2.3 建筑排水 

7.2.4 仪表及设备 

7.3 暖通空调设计 

7.3.1  供暖技术类型应用设计 

7.3.2  通风技术类型应用设计 

7.3.3  空气调节技术类型及应用设

计 

7.3.4  制冷技术类型应用设计 

7.4 建筑消防工程设计 

7.4.1  火灾基础 

7.4.2  耐火等级与耐火设计 

7.4.3  防火分区 

7.4.4  平面防火布局 

7.4.5  防烟系统与通风防火 

7.4.6  火灾自动报火系统 

八、 计算机辅助设计 

8.1制图软件的基础 

8.1.1  3d Max基本功能介绍 

8.2空间尺度 

8.2.1  空间尺度的概念 

8.2.2  常用的空间尺度规范 

8.2.3  软件建模 

8.2.4  修改面板 

8.3AutoCAD的不同界面 

8.3.1  不同版本 

8.3.2  经典界面设置 

8.4计算机对设计的辅助 

8.4.1  绘制图框 

8.4.2  文档的保存 

8.4.3  图纸虚拟打印输出 

8.5相关材料的介绍 

8.5.1  石材 

8.5.2  木材 



	

7	
	

8.5.3  金属 

8.5.4  3d Max材质 

8.6渲染插件 VRay的介绍 

8.6.1  VRay的定义 

8.6.2  VRay渲染面板的参数 

8.6.3  VRay材质面板 

8.6.4  VRay灯光 

8.7设计软件的变现流程 

8.7.1  模型建立与初步材质的指定 

8.7.2  材质调整 

   8.7.3  灯光的设定及渲染准备输出 

8.7.4  VRay渲染菜单设置 

8.7.5  Photoshop后期处理 

九、 室内陈设艺术 

9.1 室内陈设艺术概述 

9.1.1  室内陈设艺术设计的概念 

9.1.2  室内陈设艺术设计空间基础 

9.2 室内陈设空间的特征分类 

9.2.1  按空间环境分类 

9.2.2  按空间特性分类 

9.2.3  按空间风格样式分类 

9.3室内陈设物的分类与特征 

9.3.1  家具陈设 

9.3.2  灯具陈设 

9.3.3  织物陈设 

9.3.4  绿植陈设 

9.3.5  饰品陈设 

9.3.6  艺术品陈设 

十、 智慧家庭设计  

10.1智能家居系统设计 

10.1.1  智能家居的功能 

10.1.2  智能照明系统设计 

10.1.3  智能安防系统设计 

10.1.4  智能家庭影院设计 

10.1.5  智能环境监测系统设计 

10.1.6  智能能源管控系统设计 

10.2智能家居应用：智能安防  

10.2.1  安防监控领域 

10.2.2  可视对讲领域 

10.2.3  智能锁领域 

10.2.4  Life Smart智能家居安全 

10.2.5  日常生活中的安防单品 

10.2.6  信号输入产品 

10.3智能家居应用：智能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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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智能电视 

10.3.2  智能空调 

10.3.3  智能洗衣机 

10.3.4  智能冰箱 

10.3.5  智能厨房 

10.4智能家居应用：智能单品 

10.4.1  娱乐生活、饮食系列 

10.4.2  手环、手表系列 

10.4.3  小米智能单品 

10.5智慧家居服务与管理  

10.5.1  智慧家居与绿色健康 

10.5.2  智慧社区 

10.5.3  智慧助老 

10.5.4  智慧家居服务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