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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特点是培养实用型服装设计与制作人才。对立体构成课程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结合

专业要求思考及创作进行了探讨,强调立体构成教学与服装设计工程专业的紧密结合,提出了一些立体构成教学研究的

内容和方法,以求更好地达到立体造型训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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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艺术作为现代设计的基础理论体系,源于20
世纪初的俄国构成主义和德国的包豪斯,其中被艺术

设计界称为三大构成的立体构成、平面构成、色彩构成

已成为我国高等院校艺术设计和现代多媒体设计专业

必修的一门核心基础课[1]。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特

点是培养实用型服装设计与制作人才,由于对人体起

保护和装饰作用的服装是一种立体设计,所以立体构

成教学与本专业的关系更加密切。本文就立体构成课

程教学过程中如何激发学生结合专业要求思考及创作

进行了探讨,强调立体构成的教学与服装设计工程专

业的紧密结合,提出了一些立体构成教学研究的内容

和方法,以求更好地达到立体造型训练目的。

1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立体构成课程教学

现状

  立体构成是艺术设计类专业中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它是以纯粹的或抽象的形态为素材,按视觉效果运

用物理学和力学原理进行组合,从而构成理想的形态。
目前各高等教育艺术院校在教学中比较注重熟悉立体

构成的要素与技法,培养学生的感知和创造能力。
传统立体构成课程的训练多侧重于对空间的设

计,对于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等专业来说,无
论是课程教学内容还是立体造型的训练方法,都是很

有效的基础训练[2]。但这些课程训练并没有与服装专

业的特点联系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训练内容缺少与服装专业知识的联系

目前各相关专业在针对学生的课题训练设置上大

同小异,通常是点材构成、线材构成及面体构成、综合

构成等。这些训练内容对于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等专业而言是较适合的基础训练,而服

装设计主要强调整体造型美感,所以对学生发散性思

维的形成影响不大。

1.2 训练材料与服用材料特性差异较大

传统的立体构成课程练习用材料多选用纸材、木
材、坚果皮、玻璃、金属、塑料等,而对服用面料的研究

很少,这样就容易使课程训练内容与专业需求脱节。
因此应把如何使学生在进行形态构成训练的同时,更
好地了解和掌握织物的特性作为设置课题训练的侧重

点。

1.3 课题训练设置相对单一,学生缺少创新意识

在立体构成课题训练设置这一环节,一方面学生

的作业大多是重复性的练习,往往都是参考书本上的

例子缺乏创新;另一方面学生在做作业过程中,不注意

设计灵感的搜集与表现,作品缺乏足够的艺术表现力。
因此立体构成作为设计的基础课程,一定要与学生的

专业联系起来,在造型训练上增加专业性和趣味性,以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2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立体构成教学改革

2.1 根据服装设计特点有选择地讲解立体构成课程

教师在立体构成教学过程中,应突破大而全的教

学模式,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要具有针对性。例如,在
介绍立体形态的构成要素点、线、面、体时,可以结合其

在服装上的运用进行讲解,采用图及实物形式让学生

们更容易理解。服装强调的是造型的整体美感,因此

对形式美法则运用要重点介绍,为以后专业知识的学

习奠定基础。

2.2 结合专业特点对学生进行课程训练

传统立体构成的训练多采用线构成、面构成、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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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及综合构成的造型训练,与服装专业联系不大,服装

设计专业的立体构成训练应有选择性地进行,一定要

跟专业特点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为此,可将

传统立体构成中的柱体、球体训练转变成服装中的帽

饰设计及制作,既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让他们对

服饰配件立体造型设计有了一定认识。在该课题的训

练过程中,教师应让学生充分了解不同帽饰基本造型

特点及制作方法,并引导学生注意形式美法则的运用。
另外,在材料选择上也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如立体构成

中的综合构成训练可以改为让学生在小人台上设计服

装[3],所用材料可以选择一些环保型材料比如一次性

纸杯、废旧光盘、报纸、餐巾纸、各色卡纸、彩色毛线、废
旧泡沫、麻绳等生活中常见的废旧材料。让同学们在

了解不同材料造型特点的基础上,对服装的款式造型

设计有一个初步认识。

2.3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作品进行指导和讲评,
当学生的创意性思维得到充分肯定时,就会调动其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所要完

成的并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设计方法,更重要的是启

发学生学会如何运用材料的重构来表现设计构思,这
才是我们要达到的教学目标。

3 结语

服装设计是集技术与艺术于一体的一门学科,强
调人体美及服装的整体造型。因此在立体构成教学中

不宜照搬其他艺术设计专业的立体构成教学模式,应
结合服装设计的专业特点,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立体构

成训练,将基础课程教学与专业设计联系起来。通过

有针对性的课题训练,学生掌握并理解了如何将立体

造型要素应用在服装设计中,使学生在学习的初始阶

段就对服装有一个立体的认识,为专业设计打下一定

基础。立体构成课要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

创造欲,使学生摆脱各种习惯性的造型影响,站在全新

的角度去探求材料的可开发性和造型的可能性,从而

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达到个性化创造的目的,为今

后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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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haracteristicsoffashiondesignandengineeringwastrainingpracticaltalentsforfashiondesignandproduction.
Themotivationsofthree-dimensionalconstitutionteachingprocesstostudents'combinationprofessionalthinkingandcreationof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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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d.Someteachingresearchcontentsandmethodsofthree-dimensionalcompositionwereproposedtobetterachievetheobjectiveof
three-dimensionalmodelingtraining.

Keywords:fashiondesign;three-dimensionalcomposition;coursestudy;teachingreform




















 



欢迎订阅《纺织科技进展》杂志!
邮发代号:62-284 

海外发行代号:DK51021

·69· 纺织科技进展            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