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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立体构成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应用不足,从服装元素入手,详细阐述了立体构成在服装设计教学主题

实训中的应用实践,以期对服装设计教学模式创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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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设计的过程主要是由几个不同的部分构成

的,例如服装造型、服装色彩以及服装材料等,这些都

是服装设计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服装在

款式设计教学上具有更加创新化的发展变化,就要采

用立体化的设计,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同时款

式设计教学中大量的运用此方法,就可以设计出更加

唯美并且具有创造性的服装款式。在兼具时尚潮流的

同时,也能推动我国服装行业朝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

发展[1-3]。对此本文重点论述了如何将立体构成应用

在服装款式设计教学中,为教师和学生学习服装款式

的立体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立体构成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不足

在当前的服装款式设计教学中,普遍将基础课程

的教学当做重点,如果说平面构成是二维层面上的教

学,给人直观上的感受,那么立体构成主要就是从三维

空间上给人一种丰满的感觉。只有加强对立体方面的

教学,才能令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掌握更加扎实的基

本功,这一点与传统教学具有明显的不同。在过去服

装款式教学中,往往会忽略立体构成这方面的学习,但
是服装并不是铺展开在表面的,而是要穿着在人的身

上,令人们更加突出的一种重要辅助性物品。不同的

场合中,有不同类型的衣服可供人们选择,所以在实际

教学中,应该让学生在脑海中培养出一种立体感,可以

在主观意识里想象出服装穿着在人体上是一种怎样的

表现,这样服装款式的设计将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在当前的教学中,这方面的联系却是少之又少,学生们

在实践活动中大多都重复着同一类型的活动,不断训

练线的构成、面的构成等,却并没有将这些结合在一

起。与其他行业的设计相比,服装设计专业更加需要

的是能够在主观上得到创新,这样才能发散思维,创造

出更加具有特色的服装,令服装造型具有更多的美感。
在传统立体构成教学中,能够采用的造型设计材

料十分稀缺,可供研究的相关材料也是少之又少。在

这种情况下,学生更加不能对服装款式设计方面的内

容具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无法凸显本专业的特点。在

实际教学工作中,服装面料是进一步凸显立体构成的

重要因素,服装设计中所运用的面料具有一定的弹性,
悬垂性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学生只有更好地

掌握织物面料的特点,才能将其应用在服装设计中,设
计出令人感到舒适的服装。但是在当前专业教学的过

程中,恰恰缺少了这方面的训练,造成学生在形态构成

训练的同时,所设计出来的服装并不符合服装款式造

型的要求。

2 服装款式设计中元素的应用

在服装款式设计的过程中,元素的运用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只有运用时尚潮流带动服装款式设计,才
能满足设计元素的要求,实现创新化的发展。

款式设计的立体构成实际上是将点、线、面有机的

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将其应用在服装款式设计中,体现

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在点元素的运用方面,服装上的

纽扣、图案花纹等都是点元素的组成部分,运用点元素

后,服装变得更加立体化,不再死板,从而达到造型上

的要求。一般情况下,设计者都会在已完成的服装作

品中设计一些点元素,令服装更加具有创新性的特点,
点元素的运用不但可以吸引人们的视线,还能重点将

服装中的某一部分加以强化。除了点元素外,线元素

的设计也是经常运用的一种设计元素,在服装款式中

主要体现出来的特点就是重视服饰品的搭配方式,如

·55·     2016年第11期             教学研究




重复、扭转及放射等,将线条上的变化突出体现在服装

款式的设计中,从而令其具有一种流动性及起伏性的

特点,在不断地变化中凸显出服装的美感。线元素在

服装造型设计中的应用也相当丰富,只要运用了合理

的方式进行设计,就能令原本呆板的服装变得耳目一

新,从而更加具有美感。另外一种是面元素的设计,将
其应用在服装款式设计中,能够充分体现出不同服装

所具有的质感。除此之外,服装款式设计还应该从整

体性上出发进行设计,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元素,体
元素在设计中主要以立体结构为核心,从空间的角度

进行设计,更加注重大面积的组合形式,如果能把体与

面,或者把体与线组合在一起,就能在服装设计中呈现

出一种创新性的美感。

3 立体构成在主题实践中的应用

现代服装设计主要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分别是

立体构成、色彩构成以及平面构成。而立体构成无疑

是设计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且也愈发受到服

装设计专业教师的重视,要想将立体构成真正地应用

在服装款式设计中,就要掌握其具体的表达方式,即体

感与量感在服装款式设计中的应用。在服装款式设计

中,十分注重体的应用,要求具有一定的立体感,主要

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从人体角度出发,重视人的体态

与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可以说人的体态是制约服装款

式设计的主要因素。在教学实践中,要想更好地进行

服装方面的设计,还应该注重将游离在人体之外的设

计一起构建在服装设计之中,与人体进行更加直接的

联系,才能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
将立体结构应用在服装款式设计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首先应该从专业性的角度出发,注重服装造

型的特点,以此为出发点应用立体构成。突破传统的

教学模式后,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方面可以更加贴近立

体构成的需要。众所周知,点线面是服装造型设计中

的基本元素,但是在讲解时,应该在服装的基础上进行

讲解,这样学生在头脑中就会形成一个基本的模式,将
图与实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生也会更加方便理解。
在服装设计中,比较重视对造型美感的设计,所以在实

践中应该更加倾向于对这方面的研究,学生在今后对

服装进行款式设计时,也会在这方面加以强调,从而设

计出更加理想的服装作品。
根据服装设计的专业特征为学生建立立体构成训

练模式,一般在教学过程中学习构成都是按线构成、面
构成、体构成与综合构成顺序。这与服装款式设计的

结合不够紧密,没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项练习,取得的效

果也就可以预见了。立体构成的主题性实践训练,可
以把通常训练中所用到的柱体、球体练习以服装造型

中的帽饰设计来代替,一方面激发服装专业学生的实

践兴趣,另一方面通过针对性的练习,能够极大地拓宽

学生的设计视野,锻炼实践能力。此外,传统立体构成

训练中所使用的材料并不切合服装造型设计的专业,
学生在其中不能很好地体会到服装设计需要注意的设

计点。因此,在主题性实践训练中应该对材料重新选

择,加入一些适于服装设计的材料,材料中可以涉及多

种材质、颜色、形态等,甚至可以应用一些可以回收的

废旧报纸、色卡、石膏板等。在让学生尽快熟悉各类材

料特点的同时,也有助于锻炼学生应用各类材料于服

装造型设计的能力。
除了材料方面需要在主题性训练中特别提出以

外,还需要在真实的服装面料方面加大对学生的训练。
在学生初步了解各类材料的特点及应用限制后,可以

让学生真实体会服装面料的设计和使用。通过在服装

面料上拉伸剪切、堆积等方式,学生不断地体会服装面

料在应用中的性能比较,并根据自己的想法实现服装

的肌理状态变化。针对服装款式设计的立体构成主题

性训练,应该于学生进入学校的第一个年度就开始实

行,让学生初步产生对服装设计的认知和一系列的求

知欲望,在之后的学习中不断充实这一方面的知识,在
学习和生活中时刻注意观察各类服装面料的设计方法

和表现方式。总之,在服装设计专业的立体构成教学

中,必须结合该专业的实际特点,增强具有针对性、目
的性的立体构成训练。

4 结语

在服装款式设计的学习中,应该加强对立体构成

教学的运用,这是当前服装专业中相对来说比较缺失

的一个环节,只有在这方面多下功夫,才能令服装兼具

实用性与美感,为培养创新性的服装设计人才提供重

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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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四项评分内容。我们也可增加课题研究或撰

写论文、学科竞赛等课外实践作为平时成绩的考核内

容,引导学生主动开展探索和研究性学习,提高其知识

综合应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概言之,就是以实验内容、培养目标和考核要求为

依据,实现学生自主学习、研究和创新实践,通过考核

内容来调动学生对实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关注度。

4 结语

实验教学是一门重要且实用的实践课程,能较好

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生要上好实验课,首先要

掌握好理论知识,这也间接地督促学生熟悉、理解课堂

理论知识。实验教学最重要的部分是实验教师的正确

指导及演示。实验教师既要熟悉实验操作标准知识,
明确实验内容,掌握常规检验技术,熟悉各类检验仪器

使用;同时也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掌握新

知识,扩展其学习范围。只有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提高

教学质量,才能为服装行业培养出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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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InnovationofTextilesandClothingMaterial
ExperimentCourseBasedonTrainingPractical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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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akingthetrainingofpracticaltalentsofdetectiontechniques,theteachingoftextilesandclothingmaterialexperimen-
talcoursewasreformed,startingfromteachingcontents,teachingmethods,trainingobjectivesandevaluationmodes,whichopti-
mizedtheteachingcontentsandmethods,clarifiedthetrainingobjectivesaswellaspromotingteachingqualityandlearninginitiatives
of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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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informationtechnology,moreandmoreenterprisesbegantousetheonlinelearningsystem.

Combinedwiththecharacteristicsoftraditionallearningandnetworklearning,onlinelearningsystemanditseffectonenterprises

wereresear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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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lackofapplicationofthreedimensionalcompositionsinclothingdesignteachingwasanalyzed.Startingfromcloth-

ingelements,theapplicationpracticeofthreedimensionalcompositionsinthepracticaltrainingwhichwasthemedbyclothingdesign

teachingwasexpoundedindetail,soastoprovidereferencesfortheteachingmodeinnovationofclothing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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