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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别从教学目标、重难点、课堂导入、教材使用情况分析、教学内容、学生情况分析、教学方法、作业安排等教

学问题出发,提出了中西服装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作为主要切入点进

行教学改革尝试,结合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阐述史论课程参与实践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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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服装史是服装设计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

课。只有了解各个历史朝代中出现的主要服装类型、

主要文化特征,并充分了解不同历史时期在风格上产

生的不同变化,并能够从这些现象中把握服装史发展

的规律,从而探索服装发展、变化、流行的规律,才能为

服装设计提供重要的创作资料。现阶段中西服装史课

程存在理论讲授大于实践、课时量和课程内容不匹配、

授课模式和考核方式过于单一、学生处于被动的状态

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课程改革,在课

程思路上,将理论学习是为了更好指导实践的思想潜

移默化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重视史论课程;在授课方

式上,改变以往教师为主导的现象,分小组让学生自主

完成历史朝代的调研,并以当下流行的社交媒介———

微信公众号的形式呈现;在考核方式上,改变以往考试

或论文的考核方式,改为1∶2小人台的服饰复制。

1 中西服装史课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理论讲授偏多,枯燥无味

传统的中西服装史课程偏重理论教学,以图片展

示、罗列教材知识点等PPT讲授的方式为主,学生仅

仅填鸭式地被动接受信息,并没有自己动脑思考的过

程,更没有主动发现问题的意识,由于学生没有切实参

与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导致学习的积极性降低,课堂气

氛沉闷,有效知识的接收率不高。

1.2 课时较少,内容较多,课堂效率低

以本校的课程内容设置为例,整个课程分为绪论、

中国服装史、西方服装史三大部分内容,总课时为32
学时。绪论部分涉及服装的起源、中西服饰文化比较2
个大知识点;中国服装史部分涵盖原始社会服装、奴隶

社会服装、封建社会前期服装、封建社会中期服装、封
建社会后期服装、近代社会服装等20个大知识点;西
方服装史部分涵盖古代服装、中世纪服装、近代前期服

装、近代后期服装、20世纪服装(上)、20世纪服装(下)

等10个大知识点。其中涉及朝代较多,每个朝代涵盖

政治、经济、文化、男子服饰、女子服饰、服饰纹样、后世

影响等内容。如此多的授课内容,较少的课程,直接导

致每个课时只能大概罗列课本知识点,走马观花将教

材读一遍,并没过多的时间进行深入展开,更没有实践

课程探索。

1.3 授课模式单一

传统的中西服装史课程采用文字、图片等多媒体

播放的方式授课,教师在讲台上念PPT,学生在下面干

自己的事情,这种单一的授课模式使课程效率低下,学
生接收到的有效信息有局限性,课堂气氛沉闷。

1.4 考核方式单一

大多高校中西服装史课程的结课方式多以试卷考

试、3000字左右的小论文为主。试卷考试和小论文的

撰写只能考察学生的理论知识,过多地停留在理论研

究层面,达不到实践应用的目的。

1.5 忽略实践教学

在中西服装史课程安排中,实践的课时几乎没有。

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支撑实践,特别是实操性很

强的服装设计专业,需要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化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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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性的元素,形成新的服装符号。如果只是理论研究,

没有将有效的理论应用在当下的设计中,这无疑引导

了学生重理论轻实践的思想。

2 中西服装史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2.1 选定教材思路

在前期学生已经具备的能力基础之上,主要解决

两个问题:(1)能够熟练辨别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服装

类型、风格特点、文化特征等;(2)能够将各时期的服饰

文化进行归纳、总结、整理,并准确地提炼出各个历史

时期服饰元素并应用在当下的设计中。所以选用的教

材为冯泽民、刘海清编著的《中西服装发展史》第三版,

该教材涉及内容全面、讲解比较细致、易懂,改变了以

往以朝代为主的内容讲解,改为以历史时期为主线,将
各个朝代放在历史背景下讲述服装,思路较清晰,学生

比较容易接受,并且能够帮助学生对不同历史时期的

服饰进行比较、融会贯通,在今后的设计中学生还可反

复参考。课程内容参考了袁仄《中国服装史》、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书中的阅读资料、小资料、链接

等内容,以白话文的方式介绍给学生,树立学生重佐证

的意识,正确对待历史。同时还参考了华梅的《中国近

现代服装史》,将服装以故事讲解的方法融入到课堂,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史论课枯燥的不足。以及

将王鸣《中国服装史》中涉及到的设计、面料、制衣、展
示等各环节真正地落实到实践教学中,避免学生理论

与实践的脱节,培养学生将传统元素应用在当下设计

中的思维能力。

2.2 多种手段的讲授方法

以多媒体理论讲授为主的直观演示法:用影视作

品中的图片、出土的文物图片、秀场视频、泥塑实物等

直观展示不同历史朝代服饰的特点;讨论法:用提问的

方式拉回学生的注意力,并达到回顾前面所讲内容的

目的;任务驱动法: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利用互联网、

慕课、微课、公开课、参观博物馆、相关链接等方式进行

每个历史时期的服饰文化调研。

2.3 实操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公众号调研汇报 结合当下流行的宣传媒体,让
学生将调研内容制作成公众号的形式,这样不仅能够

提高学生的兴趣,也能够防止学生不经过思考大片复

制粘贴的现象,最后以点赞率和点击率为主要考核依

据,更能大大地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调研内容的准确性

和认真程度。
人台模型法 在中西服装史的课程设置中大胆创

新,尝试新的教学模式,改变以往理论课程仅仅以论文

或者考试的形式,将理论研究、服装结构、立体裁剪等

课程融入到教学中,以小组为单位研究中外各个历史

时期的服装形制、服装风格、服饰纹样、主要工艺等,以

1∶2的比例进行实物复制,最后以小人台展示呈现,
并在影棚进行系列拍摄,效果良好。

3 中西服装史课程教学改革实施方案

3.1 增加自主调研环节

以学生为主体,增加每个历史阶段的调研环节,将
学生按照3~5人为一小组,通过图书、网络寻找佐证,
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服饰文化特征及相关影响因

素。分别对所抽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服饰文化进行调

研、分析、归纳,包括此时期服饰形制、服饰纹样、纺织

工艺等具体内容,此时期服装承上启下的变化关系或

对后来服饰变化带来的影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技
术、文化、艺术、哲学思想等社会环境及对服饰的影响

关系等。

3.2 以公众号的方式汇报调研内容

每组以抽到的历史时期为依据,做一篇公众号,包
含调研中所要求的所有内容,另必须加上小组人员简

介(头像+分工),形式不限,图文丰富,题目诙谐,内容

有趣新颖,制作形式手法丰富(视频、动图、音乐、图片

等),最后以点击量和点赞量为评分标准,并以公众号

的内容作汇报讲解。每调研小组选出1人或多人完成

15至20分钟左右的汇报陈述,汇报内容丰富全面、有
重点、有深度、有依据,思路清晰、表达流畅、逻辑分明。

3.3 增加实践环节,二分之一小人台制作

以描述历史朝代服饰的绘画作品、诗歌、陶俑等为

原形,进行1∶2的实物复制。以前期的调研内容为依

据,分析绘画作品、唐诗、陶俑等内容是否符合唐代女

子服饰的特点及其历史的真实性,分析该作品的款式、
面料、纹样、色彩、配饰等细节,进行详细研究尝试,最
终进行1∶2的实物复制,以小人台的形式呈现(立裁、
结构打版均可)。

4 中西服装史课程教学改革成果展示

教学改革部分实践成果展示,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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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部分实践成果展示

5 结语

学习中西服装史课程的目的在于了解服饰历史文

化,并通过深入分析和探究,更好地应用在当下,所以

实践探索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在课程过程中引导

学生,不要将理论和实践当做两个独立的个体,强调史

论课程的重要性,潜移默化影响学生,才能提高学生的

知识储备与思考能力,培养学生对基础知识了解、积
累、掌握、研究并最终融会贯通的能力,使所学服装形

制理论知识与思维方式能和当下服装设计调研、思考

方式无缝衔接,并提高学生的设计能力及思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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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ntativeStudyontheTeachingReform
ofChineseandWesternCostumeHistoryCourse

ZHA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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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tartingfromtheteachinggoal,difficultpoint,classroomimport,theuseoftextbooks,teachingcontent,studentsitu-

ationanalysis,teachingmethodsandhomeworkassignments,theimportanceandnecessityofteachingreformofChineseandwestern

costumehistorycoursewereputforward.Teachingreformwascarriedoutwiththecurriculumsetting,teachingmethodsandexami-

nationmethodasthemainpoint.Combiningwiththepersonneltrainingtargetofapplieduniversities,theconcretemeasuresforhisto-

rytheorycoursetoparticipateinpracticeteachingreformwereexp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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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ofProjectTeachingintheCourseofTextileEcology
andSafetyPerformanceTestingBasedonPostCompetence

LIYing,GEJun-wei
(ChengduTextileCollege,Chengdu611731,China)

  Abstract:Textileecologyandsafetyperformancetestingwasanewcorecoursefortextileinspectionandtradeaccordingtothere-

quirementofpostability.Thecourseteachingdesignwasbasedonthecorrespondingworkcontentofecologytextiletestingpostand

therequiredworkingabilityofthepost.Thecourseassessmentwasmainlybasedontheprocessassessment.Theknowledgeassess-

mentandthepracticeexaminationwereequallyimportant.Theresultsweresatis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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