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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我国院校中服装课程的现有模式,举例说明如何根据学生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学模式,建立科学

合理的服装教学体系,使唐代图案纹样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传统图案在服装课程中的实践创新与应用创新。

关键词:传统纹样;唐代纹样;教学模式;服装设计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19)07-0062-03

收稿日期:2019-03-01;修回日期:2019-03-06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GH180182)
作者简介:雒薇艳(1964-),女,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服装设计

与服饰文化,E-mail:806450368@qq.com。

  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不
断壮大的服装行业需要大批的服装专业人才来填补空

缺,而服装专业现有的教育体系与教学模式,难以适应

服装行业对设计经验人才和技术管理人才的需求。
为满足社会对服装专业人才的需求以及增加服装

专业学生的就业率,以长春工业大学服装专业课程体

系为例,通过对课程模式进行优化,加强学生创新意识

与动手能力,使学生掌握服装图案设计的基础理论知

识,具备设计和创新能力。在课程中突出传统图案纹

样象征与寓意的研究,加深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

识与理解,培养实用与综合型的服装设计人才。

1 服装专业现有教学模式

服装作为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不仅是

传承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反映人民经济生活最直观

的表现。我国服装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服装业

的发展明显滞后,一直呈现封闭式的传统教育模式。
服装教育专业自开设以来,招生以及培养大致呈现出

两种状态:
其一,以文化教育为基础,招收具有美术特长的学

生。这类学生文化课基础较好,在大一时期开始接触

服装专业的基本课程(如服装工艺基础、服装设计基

础),根据课程安排,在四年之内完成从基础到深入的

服装专业知识学习。教学模式上承袭传统教育中以老

师授课为主的教育方式,课程更多注重学生的文化内

涵培养,教育偏向于服装设计的艺术性,对于服装工艺

制作的技术性,所能产生的商业价值以及是否能投入

销售则有一定程度的忽视。
其二,以服装工艺技术为基础,招收具有职业技术

的学生。这类学生文化课基础一般,从高中时期开始

学习服装工艺技术,大学期间多是对服装工艺的巩固,
以及根据课程安排,学习高中时期并未涉及的服装专

业课程(如服装设计基础、中西方服装史)。教学模式

上沿袭传统技艺中以熟练掌握为主的实践方式,课程

更多注重学生的技术培养,教育偏向于服装设计的技

术性、实用性,轻视服装作品所表现的艺术性及所产生

的商业价值。
这两种教育方式的不协调严重影响着服装行业对

所需人才的需要以及服装专业人才的就业,一定程度

上阻碍着我国服装教育的发展,影响了我国服装产业

的前进。

2 服装设计课程教学模式创新实践———以长

春工业大学为例

  长春工业大学作为典型的工科院校,于1995年创

办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生源以具有美术特长的文化

生为主,在教育以及培养上采用的是上述所说的第一

种教学模式。以具有美术基础的学生为主,文理兼招,
这类学生整体文化课基础好,在具有探索精神的同时

具有一定的逻辑理性思维与丰富的形象思维。而随着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长春工业大学服装设计与

工程专业更是认识到以往教育模式上的不足,从而在

学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及时做出更正,通过调研与查

阅资料,根据学校办学特点及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学生

的特点与优势及不足,首先对服装设计课程体系的教

学内容进行梳理与整合,深入剖析课程结构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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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理性,进行创新性改革,采用“模块化”与“一体化”
机制相结合模式,对学生因材施教,在原有课程基础上

培养学生对传统图案的设计与实践创新能力,实现传

统图案纹样设计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紧密结合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教学中根据反馈意见加以修改完善,建立

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强化自身办学优势与特色。
根据课程特点,对服装设计课程相应的教学内容

与框架结构进行创新性改革,整合教学内容,加强学生

创新性与实践能力,理论课程以唐朝纹样“卷草”、“藻
井”、“宝相花”为三大模块展开设计。服装设计工作室

采用“一体化”教学,采用项目设计的方法进行实践,改
革课程考核方式,采用项目成果、团队合作等多种形式

来验证教学效果。通过前期的调研、分析与总结,按照

社会、企业、专家、教师与学生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并从2018-2019年第一学期开始了新教学模式的实

践,以具有一定设计基础与工艺基础的学生为实践对

象,同时在实践创作中建立反馈机制,以便及时接收意

见完善教学体系。
长春工业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通过改革教学

模式,在现有课程中加入对传统图案纹样的研究,建立

服装设计工作室,增强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强化学生对

传统图案纹样进行再设计并应用到服装成衣上的能

力,力求培养中国式服装设计人才。

3 唐代纹样在“模块化”与“一体化”教育模式

中的应用

  长春工业大学教学实践以服装设计课程体系为

主,包括《服装款式设计学》、《服装设计学》共128学

时,是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原有课程体系

中理论与实践教学脱节,学生创新与实践动手环节能

力薄弱,急需提升。在此次教学实践课程中,服装设计

课程体系充分结合院校特色,根据院校办学特点,作相

应的知识框架与课程体系创新,整合教学理论与实践

环节,加强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形成“理论课模块化”
与“实践课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体系。

《服装款式设计学》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开设64
学时,其中理论52学时,实验12学时。采用“模块化”
教学,以唐朝纹样为主分为“卷草纹样”、“藻井纹样”、
“宝相花纹样”等模块。对唐朝时期传统图案进行分块

式讲授,提升学生对传统图案的了解与认知,使学生对

传统图案历史与演变在理论上有所理解,注重学生形

象思维培养,发挥学生较强逻辑思维能力,以历史思维

为主,理性思考指导形象思维,采用归纳、演绎与推理

等教学方法为学生打下扎实的传统图案理论基础。
《服装设计学》在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开设64学时,

其中理论48学时,实验16学时。采用“一体化”教学

模式,创建工作室,由专业教师与企业设计师组成,根
据学生兴趣与就业方向分为“唐代图案纹样专题设计”
小组,根据唐代不同纹样特点应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
使服装纹样、服装设计、结构、工艺制作形成有机整体,
提升学生从图案设计,到服装设计,再到结构与工艺制

作的综合运用能力,使学生设计基本理论及时转化为

实际设计能力,指导学生参加服装设计大赛,发表论文

并撰写研究报告。
课程中对唐代纹样的造型、色彩、面料与工艺等特

征进行全方面分析,提炼有价值的部分与现代服饰设

计相结合,重构符合当下审美意蕴的服饰纹样,使传统

纹样得到继承与弘扬。

4 唐代纹样在现代服装课程中的应用意义

传统图案纹样自身独特的象征与寓意、文化与内

涵,深深地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情感,承载着

历史的发展与变革。把传统图案纹样运用到现代服饰

课程中,采用“模块化”与“一体化”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赐予传统纹样新生命并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4.1 提高学生综合设计能力

课程中采用“模块化”、“一体化”教学方法,从传统

图案设计、服装设计、结构制图、工艺制作等环节进行

综合穿插设计训练,使服装设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
养学生演绎、推理、归纳、分析问题的综合能力,帮助学

生寻求服装艺术发展规律与本质[1]。而服装设计师在

面对市场时需要具备这种综合能力,理论加实践的独

特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而且

可以顺应时代发展对服装设计师的需求[2]。

4.2 教学方式迎合服装产业化

形成产、学、研相结合“服装设计工作室”机制,形
成校企互相依托、资源共享课程体系,加强与社会、企
业的交流,加强和企业合作的深度,从而使课程向深层

次、全方位发展,形成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课程体系,提升我校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在国内外知

名度,顺应服装产业化需求。

4.3 成为学生创业就业孵化器

学生在校期间接触社会较少且对职业概念相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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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就业容易走上弯路,而在课程中

开展理论加实践的课程可以增强学生设计实战性,明
确就业目标,缩短学生创业准备期,增加就业机会,促
进学生思考未来职业与创业规划,实践性课程如同孵

化器,为学生创业、就业起着积极促进作用[3]。

5 结语

信息化时代到来,使大众不再关注服装表面问题,
而注重服饰整体审美、社会价值与文化内涵。唐代图

案纹样在赋予服装美观的同时为中华历代服饰发展添

上浓墨重彩,服饰中经常有传统纹样成功应用的案例,
其一方面体现不同民族文化特征,另一方面表现纹样

设计在现代的创新与发展。教学中针对传统纹样这一

特点进行实践练习,有助于促进具有唐代文化特色的

服装面向市场与社会,产生一定经济与社会效益,同时

可以增强学生实战与服装设计综合能力,激励学生参

加服装设计大赛与社会实践活动,由此向社会与企业

推荐优秀学生,解决学生就业与自主创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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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folderwassummarized.Aclassificationmethodandtheapplicationprincipleofthefolderbasedonthesewingchar-

acteristicswereputforward.Takingashirtasanexample,thesewingcharacteristicsofeachpartoftheshirtweresortedoutaccord-

ingtotheapplicationprincipleoffolder.Throughtheinvestigationoftheproductionenterprise,itwasdeterminedthattheseamsat

theshoulder,thesleeve,theplacketandthebottomwerethetargetseams.Theparametersandcharacteristicsoftheseamsinthese

fourpartswereanalyzed,andthesuitablefolderwasselected.Thesewingprocessofthetraditionalshirtwascomparedwiththesew-

ingprocessoftheshirtafterusingfolder.Theadvantagesoftheapplicationofthefoldertechnologywere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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