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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民艺融入“服装史”课程,一方面,传统民艺可以为“服装史”课程提供多种形式的教学素材;另一方面,

“服装史”课程的教学又可以反过来促进传统民艺的传承与创新。在“服装史”课程教学中结合学校学科特色及地域优势

选取具体的传统民艺进行实践教学,在动手的过程中加深对传统民艺的感知与理解,重点引导学生对传统进行恰如其分

的现代表达,从而充分挖掘出专业基础课程的“专业”作用,理实一体、承前启后,服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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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民艺文化是典籍之外的一支活态文化,在当

代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是对外文化交流的

重要名片,也是中国发展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文化自

信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 传统民艺融入“服装史”课程的意义

1.1 传统民艺为“服装史”课程注入新的活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为与传

统民艺有着生生不息关联的“服装史”课程,可以从这

“源头活水”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其一,传统民艺的技艺本身经过转化可以成为教

学的一部分,从而丰富教学内容,激活传统民艺的活

力。
其二,传统民艺中囊括了丰富的设计素材,通过开

发和转化,可以为服装专业的教学提供庞大的设计数

据库。数据的采集不仅局限于侗锦、湘绣、蜡染、花瑶

挑花等与服装专业相关的传统技艺,诸如皮影、剪纸、
菊花石雕、浏阳花炮等看似与服装专业无关的传统技

艺都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上成为有用的设计素材。
其三,传统民艺不仅表现为“形而下”的器物形态,

也是“形而上”的道的载体,其中所蕴含的美学思想以

及匠心精神,为学生的美育、德育提供良好的浸染氛

围。

1.2 传统民艺在“服装史”教学中的传承与创新

透过“服装史”课程的教学,传统民艺本身也可以

得到真正的传承与恰如其分的创新。
首先,在现阶段的传承局面中,传统民艺面临着重

形式轻内容、简单复古的危机,导致传承困难,甚至出

现无人可传的局面。而在“服装史”教学中,则可以将

传承人的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师徒。受过服

装专业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更容易理解、也更有兴趣接

受与专业相关的传统民艺的精髓。
其次,生产化、商业化的所谓创新迫使传统民艺放

弃了自身承载的文化内涵、符号和技艺而为流行、利益

而创新。例如现在的苗绣“倾向于制造市场认可度高

的和技艺简化的图形”[1],使得比较复杂、古老的破线

绣和双针绕线绣技法濒临失传。在“服装史”的教学过

程中则可以不受商业利益的驱使,潜下心来研究、寻求

传统民艺更适合的创新路径,让传统民艺从形式到内

容,真正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传统民艺融入“服装史”课程的教学经验也可以为

其他服装专业课程提供思路,推广传统文化资源设计

转化计划,以此促进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和原创设计、
创新设计的发展,将设计变成影响、推动国家文化安全

和繁荣的强劲动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之间的转变。

2 课程组织设计

2.1 教学设计思路

“服装史”是服装与服饰专业基础课程,在传统的

课程体系中并不被重视,教学方式往往是走马观花式

的理论讲解,收效颇微。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度的

水涨船高,专业课程改革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聚焦在了

“服装史”这门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课程之上。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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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的方向主要有两类,其一,坚持理论教学方

向,探寻多种辅助方式提升学生对枯燥理论的学习兴

趣,如开发电脑游戏、观看电影、增加历史情境角色扮

演等。如此一来,学生对理论的学习兴趣确实有所提

升,但课程本身与其他专业课程脱钩的状况依然没有

解决。其二,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目标的要求下进行理

实一体化的教学改革,如增加“服装复制教学”、“服装

创新教学”等设计与工艺制作环节,但现实存在的问题

是,学生对传统的创新应用往往无从下手,或者对传统

元素没有理解导致成品效果呈现不尽如人意。
北京服装学院刘元风教授提到:“越是优秀的设

计、品牌,越是基于民族文化与当代生活的结合。”[2]因
此,“服装史”的教学改革可以着眼于传统文化的创新

应用能力的培养,在借助新技术手段辅助了解历史文

化背景理论的基础上,提取每一历史时期的典型民艺

作为该时期的记忆点,通过传统民艺的实践教学过程

加深感知与理解,重点引导学生对传统进行恰如其分

的现代表达,从而充分挖掘出专业基础课程的“专业”
作用,理实一体、承前启后,服务专业。

2.2 教学内容划分

结合“服装史”课程教学时长相对较短的现实情

况,课程将各历史时期进行整合,以划分的历史阶段作

为一个项目进行整体教学。每一个项目教学中选的传

统民艺实践教学内容,可以根据学校学科特色、地域优

势等情况自行安排。以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与服饰

设计专业为例,具体教学内容安排见表1。
表1 服装史课程传统民艺实践教学内容

教学项目 理论内容 传统民艺实践内容 课时

项目一 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服装 编绳工艺实践与创新 4

项目二
封建社会前期服装(战国、
秦、汉、魏晋南北朝)

侗锦等织造工艺实践
与创新 8

项目三 封建社会中期服装(唐、宋)蜡染、扎染等染色工艺
实践与创新 8

项目四
封建社会后期服装(辽、金、
元、明、清)

盘扣制作、绲边工艺实
践与创新 8

项目五 近现代社会服装
传统旗袍制作工艺实
践与创新 12

3 课程教学实施

每个项目的教学可以划分为认知传统、解构传统、
传习传统、创新传统四个阶段。

3.1 认知传统

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完成基础理论的教

学,让学生对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背景和服饰面

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亲

切感。这一阶段的教学仅依靠教材的图文难以形成具

象的认知,所以在教学素材上需要拓展更多直观性的

素材。得益于网络的发展,数字博物馆、直播看展等新

兴观展方式的出现让学生在遥远的千里之外同样可以

细致入微地观察到展陈服饰的面貌,拉近学生与历史

的距离。而如今热播的影视剧在服化的制作上也越来

越精良,亦可成为教学内容的辅助材料,如《女医明妃

传》中的明代服饰、《延禧攻略》中的清代服饰等。不同

于博物馆里的服饰展品,影视剧中的服饰存在于生活

情境之中,能给予学生更直观的印象,有效帮助学生理

解服饰的穿着场合、方式等,深化基础理论知识点。

3.2 解构传统

作为一门理实一体的专业历史课程,“服装史”课
程教学改革设计的目的围绕着“古为今用”展开。“古
为今用”的关键前提在于掌握每一历史阶段服饰的显

著特点,并将之提取为设计元素。然而经过多次的授

课实践发现,面对教材上笼统的描述性语言,学生很难

准确地把握住这一时期服饰的特点,而对传统服饰进

行分解,可以帮助学生较快地找到历史的“关键词”。
在授课过程中大致将每个时期的服饰划分为形制、纹
样、色彩、织造工艺、印染工艺、配饰等要素,然后选取

一个或多个时代典型的要素作为小专题,如唐代服饰

中的夹缬和蜡缬工艺、宋代服饰中的缂丝工艺、明代服

饰中的补子、清代服饰中的盘扣等。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研讨,以PPT的形式展示与讲解自己收集的资

料以及传统与创新两方面的素材图片。经过进一步细

化的研究与汇报,学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记忆点,对这一

历史时期的服饰面貌的认知也由模糊变得清晰。

3.3 传习传统

设计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需要建立在对工艺的深入

理解之上。在传习阶段,主要是针对具体的传统工艺实践

进行教学。传统民艺的传承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师徒式的

口传心授,所以在这一阶段的教学中,教师的亲身示范至

关重要。在示范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对工艺细

节的观察与理解,如蜡染点蜡时不同线条绘制时的手法、
染色时如何观察染色颜色等。各个学校也可以结合自己

的地域优势邀请相应的非遗传承人进行教学,对于师生都

将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对传统工艺的学习不仅仅是

用眼和用手,更重要的是用心感受过程的点滴,理解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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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内涵,因此,这个阶段的学生作业不框定于作品的

还原度,重在引导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思考与设计思维的

发散,为下一步创新设计环节打好基础。同时,在本阶段

的教学中也可以引导学生用心感受传统民艺制作过程中

的氛围,有利于培养学生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

神。

3.4 创新传统

创新应用是本课程的难点,本阶段的学习要在对

传统民艺理解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将传统文化融入现

代服装设计中。传统服饰元素与现代流行元素的匹配

需要建立在适当的处理之上,因此,本阶段教学主要是

以训练学生对传统元素的创新表达能力以及将传统与

现代恰当结合的能力。学生在此阶段需要完成一套系

列设计,由第二阶段拆解的五个方面入手,分别从项目

教学内容和流行趋势中选取传统服饰元素和现代流行

元素进行组合训练。
表2 传统与现代组合能力训练系列设计元素分解表

系列款式
廓形
(形制) 色彩 纹样 配饰

面料
(织造、印染)

款式一 □ □ □ □ ○
款式二 □ □ □ ○ ○
款式三 □ □ ○ ○ ○
款式四 □ ○ ○ ○ ○

 注:□传统服饰中的元素  ○流行趋势中的元素

从表2所示的款式一到款式四,服装的一般表现

形式由传统向现代逐渐转变,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

给学生一个更具象的方向,使学生在设计初期能迅速

找到设计切入点。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设计元素的

分类和组合形式可以根据历史时期和学生掌握程度进

行灵活的调整。

4 结语

传统民艺的传承困境已经在敦促我们要积极寻找

新的出路,“服装史”课程教学将专业历史中丰富的传

统民艺文化教学素材在具体的实践中转化为合理创新

的设计素材,一方面解决了理论课程孤立无援的境地,
真正发挥了专业基础课程服务专业的作用;另一方面,
也有效地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这些中华民族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生产与生活智

慧凝聚而成的结晶只有回归到当下的生活,和当代人

的审美联系起来,才能赢得更长远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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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Teaching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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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raditionalfolkartwasintegratedintothe“costumehistory”course,ontheonehand,traditionalfolkartscouldpro-

videvariousformsofteachingmaterialsforthecourse,ontheotherhand,theteachingof“clothinghistory”couldpromotetheinher-

itanceandinnovationoftraditionalfolkart.Duringthecourse,everyschoolcouldcombinethedisciplinecharacteristicandregionalad-

vantagestochoosespecifictraditionalfolkart,deepentheperceptionandunderstandingoftraditionalfolkartintheprocessofprac-

tice,focusonguidingstudentstocarryoutappropriatemodernexpressionoftradition,soastofullytapthe“professional”roleof

professionalbasic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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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节能减排 引领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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