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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装立体裁剪课程是服装设计及工程类专业一门重要的必修课。通过阐述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

策措施,以防止教学中的偏差,加强学生的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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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立体裁剪是服装设计专业、服装工程专业的

一门核心课程,其主要阐述对人体着装再创的过程。
立体裁剪作为直观的造型手法,能方便、快捷地再现服

装各要素之间的比例分配关系和相互交错的形式。学

习服装立体裁剪有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人体结构,并
从中找到平面裁剪中结构变化的原始根据,对初学服

装设计者来说,是很好的启蒙和训练[1]。然而,在服装

立体裁剪课程的教学中,容易出现教学上的问题。

1 服装立体裁剪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较少提供成衣展示,致使学生缺乏感性认识

服装立体裁剪是一门应用性相当强的课程,非常注

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了能让学生在最初的课程学

习中对立体裁剪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需要提供成衣来给

学生树立整体的认识。提供成衣展示,能够使得学生有

基本的感性认识,从而为后期学习打好最基本的认知

观。但是,一些教师在教授立体裁剪课程的过程中,往
往较少提供成衣展示,致使学生缺乏感性认识,也致使

学生缺乏相应的“服装立体裁剪”的目标分析。

1.2 CAD软件操作不足,导致学生动手能力相对较弱

目前,CAD软件在服装立体裁剪中应用较为广

泛。加强CAD软件的学习,有助于学生从平面裁剪和

手工裁剪中解放出来。事实上,掌握相关的CAD软件

电脑技术,有利于加强和促进学生自身的动手能力,提
高使用电脑技术的能力,并与互联网时代相接轨。立

体裁剪是一门对学生操作能力要求相对较高的课程,

学会使用电脑软件,可以摆脱对手工操作的依赖。但

是,一些教师在教授立体裁剪课程的时候,对于电脑软

件技术(如CAD软件),仍然教授不够且操作不足,导
致学生的动手能力相对薄弱。

1.3 缺乏分步教学,难以夯实学生基础知识

夯实学生基础知识对于服装立体裁剪非常重要。
服装立体裁剪课程教学一般在内容上都是由浅入深,
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地介绍服装立体裁剪的关键

要点,这样方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其快速掌握基

础知识及操作技巧,也能给学生掌握更高级的知识提

供台阶。服装立体裁剪的基础知识非常细腻,需要严

格遵循渐进教学,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一般而言,采
用分步教学的方法来进行授课,是比较合理的[2]。但

是,目前对于服装立体裁剪的课程教学,一些教师在授

课过程中,并未严格认真地执行分步教学的方法,导致

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基础知识薄弱。

1.4 采用“填鸭式”教学,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一些教师在教授过程中,还是以“教师”为中心,不
提倡学生讲解,仍然遵循“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这有可

能导致学生学习被动、盲目,且难以激发有效的学习动

机,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实际上,在服装立体裁剪课

程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多鼓励学生自己讲解。以“学
生”讲解为中心,让学生变成学习的“主人翁”,有利于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是,就目前而言,一些教师在教授服装立体裁剪的过

程中,不提倡学生讲解,仍然沿用教师讲解为中心,难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2 课程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对策分析

  针对服装立体裁剪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需要采取对策来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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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初步教学中多提供成衣展示加强学生的感性认

识

服装立体裁剪课程最初的教学形式,应该以加强

学生感性认识为重,学生只有具备一定的感性认识,才
有可能激发对进一步学习的兴趣。为了在最初的教学

中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进行“成衣展示”的形式是多

样的,如可以让学生鉴别成衣的质地、欣赏成衣的不同

风格、讨论成衣的时尚特征等。可以提供大量的机会

让学生现场接触到大量服装图片与服装实物,让学生

获得最初和最直接的感观认识,了解服装的造型及特

点。在学生有一个初步了解的基础上,再由教师总结

出规律特征,加深学生的记忆与理解。

2.2 前期教学中让学生学会使用工具,促进学生的动

手能力

服装立体裁剪课程的操作性比较强。尽量让学生

学会使用工具,如学会使用CAD软件,这有助于促进

学生的动手能力。对于服装立体裁剪课程的前期教

学,教师应该注重讲解和示范,特别是学生的优秀作

品,可以作为示范而加以推广,并借助媒体资源,反复

操作,以促进学生的积极动机。因为有了部分学生的

优秀作品,其他一些学生就可以进行模仿,从而能够形

成较好的“强化”效应。此外,也可以通过借助媒体资

源展示成品效果,这就更有可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对动

手操作学习的欲望。

2.3 中期教学中采取分步教学,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

服装立体裁剪课程的基础知识,主要包括服装立体裁

剪基础、裙子造型立体裁剪、衣领造型立体裁剪、袖子造型

立体裁剪、礼服设计与制作等。为了夯实学生的基础知

识,宜采用分步的教学方法。分步教学法的精髓是通过教

师示范,让学生一点一点地按照教师的教授内容进行学

习。通过分步教学方法,有助于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立体裁

剪的基础知识,可以将一个完整的服装成品制作过程分解

成若干有关联的小部分,采用教师分步讲解,分步演示,学

生分步实践的教法,这样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2.4 后期教学中注重培训学生技巧,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机

在服装立体裁剪课程的后期教学中,一些基础相

对较好的学生会脱颖而出,能够较好地使用一些技巧

来进行服装立体裁剪。这是教师喜闻乐见的,这充分

体现了前期教学的成功。但是,进行服装立体裁剪课

程教学,绝不能止于此,这是因为这些相对较为优秀的

学生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资源,可以请他们来为课堂

进行现场教学,与其他同学进行有效“互动”,体现出

“模范”的作用。教师在教授立体裁剪过程中,应该挖

掘出这些学生,并鼓励分享课程教学中的体会,以增强

“主人翁”意识,让一些“技巧性学习”变得容易,且在学

生中流传。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3],让学生传

授“技巧性学习”,能够提供“榜样”的示范作用,以促进

学生的“替代性强化”,进而加强学生学习立体裁剪的

学习动机。

3 结语

在服装立体裁剪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容易出

现一些教学上的问题。为了防止教学偏差,教授好该

门课程,宜采取一些对策来加以应对,这样才能加强学

生的感性认识,促进学生的动手能力,夯实学生的基础

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从而加强学生对服装立体

裁剪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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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Clothingstereotailoringcoursewasanimportantcompulsorycourseforgarmentdesignandengineeringmajors.Bye-
laboratingtheproblemsexistinginclassroomteaching,somecountermeasureswereputforward,topreventdeviationsinteachingand
strengthentheabilityofstudents.

Keywords:clothingstereotailoring;courseteaching;countermeasuresanalysis;clothingengineering

·46· 纺织科技进展            201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