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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国内高等院校服装款式设计课程教学现状和不足,探讨了基于主题训练的服装款式设计教学内涵、方式

和策略,以期能提高其教学水平,推动服装设计行业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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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款式设计是服装造型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当前我国高等院校服装设计专业的一门重要

课程,其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提升,在提高学生美术基

础、审美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服装款式设

计专业学生普遍感性和形象思维比较敏锐,而逻辑思

维能力相对比较薄弱;因此采取基于主题训练的服装

款式设计教学策略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服装款式设计课程教学现状

在国内服装院校设计学科被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的

时间并不长,服装设计高等教育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

段。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社
会对服装设计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为此,如何培

养出优秀的服装款式设计人才就成了广大服装高等院

校教育的一个难题。

在服装款式设计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主要负责

对设计知识点的讲解,学生按照教学要求完成相关设

计,并由教师进行点评。这种教学方式过于注重设计

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创造性

思维的培养,导致培养出的学生创新能力差,缺乏发散

性思维,设计专业教学模式僵化等多种不足[1-2]。

2 基于主题训练的服装款式设计教学的内涵

及方式

  就宏观层面来看,基于主题训练的服装款式设计

教学,能够在了解学生兴趣点和接受能力的基础上,结

合服装款式设计的定位及特点来对教学方式进行合理

化选取,通过主题训练来促进服装款式设计过程中问

题的解决,进而促进创意服装款式设计教学的综合目

标实现。主题设定是服装款式设计教学过程中的重要

环节,能够促使学生对其内在设计灵感进行归纳和总

结,并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启发和引导,进而提升学生对

不同规格档次的市场进行创意性的设计。

在该教学方式中主题训练需要学生明确主题内部

某一艺术风格的产生、发展及其在设计领域内的实际

应用情况,从而积极寻找与设计作品相关的设计元素。

同时鼓励学生对自己所欣赏的艺术设计师的创作风格

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延续创作。因此基于主

题训练的服装款式设计教学应坚持做到以下两方面。

2.1 培养学生的审美修养

在基于主题训练的服装款式设计教学中,应明确

服装款式设计课程的教学主旨,强调设计的原创性,并
促使学生充分发挥其艺术个性。在训练的初期阶段积

极并广泛地对服装款式设计多元化风格作品进行查

阅,坚持以国际化标准来对当前服装款式设计的创意

与流行趋势进行合理把握;积极培养学生的审美品位,

并奠定坚实的服装款式设计理论知识基础,为学生的

后期设计生涯的展开提供可靠的知识储备。

2.2 积极开阔学生的艺术视角

基于主题训练的服装款式设计教育必须加大对当

前国际上知名设计师的调研力度,并要求学生积极参

与到调研学习中来,能从中选择出自己喜欢、欣赏的设

计师。通过认识其设计成名之路,服装设计风格的形

成与变化,总结出对自己有帮助的知识点,从而来完成

自己的设计主题。同时结合当下社会的流行元素,对
服装款式进行创意化设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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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研究表明,基于主题训练的服装款式设计教

学能够有效提高该专业学生对艺术的感知能力和把握

能力,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优秀的艺术设计

作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发展特色,为服

装款式设计赋予现代化的发展内涵。因此帮助学生学

习经典范例,并对设计思维进行明确;鼓励学生更好地

融入到服装设计领域,促进服装款式设计教学质量的

提升,从而为社会提供优秀的服装款式设计人才。

3 基于主题训练的服装款式设计教学策略

3.1 提升学生的美术造型基础与服饰审美意识,激发

学生的设计能力

首先,在服装款式设计教学中应强化学生的美术

专业基础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服装款式图绘画水平,

为服装款式设计教学质量的提升奠定可靠的基础。例

如,在速写过程中会时常提到服装外形与服装细节之

间的比例关系,服装款式线条的实际流畅度与层次感,

服装面料重叠而产生的褶皱与波浪等,这就要求在教

学过程中应积极鼓励学生明确不同面料衣纹的多元化

表现,能够学会通过线条来表现服装设计的质感,并对

线条的粗细和轻重做到准确拿捏。

其次,基于主题训练的服装款式设计教学应全面

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促使学生转变以往的被动认知

模式,逐渐转向主动感知,帮助学生敏锐地感知并捕捉

到服装款式设计所需元素。通过多观察、多思考来切

实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提升其审美能力,促使更具思

想性和美感的服装款式作品的形成,推动服装款式设

计行业的现代化发展。

3.2 坚持与时俱进,注重学生综合能力培养

3.2.1 以需求为导向规范服装款式设计任务模块

由于市场和企业需求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且每一时期的服装风格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应积

极捕捉当前社会流行或即将流行的服装款式风格,并
以此为基础设计服装款式设计任务模块,切实培养、提
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实际教学中应结合就业需求来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设立仿真实训示范性教学任务模

块,鼓励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模拟企业运作模式,进而完

成设计项目,促进服装款式设计学习效果的提升。同

时积极缩短校企之间的岗位差距,加强学生工作责任

感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能力。

3.2.2 以专业抽考为标准提高主题训练教学效果

所谓专业抽考是指对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进行严

格考查,对高等教育院校的实际办学能力进行检验,从
而切实提高学生的应用技能水平。通过实训环节来对

学生进行启发和诱导,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服装款式

设计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创作灵感,从而培

养出服装款式设计综合性人才。

在实际教学中可结合专业学生的具体特点,科学

化地设立专业抽考培训周,并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实

训,真正做到示范、讲解及辅导的有机融合;将服装款

式设计理论知识融入到教学示范环节中,切实提高学

生对服装款式设计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3 细化教学反思,有效提升教学技能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根据每个班级、每个学生

的具体情况来科学地设计自己专业课程的教学,并在

专业教学中通过正确引导来帮助学生尽快建立起本专

业的学习方法。为此,教师需要不断进行总结,反思以

下几点:(1)教学目标是否准确明了,教学方法是否多

样合理;(2)教学手段是否新颖,符合当下教学环境;
(3)教学中实践实训案例是否合理到位,教学效果是否

良好。思而有想,想而有写,写而有学。及时将教学反

思记录下来,形成课后小结或教学日记进行课题研究。

只有坚持对教学过程的教学反思,才能将教师所掌握

的教学经验与知识不断地在课堂中实践、改进。既提

升了整体的教学质量水平,也加深了教师对教学内容

的把握程度,还提高了自身的教学素质。

反思之于教学,是课堂教学的一剂强心剂,能够促

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学习的各种变化及时采

取相应的教学策略。同时在反思过程中,教师也能将

自己学到的新教学理念和理论知识应用于课堂实践

中,有效提高自身的教学技能,这在基于主题训练的服

装款式设计教学中尤其重要。

4 结语

基于主题训练的服装款式设计课程教学要求专业

教师要在教学中不断总结与反思,摸索出一套适合于

当下企业环境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学校学

习的知识与技能是全新的、适用的,从而为社会培养出

综合型服装款式设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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