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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在教学中大量现代数字化方式的应用对教学方法、形式的影响日益显著,现代教学媒体已成为了传播

教育信息的重要工具。服装数字化技术在服装教育中的应用,必将带来服装教育教学方法、模式和理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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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服装数字化技术在服装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是服装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将现代数字

化技术应用于服装专业教学及实践操作,可以更好地与

数字化时代服装企业设计、生产、管理实现无缝对接,并
推动服装企业进行技术改革。同时还可以节约教学投

入资金,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和成果。

1 服装数字化技术概述

服装数字化技术可理解为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将

服装的各种信息如文字、图形、色彩、关系等,以数字形

式在计算机中储存并运算,然后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再

次呈现出来或用数字形式发送给执行机构的一种科技

手段[1]。数字化技术在服装行业的应用发展较快,特
别是近几年数字化技术从二维服装样板设计、推板和

排版等模块,发展到目前的三维服装CAD软件,即在

虚拟参数调整、二维纸样设计、板片缝合、面料处理、三
维模拟展示及制作的虚拟服装,运用于电子商务平台

销售等诸方面。

2 服装数字化技术在服装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现代服装数字化技术在服装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实

践,将颠覆传统的服装专业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

理念,有助于大力推进服装数字化教育的发展进程。
目前应用于服装专业教学的数字化技术,包括三维测

量成像技术、虚拟仿真技术、服装生产流程数据管理与

控制技术,以及网络信息传递等技术手段[2];涵盖了数

字化服装设计、服装生产管理、服装营销等方面。
数字化服装设计主要是指服装款式设计、结构设

计、工艺设计的整个过程,是利用服装CAD(计算机辅

助设计)和服装VR(虚拟现实技术)进行的服装款式、
样板与虚拟试穿效果等数字化设计的表现形式。它包

括采用数字化服装量身定制、三维虚拟试衣技术、服装

CAD中实现二维纸样到三维样衣,以及织物质感和动

感的虚拟仿真表现等,都是数字化技术手段下服装专

业课程改革与实践的新表现[3]。
利用三维人体测量技术的扫描数据,在计算机中

建立人体虚拟模型,并通过简单操作试穿款式库中的

服装,展示其电脑模拟的着装效果,还可模拟不同面料

的不同三维悬垂效果。此外,通过360°旋转功能进行

不同角度的着装效果观看,并根据要求及时进行款式

设计修改、不同面料搭配及服装色彩设计修改等工作,
直到满意为止。图1、图2所示为基于Vidya三维虚拟

试衣软件的服装设计,通过数字人体建模、数字样衣试

穿和修改(衣片模型建立、衣片缝合、碰撞检测、面料仿

真技术)、着装人体在运动中的建模等,使我们在服装

生产之前就可看到其外观形态、款式色彩等视觉信息,
并可根据人机交互方式对三维虚拟服装进行修改。

图1 版型设计与虚拟试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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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面料仿真模拟

数字化服装业务流程管理系统是集先进的数字化

技术、生产技术、管理技术于一体的服装生产经营思想

和模式;是借助于计算机技术、信息化技术、自动化技

术、网络技术,以系统化的管理思想整合企业管理理

念、基础数据、业务流程、人力、物力及财力,为决策层

提供决策运行的一种手段。将其应用在服装生产管理

等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将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

求知欲[4]。其主要涵盖服装 ERP、服装 RFID、服装

JIT及数字化服装营销方面,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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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羽绒服数字化信息集成技术方案

如何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实现数字化和信息管理,

推动我国服装教育事业及服装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技

术升级,是实现“互联网+”教育及数字化服装产业发

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3 服装数字化技术在服装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价值

  数字化技术不但改变了传统服装专业的教学手段

和方法,还产生了新的设计理念,具有广泛的开拓性,
其应用价值越来越突出。

3.1 更好表达设计构思,呈现逼真视觉效果

运用数字化技术服装设计师就可通过电脑数字化

虚拟技术将其构思变为现实;同时将体现服装设计师

设计意图、设计灵感的服装效果图从传统的纯手工绘

制发展到计算机数字化时代,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

着装的虚拟效果。既可以更好地表达服装设计师的构

思,又能给着装者、设计师、制版师和工艺师提供更好

的交流平台,更逼真的视觉效果。

3.2 方便快捷,准确高效

数字化技术有方便快捷、准确高效的特点,可大大

缩短设计周期,提高设计效率,增强表现力。运用电脑

进行服装设计随时可方便地进行任意修改、放大、扭
曲、调色等,计算机的速度和精确度极高,对作品可以

复制并进行多样组合,启迪设计思路[5]。服装设计采

用数字化技术辅助进行款式设计、色彩搭配、自动样版

放缩、直观样版修正等,大大缩短了产品设计周期,提
高了产品对市场的反应速度。

3.3 实时交互,提高兴趣,资源共享

通过3D可视化技术创建出服装并实现交互性,既
提高了学习兴趣,同时可降低成本,实现无限制使用和

复制;减少了人为损坏的可能性,还可解决服装爱好者

对服装设计及服装工艺实践技能训练器械和设备不齐

全等问题,达到资源库的最优化。在当代全球网络一

体化环境下,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实现服装应用技

能合作性训练、协同性训练及远程训练等,达到资源共

享和分布式效应。

4 结语

目前服装数字化技术在国内服装专业教学中的应

用还处于发展阶段,存在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急需解决,
甚至还有许多不理想问题和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等问

题,限制了服装数字化技术教学及企业应用的快速、规
模化发展。这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技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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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6]。任何一项技术的传播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

的,它建立在人们对其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之上,需要一

个较长的应用、改进和发展过程。因此数字化服装设

计和管理的应用研究和发展,应是国内服装教育教学

及服装产业发展的长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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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applicationofmoderndigitalmethodsintheteachinghadasignificantinfluenceonteachingmethods

andforms.Modernteachingmediahadbecomeanimportanttooltospreadtheeducationinformation.Theapplicationofclothingd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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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1页)
相结合。课程授课内容以激发创意构思、创新意识为

主,引导学生把创意设计理念与文化内涵相结合;开阔

学生视野,增强学生的观察能力,强调设计作品要有与

众不同的设计效果[3]。

4 结语

玄奘大学的服装专业课程设置具有通识教育种类繁

多,重视课程实践环节,课程内容外延较广,注重创意能力

培养等特点;其创意与技能并重,和产业技能接轨的办学

理念很值得我们借鉴。通识教育种类多能够让学生的人

文素养得到全面提升,重视课程实践环节能够让学生更好

地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程内容外延较广能够让学生对

流行趋势与产业发展有更好了解,注重创意能力培养能够

让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更好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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