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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结构基础》示范课程申报

2025 年 3 月 12

01教学执行大纲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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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执行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服装结构基础 课程代码 052222104

教学班级 服装设计与工程 2341 开课年级 大二

课程性质 考试 学分 4.0

教师信息 主讲教师：王红歌 辅导老师：王红歌 开课系部：服装学院

课时信息

每周课内课时数：4（学时） 本学期上课周数：16（周）

课内总课时数：64（学时） 其中讲课课时数：48（学时） 实践课：16（学时）

机动学时数：0（学时） 考核方式：考试 考试周次： 第 20周

二、课程教学目标

德育目标：理解中、西服饰中的工学思维、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求知探索欲，引导学

生树立爱国、敬业、守正创新的情怀；借助读文献梳理文化式衣身原型的演化过程，促进利

用矛盾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形成，强化服装学习的全局意识，即关注“服装-人-环境”

系统；认识人体与服装的关系，引导学生学会思考，思考中见真知，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观；

掌握服装制图的规范和标准，懂得规矩，依准而行，培养学生规范的专业素养；借助“十字

型”华服结构的解读和服装产业污染问题的梳理，深植“文化+绿色”的服装发展理念，强

化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树立中华 IP塑造中吾辈自强的使命与担当；了解专家、学

者对原型及各类服装结构优化的持续研究，体会和感悟探索创新、不断精进的科学与工匠精

神，根植时俱进的时代思维。

课程目标 1（知识运用及原型理论形成、优化）：能够理解人体解剖、人体测量、服装

功能与卫生、服装造型设计、服装工艺设计、服装美学和数学等与服装结构设计的关联性，

并从结构视角运用结构术语、符号、代号、控制部位与基础部位间的数学模型等服装工程知

识分析、推演三维人体特征与二维平面结构间数与型转化与映射问题（原型理论形成），进

而运用可持续思维就原型中的采数、公式表达及造型线塑造等进行评价与优化（原型方案的

可持续优化）。

课程目标 2（进阶问题识别及分析表达）：能够在原型理论、结构变化理论的帮助下识

别出变化造型与原型衣、裙、裤之间的差异之处（问题识别），进而借助款式描述、结构差

异分析、规格设计及结构实施构思等形式予以表达（分析表达）。

课程目标 3（方法与技术习得）：学会省道转移、切展变化、褶裥及分割线设计等表现

形式的结构表达技术，并梳理出衣身、裙及裤装变化结构设计方案的各种影响要素，进而掌

握衣身、裙及裤变化款式造型的正确结构设计方法和关键技术。

三、预期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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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服装结构设计在服装工业中的作用和地位；

2.了解人体体型特征与服装结构的关系；

3.掌握人体测量的方法；

4.掌握服装结构制图的内容、标准、符号和部位代号；

5.了解服装号型的定义、标准、号型的应用和号型系列的内容；

6.掌握女装衣身原型和袖原型的构成原理和绘制方法；

7.掌握女装衣身原型的应用方法；

8.掌握裙装的结构设计原理和方法；

9.掌握裤装的结构设计原理和方法。

四、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说明如下表所示。

毕业要求 观测点（关键指标点） 支撑说明

1.工程知识能力：能够将数学、自

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

解决服装设计与工程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

指标点 1.3：能够利用工程基

础知识、服装工程专业知识

深入推演、分析服装设计与

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该课程研究了服装结构的内涵

和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装饰

性与功能性结构设计、分解与构成的

规律和方法，是服装由款式设计到最

终成品的中间环节，其理论与实践是

服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内容

涉及人体解剖学、人体测量学、服装

功能与卫生学、服装造型设计学、服

装生产工艺学、美学和数学等学科。

学生要具备工程基础知识，才能进行

纸样设计变化。

2.问题分析能力：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

服装设计与工程领域内复杂工程问

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2：能够基于相关科

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正确

表达服装设计与工程领域复

杂工程问题。

该课程要求学生能够理解人体

与服装的关系，人体测量尺寸与服装

细部尺寸设计的关系。通过数学方

法，基于人体测量尺寸建立服装细部

公式尺寸，构建基础结构框架，并结

合服装造型变化，运用相关科学原理

进行细部尺寸优化，根据试样效果进

行纸样的调整，以满足服装设计的造

型需求和人体穿着的舒适性需求。学

生要具备问题分析能力，运用课程所

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解决纸样设计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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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计能力：能够设计针对服装结

构、工艺及生产等服装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服装领域

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

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

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指标点 3.1：掌握服装结构设

计、工艺设计、材料选择、

生产管理等服装设计和产品

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

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

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

各种因素。

该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服装结构

设计的基本设计方法和技术，能够实

现造型设计效果，使产品在后续生产

中能以标准化形式进行批量生产。要

充分理解设计师的设计意图，面料的

材质特性，工艺生产的加工技术难点

等，进行结构的优化设计和技术改

良，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学生

要具备设计能力，才能满足产品结构

的创新设计需求。

五、教学日历

日期

周次

(第几

周)

星期

(星期

几)

讲次

(第几

讲)

教学内容（思政元素）

学时分配

对学生的要求
执行

情况
理论

课学

时数

实践

课学

时数

2024-

09-02
1 1 1

课程简序

第一章服装结构设计课程概述

第 1 节 服装的功能与分类

第 2 节 服装的制作过程

第 3 节 纸样的产生与服装工业

第 4 节 服装结构设计课程概述

第二章 人体体型特征与测量

第 1节 人体体型特征

4

1.知道服装的“前世今生”及

未来。

2.学会观察身边“你我他”的

服饰。

3.知道一件衣服和一批衣服的

诞生过程。

4.感受华服盛世的辉煌。

5.让定性描述人的能力提升一

步；

正常

2024-

09-09
2 1 2

第二章 人体体型特征与测量

第 2 节 人体体型测量

第三章服装结构构成基础

第 1 节 基本概念、术语

第 2 节 服装结构制图规则

第 3 节 服装制图符号

第 4 节 服装制作工具

第四章 女装原型构成原理

第 1节 文化式女装原型结构的构成

原理

4

1.知道哪些人体尺寸对制作服

装是必要的。

2.记住测量要领，会用工具完

成尺寸测量。

3.知道号型标准的来源与使

用。

4.体会做人做事的“严谨”。

5.区分概念与术语，记住规则、

符号，知道工具

6.理解“无规矩，不成方圆”

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为人处世中的重要性。

正常

2024-

09-16
3 1 3

第四章 女装原型构成原理

第 2节 文化式女装衣身原型结构的

绘制方法

4

1.原型理论知识领悟，自画熟

练且能举一反三。

2.会判断原型衣与人体的匹配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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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节 文化式女装袖原型结构的绘

制方法

性，会依据匹配性调整原型。

3.学会观察日常服饰与原型衣

间的差异性。

4.理解工匠精神（文化原型历

经八代，数据调整不断），筑

牢技术严谨的思维。

2024-

9-23
4 1 4

第 3节 文化式女装袖原型结构的绘

制方法

原型纸样订正及样衣制作训练

4 正常

2024-

9-30
5 1 5

第五章 服装结构设计变化原理

第 1节 原型应用的基本原则

第 2节 省道的结构设计原理与方法

4 1.理解规则与方法的机理，会

用规则与方法进行省变省，省

变褶裥，省变分割线。

2.理解切展变化原理，明白其

存在的价值所在。

3.能将原型省变化与切展变化

结合运用。

4.能举一反三，分析日常服饰

中的结构变化，并动手绘制。

正常

2024-

10-07
6 1 6

第五章 服装结构设计变化原理

续第 2 节 省道的结构设计原理与方法

第 3 节 褶裥的结构设计原理与方法

4

2024-

10-14
7 1 7 第 3节 褶裥的结构设计原理与方法

第4节分割线的结构设计原理与方法
4

2024-

10-21
8 1 8 原型变化实践项目 4

2024-

10-28
9 1 9

第六章裤装结构设计原理与方法

第 1 节 裤装的基本知识

第 2 节 裤装纸样规格设计

第 3 节 基本裤的结构设计

4

1.理解人体下体与裤原型的对

照关系，能自画熟练且能举一

反三。

2.会判断原型裤与下体的匹配

性，会依据匹配性调整原型。

3.学会观察日常服饰与原型裤

间的差异性。

4.能运用规则与方法完成裤结

构的变化（简单变化~较复杂

变化~综合变化）。

5.知道裤子的“前世今生”，

学会看当下裤子的“千姿百

态”。

正常

2024-

11-04
10 1 10

第六章裤装结构设计原理与方法

第 4节 典型裤造型的结构设计
4

2024-

11-11
11 1 11

第六章裤装结构设计原理与方法

续第 4节 典型裤造型的结构设计
4

2024-

11-18
12 1 12 裤结构设计实践项目 4

2024-

12-16
16 1 13

第七章 裙装结构设计原理与方法

第 1节 裙装的结构分类

第 2节 直筒裙的结构设计

4

1.理解人体下体与裙原型的对

照关系，能自画熟练且能举一

反三。

2.会判断原型裙与下体的匹配

性，会依据匹配性调整原型。

3.学会观察日常服饰与原型裙

间的差异性。

4.能运用规则与方法完成裙结

构的变化（廓形变化~褶裥/分

割变化~综合变化）。

5.知道裙子的“前世今生”，

学会看当下裙子的“丰富多

彩”。

正常

2024-

12-18
16 3 14 第 3 节 A字裙的结构设计

第 4 节 斜裙与喇叭裙的结构设计
4

2024-

12-23
17 1 15

第 5节 带分割线的裙结构设计

第 6节 带褶裥的裙结构设计
4

2024-

12-30
18 1 16 变化裙结构设计实践项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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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教材

无

（二）参考资料

[1]（日）日本文化服装学院编. 服饰造型讲座①服饰造型基础（第一版）[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5.

[2]（日）文化服装学院编. 文化服饰大全服饰造型讲座②裙子·裤子（第一版）[M]. 上

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4.

[3]（日）三吉满智子主编. 服装造型学. 理论篇（第一版）[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

社, 2006.

[4]（日）中屋典子, 三吉满智子主编. 服装造型学. 技术篇Ⅰ（第一版）[M]. 北京：中

国纺织出版社, 2004.

（三）网络资源

[1]中国大学 mooc国家精品课程在线学习平台《一件衣服的诞生》课程

[2]WGSN世界时尚资讯网: https://www.wgsnchina.cn/

[3] POP时尚创意综合服务平台: https://www.pop-fashion.com/

[4] VOGUE时尚网: http://www.vogue.com.cn/

[5]其他线上资源

七、考核方式及评分标准

序号
考核

方式
考核详细说明 所占比例（%）

1

平时

表现

平时表现

1

1）平时表现 1主要包括学生上课态度（是否按时上课，上课

风貌等）、参与课堂讨论、笔记、思维导图等情况

2）平时表现 1的给分标准参照教学大纲执行；

3.5

2
平时表现

2

1）平时表现 2主要包括“学习通”任务点情况、自主学习次

数、学习效果 pk等；

2）平时表现 2的给分标准依据“学习通”平台原始成绩及大

纲具体要求。

7.0

3 作业

1）作业主要包括章节作业（制图作业、思维导图等）、拓展

作业等，按照与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将各章节细分作为归

为作业 1，作业 2，作业 3。各细分作业在作业 1-3中的权重

等级可根据具体教学设计及学情变化做调整。

2）作业给分标准依据教学大纲执行；

3）作业 1，作业 2，作业 3成绩占比分别为 3.5%、14%、7%

24.5

4 实践考核 1）实践考核部分依据与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及章节内容安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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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设置四个实践项目，实践项目内容见教学大纲；

2）作业给分标准依据教学大纲执行；

3）项目 1～项目 4权重比分别为 7%、10.5%、8.75%、8.75%

5 期末考试

1）考试时间：120分钟 ；

2）考试形式：闭卷考试 ；

3）考试题型：依据对课程目标的支撑情况设置考试题型，主

要包括知识掌握类题型，问题探究类题型和分析运用类题型，

4）以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作图题等呈现；

考试时间和地点：查看考试周课程的具体安排。

50.0

八、其它

1.课堂学习必须结合课后练习同步进行，每节课的习题应在规定时间期限内完成；

2.答疑时间和地点：每周一 8:30-11:30，9A416；

3.学习通班级为邀请码:13408303。

课程负责人签字： 日期：2024.8.31

系主任审核签字： 日期：2024.8.31

院（部）分管教学院长签字： 日期：202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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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结构基础》示范课程申报

2025 年 3 月 12

02课程教学大纲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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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结构基础教学大纲

Basis of Clothing Pattern Syllabus
适用范围：2022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编号：052122214

学 分：4学分

学 时：64（其中：理论学时：48 实践学时：16）

开课学期：第三学期

先修课程：纺织服装导论

适用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建议教材：无

开课单位：服装学院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课程性质：《服装结构基础》在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中属于专业平台必修课。

课程任务：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提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掌握工程基础知识，并能够

运用数学、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服装结构设计环节的复杂问题，具备一定的服装

结构设计能力。该课程以从事服装产品研发、服装个性化定制等岗位的能力需求为导向，以

服装结构设计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主线，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应用性。课程从

人体与服装的关系、服装制图要求和规范、服装结构制图的基本原理入手，通过服装结构设

计概述、人体体型特征与测量、服装结构构成基础的基础知识学习，使学生了解服装结构设

计在服装工业中的作用和地位，理解人体体型特征与服装结构的关系，掌握人体测量的方法，

能够进行规范化结构制图。通过女装原型构成原理、衣身的纸样设计原理与方法、裤装和裙

装结构设计原理与方法的学习，结合实践项目，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纸样设计

能力，能够根据人体特征和造型需求制定合理的结构设计方案，将设计图或款式图转化为纸

样，为进一步学习服装结构设计的相关专业课程及从事服装制版工作奠定基础。

先导课程《纺织服装导论》介绍了《服装结构基础》的课程性质和主要内容，以及服装

纸样设计在服装整体设计中的作用。后续课程《服装工艺与制作 1》将结合《服装结构基础》

的女裤纸样，进行样衣的制作实践；后续课程《女装结构设计》、《男装结构设计》和《童

装结构设计》是对《服装结构基础》纸样设计原理与方法的拓展和深化；后续课程《计算机

辅助结构设计》是掌握纸样设计方法后，运用 CAD软件进行纸样绘制；后续课程《服装工

业样板与推板》基于基础纸样进行工业制板和放码；后续课程《服装企业板房实务》是结合

企业实际进行纸样设计和制板推板。因此，该课程与后续多门课程联系紧密，其内容是后续

多门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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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说明如表 1所示。

表 1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 观测点（关键指标点） 支撑说明

1.工程知识能力：能够将数学、自

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

解决服装设计与工程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

指标点 1.3：能够利用工程基

础知识、服装工程专业知识

深入推演、分析服装设计与

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该课程研究了服装结构的内涵

和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装饰

性与功能性结构设计、分解与构成的

规律和方法，是服装由款式设计到最

终成品的中间环节，其理论与实践是

服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内容

涉及人体解剖学、人体测量学、服装

功能与卫生学、服装造型设计学、服

装生产工艺学、美学和数学等学科。

学生要具备工程基础知识，才能进行

纸样设计变化。

2.问题分析能力：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

服装设计与工程领域内复杂工程问

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2：能够基于相关科

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正确

表达服装设计与工程领域复

杂工程问题。

该课程要求学生能够理解人体

与服装的关系，人体测量尺寸与服装

细部尺寸设计的关系。通过数学方

法，基于人体测量尺寸建立服装细部

公式尺寸，构建基础结构框架，并结

合服装造型变化，运用相关科学原理

进行细部尺寸优化，根据试样效果进

行纸样的调整，以满足服装设计的造

型需求和人体穿着的舒适性需求。学

生要具备问题分析能力，运用课程所

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解决纸样设计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

3.设计能力：能够设计针对服装结

构、工艺及生产等服装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服装领域

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

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

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指标点 3.1：掌握服装结构设

计、工艺设计、材料选择、

生产管理等服装设计和产品

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

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

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

各种因素。

该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服装结构

设计的基本设计方法和技术，能够实

现造型设计效果，使产品在后续生产

中能以标准化形式进行批量生产。要

充分理解设计师的设计意图，面料的

材质特性，工艺生产的加工技术难点

等，进行结构的优化设计和技术改

良，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学生

要具备设计能力，才能满足产品结构

的创新设计需求。

三、课程目标

德育目标：理解中、西服饰中的工学思维、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求知探索欲，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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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树立爱国、敬业、守正创新的情怀；借助读文献梳理文化式衣身原型的演化过程，促进利

用矛盾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形成，强化服装学习的全局意识，即关注“服装-人-环境”

系统；认识人体与服装的关系，引导学生学会思考，思考中见真知，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观；

掌握服装制图的规范和标准，懂得规矩，依准而行，培养学生规范的专业素养；借助“十字

型”华服结构的解读和服装产业污染问题的梳理，深植“文化+绿色”的服装发展理念，强

化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树立中华 IP塑造中吾辈自强的使命与担当；了解专家、学

者对原型及各类服装结构优化的持续研究，体会和感悟探索创新、不断精进的科学与工匠精

神，根植时俱进的时代思维。

课程目标 1（知识运用及原型理论形成、优化）：能够理解人体解剖、人体测量、服装

功能与卫生、服装造型设计、服装工艺设计、服装美学和数学等与服装结构设计的关联性，

并从结构视角运用结构术语、符号、代号、控制部位与基础部位间的数学模型等服装工程知

识分析、推演三维人体特征与二维平面结构间数与型转化与映射问题（原型理论形成），进

而运用可持续思维就原型中的采数、公式表达及造型线塑造等进行评价与优化（原型方案的

可持续优化）（1.3）。

课程目标 2（进阶问题识别及分析表达）：能够在原型理论、结构变化理论的帮助下识

别出变化造型与原型衣、裙、裤之间的差异之处（问题识别），进而借助款式描述、结构差

异分析、规格设计及结构实施构思等形式予以表达（分析表达）（2.2）。

课程目标 3（方法与技术习得）：学会省道转移、切展变化、褶裥及分割线设计等表现

形式的结构表达技术，并梳理出衣身、裙及裤装变化结构设计方案的各种影响要素，进而掌

握衣身、裙及裤变化款式造型的正确结构设计方法和关键技术（3.1）。

四、课程学习内容、学习要求与学时分配

（一）理论学习内容、要求与学时分配

表 2 理论学习内容、要求与学时分配表

学习内容 学习要求
思政

元素

推荐

学时

教学

方式

重点

难点

支撑

课程

目标

一、服装结构设计概述

（一）服装的功能与分类

（二）服装的制作过程

（三）纸样的产生与服装工业

（四）服装结构设计的概念

（五）服装结构设计的内容和方

法

1.了解服装的功能与分类、

服装的制作过程、纸样的产

生过程以及服装结构设计

的概念、内容和方法。

2.理解服装结构设计在服

装工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与时

俱进
1 讲授

重点：服装的分

类，服装制作的过

程，服装结构设计

在服装工业中的

地位和作用。

难点：单裁和批量

生产对纸样的不

同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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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体体型特征与测量

（一）人体比例

（二）人体体型特征及其与服装

结构的关系

（三）人体测量

1.了解人体与服装的关系，

装结构来自于人体体态特

征，服装结构设计尺寸来自

于人体测量尺寸；

2.掌握人体测量方法，能够

准确的对个体进行人体尺

寸的测量。

科学

严谨
3

任务

驱动

讲授

演示

重点：人体体型特

征及其与服装结

构的关系，人体测

量的部位和方法。

难点：人体测量的

部位和方法。

1

三、服装结构构成基础

（一）服装结构制图的内容

（二）服装结构制图的标准

（三）服装结构制图常用符号和

主要部位代号

（四）服装号型系列

1.掌握服装结构制图的标

准和规范；

2.了解服装号型的定义、标

准、号型的应用和号型系列

的内容。

规范

意识
4 讲授

重点：服装结构制

图的标准、常用符

号和主要部位代

号；服装号型的定

义、标准、号型的

应用和号型系列。

难点：号型与规格

的概念差别。

1

四、女装原型构成原理

（一）女装原型基础知识

（二）文化式女装原型绘制方法

（三）文化式女装原型结构解析

1.了解文化式女装原型的

构成原理；

2.掌握女装衣身原型和袖

原型的结构绘制方法。

科学

严谨
4

讲授

演示

重点：文化式女装

衣身原型和袖原

型的绘制方法。

难点：衣身原型中

腰省的设置和分

配；袖原型中袖山

高的获取，袖山吃

缝量的控制方法。

1、2

五、衣身的纸样设计原理与方

法

（一）衣身原型应用的基本原则

（二）省道的结构设计原理与方

法

（三）褶裥的结构设计原理与方

法

（四）分割线的结构设计原理与

方法

1.掌握省道、褶裥和分割线

的结构设计原理和方法；

2.能够运用衣身原型纸样

进行各种造型的衣身结构

设计。

创新

意识
12

讲授

演示

重点：原型应用的

基本原则，省、褶

裥和分割线的结

构设计原理与方

法。

难点：褶裥和分割

线的结构设计与

应用。

1、2

六、裤装结构设计原理与方法

（一）裤装的结构分类

（二）直筒裤的结构设计

（三）锥形裤的结构设计

（四）喇叭裤的结构设计

1.掌握直筒裤、锥形裤和喇

叭裤三类基本廓形的裤装

结构设计原理和方法；

2.能够结合分割线和褶裥

的结构设计原理进行裤装

的综合结构设计；

3.具备裤装结构设计能力。

工匠

精神
12

讲授

演示

任务

驱动

重点：裤装基本廓

形的结构设计原

理与方法，分割和

褶裥设计在裤装

中的应用。

难点：低腰裤、中

腰裤和高腰裤的

结构差别。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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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裙装结构设计原理与方法

（一）裙装的结构分类

（二）直筒裙的结构设计

（三）A字裙的结构设计

（四）斜裙与喇叭裙的结构设计

（五）带分割线的裙结构设计

（六）带褶裥的裙结构设计

1.掌握直筒裙、A字裙和喇

叭裙三类基本廓形的裙装

结构设计原理和方法；

2.能够结合分割线和褶裥

的结构设计原理进行半身

裙的综合结构设计；

3.具备裙装结构设计能力。

工匠

精神
12

讲授

演示

任务

驱动

重点：裙装基本廓

形的结构设计原

理与方法，分割和

褶裥设计在裙装

中的应用。

难点：装饰性分割

与功能性分割在

裙装中的应用；不

同形式的褶裥在

裙装中的应用。

1、2、

3

（二）实践内容、要求与学时分配

表 3 实践内容、要求与学时分配表

项目名称 实践要求
思政

元素

推荐

学时

实践

类型

支撑

课程

目标

1.原型衣的结构设

计与样衣制作

1.能够对目标对象，选用合适的号型，进行女装原型的

绘制，掌握原型绘制方法，能够合理放缝并进行样衣

的缝制；

2.结构图比例正确，线条流畅，作图痕迹清晰，公式尺

寸标准完整，作图符号规范；

3.样衣整洁平服，造型合体，无不良褶皱。布料纱向正

确，缝份导向合理，工艺细节处理得当。

规则意识

工匠精神
4 验证型 1、2

2.衣身变化造型的

结构设计实践

1.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依据款式造型，进行

衣身变化造型的结构设计；

2.服装结构设计合理，与款式相符，细部规格尺寸设计

得当；

3.结构图比例正确，线条流畅，作图痕迹清晰，公式尺

寸标准完整，作图符号规范；

4.样衣整洁平服，造型合体，无不良褶皱。布料纱向正

确，缝份导向合理，工艺细节处理得当。

创新精神

实践精神
4 设计型 2、3

3.女裤的结构设计

实践

1.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依据款式造型，进行

女裤的结构设计；

2.服装结构设计合理，与款式相符，部件完整，细部规

格尺寸设计得当，能够清楚表达复杂结构变化过程；

3.能够根据样衣试穿效果，对版型进行评判，正确分析

服装疵病产生的原因，制定纸样调整方案。

创新精神

实践精神
4 设计型 2、3

4.女裙的结构设计

实践

1.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依据款式造型，进行

女裙的结构设计；

2.服装结构设计合理，与款式相符，部件完整，细部规

格尺寸设计得当，能够清楚表达复杂结构变化过程；

3.能够根据样衣试穿效果，对版型进行评判，正确分析

服装疵病产生的原因，制定纸样调整方案。

创新精神

实践精神
4 设计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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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课程具有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特点，本表中实践课时不能和理论课时截然分割，

每个实践项目的时间安排均需与理论课时紧密衔接，在制定授课计划时，对应课程内容和课

程目标，进行合理规划。

（2）根据时间项目的进度和完成效果，合理安排课后时间的利用，制定项目进程表。

五、课程的考核与成绩评定方式

（一） 考核方式、成绩构成及考核时间

本课程为考试课，采用过程评价与结课考试相结合的形式，成绩考核由平时考核、实

践考核和期末考核构成，如表 4所示。其中，平时考核占总成绩的 35%，包含作业和课堂

表现；实践考核占总成绩的 15%，由四个实践项目成绩组成；期末考核占总成绩的 50%，

采用期末考试的形式，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重点考核学生的专业知识基础，以及在规定时

间内快速进行结构设计的能力。所有考核内容均以百分记，两次实践成绩不及格或不参与实

践，取消该门课程的考试资格。

表 4 考核方式及占比

考核方式 考核依据 分数 成绩构成

平时考核

作业

（课程目标 1：10%，课程目标 2：40%，课程

目标 3：20%）

100 70%

35%
课堂表现，主要包括学习态度、课堂互动、课

堂笔记等

（课程目标 1：10%，课程目标 2：20%）

100 30%

实践考核

实践项目 1：原型衣的结构设计与样衣制作

（课程目标 1） 100 20%

15%

实践项目 2：衣身变化造型的结构设计训练

（课程目标 3） 100 30%

实践项目 3：女裤的结构设计训练

（课程目标 2） 100 25%

实践项目 4：女裙的结构设计训练

（课程目标 2） 100 25%

期末考核

考核内容 1：服装结构设计理论知识

（课程目标 1）
100 25%

50%
考核内容 2：女装原型结构及应用变化

（课程目标 3）
1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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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课程目标在期末考核中占比

表 6 各种考核方式对课程目标中的支撑权重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观测点

考核与评价方式

合计

期末考核 平时考核 实践考核

课程目标 1 观测点 1.3 12.5% 7% 3% 22.5%

课程目标 2 观测点 2.2 25% 21% 7.5% 53.5%

课程目标 3 观测点 3.1 12.5% 7% 4.5% 24%

合计 50% 35% 15% 100%

注：表中数值为各项考核内容占总成绩的比例。

（二） 评分标准

1. 试卷评分标准详见试卷答案及评分标准。

2. 其它考核方式评分标准。

表 7 作业成绩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观测点

等级（百分制）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能够认识服装

结构设计在服装工业中的

地位与作用，明晰课程属

性；了解人体构成，认识人

体体型特征与服装结构的

关系，认识二维平面与三位

立体造型间的关系与影响；

能够界定服装结构设计的

内涵，掌握服装结构制图的

标准和规范；掌握服装结构

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

服 装 结

构 制 图

的 基 本

方法、结

构 制 图

的 准 确

规范。

结构图比例

正确，线条

流畅，作图

痕迹清晰，

公式尺寸标

注完整，作

图 符 号 规

范。

结构图比例

正确，线条

较流畅，作

图痕迹较清

晰，公式尺

寸标注较完

整，作图符

号较规范。

结构图比例

基本正确，

线条基本流

畅，作图痕

迹完整，公

式尺寸标注

基本完整，

作图符号基

本规范。

结构图比例

尚可，部分

线 条 不 流

畅，作图痕

迹不完整，

公式尺寸标

注不完整，

部分作图符

号不规范。

结 构 图 变

形，线条不

流畅，未保

留 作 图 痕

迹，公式尺

寸未标注，

作图符号不

规范。

考核内容 3：裤装的结构设计原理和方法

（课程目标 2）
100 35%

考核内容 4：裙装的结构设计原理和方法

（课程目标 2）
100 15%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比例 25% 5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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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掌握服装结构

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操作技

巧；能够辨别和分析服装效

果图或款式图，能够对服装

款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

行解析评判，并提出合理的

修改建议；能够理解服装效

果图或款式图的造型表达，

选择适当的结构设计方法

进行结构设计；能够正确分

析服装疵病产生的原因，制

定纸样修正方案，改善服装

不良造型效果，具备版型修

正的能力。

服 装 的

款 式 分

析能力，

纸 样 分

析能力。

服装的款式

分析准确，

规格设计合

理，结构设

计方法选用

得当。

服装的款式

分 析 较 准

确，规格设

计较合理，

结构设计方

法选用较得

当。

服装的款式

分析基本准

确，规格设

计 基 本 合

理，结构设

计方法选用

尚可。

服装的款式

分 析 不 准

确，规格设

计 基 本 合

理，结构设

计方法不得

当。

服装的款式

分析完全错

误，规格设

计不合理，

结构设计方

法错误。

课程目标 3：有独立实施服

装结构设计和样板制作的

能力；能够对复杂款式进行

结构分析，充分考虑部件间

的配伍关系，制定合理的结

构设计方案；能够正确理解

设计师的设计意图，能辨别

面料的材质特性，预测工艺

生产的加工技术难点等，协

调面料、纸样和工艺间的关

系；能够依据个体体态特征

制定结构调整方案并实施。

服 装 的

结 构 设

计 能 力

和 细 节

把 控 能

力。

服装结构设

计合理，能

准确实现目

标款式的造

型效果，细

节 处 理 得

当。

服装结构设

计较合理，

能较准确实

现目标款式

的 造 型 效

果，细节处

理较得当。

服装结构设

计 基 本 合

理，能基本

实现目标款

式的造型效

果，但存在

细节问题。

服装结构设

计不合理，

能基本达成

目标款式的

造型效果，

但细节问题

较多。

服装结构设

计错误，无

法实现目标

款式的造型

效果。

表 8实践成绩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观测点
等级（百分制）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能够认识服装

结构设计在服装工业中的

地位与作用，明晰课程属

性；了解人体构成，认识人

体体型特征与服装结构的

关系，认识二维平面与三位

立体造型间的关系与影响；

能够界定服装结构设计的

内涵，掌握服装结构制图的

标准和规范；掌握服装结构

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

服 装 结

构 制 图

的 基 本

方法、结

构 制 图

的 准 确

规范。

结构图比例

正确，线条

流畅，作图

痕迹清晰，

公式尺寸标

注完整，作

图 符 号 规

范。

结构图比例

正确，线条

较流畅，作

图痕迹较清

晰，公式尺

寸标注较完

整，作图符

号较规范。

结构图比例

基本正确，

线条基本流

畅，作图痕

迹完整，公

式尺寸标注

基本完整，

作图符号基

本规范。

结构图比例

尚可，部分

线 条 不 流

畅，作图痕

迹不完整，

公式尺寸标

注不完整，

部分作图符

号不规范。

结 构 图 变

形，线条不

流畅，未保

留 作 图 痕

迹，公式尺

寸未标注，

作图符号不

规范。

课程目标 2：掌握服装结构

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操作技

服 装 的

款 式 分

服装的款式

分析准确，

服装的款式

分 析 较 准

服装的款式

分析基本准

服装的款式

分 析 不 准

服装的款式

分析完全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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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能够辨别和分析服装效

果图或款式图，能够对服装

款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

行解析评判，并提出合理的

修改建议；能够理解服装效

果图或款式图的造型表达，

选择适当的结构设计方法

进行结构设计；能够正确分

析服装疵病产生的原因，制

定纸样修正方案，改善服装

不良造型效果，具备版型修

正的能力。

析能力，

纸 样 分

析 能 力

和 试 样

调 整 能

力。

规格设计合

理，结构设

计方法选用

得当。服装

疵病产生原

因分析有理

有据，样衣

调整和纸样

修正操作规

范。

确，规格设

计较合理，

结构设计方

法选用较得

当。服装疵

病产生原因

分析较为合

理，样衣调

整和纸样修

正操作较规

范。

确，规格设

计 基 本 合

理，结构设

计方法选用

尚可。服装

疵病产生原

因分析方向

正确，样衣

调整和纸样

修正操作规

范化程度一

般。

确，规格设

计 基 本 合

理，结构设

计方法不得

当。服装疵

病产生原因

分析方向基

本正确，样

衣调整和纸

样修正操作

规范化程度

欠佳。

误，规格设

计不合理，

结构设计方

法错误。服

装疵病产生

原因分析不

合理，样衣

调整和纸样

修正操作不

规范。

课程目标 3：有独立实施服

装结构设计和样板制作的

能力；能够对复杂款式进行

结构分析，充分考虑部件间

的配伍关系，制定合理的结

构设计方案；能够正确理解

设计师的设计意图，能辨别

面料的材质特性，预测工艺

生产的加工技术难点等，协

调面料、纸样和工艺间的关

系；能够依据个体体态特征

制定结构调整方案并实施。

服 装 的

结 构 设

计 能 力

和 细 节

把 控 能

力。

服装结构设

计合理，能

准确实现目

标款式的造

型效果，细

节 处 理 得

当。

服装结构设

计较合理，

能较准确实

现目标款式

的 造 型 效

果，细节处

理较得当。

服装结构设

计 基 本 合

理，能基本

实现目标款

式的造型效

果，但存在

细节问题。

服装结构设

计不合理，

能基本达成

目标款式的

造型效果，

但细节问题

较多。

服装结构设

计错误，无

法实现目标

款式的造型

效果。

六、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可采用修课学生期末考核成绩分析法、课程过程考核分析法、学生评学问卷法、

学生反馈和教师座谈交流等。

七、参考书目

[1] （日）日本文化服装学院编.服饰造型讲座①服饰造型基础（第一版）[M].上海：东

华大学出版社, 2005.

[2] （日）文化服装学院编.文化服饰大全服饰造型讲座②裙子·裤子（第一版）[M]. 上

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4.

[3] （日）三吉满智子. 服装造型学.理论篇（第一版）[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6.

[4] （日）中屋典子, 三吉满智子.服装造型学. 技术篇Ⅰ（第一版）[M]. 北京：中国纺织

出版社, 2004.

[5] 张文斌.服装结构设计（第二版）[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21.

[6] 张文斌.服装结构设计.女装篇（第一版）[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7.

[7] 吴琼.服装结构设计.女装篇（第一版）[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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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贾东文.服装结构设计原理与样板.（第一版）[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21.

[9] 陈明艳.女装结构设计与纸样（第三版）[M].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8.

互联网知识库（国内外著名网站）

[1] WGSN世界时尚资讯网（https://www.wgsnchina.cn/）

[2] POP时尚创意综合服务平台（https://www.pop-fashion.com/）

[3] VOGUE时尚网（http://www.vogue.com.cn/）

制订人：朱晔 审订人： 批准人：

202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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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部名称： 服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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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结构基础》教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服装结构基础

授课对象 服装设计与工程 2341班

先修课程 服装专业导论

教学环境 学习通平台+多媒体教室

课程评价

对标课程目标，从过程、实践与期末三个模块开展课程评价：

1.过程评价（35%）：学习参与情况考核（线上+线下，个人

+团队合作）；平时作业考核（个人作业+分组作业）；

2.实践评价（15%）：四个实践项目考核

3.期末评价（50%）：闭卷考试

授课教师 王红歌（主讲）、王晓菊（助教、辅导）

二、教学内容

三、学情分析与应对策

1.专业内容：

第 1节 原型概述

（1）原型的定义、分类；

（2）新文化原型的发展演变；

（3）我国原型的发展现状；

（4）中日原型的差异。

第 2节 衣身原型的绘制及原理解析

（1）原型的立构过程演示；

（2）衣身原型基础框架的绘制与关键要素、映射关系分析。

2.思政内容：

（1）思政视角：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吾辈自强”的进取精神；数、

型合力的科学思维养成；

（2）思政设计：课前以主题讨论、阅读文献导入“新文化原型的演变、

中日原型对比”等内容，课中总结、提炼，更深层面剖析。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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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特征

1.（学情）授课对象共 39位学生，男女生比例大致 1:2。
2.（学情）从先期关联课程的成绩及部分同学访谈情况可知：

（1）班级的学风尚可，多数同学具备获取新知的能力，但

主动性一般，需“督学”；

（2）男生的学习劲头儿整体较女生差，但也有带头人，可

强化发挥；

3.（学情）从前三章的线上学习与课堂表现来看：

（1）95%的同学能自觉完成课前预习任务、参与主题讨论，

其主动思考的意识与能力较强；

（2）课堂上，多数同学能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能表达

自我观点，但缺乏灵动性和总结提炼性，不能及时将核心内

容以妥善方式予以记录，“惰性”有些凸显；

（3）课下复习的主动性不够，知识内容的掌握效果欠佳；

4.（策略）本节课强化环节

（1）知识及原理性类内容：课前测（提醒）、课中敲重点

及课后实践作业强化理解与记忆；

（2）做好课堂监控，确保学生手、脑配合且时刻在线；

学生已知
1.关于服装、人的理论知识，比如人的定量描述知识；

2.服装结构构成基础知识，如专业术语、代号、制图方法等

学生未知
1.什么是原型？原型有哪些？其立构形成过程如何？

2.衣身原型的制图过程与方法，原型中数和型的溯源问题。

学生想知
1.原型存在的价值；原型的运用情况；

2.是否能给自己绘制一个原型；

四、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能用自己的语言说出原型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2.能给出分类标准并对原型进行标准下的分类；

3.知道原型绘制中使用数据与人体数据间的关系；

4.理解原型衣的状态，即是刻画体表特征的同时满足生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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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基本需求的产物；

能力目标

1.能表述出衣身原型上的各类线条与人体部位的对照关系；

2.能看懂衣身原型的立构过程；

3.会用比例尺进行衣身原型基础框架的绘制；

素质目标

1.树立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强化“我辈自强”责任与使命感；

3.具备总结提炼、定性定量合力分析问题的科学思维；

五、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
1.衣身原型的立构表达；

2.衣身原型的绘制（涉及形与数）；

重点的

教学对策

1.关联课程联动：《立体裁剪》的助力；

2.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

3.自画、纠错、跟画的强化练习；

教学难点
1.原型绘制中各数据的来源；

2.绘制的准确与流畅；

难点的

教学对策

1.做好与人体数据的匹配讲解；

2.分步骤开展跟画检查，并借助反馈、课后作业提升学生绘

制效率；

六、教学资源与应用

教 材
[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服装造型讲座①：服饰造型基础[M].张
祖芳等.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5.

参考书目

[1] [日本]三吉满智子.服装造型学·理论篇[M].郑嵘等.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2] [日本]中屋 典子，三吉满智子.服装造型学·技术篇Ⅰ[M].
兆全等.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
[3] 张文斌.服装制版：基础篇[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2.
[4] 刘瑞璞.服装纸样设计原理与应用[M].北京：中国纺织出

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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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资源

1. 学习通服装结构基础 (chaoxing.com)

2.中国大学MOOC一件衣服的诞生_河南工程学院_中国大

学 MOOC(慕课) (icourse163.org)）

3.知网文献资源，（关键词：新文化原型发展演变，东华原

型的演变，各类原型的对比分析）

七、教学方法与学习方式

教学方法

采用引导式、讨论式、讲授式、探究式、体验式“五位

一体”的教学方法。

（1）课前，借助学习通平台资源分享、任务点设置等

引导学生完成自学与文献阅读，并使其对原型的基本概念、

特点、分类等有初步认知，并引发思考（新文化原型的优势

有哪些？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原型？），进而知晓：①新文化

原型是因需求变化而历经数代演变的产物，未来还会有变

化；②我国也有自己的原型（东华原型、刘瑞璞原型），且

也跟着人体体型变化、生产需求等在进行演变、优化。此外，

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小组完成衣身原型的试画，从具象和

量化视角感悟新文化衣身原型，并把不明白的地方予以标记

与总结。

（2）课中，通过“观、思、说”，开展试画结果的纠

错与评讲，引导学生初步理解原型的数与型与人体数据和体

表状态的映射对照。之后，跟画环节中，要借助虚拟仿真技

术强化学生对二维平面与三维立体映射的理解，理解人的呼

吸与活动在平面图形中是以“空隙量（松量）”进行表达的；

还要把控课堂，适时跟进绘制结果，并共性与个性的纠错与

指导。

（3）课后，用自己的数据展开绘图练习，并引导其分

析数据变化带来的平面图形上的差别。

学习方式

个人自主学+团队互助学+动手实践

（1）课前：个人自主学（完成学习通章节任务点的学

习并依托理解任务清单，形成自己的预习梳理；阅读指定文

献（任务点）、查阅更多文献，完成拓展内容的学习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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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互助学（讨论、试画、形成小组问题清单）

（2）课中：主动思考、纠错分享、动手实践、理解并

消化重难点

（3）课后：动手实践、认真思考并在组内开展讨论；

八、教学过程设计

课前准备阶段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目的

线上

1.整理与发布本章节

教学资源；

2.发布预习任务与主

题讨论等；

3.跟进线上预习情况，

并做好信息收集；

1.完成预习任务，做好

关键内容的学习笔记；

2.参与线上主题讨论并

做好课前测的准备；

1.“线上+线
下”混合学

习模式的养

成；

2. 讲 问 讲

难，精准施

教
线下

1.梳理线上预习情况；

2.跟画情况判断；

3.线下教学设计的补

充与优化；

1.组内讨论，完成原型

的试画及问题梳理；

3.提交试画结果及问题

清单；

课堂教学阶段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目的

课堂考勤

与课前测

课前

10分钟

1.设置签到码，学习通平

台组织线上签到活动；

2.依托预习内容及教学重

难点，发布课前测；

1.利用手机端进

行线上签到；

2.参与课前测；

1.记录学生

线下教学的

参与情况；

2.知晓预习

效果，明确

学生的学习

“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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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展示：

图 1 教学活动①：线上签到

图 2 教学活动②：课前测

课前预习

反馈并以

此引新知

课中

15分钟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目的

1.学生线上学习情况总

结，即①任务点完成情况；

②主题讨论参与情况；③

主题讨论中的主要观点梳

理，引导学生理解中日原

型发展演变的原因及研究

人员精益求精、持续探索

的科学精神。同时，要知

1.看、听与思考：

线上学习的自我

状态评判；本章的

核心问题我解决

了哪些；主题讨论

中我获得了什么

2.讨论与分享：根

据关键词及问题

1. 知 己 知

彼，互为影

响，进而在

个体或小组

间营造“比

学赶帮超”

的氛围；

2.抓住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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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我国服装结构体系发展

的弱势与进步空前，激发

学生奋发进取的热情；（8
分钟）

2.再次明确本章学习的核

心问题及目标；（0.5分钟）

3.聚焦第 1 节关键词，以

问答模式通过循序渐进的

方法开展内容梳理与明

晰；（5.5分钟）

4.总结提炼；（1分钟）

积极参与组间讨

论、回答问题

3.在思维导图上

补充、完善未知内

容，标记核心内

容；

词，以问激

发讨论，讨

论中形成自

己的内容表

达；

教学活动展示

图 3 教学活动③：主题讨论参与反馈与评析

图 4 教学活动④：聚焦关键词导入并梳理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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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脑并用

跟画过程

演示及关

键点聚焦

剖析

课中

28分钟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目的

1.原型试画结果的评析；

比对、讨论、纠错、剖析，

明晰制图中同学容易出现

的各种易错点；（8分钟）

2.跟画、辅导及关键点聚

集讲解（20分钟）

（1）跟画实操的制图流程

梳理，即先框架，后细部，

直线与曲线相结合；

（2）制图数据与人体数据

的对照；

（3）关键点的聚焦分析；

1.讨论、表达、听

讲并做笔记；

2.听、绘、思，进

而理解、吸收，并

在思维导图或笔

记上进行完善、补

充与标记；

1.对比中学

会观察，观

察中知悉差

异，强化对

原型图的认

知与理解；

2. 跟 画 体

验，强化理

论理解与动

手 能 力 培

养；

教学活动展示

图 5 教学活动⑤：原型试画结果大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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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教学活动⑥：数字化制图软件中的跟画讲解

图 7 教学活动⑦：关键原理的聚焦讲解

内容总结

与课后复

习安排

课中

2分钟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目的

1.本节内容及关键点总

结；

2.按组随机挑选同学将更

画图分享学习 qq群；

1.完善笔记，自我

审查制图情况

2.按照要求完成

制图结果的扫描

与按时上交；

1.明晰本次

课的核心内

容；

2.学生掌握

情况了解与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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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展示

图 8 教学活动⑧：本节内容总结

图 9 教学活动⑨：作业布置与反馈

课后拓展阶段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目的

线上

1.发布巩固画作业；

2.发布拓展学及下节

课任务点；

1.继续完成拓展学习与

下节的预习；

2.提交作业；

1.本节内容

的强化与巩

固；

2.帮助学生

建构自己的

原型章节学

习体系；

线下

1.qq 群内完成个体作

业批改与反馈；

2.共性问题梳理与反

馈

1.完善笔记；

2.根据制图问题反馈，

做好自我订正、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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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展示

图 10 教学活动⑩：个性问题反馈与共性问题总结

九、课后反思

1.学习情况。①学情分析与真实表现的吻合度高，学生在线上、线

下学习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都很高；②组内交流互动充分、试画效果不

错，且能充分参与课堂活动，在“连问”环节、试画纠错环节中，其独

立思考、举一反三能力得以充分体现；③跟画环节，大多数同学能紧跟

教学环节，或听、或记、或画，聚无跑神儿现象，但部分同学的动手操

作略显欠缺，表现在线条绘制歪斜、数据看错、图面标识不够严谨等，

要持续强化结构学习的严谨性与规范性。

2.教学情况。①教学目标设定及教学环节安排整体与学情信息的匹

配度较高；②秉持了以“学”为主线，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破了

学习时空的限制，确保学生能在想学、能学时可学。同时，通过自学、

引导读文献、组内研讨试画、评画、跟画等教学环节极大提升了“学生”

主体地位，让其在充分参与中筑牢学习体验，进而提高其学习效果；③

课前测验、课后作业的设置可以充分利用线上教学资源，进一步深化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与吸收；问题导向、讨论探究、纠错评价等都能激发学

生独立思考、总结提炼及数、型合力分析等科学思维与能力的培养；文

化原型的演变、中国原型的发展等关键文献的阅读和主题讨论的引入利

于工匠精神的植入与“我辈自强”责任意识的培养；④做好部分同学的

帮扶与强化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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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结构基础
There is still a lot I want to achieve. There isn’t any room for complacency in  this head.

——ALEXANDER MCQUEEN

自学+答疑+跟画-33-



FASHION

01
Objective  of  this chapter

O: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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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关注问题

1.何为原型？

2.人体与原型的关联与对照关系

3.怎么理解原型中数与形？

4.绘制得又快又好，你的策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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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学习目标

1.原型理论知识领悟，自画熟练且能举一反三。

2.会判断原型衣与人体的匹配性，会依据匹配性调整原型。

3.学会观察日常服饰与原型衣间的差异性。

4.理解工匠精神（文化原型历经八代，数据调整不断），

筑牢技术严谨、规范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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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01
Bridge：the result of block using status

B:原型使用调研结论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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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原型使用情况调研结论

原型普及度高；东华原
型与新文化原型是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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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看看咱自己的原型-东华原型变迁

1998版东华原型 2008版东华原型 2020版东华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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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瞧瞧历经数代变迁的原型-文化原型变迁

课本P84页第八代衣身原型-40-



FASHION

01
Pre-assessment：Obtain Difficulties and Questions

P:课前预习与试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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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学习通预习效果展示

原型理论知识的课下理解与认知情况，Get 难点与疑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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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试画中的疑问与不解

小组代表发言

1.第一组的疑问与不解：

2.第二组的疑问与不解：

小组代表发言

1.第一组的疑问与不解：

2.第二组的疑问与不解：

小组代表发言

1.第一组的疑问与不解：

2.第二组的疑问与不解：

小组总结，Get 难点与疑问点，课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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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01
Participatory Learning

P:课中参与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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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一起看看原型、小组讨

论、总结问题、分享、

自查

this i
s f

ash
ion re

alm

参与式学习1：学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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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看图，找不同，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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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看图，找不同，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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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看图，找不同，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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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看图，找不同，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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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小组讨论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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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线上线下联动

1.对标参照图

2.学习通组织选人

问答问题；问卷

投票；评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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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一起看原型的变身、体

味原型结构图与现实衣

服间的逻辑关系

this i
s f

ash
ion re

alm

参与式学习2：教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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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图的变身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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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图的变身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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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图的变身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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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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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问题解决否？

找不同
-57-



FASHION 选一选

找不同
-58-



FASHION

课本P84页衣身原型完成图

二维与三维的映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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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道理有了，现实使用有问题否？

问题：穿脱问题；毛边处理问题；
原型衣制作时，务必注意！ 新名词：搭门；贴边；扣眼、扣子、底摆放缝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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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动手再画原型、体味数

据、公式到形态形成的

变化，理解二维数、形

与人体三维信息的

映射关系

this i
s f

ash
ion re

alm

参与式学习2：师生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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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ET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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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01
Summary

S:授课内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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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1.原型（二维）与人体（三维）

是映射关系；

2.三维上的弧线映射到二维上

为直线，但尺寸相等;

3.凹凸面大的胸与肩胛骨，借

助省来帮忙;

4.围度有差，借助省;

5.画-做-穿-评-改-再画......

this i
s f

ash
ion re

alm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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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01
Post-assessment

P:课后评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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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每组抽选出绘制有差别度的2幅结构图，发至QQ学

习群内，教师点评后组内反馈！

原型你画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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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组间互评，有问

题用红色笔圈出，

并在旁边写上错

误点儿，依据评

分标准给出评分。

原型，我来改
评分标准：

1.画错1处扣5分；

2.画不准确1处扣2分；

3.尺寸标注不全扣10分；

4.尺寸标注不规范，乱扣5分；

5.弧线不圆顺流畅扣5分；

6.直线不横平竖直扣5分；

7.轮廓线、省道线没有加粗扣5分；
-67-



FASHION 绘图再强化

号型：160/84/66A

数据：背长=38cm，

B=84cm，W=66cm

比例：1:4

要求：多画，直到默画（记

住所有公式及制图细节）。

号型：170/88/70A

数据：背长=39cm，B=88cm，W=70cm

比例：1:4

要求：多画，直到默画（记住所有公式及制图细

节）。

作业：提交1份自己最满意的衣身原型、衣袖原

型。

画测：规定时间60分钟内，完成160/84/68A的

衣身、衣袖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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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结构基础》示范课程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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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列表

结合课程特点与具体教学实施，《服装结构基础》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一套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教学资源，并通过教学信息化平台分班级因需而发布。本课程教学资源的类型及发布

方式，见图1所示。其中，参考资源主要包括教材资源、专题网站及思政资源等，是课程建设与具体

实施的重要保障。典型资源罗列如下，信息平台发布教学资源情况见图2～图6所示。

（一）主要参考教材

[1] [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服装造型讲座①：服饰造型基础[M].张祖芳等.上海：东华大学出版

社，2005.

[2] [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服装造型讲座②：裙子·裤子[M].张祖芳等.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图1.《服装结构基础》教学资源类型及发布方式

（二）辅助参考教材

[1] [日本]三吉满智子.服装造型学·理论篇[M].郑嵘等.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2] [日本]中屋 典子，三吉满智子.服装造型学·技术篇Ⅰ[M].孙兆全等.北京：中国纺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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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4.

[3] 张文斌.服装制版：基础篇[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2.

[4] 刘瑞璞.服装纸样设计原理与应用[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1.

（三）专题网站、学校网络资源

1.慕课资源：中国大学MOOC(https://www.icourse163.org/）

（1）“锦绣中国”，东华大学，王治东/王宏志/卞向阳等

（2）"中国衣裳——传统服装文化",西南交通大学，李任飞/向仲敏等

（3）一件衣服的诞生，河南工程学院，魏晓红，崔静等

（4）服装立体裁剪，金陵科技学院，匡才远等

（5）服装结构设计基础，浙江理工大学，屠晔等

2.央视节目视频：

（1）《百家讲坛》中国衣裳（15集）

（2）【央视纪录片】中国服饰文化（8集）

（3）【央视纪录片】古诗话服饰（3集）

（4）【央视纪录片】设计师DNA

3.B站视频资料：

（1）浙理工公开课《服装专业导论》

（2）1983-2019Channel秀场合集

（3）各大知名品牌秀场合集

4.时尚及文献网站资源：

（1）时尚芭莎、ELLE、PurpleMagazine、穿针·引线、POP服装趋势等二十余个时尚类网站。

（2）WGSN，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读秀等多个学校网站资源。

图 2.图书、文献及标准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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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文化类思政资源及教学拓展

图4.自学课件及答疑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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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讲解课件内容精选

图6.QQ群中的视频、文献、图片及思维导图等资源

（三）实践性教学资源

1.各类服饰博物馆，如河南工程学院纺织服装博物馆。2.服饰销售的各类线上平台，如淘宝、天

猫、唯品会等。

2.线下服饰销售平台，如商场、专门店等。

3.学院各类实践教学场所，如开放性打版空间、综合性打版室、开放实验室、立体裁剪室、工艺

实训室等。

（四）课程思政资源

1.网站类思政资源：

（1）https://www.sohu.com/a/345276535_120066015（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感受服饰变迁）

（2）腾讯视频资源（“穿”越 70年，看百姓服装一路“变化”）

（3）学习强国平台资源：丝周之路与丝路之绸（共45集）

（4）百度文库资源（中国裤子史、中国裙子史、人体测量学的由来与发展）

（5）https://www.sohu.com/a/212975527_368281（2050年服装销量将达 1.6亿吨，环境污染严重

人类该另谋哪些出路呢）

（6）https://new.qq.com/omn/20201102/20201102A0IWX600.html（汉服经济迎来“高光时刻”）

（7）凤凰视频 https://finance.ifeng.com/c/8148TbOyKw4（汉服热！衣冠背后的文化自信）

（8）http://www.js.xinhuanet.com/2020-10/21/c_1126634161.htm（服装“骨骼”塑造师郭军伟）

（9）http://interview.qianlong.com/2016/0622/697086.shtml（为国家领导人制装的高端裁缝:高黎明）

2.图书类思政资源：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2

[2]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01

[3]黄能福，陈娟娟，黄钢.服饰中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4]黄士龙.中国服饰史略[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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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5]周汛，高春明.中国服饰五千年[M].邯郸：邯郸出版社,1987.10

[6]华梅.人类服饰文化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01

[7]邢乐，梁惠娥.近代中原汉族民间服饰变迁[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9.01

[8]刘瑞璞，陈静洁.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汉族篇）[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

3.人物类思政资源：

（1）沈从文先生事迹；

（2）东华大学张文斌教授及其团队与原型的不解之缘

（3）北京服装学院刘瑞璞教授教授及其团队对传统服饰结构研究的坚守；

（4）优秀校友对专业的执着、坚守；

（5）纺织服装行业中的大国工匠；

自建课程及网址

学习通平台课程网址：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ans/ps2/
5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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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团队获奖、论文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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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2023 年度本科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拟立项建设名单
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负责人申报高校 项目成员

不明原因传染病暴发调查虚拟仿真项目1 杨海燕、晋乐飞、李军、龙金照陈帅印郑州大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虚拟仿真项目2 陈帅印、晋乐飞、吴翠平、侯建杨海燕郑州大学

3
自然人群队列研究探索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虚拟仿真项

目
赵毅波、鲍俊哲、贾晓灿、张蔷赵阳郑州大学

食物中毒调查处理虚拟仿真实验项目4 张欢欢、薄亚聪、吴翠平、曾鑫余增丽郑州大学

巴月、王彦杰、杜玉慧、刘小雪周郭育郑州大学热电厂空气污染调查及健康风险评估虚拟仿真项目5

平智广、王威、张慧珍、王彦杰余方方郑州大学地方性氟中毒流行病学调查与评价虚拟仿真项目6

7 食品生产企业卫生监督虚拟仿真项目 郑州大学 刘利娥、吕全军、李星、王浩张莘莘

无人机灾害救援自动控制虚拟仿真项目8 马天磊、郭伟峰、贾建华、余仁萍李晓媛郑州大学

9
自动控制综合实验——无人机飞行教学自动控制虚拟

仿真实验系统
曾庆山、刘刚、霍本岩、陈鹏冲吴振龙郑州大学

10
多模态 3D 孪生式逻辑设计虚拟仿真项目—篮球竞赛

24 秒计时器设计
陈立伟、李晓媛、李志辉、张书源苏凯郑州大学

高电压放电虚拟仿真实验系统11 程显、葛国伟、李景丽、孔斌程子霞郑州大学

5G NR 基站部署与天线端口分配虚拟实验平台12 韩素雅、史士杰、马龙、黄靖然李奕彤郑州大学

13
异构网环境下多场景物理层技术与接入网综合虚拟仿

真实验系统
马龙、蒋力、靳进、彭淑敏姬祥郑州大学

7-7-1省级虚拟仿真项目，王红歌、霍雅蕊、刘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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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负责人申报高校 项目成员

中原陶瓷装饰工艺虚拟仿真项目239 梁翠玲、秦莉莉、王丹、刘光甫姚来义平顶山学院

汝瓷传统工艺虚拟仿真项目240 段心定、胡晓霞、王曦、牛亚南刘光甫平顶山学院

鲁山花瓷传统工艺虚拟仿真项目241 徐丽敏、刘晓明、段心定、张海峰吴鸿昌平顶山学院

无人机飞行教学训练虚拟仿真项目242 马宇昊、王飞、王美美、王立新武杰安阳工学院

高电压放电虚拟仿真项目243 田斐、张宇阳、卢峥、陶太洋徐源南阳理工学院

图像压缩编码虚拟仿真项目244 马聪聪、杜娟、闫朝华、贾子琪薛庆吉南阳理工学院

护理程序临床思维能力训练虚拟仿真项目245 梁莉莉、张培华、程琳、陈冬玲张晖南阳理工学院

张晖、卞华、梁莉莉、陈冬玲程琳南阳理工学院精神科专科监护技能临床思维训练虚拟仿真项目246

金霉素预混剂生产过程虚拟仿真项目247 李云、李思强、吕向云、李冰郭红伟黄淮学院

工业机器人产品包装自动化生产虚拟仿真项目248 黄淮学院 刘 谢行、平燕娜、齐小敏、陈祥新玉

老年护理学临床思维训练虚拟仿真项目249 刘暖黄淮学院 陈莹、徐菲、杨雷、高原

地下室底板防水施工技术虚拟仿真实验250 杜清岭、王景、陈秀云、贾志刚杨艳黄淮学院

历史服饰虚拟仿真实验项目251 魏晓红、郑潇、王鄢一、何海洋郭锐河南工程学院

吊挂流水线管理虚拟仿真实验项目252 王红歌、刘吉庆、刘红、刘璐霍雅蕊河南工程学院

服装品牌企划设计虚拟仿真项目253 孙有霞河南工程学院 张巧玲、张珣、徐丽君、李延峰

服装设计创新创业虚拟仿真项目254 河南工程学院 张珺 宋杰、杨明霞、范晓远、吕小强

汴绣制作工艺虚拟仿真实验项目255 闫莉、田珂、曹冰、徐丽君吕晨河南工程学院

服装展示陈列虚拟仿真项目256 王红歌、王鄢一、杨祯、崔晗丁梦姝河南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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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王红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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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省级教学竞赛获奖，霍雅蕊参与

7-7-3省级教学技能竞赛获奖，崔静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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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第二届纺织类专业教案竞赛三等奖，王红歌、崔静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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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第二届纺织类专业讲课竞赛二等奖，崔静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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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服饰文化赋能服装结构类课程的实施路径
霍雅蕊 王红歌 李亚娟 崔 静
（河南工程学院服装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立足结构类课程与文化的同向同行，梳理、总结并解读了传统服饰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教育价值，并以课内
课外、线上线下及虚拟现实模式筑牢文化体验，逐步构建了“以文化热点促兴趣、以文化精髓塑内容、以文化体验保
成效”的耦合策略与实施路径，助力课程思政落地生根。
【关键词】传统服饰文化；服装结构；实施路径；“文化+”策略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3389（2024）02-89-02

当下，“汉服热”及校内、外多场景的汉服穿搭激发
着青年大学生对传统服饰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是沉浸
式文化教育的最佳案例，为高校服装人才培养中深度
融合服饰文化要素提供了灵感。为此，本文围绕传统服
饰文化的丰富内涵、教育价值等找寻与服装结构类课
程耦合的点与故事，并通过课内课外、线上线下及虚拟
现实模式筑牢文化体验，探索互促共生的实施路径。

1 传统服饰文化的丰富内涵

服饰是一种文化符号，其在塑造国家形象和传承国
家文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下，华服凭借其文化魅力
和新面貌成就了繁华霓虹灯下的“历史穿越”,演绎了小
众而不可小觑的文化故事，可谓中华文化弘扬传承的经
典案例。显性表达上，服饰具有实用性与科学性特点[1]，
呈现了品类、形制、图案色彩、穿搭等在人·衣关系构建
中的相濡以沫，是“中国风格”服饰体系构建的宝贵资
源库。近年来，有关服饰的出土文物、图像及文字资料
愈发丰硕，使得服饰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持续深化，
全面而立体的华服形象日趋深入人心，并孕育出诸如
跨界创新、以文育人、绿色发展等更多时代思考与实
践。“垂衣裳而天下治”，不仅道出了传统服饰的形制之
貌，更表达了深层次的精神指向，有礼仪的意蕴，更有
政治伦理的诠释。古往今来，垂衣裳中的“无为”大智与
“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2]，“十二章”纹样的寓意表达与
权威象征，款式色彩的贵贱与等级表达等都诉说着服
饰的精神内核，让其突破“器”之表象，成为政治秩序中
的重要符号，成就了“冠带之伦”的美誉。

2 传统服饰文化的教育价值

优秀传统服饰文化是华夏儿女的智慧结晶与创新
表达，其中蕴含了“天人合一”的造物理念与“敬物节
俭”的生活态度，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同气连
根。“含蓄包容”的大同思维和“便身利事”的务实观促
生了“褒衣博带”与“尚简峭窄”[3]的和谐共生，在“易穷
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引领下革故鼎新，与时同行，

这正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支撑与载体，具有极
为接地气的教育意义。
2.1 提升文化认知，筑牢根基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为追求美好生活而上下求索，

谱写了“衣食住行”的纲常伦理与秩序规范。服饰以其
形神兼备的独特特性，在教化众生的历程中表现极为
出色，这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根基，也是以文育人体
系构建的重要保障。“器”元素的整合提炼和“文化+”思
维的耦合共生，促生了多场景的沉浸体验与交流互动，
这有助于大学生由文化“小白”蜕变为文化“使者”，代
言发声。比如以服装结构类课程中的“服装虚拟技术与
仿真”为渠道，以华夏衣裳为载体，以课内小比赛、课外
大比赛为驱动，引导学生理解传统服饰中的“器”元素
和“神”意蕴，感知信息技术与传统服饰的融合效应，使
其欣赏、解读并弘扬服饰文化的知识、能力与素养水平
得以提升。
2.2 强化文化认同，彰显本色
传统服饰文化，历经千年而依然能在新时代火爆

“出圈”，缘于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青年群体普遍
而广泛的文化认同。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一族皆与
汉服结下了不解之缘，美好而自信的着装体验带动了
认知认同下的自觉弘扬。回归“服”之本源，以日常化、
生活化为发力点，通过更为亲民的消费场景唤醒更深
刻的文化记忆，进而激发出更多需求，这将是服装人的
时代使命。
2.3 形成文化自觉，坚定自信
“文化自觉”源于对自身文化和他人文化的反思，是

去糙存精、接受多元共生文化的思维主张。从先秦到清
朝的历史长河中，朝代更迭、民族融合锻造了中华传统
服饰包容、理解、兼收并蓄的品格，促其审美思想历久
弥新，成为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极
为珍贵的财富。近年来，汉服文化的兴起，是国人对传
统服饰文化高度认同的结果，然此轮“热度”持久几何？
是亟待思考与解决的现实命题，更是国人实现文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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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实践探索。

3 传统服饰文化耦合服装结构类课程的实施路径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肩负着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使命与担当。近年来，我校（河南工程学
院）服装学院坚持“明暗交叉”的育人主线，以文化为抓
手实施了课程提升计划，育人成效日益凸显。服装结构
类课程是服装专业人才培养的主干课程群，是学院提
升计划的首批践行者，经过多年探索实践，逐步构建了
“以文化热点促兴趣、以文化精髓塑内容、以文化体验
保成效”的耦合策略与实施路径。
3.1 文化热点激发学习兴趣
“服装结构基础”是结构类课程的先行者，开设于第

三学期，此时的大学生仍处于专业懵懂期。故而，该课
程在传授“结构之业”时，尚肩负着传“服道”、解“懵懂”
的使命。塑造亲民的课程形象、设计有趣的课程体验、
设计有意思的教学活动，是结构类课程抢占学生学习 C
位的关键。为此，课程组通过问卷调研、个案访谈及日
常观察搜集、凝练各类关乎学生体验且与服饰有关的
共性话题，依次建构课前导引、课中研讨的资源库。比
如立足主流媒体或社交媒体的文化事件，像“唐宫夜
宴”的出圈、央视春晚的“只此青绿”、奥运服饰、马面裙
事件、“汉服+旅游”“送花姑娘”等，匹配知识内容，形成
教学提纲，引导学生自主了解事件的背景及蕴含的服
饰故事，进而汇聚成图文，通过交流分享实现信息捕捉
与观点认知的碰撞升华，让学生由“看热闹”转变为“看
门道”，强化获得感，激发学习兴趣。
3.2 文化精髓拓展教学内容
服装结构类课程以“衣”而论，涵盖人·衣信息映射、

原型理论、各类款式的结构变化等，具有“简单而有料、
宽广而有度、变化而有序”的鲜明特点。教学实践中，以
衣之“技”论服之“道”，故而知识内容与文化精髓的耦
合点众多，既有抽象层面的意蕴互融，还有具象层面的
同根同理，均可相得益彰，有“1+1>2”的成效。如①围绕
“衣为何物？重要性？前世今生为何貌？”等问题，通过课
前读文献、课中线上逛及分享交流来学习“服装的定
义、功能、分类”等知识，领悟“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服
道”精髓，帮助学生养成观察、使用身边服装答疑解惑
的习惯。②讲解衣身原型构成时，采用虚拟技术将“方
布裁剪”的“整幅”服饰和“有隅差之削”的原型服饰予
以立体化展示，引导学生找不同，进而解锁更多原型本
质，理解人·衣关系中的互为依存。③喇叭裙结构讲解
时，会借助紧身裙对标虚拟技术，帮助学生理解造型差
异带来的结构变化及具体表达，实现原型法制图原理
的领悟。之后依据古人“交窬裁剪”的特点，设定“布幅”
“100%利用率”“前中直丝”等条件，依此引导学生另辟
蹊径获取喇叭裙结构图。该环节可帮助学生体味古人

的“巧思”与“敬物节俭”，理解人体动静特征的平面化
表达。④讲解着装层次对结构设计影响时，引入古人的
穿搭案例及内、中、外层衣服的数据设置规律，如松量
设置，古今都遵循由内到外渐大的规律，这缘于一脉相
承的着装舒适体验。
3.3 文化体验筑牢学习成效

作为人才培养最小单元的课程教学，无论内容安
排、教学设计，还是教学方法、考核评价，均需遵循认知
规律，通过渐进及课内、课外协同模式才能成效显著。
为此，课程组以校内外资源重构内容体系，以“纸折汉
服”“一块布的智慧”“穿着汉服来打卡”“读书知礼”“博
物馆讲解员”等作业或活动营造“观、思、做、问、创”的
学习氛围，强化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如“纸折汉服”作
业，学生可立足某个季节，选取汉、唐、宋、明中的一个
为对象，从中挑出自己最为喜欢的服饰品类、样式等，
或主流搭配，或创新组合，以纸为布，折出汉服创意。该
作业需团队分工协作，在厘清服饰形制、图案色彩及穿
搭规律等基础上手脑并用、创思同行。

4 结语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
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这一论述道
出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为此，课程
组立足服装结构类课程特点，多视角挖掘传统服饰文
化中的物化元素和精神要义，突破时空、用好技术，以
沉浸式学习体验为立足点持续深化课程“润物无声”的
思政效果。

基 金 项 目 ： 河 南 省 高 等 教 育 教 改 项 目
（2019SJGLX454）；河南省高等教育学会重点项目
（2021SXHLX023）；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
项目（2023-ZDJH-309）；校级教改项目（2022JYYB17/
2021JYZD021）； 校 级 协 同 育 人 项 目 （2022XT -
2021HSK085）
第一作者：霍雅蕊（1982—），女，讲师，硕士，研究方

向为服装结构及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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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优秀传统文化之于服装人才培养的路径研究
王红歌 1，2，张巧玲 1，2，李亚娟 1，刘红 1，2

（1.河南工程学院 服装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2.河南工程学院 中原服饰文化与产品创新设计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1191）

摘 要：历史悠久、资源富集的河南是本地高校实施“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工程的天然历史博物馆，用随处可见、可触、
可听的方式成就了中国历史文化教科书。文章契合河南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围绕优秀传统文化与服装人才培养的互促
共生展开研究，通过现状分析及问题思考，为应用型服装人才培养规划融合路径，助力文化基因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
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服装人才培养；融合路径
中图分类号：G 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 1602（2023）07- 0067- 03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Hena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o the
Cultivation of Fashion Talents

WANG Hongge1,2, ZHANG Qiaoling1,2, LI Yajuan1, LIU Hong1,2
（1. School of Fashion，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451191, China；

2. Zhongyuan Clothing Culture and Product Innovation Design Research Centre,
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451191, China）

Abstract:Henan,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resources, is a natural history museum for local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of "bring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campus"，which uses a visible, touching and audible way to compil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extbook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utual promotion and symbiosi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fashion talents, and puts forwards a fusion path for the training of applied fashion talen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problems, which can help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genes in the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Key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ivation of fashion talents; fusion path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改项目(2019SJGLX454)；河南省高等教育
学会重点项目(2021SXHLX023)；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
目(2023-ZDJH-309)；省社科联课题(SKL-2022-1789)；河南工程学院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02JYYB015/2021JYZD021/2022JYYB17)；校级
协同育人项目(XTYR2021HSK085)
第一作者简介：王红歌（1982.06－），女，汉族，河南平顶山人，讲师，硕
士，研究方向为服装结构智能化，554521925@qq.com。

2017年 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
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
域。”同年 3月，前教育部长陈宝生用“三句话四件事”阐明了优
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基本方针和战略部署，这是教育系统贯彻
落实执行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的鲜明态度和具体

实践[1]。在此背景下，“中国诗词大会”缘于其文化自信的底色和守
正创新的坚持，成为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先行者和经验奠基
者。无独有偶，河南在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上亦深耕不止、频频出
拳。博物院考古盲盒、中国传统节日系列等现象级案例以传统文
化的创新呈现与现代表达，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形成“破圈效
应”，为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育人环节的覆盖、融汇与贯穿探索
了路子，积累了经验。近年来，我校（河南工程学院）通过“一湖一
谷四园”的校园文化布局、“五育并举三全育人”的机制体系连接
课内课外，着力打造全方位的传统文化育人环境，其育人成效已
然凸显[2]。本文围绕传统文化传承与服装人才培养的互促共生，
立足必要性及现实问题剖析，探索应用型本科高校服装人才培
养的路径与方法。

1 优秀传统文化之于服装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实现中国梦、铸就中华

品质接班人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在落实好立德树人教育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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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任务上发挥着浓墨重彩的作用。地方应用型高校以服务区域
经济和产业发展为主线，以全校、全程、全员视角将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人才培养中是十分重要的。

1.1 优秀传统文化是服装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
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孕育了璀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衣

冠王国”的美誉更有力诠释了我国服饰文化的辉煌。郭沫若说：
“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这道出了服饰的多重
身份与深厚内涵。由此而言，挖掘服饰文化背后所凝聚的文化符
号与民族精神，讲好华服故事，让文化 IP属性在服装品牌升级中
出圈出彩，将成为河南服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服装高校
育人的重要目标。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需细品慢读、由点及
面，就服装人才培养而言，通过开课、课中融合、课外连通等形式
以长期性、系统性与动态性思维植入、渗透，方能培养有“文化底
气”的服装人才，满足区域经济发展与行业转型需求。

1.2 高校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的主要
阵地

如前所述，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之于人才培养成效至关重
要。新时代，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
承创新的重要使命，拥有其他教育阶段无法保障的人才、设施与
物质资源，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上具有先天优势。同时，高校的
服务面向是大学生，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高校的培养。因而，以全域、全程、全员视角融优秀传统文
化于人才培养中，连接课内课外、线上线下，做好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的同向同行，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 OBE理
念、塑造中华 IP人才的应有举措。

1.3 文化融入是塑造大学生“中国心”的重要方式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唱出了炎黄

子孙昂首看世界的自信与底气。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快
速崛起及文化强国战略的深入人心，当代年轻人文化观念已悄
然变化，助推了汉服、旗袍等“新国潮”文化的觉醒与流行，然互
联网 +信息技术也催生了网红、二次元等支流文化的传播与影
响，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要有美人之美的雅量、兼
收并蓄的气度和择善而用的从容，创新理念、融通古今中外合力
塑造大学生的“中国心”[3]，这是唤醒集体记忆，拓展圈层范围，彰
显培养成效的重要方式。

2 优秀传统文化之于服装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
作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地，河南教育发展史曾是中国教育史

的主流与浓缩，曾培养出灿若群星、影响深远的教育家、思想家、
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为我国古代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4]。
同时，河南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省，不论黄河文化，还是华服盛
世，都凝结着数不尽的育人精华。近年来，河南出现了一批具有
历史文化气息、又圈粉无数的“爆款”产品，走出了“河南路子”。此

外，十四五期间，河南将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围绕“行走河
南·读懂中国”品牌，系统梳理在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具有重大
价值、突出影响、关键意义的历史文化资源，并通过“具象化、可
感知、读得懂”的文化传播载体将其活化于日常生活[5]。已有实践、
未来布局及政策环境为河南高校文化育人实践提供了沃土，然
如何将社会资源创造性地转化为育人素材并引入校园、导入课
堂，融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引发共鸣与认同，这是系统工程。
近年来，我校服装学院以传承河南优秀传统文化为办学宗旨，坚
持“文化 +产业”赋能人才培养的教育主线，通过连接校内校外
（育人场界的延展）、课内课外（育人环节的渗透）、虚拟现实（育人
方式的创新）等，致力于构建多主体参与、多场景互融、多资源协
同、多环节渗透的服装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
践，已初见成效，但在有效融入上尚存在问题。

2.1 强调覆盖广度，缺乏内涵深度挖掘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是自上而下，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工

程，学校基于办学定位找主题、办活动，教中引，研中用，校园之
中，课堂内外，文化元素随处可见，氛围可谓十足，但引发共鸣、
入脑入心的成效上尚需思考，内容大于形式的路径与方法上尚
需深耕。当下，作为网生民的 00后大学生享受网络的便捷与多
元文化的洗礼，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和兴趣自觉性，极易对人、
事形成天然抵触心理和排斥行为[6]，这使得太优秀传统文化在育
人实践中的落地生根更富有挑战性。

2.2 喜用周 / 月模式，缺乏滴水穿石精神
纵观当下，省内高校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时，多以周 /

月模式开展，其间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涉及琴棋书画、诗词歌
赋、节日民俗等，平添校园几分文化气息，且伴之而来的是各种
新闻报道、活动掠影及学分加减。周 /月之后，组织者卸下重担，旁
观者则平静如水，之前的驻足欣赏或匆匆一瞥多被无痕化处理。
细思之后，原因有三。首先，育人讲究慢，忌讳急功近利，与周 /月
模式不甚搭配；其次，以文化人讲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鸣在
先，共情随后，共融则出彩，然周 /月之后，缺乏供给，成效自消；
第三，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耐人寻味，需一以贯之、追根溯源
方可触及精髓，然周 /月模式喜用“丰富”二字，展览展示、吟唱诵
读、舞龙舞狮，精彩纷呈，然之于学生，或消遣，或惊叹，兴趣盎然，
但随后便记忆渐失。

2.3 习惯遵循旧制，缺乏常做常新探索
古有“遵旧制、毋擅变”的治水之经，亦有“穷则变、变则通，

通则久”的创新之道，看似相互矛盾，实为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
一。优秀传统文化之于新时代育人场景中，更需“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薪”。然“找模板 /学他人”“遵循旧制”等做法在教与学中
习以为常，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依然如此，活动年年有，案
例课课讲，于内容屡见不鲜，于形式稀疏平常。这对于推崇实用
主义，只看重学习结果，而相对忽略学习过程的 00后而言，若没

VOCATIONALEDUCATION
职业教育

68- - -85-



Vol.45/No.7/Westleather

有学分的限制，大可自然屏蔽，育人成效可想而知。反观“中国诗
词大会”、传统节日系列，我们不难窥得缘由，一则领悟了文化的
深邃与精神，二则呈现了文化表达的现代感与新鲜度，三则深化
了观众的沉浸体验与情感表现，

3 优秀传统文化之于服装人才培养的融合路径

3.1 精雕细琢，凝练专业课程的中国本色
众所周知，课程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保证人才培

养质量的关键所在。多年来，我院以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与通过工程教育认证为目标，坚持“明暗交叉、互融互促”的
育人主线，谋定而动。具体做法为：借力“文化”打造课程群，立足
“产业”布局课程圈。目前，围绕“文化”建成了一批省级精品课程，
如“风格与时尚”“一件衣服的诞生”“服装史”“民俗文化与服装设
计”等，后续要凝练课程 IP，发挥群效应。同时，背靠产业与企业，
重点在国家级创意设计园区，省级大学生校外实习基地、创意设
计平台及虚拟仿真实验项目上深耕细作，逐步固牢课程的产
业底色。

3.2 用心栽培，凸显河工教师的中国情怀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新时代的教育教学中，教师不能

缺位更不能越位，要以优秀的学习设计者、指导者和帮助者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及课程思政建设中，
教师能力提升至关重要，校、院通过物理环境的塑造，制度机制
的完善，理念方法的推广，典型人物的引领，逐层传导压力与动
力，方可激励教师凝心聚气、自我锤炼。近年来，我院以课聚组、
以研成队，立足“金师”锻造频频发力，如成立中原服饰文化与产
品创新设计研究中心，创立集文化探源、设计创新、技术研发、时
尚传播于一体的工作室集合群，组建基础理论、设计表达、技术
实现与生产营销等课程组。聚焦一流课程、专业及课程思政开展
“全员”说专业，资深专家、优秀教师话前沿，教学改革常态化等。
立足“第二课堂”，寻找点子、凝练特色，逐步构建“1+N”（1为辅导
员，N包含专业教师、学生干部、优秀校友、校内外专家等）的协
同机制。

3.3 研教互促，创新服饰文化的中国表达
00后大学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其对本民族、本

国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不仅关系到自我修养，而且影响中国社会
主义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高等教育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河南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守正创新的重要历史轴心和地理枢
纽，享有“地下文物全国第一、地上文物全国第二”的美誉，这是
中华服饰探源、考证与表达的根基与保障[5]。近年来，我院坚持以
研促教，以宋代服饰为突破点，围绕中原服饰文化多维视阈开展
服饰文化符号阐释、创新设计等研究，并以学术讲座、教学案例、
作品创新、学院公众号推文传播等形式广泛反哺教学，多视角阐
释并创新表达了中原服饰的文化内涵及价值观念。同时，坚持

“传承”与“传播”同向同行，学院建立工作室育人机制，以互选模
式选拔学生加入研究团队，以大小项目、虚实项目引导学生从有
兴趣变为有热情、有观点、有成效，逐步养成科研思维，增强文化
接触的获得感与自豪感，自觉挖掘服饰文化基因并创新表达，成
为弘扬中原服饰文化的倡导者与传播者。

3.4 推陈出新，筑牢第二课堂的中国基因
多年来，我院以产业链、专业链、人才链的同频共振为目标，

将课程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量身定制了涵盖思
政教育、社会公益服务、双创实践、校园文化活动等方面的特色
活动与品牌项目。如“服装 +N”的创意大赛，“踏寻足迹·缅怀先
烈”的红色传承、“书香校园·诵读经典”的底蕴熏陶、“关心他人·
回报社会”的温暖时光。当下，00后大学生“遇见”疫情常态化，无
疑带给“第二课堂”更多思考与命题，如“社恐”与“小圈体”的加
剧、多场景下“第二课程”的自由切换，唯有契合产业、专业、加持
科技赋能，方可推陈出新。下一步，学院计划借力互联网、数字信
息技术让河南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内“活起来”，让河南服装产
业“飞起来”的梦想在校园内绽放，从而塑造具有河南 IP的系列
活动品牌，推动学院“第二课堂”再上高度。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由此可
知，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大学生培养具有重要意义。长久以来，我
院秉承“服务、传承、创新”的教育使命，以服饰文化探源及传承
创新为抓手服务企业、反哺教学，以传统文化传承与服装人才培
养互促共生为命题，融多方需求与策略，合多年实践与总结，凝
练出了具有河工特色的“DIO”人才培养模式。但时代变迁、学情
变化促使我校服装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将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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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教育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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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标“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育人理念和教学目标，基于“服装结构基础”课程内容，以人们 对 美 好

生活的追求为目标，深入挖掘课程的思政教育元素，构建课程思政教育资源库，并形成“同源激发、层级渗透”的课程实 践

特色，促使价值塑造内化于课程教学，凸显协同效应，为服装专业教育中思政教育的全覆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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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及教育部出台的《关 于 加 快 建 设 高 水 平 本 科

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关于深化新时代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等，为各高校构建“三全育人”

大格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明

确了以水滴石穿、润物 无 声 之 势 扎 实 推 进 课 程 思 政 的

体系化建设方 向。在 此 背 景 下，河 南 工 程 学 院 服 装 学

院结构课程组以课程群系统化建设为目标，以点促面，

探索了“服装结构基础”课程 思 政 本 质，基 于 专 业 人 才

培养特点和能力素质 要 求，深 入 挖 掘 了 课 程 思 政 教 育

元素，形成了“同源激 发、层 级 渗 透”的 课 程 实 践 特 色，

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１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及思政建设历程

“服装结构基础”是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一门学

科教育类课程，是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群的先行课程，开

设于第三 学 期。课 程 基 于 工 学 思 维 围 绕“服 装—人—

环境”系统，以“一件衣服的诞 生”为 切 入 点，主 要 讲 解

基本概念与规则、人体与原型理论、制图方法与技巧等

内容，旨在帮助学生建构人体特征与服装造型、平面讯

息与立体呈现的映射体系，进而具备将抽象思维、定性

描述转化为具象表达、定量展示的能力，是服装结构设

计课程群其他课程顺 利 开 展 的 保 障，更 是 为 学 生 后 续

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和复杂工程能力的训练提供重要

支撑。

多年来，“服装结构基础”课程对接“文化强国”“可

持续发展”“智能制造”等国家重大战略，充分挖掘课程

思政内涵和价值引领作用，从“讲中引”到“讲 中 现”再

到“讲中融”，以点促面，逐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课程

思政建设历程见表１。２０１９年，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为契机，“服装结构基础”课 程 以 满 足 毕 业 指 标 点

为出发点，对课程目标进行了修订与完善，使得知识目

标、能力目标与思政目标齐头并进。

（１）知识目标　了解服装与服装工业的历史变迁；

熟练掌握人体特征量 化 表 达 的 技 巧 与 方 法；深 刻 理 解

服装三维造型、二维平面与人体特征的映射关系，主要

包含基本概念、制图规范、原型构成原理及结构变化机

理。

（２）能力目标　掌握结构变化的技巧与方法，养成

自主学习、善于观察的习惯，初步具备款式分析及结构

实践的能力。

（３）思政目标　对接“文化强国”“可持续发展”“智

能制造”等国家重大战略，以史话服饰，中西合璧，感知

服饰变迁 中 的 社 会 烙 印，理 解 中 西 服 饰 中 工 学 思 维、

“折”学理念的深刻内涵，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求知探

索欲，引导学生树立爱国敬业、守正创新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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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建设历程

发展阶段 实施策略 典型案例

初期阶段
讲中引，即随机方式引入 历 史 故
事、人 物 传 记、社 会 事 件 等 以 丰
富知识传授

案例１：讲“服装制图规则”时，引入“规矩”的由来、大禹治水和鲁班尺的故事；
案例２：讲“原型种类”时，引入国内代表性原型创立者的个人 故 事（东 华 大 学 张 文 斌 教 授、北 京 服 装
学院刘瑞璞教授）

完善阶段

讲中现，即对接某个或某 些 知 识
目标 凝 练 思 政 元 素，将 历 史 故
事、人 物 传 记、社 会 事 件 等 编 入
授课环节

案例１：为强化学生的专业认同感与自豪感，开课前借助学 习 通 平 台 发 布 主 题 讨 论，从“华 服 盛 世”、
宇航员的着装到“你我日常装饰”谈服装的重要性；
案例２：为培养学生珍视亲情、感恩母爱的孝道情怀，讲“服装制作方式”时，引入《游子吟》，诗情画意
中体味古今服装制作方式的不同

升级阶段

讲中融，即深入挖掘课程 思 政 元
素，以“同源激发”“层级递进”等
方式实现教学环节的全 融 入，达
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 价 值 引
领同向同行的目标

“同源激发”案例：由线上销售模式的预售现象引出知识点（服装制作模式）并深入讲解，再以此引出
思政元素（发展的眼光与思维）；
“层级递进”案例：第一章课程前言，讲“人—服装—环境”系统中“服装”要素时，以主题讨论为手段，
引导学生从“①服装的功能视角，即保护、装饰与标识；②服装与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视角；
③服装美之于美好生活的视角；④服 装 工 业 之 于 国 家 发 展 视 角”４个 方 面 展 开 服 装 重 要 性 的 探 讨。
课前发布任务，分组搜集素材、展开讨论，形成小组汇报观点（引入—思考—运用）；课中通过小组汇
报、组间质疑、教师点评，完善与丰 富 小 组 结 论（运 用—思 考）；课 后 督 促 学 生 深 度 阅 读 文 献，充 实 并
完善小组成果，参与组间互评（思考—内化）

２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建设内容

２．１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课程组教师基于课程与毕业指标的支撑关系，对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的章节、思政映射、教学设计等进

行梳理，选取典型章节予以说明，见表２。

２．２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的关键元素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开设于第三学期，是继“服装

专业导论”课程后学生接触的专业核心课程，肩负着打

牢基础、激 发 兴 趣、讲 好 华 服 故 事 的 责 任。切 实 发 挥

“课前、课中、课后”的主渠道优势，秉持中国心、饱含中

国情、充满 中 国 味，在 传 承 与 创 新 中 传 播 中 国 华 服 声

音，这是挖掘与 梳 理 课 程 思 政 元 素 的 立 足 点。凝 练 的

关键思政元素如下。
（１）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从“黄帝垂衣裳而

治天下”到如今服饰的绚烂多彩，“天人合一”的中华服

饰观历久弥新，迸发出“尚 和 合、求 大 同”的 思 想 精 华。

此思政要素的运用主 要 体 现 在５个 方 面，即①借 助 视

频、图片等引导学生完成我国服装史的纵向学习，使学

生领略传统服饰文化的精彩与辉煌，强化学生的历史、

文化认同感［１］；②展 示 新 中 国 成 立７０年 间 的 服 饰 演

变，借助服饰这一缩影 帮 助 学 生 感 知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的

优越性，强化学生的政 治 认 同 与 民 族 自 豪 感；③以“新

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为引子，引导学生了解

纺织服装行业的历史进程、发展现状和趋势，增强民族

自豪感与自信心；④从“规矩”由 来 看 中 国 测 量 技 术 发

展史，领略历史长河中 我 国 古 人 的 科 学 思 维；⑤从“纨

绔子弟”看裤子的演变史，帮助学生感知古人敬物节俭

的朴素意识和由此演化出的“折”学思维。

表２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章节 思政映射 教学设计

第一章
课程前言

①专 业 认 同 感 与 自 豪
感

②社会责任意识、价值
判断与导向

③文明逛网、传递正能
量

④理性消费、低碳生活

⑤珍视亲情，感恩母爱

⑥民族自豪感、文化自
信心

⑦不断探索、守正创新

⑧求真务实，科学严谨

课前预热：
主题讨论１：服装重要性的探讨
主题讨 论２：快 时 尚 品 牌 的 可 持
续发展
课中引导与深化：
①手机逛网，分享网购经历

②古诗“游子吟”中的服装制作

③传统服 饰 加 工 模 式 探 究（引 发
深度思考）
课后强化与深入：
①专业视 角 刷 古 装 剧，分 享 自 己
的见解

②“汉服”销 售 网 调，分 组 撰 写 调
研报告

第二章
人 体 体 型 特
征与测量

①民族自豪感、文化自
信心

②探索奋斗、无私奉献

③科学与人文，美美与
共

④“吾 辈 自 强”的 责 任
感与使命担当

课前预热：
主题讨论：测 量 技 术 的 发 展 及 灿
烂文明成果
课中引导与深化：
①分享“大禹治水”故事

②梳理传统服饰与人体数据的关
系

③古代裁缝的故事

④三维测 量 技 术 及 设 备 的 发 展，
中外对比分析
课后延伸：
现行号型标准与未来量身定制的
匹配度思考

第四章
女 装 原 型 构
成原理

①与 时 俱 进 的 探 索 精
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

②不畏艰辛、奋斗进取
精神

③“我 辈 自 强”的 时 代
使命感

④规矩制图、规矩做人

课前预热：
日本文化原型的演变历程
课中引申：
①中国原型的发展及现状

②东华原型的演变及创始人张文
斌教授的奋斗故事

③设置衣身原型的挑刺环节
课后强化：
跟画作业抽查与批改，组间互改，
教师总改：“从 严”“从 细”“从 精”
的要求，师 生 共 找 学 生 衣 身 原 型
中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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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章节 思政映射 教学设计

第七章
裤 装 结 构 设
计 原 理 与 方
法

①追溯本源，增强民族
自豪感

②心系社会，树立现代
环保意识，强化社会责
任感与担当精神

③团队协作，成果共享

④攻 坚 克 难 的 探 索 精
神

课前预热：
视频导入：涤纶裤的一生，引导学
生思考自己的着装习惯
课中浸润：
①“纨绔子 弟”的 由 来（赵 武 灵 王
“胡服骑 射”、穷 裤 及 裤 中 的“折”
学思维）
②“折”学思维案例解析
课后升华：
①白裤的实践实现与问题思考

②“折”学思维在现代服饰中的演
绎探索

　　（２）使命担当意识。讲“三维测量技术及设备”时，

分析中外技术及设备在测量精度、稳定性、数据匹配与

兼容性等方面的差别，引 导 学 生 深 刻 理 解“弱 肉 强 食、

强者生存”的深刻内涵，激发学生的自强意识，树立“我

辈自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担当。
（３）工匠精神。讲“原型演变”时，通过文化原型的

八代更迭，折射出服装 人 的 探 索 进 取 及 精 益 求 精 的 工

匠精神。同时，借助国内代表性原型创立者的故事（东

华大学张文斌教授，北京服装学院刘瑞璞教授）传递出

服装人不畏艰辛、奋斗不息的专注与执著。
（４）社 会 责 任 感。衣 食 住 行，衣 为 先。长 期 以 来，

纺织服装作为我国传 统 支 柱 产 业 之 一，在 国 民 经 济 发

展及出口创汇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力量。在绿水青

山、美好生活的新征程上，纺织服装行业责任与使命再

度升级，文 化 融 入、可 持 续 发 展 理 念 业 已 成 为 主 流 形

态，考虑生产、设 计 及 使 用 环 节 中 的 资 源 利 用 率 问 题，

减少水污染、碳 排 放，满 足 人 们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新 诉 求，

无疑要求服装从业人员、消费者勠力同心，携手共进。

３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的实践特色

３．１　“同源激发”模式下课程思政的润物无声

“同源激发”是 用 同 一 社 会 热 点、新 闻 事 件 等 引 出

知识点与思政 元 素［２］，借 助 两 者 的 同 根 同 源 性 实 现 课

程思政的润物无声，并 做 到 了 显 性 传 授 与 隐 性 传 播 的

自由切换，更有 自 然 而 然、水 到 渠 成 的 优 势。以“服 装

制作方式”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以线上销售平台中的预售现象为切入点，通

过课前调研获知学生 对 此 种 现 象 的 认 可 及 熟 知 情 况，

进而引出“服装制作方式”中“单件制 作、批 量 生 产”知

识点，采用视频及流程 图 的 形 式 直 观 呈 现 两 种 制 作 方

式的特点、异同。

其次，在讲“单件制作”时，通过《游子吟》中的密密

缝，引导学生思考古今“量 身 定 制”的 区 别；同 时，对 比

当下岗位设置，思考“母亲”在制衣事件中角色定位，进
而感知行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密不可分。

第三，在讲“批量生产”时，通过郑州女裤企业生产

模式的变迁，引导学生思考“量 身 定 制”在 不 同 历 史 时

期的具体形式，理解人 们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诉 求 是 服 装 行

业发展的源动力。

第四，再观预 售 现 象，引 出 唯 物 辩 证 法 的 发 展 观。

通过ＡＰＥＣ新中装的解读，厘清每套服装、每个细节中

蕴含的“传统到现代的漫长故 事”，结 合 先 前 导 入 的 纺

织服装工业发展史，帮助学生理解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对服装及服装工业发 展 的 巨 大 影 响，引 导 学 生 用 发 展

的眼光看待社会及行业变迁中的各种现象及事件。

第五，为 实 现 知 识 传 授 与 价 值 引 领 的 内 化 吸 收，
“预售模式下的服装诞生过程及优劣势分析”会以小组

作业模式予以安排，培 养 学 生 查 阅 文 献 及 学 以 致 用 的

能力。

３．２　“层级渗透”思维下课程思政的水滴石穿

“层级渗透”是将同一思政元素在不同的授课环节

以“引入—思考—运用—思考—内化”的方式进行逐步

渗透，内 化 于 脑、于 心。以“人—服 装—环 境”系 统 中

“服装”要素讲解时，以“服装的重要性”为 主 题 从４个

举证视角开展课前讨论、课中汇报、课后完善等系列教

学活动。教学设计及布局如图１所示。

图１　“服装重要性”主题讨论的教学设计

本教学案例中，通过“服装重要性”这一主题，引导

学生立足服装的本质属性，不断拓展视域范围，以图文

例证模式厘清服装的 内 涵 与 外 延，帮 助 学 生 领 悟 服 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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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艺术、科技的美美与共，深刻理解“天人合一”服饰观

在现代服装可持续发 展 中 的 重 要 意 义，进 而 强 化 其 专

业认同感与自豪感，提升专业学习兴趣与自信心。

４　结束语

“服装结 构 基 础”课 程 坚 持 ＯＢＥ理 念，以 立 德 树

人、铸魂育人为根本任务，注重学生的学习体验与效果

产出，以故事、事 件、人 物 等 架 构 多 元 化 的 思 政 元 素 体

系，采用主题讨 论、问 题 探 究、实 践 练 习 等 多 维 度 的 组

织方式实现了课程目 标、思 政 映 射 及 教 学 设 计 等 环 节

的有益探索，形成了“同源激发、层级渗透”的课程实践

特色，凸显了课程思政的协同效应，为服装专业教育中

思政教育的全覆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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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圈”思维下“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的教学探索

王红歌，朱　晔
（河南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１１９１）

摘　要：结合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特点，对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重新审视“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的教学目

标，借助文献查阅、访谈及观察等方法，解读学情，并基于学情及社会需求重构课程，开展了“学生全程参与”的教 学 探 索，

并以“不一样的体验”实现了学生兴趣的激发与潜能的挖掘，促学效果较为明显，为后续课程的多元改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学情分析；课情解读；全程参与；人情滋养；促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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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５５４５２１９２５＠ｑｑ．ｃｏｍ

（２０１９ＳＪＧＬＸ４５４）；２０２１年度河南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河工院教〔２０２１〕１１７号）

作者简介：王红歌（１９８３－），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服装结智能化及
。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一流本科课程

建设的实施 意 见》（教 高〔２０１９〕８号），提 出“课 程 是 人

才培养 的 核 心 要 素，课 程 质 量 直 接 决 定 人 才 培 养 质

量”，再次表明了课程 建 设 的 重 要 性，即 课 程 虽 隶 属 微

观，然是关乎宏观的战略大问题［１］。以学习中央、地方

及学校文件精神 为 切 入 点，通 过 文 献 查 阅、访 谈、观 察

及实践等方法，先后对“服装专 业 英 语”、“服 装 结 构 设

计”等课程开展了教 学 探 索，获 取 了“学 情、课 情、人 情

三位一体”的 基 本 改 革 思 路。立 足 该 思 路，重 新 审 视

“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 的 教 学 目 标，凸 显 课 程 的

“综合”属性与“实践体验”特点，强调与企业模式的“零

对接”，开展了“学生全程参与”的 教 学 探 索，取 得 了 一

定的教学效果。

１　“成衣综合设计及实践”课程的教学探索思路

“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是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开

设的一门实践课程，开设于第６学期，是立足于服装设

计、营销、结构及 工 艺 制 作 类 课 程 的 一 门 综 合 性 课 程，

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 性、教 学 形 式 的 多 样 性 与 教 学 过

程的闭环性（分析—实施—汇报总结—反馈）是有效提

升教学效 果、丰 富 学 习 体 验 的 重 要 保 障。为 此，基 于

“学情、课情、人情三位一体”的改革主张，借助“看、思、

析、做、展”的 五 步 实 施 过 程，开 展 了 该 课 程 的 有 益 探

索，具体思路如图１所示。

图１　“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的教学探索思路

２　“成衣综合设计及实践”课程的教学探索诠释

２．１　学情分析

古有《论 语》、《学 记》、《尽 心 上》等 强 调“因 材 施

教”，今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及ＯＢＥ理念重申“以

学生为中心”。由 此 可 知，深 入、全 面 地 关 注 和 了 解 学

生，并能以课程教学为载体，实现师生在教学场景中的

“共情”，继而实现校园多场景的“情生 共 智”是 十 分 关

键的，且极具挑战性。为此，采用课上、课下观察，个案

追踪与访 谈，组 建 志 愿 者 团 体（项 目／竞 赛 团 队）等 形

式，实时获取学情数据，并结合相关文献及思考予以分

析，从共性与个性两个视角给予教学策略应对。

根据课程大纲要求，课程以项目形式组织教学过

程，即开课前由教师设定遴选原则，学生在遵循原则的

基础上，自 主 确 定 项 目 主 题。其 原 则 为（１）坚 持 环 保

性、使用性理 念，衣 要 可 穿、能 穿、爱 穿；（２）季 节 性 考

虑，便于后续效果展示。

综合班级人数、学生意愿等因素，该课程确定的项

目主题为连衣裙和休闲外套。以连衣裙项目为例的学

情分析及应对策略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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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的学情分析及应对策略

学情分析 应对策略

课前

１．班级 学 生 整 体 踏 实，进 取 心
强，且女生的综合素养更佳；
２．项目组中有女生２０人、男 生
１人，学生的专 业 知 识 储 备 水 平
高；
３．以宿舍为单 位 遴 选 项 目 主 题
的现象普遍；
４．多课 程 融 合、解 决 专 业 综 合
问题的机会偏少

１．打 破 宿 舍 圈，随 机 组 建 团
队，产 生 负 责 人，创 造 交 流 机
会，克服社恐问题；
２．打 破 课 本 体 系，强 调 生 活
化、日常 化，以“逛 网”为 手 段，
增加趣味性，提升交流频次，保
障学生的学习投入；
３．打破“课 程 圈”，以 连 衣 裙 项
目任务为载体串联先修课程知
识，注重知识、能力与素质的有
机融合，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
践反哺真知的良性循环

课中

１．个别学生融 入 陌 生 团 队 的 适
应性不够；
２．团队 成 员 的 优 势 各 不 相 同，
团队分工能因人而异，注重个性
发挥；
３．团队合作中，善于集思广益；
４．部 分 学 生 “勤 学、善 思、善
问”，部分团队“敢想、敢试、敢创
新”；
５．学习的欢乐程度存在差异化

１．兼顾“人 情”，适 当 调 整 团 队
组成与负责人；
２．汲取团队 的 好 做 法，并 及 时
推广、发布；
３．适 当“加 码、减 负”，做 好 任
务量与形式的因材施教；
４．正 面 思 维 看 待 学 生 学 习 中
“成与败”

课后

１．大多学生能 以 高 标 准 严 格 要
求自己，确保课后作业的较高水
准；
２．项目 下 的２１名 学 生 具 备 善
始善终思维，但意识强弱有别

１．课 程 总 结 坚 持“情 中 肯 定，
理中剖析”原则，强调获得中激
发进取意识；
２．借助访谈、问 卷 等 形 式 引 导
学 生 反 思 学 习，培 养 其“回 头
看”意识

２．２　课情解读

“成衣综合设 计 与 实 践”课 程 强 调 综 合 性、连 通 性

与融合性，其实践任务的“两性一度”［２］极为凸显，但限

于学生专业基础的差异化，实践任务必须遵照“循序渐

进、层层递进”原则，确 保 教 学 过 程 的 张 弛 有 度 和 学 生

思维的坡 度 发 展。为 此，课 程 坚 持 弹 性 模 式，确 定 了

“基本量＋绩效量”的实践任务。具体诠释见表２。
表２　“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的实践教学任务诠释

基本量 权重 绩效量 权重

１．调研报告
２．工艺单制作
３．技术资料整合
４．成果汇报
５．成衣制作

８５％

１．调研款式的有益创新
２．依照企业生产模式制作工艺单
３．成果汇报形式多样化、新颖化
４．成衣展示别出心裁

１５％

　　认知心理学最新 成 果 显 示，知 识 的 获 取 并 非 行 为

主义者理解的“刺激—反应、讲授—记忆”过程，而是通

过专业活动 主 动 建 构 的 过 程［３］。为 此，课 程 借 助“看、

思、析、做、展”，帮助学生逐步形成自我知识体系，进而

实现知识、能力与素质的有机融合，具体如图２所示。

２．３　人情滋养

教学活动实质上是通过人与人有效沟通、交流实

现知识的传递 与 丰 富［４］。因 而，人 与 人 间“情”能 促 生

有温度的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让其从课堂旁观

者变为参与者、实施者。具体做法如下：

图２　“看、思、析、做、展”的具体诠释

（１）用“为母之心”履“为师之职”，多视角观察并读

懂学生，发掘学生的闪光点，并通过赏识、鼓励等方式，

让其在愉悦氛围中心 甘 情 愿 地 接 受 加 码，且 自 豪 感 会

油然而生，自信心和主动学习的动力会更足。
（２）教 学 相 长、“众 人 拾 柴 火 焰 高”的 思 维 贯 穿 始

末，对学生提出的问题 不 做 即 刻 回 答，而 是 采 用“你 们

团队的看法是 什 么？”、“用 坯 布 试 样 后，也 许 问 题 就 没

了”、“这个问题很新颖，我的观点是……”等探讨模式，

为学生创造更多深度 参 与 学 习 的 机 会，激 发 其 学 而 思

的积极性，不断强化其 团 队 合 作 及 手 脑 并 用 的 意 识 与

习惯。
（３）源于服装的生活属性，“就地取材”的案例教学

法要深入身心。借助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现场同学

的着装或某销售平台上的服装 照 片）案 例 去 解 学 生 之

困惑，既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又能拓展其解决问题

的视角，并帮其养成善于观察并发现美好的习惯。

３　“成衣综合设计及实践”课程的促学效果

注重过程体验、坚持成果导向是当下课程建设的

重要标准。为此，从项目中２１名学生课程体验、获得

感及课程探索中产出三个方面展开本次课程探索的教

学效果分析。

３．１　体验感分析

课程探索以“学 生 全 程 参 与”设 置 教 学 环 节，以 破

圈思维构建学习团队，以“两性 一 度”标 注 安 排 实 践 任

务，以赏识教育 实 现 情 生 共 智。整 个 过 程 体 验 深 度 与

广度循序渐进，氛围和谐而友善，这在问卷调研中得到

了很好 印 证，２１名 同 学 参 与 讨 论，发 表 了 对 该 课 程 学

习的认知和感想［５］。

（１）破圈建立团队，虽 有“阵 痛”，但 收 获 的 惊 喜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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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平“痛感”。同时，团队成员的默契配合、互帮互助让

每个人都收获了超越课程的深情厚谊。
（２）实践任务的“两性一度”带给大家压力，但团队

的集思广益、分工协作又化解了困扰，整个过程有张有

弛，收获很多，且对后续课程的学习具有辐射作用。
（３）多视角、多主体的效果评价带给大家“第一次”

的体验，更让学生拓展了视野，领略了“天外有天，人外

有人”，拓展了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

２１名学生参与讨论的摘选如图３所示，体验感如

图４所示。

图３　课程体验感受摘选

图４　课堂体验感调研

３．２　获得感分析

好的体验是获得感营造的基石，课程通过学生全

程参与打造了学习的 体 验 之 旅，借 助 问 卷 调 研 切 实 了

解学生的获得感，如图５所示。同时，批阅实习报告等

文本资料时，有１８名 学 生 撰 写 了 超 过１页 的 实 习 心

得。一个学生这 样 说，“两 周 的 实 习 虽 短 暂，但 经 历 了

从选款、定款、分析款式、定规格尺寸、打版、做样衣、调

版、选购面辅料、配 饰 到 做 成 衣 的 全 流 程，更 尝 试 了 调

研报告、工艺单及整套技术资料的撰写，还学会了拍美

美的照片、做有个性的ＰＰＴ、编辑属于我们美好回忆的

视频，每个环节 大 家 都 配 合 默 契，遇 到 问 题 一 起 攻 克，

不言放弃，力争 做 到 最 好，这 是 这 个 夏 天 最 美 的 体 验，

大家都收 获 了 属 于 自 己 的 成 长。”还 有 一 个 同 学 这 样

说，“老师说自己是学生的领路人，这让我超级感动，也

对我启发很多，我觉得那才是老师和学生的相处模式，

互相学习，老师就是路边的栅栏，我们走偏了老师就阻

挡一下，一直给 我 们 正 确 的 方 向。”言 语 中 透 露 了 对 课

程探索的极大认同。

图５　课程收获感调研

３．３　产出情况分析

由图２、表２可知，该课程以团队为单位产出调研

报告１篇、工艺单１份、技 术 资 料１份、实 习 报 告 若 干

份（团队成员每人１份）、汇报ＰＰＴ及相关材料１套、

坯布样裙１条、连衣裙若干条（团队成员每人１条）、协
作过程记录１份、１:１工业纸样１套。图６为部分团

队的汇报ＰＰＴ缩影，图７为部分成果的评价结果。

由图７可知，师生对成果或表现的态度及标准存

在偏差，个人情感所占比重亦不相同，某种程度上教师

评分的客观性要弱于团队评分。例如成果汇报的评分

中，教师因看到团队的通力配合、成果的多姿多彩及主

讲人的精神风貌，不自觉就将起评分定为９０分。然团

队互评中，每个团队都会以自己团队的战果为参照物，

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我们团队 是 最 棒”的 情 结，因 而 分

数评判中会“高标准、严要求”，这就出现了教师评分均

在优秀等次，而团队互评均在良好等次。虽有偏差，但

整体看法与认知是趋于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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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汇报ＰＰＴ缩影

图７　部分环节的过程评价

４　结语

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契机，坚守立德树人本质，

通过课程教学的不断探索，走好高等教育的“最后一公

里”。就“成 衣 综 合 设 计 与 实 践”课 程 而 言，其 关 注 学

情、厘清课情、输入人情的教学探索极大丰富了学生的

学习体验，增强了其获得感，实现了单课学习到多课交

叉融合式学习，达到了知识、能力及素质相互融合的目

的，是提升教学效果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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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视角下“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改革与成效

2021 年 7 月，结合“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开展项目化教学改革，

尝试多元主体的教学评价方法，融多种技能于课程学习之中，助力学生“遇

见更好的自己”。教学结束后，学生从自我认知视角诠释本次学习之旅，服

装学院公众微信号全文推广了该篇文章。

跳出舒适圈，遇见更好的自己 -----记成综学习之旅

https://mp.weixin.qq.com/s/v6PqjSRMq9o3aH11UEflJg

2.教师总结下“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改革与成效

线上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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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教师结合“服装结构基础”课程一直以来的教学改革

与探索，以“’服装结构基础’的传道受业解惑”为题梳理了部分改革措施

与成效，该文被河南工程学院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全文报道。

“扬名师风采 享魅力课堂”优秀课堂教学案例之“服装结构基础”的传

道授业解惑

https://mp.weixin.qq.com/s/teYaP6d_FBIIjixQbAob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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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装结构基础”课程后续课程“女装结构设计”的改革成果推广

服装学院举办《女装结构设计》课程实践作业展

https://mp.weixin.qq.com/s/QMqNAxFbXKOAe-6XdMO-8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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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结构基础》示范课程申报

2025 年 3 月 12

07学生获奖、论文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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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告显示，我国男性居民超

7.23 亿，占总人口的 51.24%，其中 15~49 岁男性占男

性总人口的 57.8%。 同时，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新时代男性对于服装， 尤其内裤的关注度明显提升，
这在先期男大学生的内裤需求调研中也得到充分印

证。 此外，男大学生正值新陈代谢旺盛之期，加之爱运

动、喜欢打球等生活习惯，其对男士内裤的舒适性需

求尤为凸显。 众所周知，男性阴茎与阴囊长时间处在

湿热环境中，极易触发湿疹、“烂裆”等疾病，严重影响

男性生理健康和生活品质。 为此，本文借助问卷方式，
在河南工程学院（以下简称我校）及其他关联高校开

展了男大学生内裤需求调研，并基于调研中尺码不合

适、裆部过紧等问题开展了男大学生下体数据测量与

分析、裆部结构优化等研究，为男士内裤尺码的细化

及裆部穿用舒适等提供了参考。

1 需求调研

本文在对电商平台现有内裤产品样式、色彩及尺

码进行调研的基础上，通过问卷形式开展男大学生内

裤的需求调研。 调研分 2 次发放，共回收问卷 290 份，
其中，有效问卷 285 份，有效率 98.3%。 被调研对象籍

贯信息词频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被调研大学生的籍贯信息词频图

将 线 上、线 下 问 卷 信 息 进 行 整 理 ，借 助 SPSS 对

获取的有效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得到如下关键

结论。
第一，现有产品款式造型的调研中，月销量排名

前 10 的款式均为平角型内裤，这在大学生需求调研中

得到了很好印证。 62.1%的男大学生习惯选购或穿用

平角内裤，且以中腰造型为主，但出于好奇、尝新或健

康 考 虑 而 选 购 特 殊 造 型 内 裤 的 男 大 学 生 比 例 为

27.4%，足以说明男士内裤具有很大的市场拓展空间。
第二， 男大学生内裤选购及穿用中存在不少问

题，如尺寸不合适，前裆部（象鼻区域）过紧或过松，夹

基于男大学生人体特征的平角内裤结构优化设计
任修平 1，高延康 1，彭 烨 1，刘晓兰 1，王红歌 1，2

（1.河南工程学院 服装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2.河南工程学院 中原服饰文化与产品创新设计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新时代男性对于服装，尤其内裤的关注度明显提升，结合先期男大学生的内

裤需求调研中获取的男大学生内裤尺码不合适、裆部过紧等问题，文章采用文献检索、市场调研及优化实验等方法

开展了男大学生内裤需求调研、下体体型特征分析及基于平角内裤的裆部结构优化等研究，获取了定制化视角下

男士体型的细分及裆部象鼻区域与裆底区域的最佳版型，这为男大学生内裤尺码的细化及平角内裤裆部结构优化

等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结构优化；象鼻区域；男大学生；平角内裤

Doi：10.3969/j.issn.2095-0101.2023.03.022
中图分类号：TS9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101（2023）03-0071-03

收稿日期：2023-03-20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教育学会重点项目 （2021SXH-
LX023）；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3-
ZDJH-309）；校级协同育人项目（2022XT-2021HSK085）；
校级开放实验室项目（“安得潘”男士内裤创新实践）；河

南 工 程 学 院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项 目 （202JYYB015/
2021JYZD021/2022JYYB17）
第一作者：任修平（2002— ），男，湖南常德人，河南工程

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服装结构数字化。 通信作

者：王红歌（1982— ），女，河南平顶山人，河南工程学院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服装结构数字化及文化创新，
55452192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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裆，裤腿卷边等。 其中，穿用中存在腰部尺码合适，但

腿部或裆部过紧或过松的比例约为 40%。 当问及内裤

期望方面的问题时，仅有 55.66%的被调研者表现出自

我主张，如图 2 所示。 综合分析发现，这与消费观念及

经济水平有较大关系。

图 2 男大学生对内裤需求的期望情况

第三，在男大学生内裤购买渠道调研中，通过电

商平台、 网红直播平台等进行网购的占比大于 80%，
这与当下大学生的网络原住民身份十分吻合。 此外，
调研发现，男大学生在选择内裤时，十分关注其面料

成分，普遍选取性价比高的纯棉或莫代尔纤维，进而

保障舒适与健康。 而在内裤穿用场景调研中， 有近

34%的被调研者认为， 内裤的选择与自己生活场景无

关，但有 32.14%的被调研者表示会根据自身情况有目

的地选择内裤，如图 3 所示。

图 3 内裤选择与穿用场景的关联情况

2 下体数据测量与分析

2.1 样本量及测量项目

基于需求调研中存在的尺码不合适问题， 本文以我

校男大学生为测量对象，获取 60 个男大学生的下体体型

特征数据，即包含 19 个测量项目的 1140 个人体数据。
基于男士内裤的优化研究视角，本次测量共涉及

19 个测量项目，即身高、体重、腹围、腰围、大腿围、臀

围、前裆长、后裆长、底裆长、臀宽、臀厚、腹厚、腹宽、腹

部上倾角、腹部下倾角、臀部侧面上倾角、臀部侧面下

倾角、臀部上倾角、臀部下倾角。 同时，为更准确获取

男士象鼻区域的具体特征，本文借助定性观察与拍照

测量相结合的方式获取凸度量及凸度长数据。
2.2 数据分析及体型细化

为了深度解析数据中蕴含的男大学生下体体 型

特征， 本文采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了不同视角的

统计分析。 其中部分项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1。 聚类迭代情况及聚类结果见表 2、表 3。 象鼻凸度量

及凸度长的分布结果见表 4。
表 1 部分项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 2 聚类迭代中心的变动情况

表 3 聚类分析结果

表 4 象鼻区域凸度量、凸度长的分布结果

基于表 3 的聚类分析结果， 本文将人体体型划分

为 5 种类别，分别命名为 Y、A、B、C、D，并基于凸度量

及凸度长的划分区域， 得出男大学生的体型细分规

则，并将其划分为 20 种体型，如表 5 所示。
表 5 5 种体型的中间体数据（单位：cm）

部位名称 Y A B C D

凸度量/
凸度长

0～0.5/
1～2

0～0.5/
1～2

0～0.5/
1～2

0～0.5/
1～2

0～0.5/
1～2

0.6～1.0/
2～3

0.6～1.0/
2～3

0.6～1.0/
2～3

0.6～1.0/
2～3

0.6～1.0/
2～3

1.1～1.5/
3～4

1.1～1.5/
3～4

1.1～1.5/
3～4

1.1～1.5/
3～4

1.1～1.5/
3～4

1.6～2.0/
4～5

1.6～2.0/
4～5

1.6～2.0/
4～5

1.6～2.0/
4～5

1.6～2.0/
4～5

迭代次数
聚类组数

1 2 3 4 5
1 10.286 3.109 7.034 6.939 6.682
2 1.146 1.179 0.624 0.082 0.290
3 1.024 1.051 0 0.246 0.469
4 0 0 0 0 0

序号 测量项目 平均值/cm 最大值/cm 最小值/cm 标准差

1 身高 176.14 186.00 168.00 4.56
2 腰围 86.03 97.00 72.50 5.08
3 大腿围 57.42 64.00 48.50 2.85
4 底裆 10.86 15.00 9.00 1.61
5 臀侧下倾角 16.64 21.00 9.00 2.43

项目
聚类组数

1 2 3 4 5
臀腰差 15.00 12.00 9.00 5.50 3.00
个案数 7 21 10 16 5

凸度量/cm 人数占比/% 凸度长/cm 人数占比/%

0～0.5 13.3 1～2 3.0

0.6～1.0 31.9 2～3 19.2

1.1～1.5 50.5 3～4 64.8

1.6～2.0 4.3 4～5 13.0

服装服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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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优化实验

3.1 款式设计及面料选取

结合需求调研中男士平角内裤需求占比大的 结

论，本文以平角内裤为结构优化对象，款式造型如图 4
所示。 弹性针织面料是内裤制作的常用面料，为保证

内裤的舒适性，面料的拉伸性和工艺回缩率均要在设

定规格尺寸时予以考虑[1]。 结合先期调研，本文选取纯

棉针织面料作为主面料，而裆部区域采用具有抗菌效

能的竹纤维面料。

图 4 平角内裤款式图

3.2 结构设计及优化过程
男式内裤设计中，基于生理特点，裆部（囊袋片）结

构设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穿用舒适性及合体性 [2]。
先期访谈中，部分男大学生反映曾因内裤不合体而出
现生殖器移位、被挤压等尴尬现象。 限于内裤的特殊
性，其主要覆盖人体的腰、臀及大腿区域，这些部位数
据会与内裤的结构设计数据存在关联性[3]。 同时，人体
运动时，内裤会受力变形，致使裆部、大腿部及臀部后
侧产生不适感。 运动时，如果裆部囊袋设计得不合理
会对生殖器造成伤害。 为此，本文以裆部优化为目标，
侧重优化内裤象鼻区域的结构，通过数据调整、细部
造型处理等实现内裤裆部穿用的舒适需求。

结合前期人体数据分析结论，选取 B 体型的男大
学生作为试穿对象，考虑面料弹性等制定出平角内裤
的规格尺寸如表 6 所示。

表 6 平角内裤规格尺寸（单位：cm）

按照传统结构设计方法可绘制其结构图， 如图 5
所示。

图5 平角内裤结构（单位：cm）
众所周知，象鼻造型中容量空间设计至关重要，关

系到男性生殖器官的合理安置， 是结构设计的重点[4]。
结合图 5 可设计出如图 6a 所示的象鼻结构片，工艺制
作时，将分开弧线予以缝合，塑造出囊袋造型，满足男性
生理特征需求，但存在弧线缝合区域过厚或增大摩擦等

问题，给穿用舒适性带来影响。 为此，本文开展了优化改
良，即将“一片半”式的裁片改为一片式裁片，将缝合后
呈现的囊袋量在平面结构中予以考量，即在象鼻裁片的
侧面，从纵横两个视角控制结构数据，但这无疑增加了
制图难度。 因而，本文进行了第三次改良，见图 6c，既降
低了制图难度，又满足了穿用舒适性的需求。

图 6 男士平角内裤象鼻版型调整

男士平角内裤缝制中， 裆底片是最难把控的，缘
于与之缝合的裁片较多，且均为弧线造型。 因而，裆底
片的结构设计数据及版片形状均需多次推敲，以期获
取最佳状态。 裆底片的调整过程如图 7 所示。 图 7a 所
示底裆片的直线型结构线和方型版片，使得立体造型
中出现与前后片连接区域不服帖及裆底部褶皱较多，
堆集于裆底，影响美观和舒适度的情况。 为此，本文进
行线条的弧度化处理，得到如图 7b 所示的版片弯曲形
态，试穿后发现，虽贴合问题有所改善，但堆集问题并
未得到解决。 继而进行了版片的第三次调整，即底裆
片上下两边做内弧调整，此时前后片和底裆片正对正
缝制，底裆片向内弧，正好贴合于前后片，服帖问题得
到极大改善。 同时，内凹处理减少裆底片中间区域面
积，也很好解决了裆底部褶皱多的问题。

图 7 男士平角内裤底裆裁片版型调整

4 结 论

本文关注男大学生的体型特征，以内裤优化为出
发点，通过文献检索、需求调研、人体数据测量及优化
实验等方法， 针对男士内裤选购及穿用中的关键问
题，通过数据测量与分析，以臀腰差、象鼻凸度量（凸度
长）为参考变量细化出 20 种男性下体体型，并以 B 体
型为例，开展了平角内裤的裆部结构优化，获取了象
鼻及裆底区域的最佳版型，这为男大学生内裤的个性
化定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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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位 腰围 臀围 大腿围 底裆宽 象鼻凸度

数 值 78 84 40 8 2

服装服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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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赋能虚拟服饰博物馆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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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服装学院,郑州451191)

摘 要:针对当前虚拟博物馆建设中存在的设计效率不高、沉浸体验和互动性不足等问题,以中原虚拟服饰博物馆为

例,引入生成式AI(ArtificialIntelligence)全程参与其构建。研究梳理生成式AI的基本概念、发展历史和关键要素,并结

合案例分析其在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应用场景;从虚拟服饰博物馆数字展览、数字交互和数字教育等三大功能视角出发,探

索生成式AI在其构建过程中的具体应用,不仅有助于拓展智慧博物馆的建设思路与方法,提升展示与教育效果,而且对

于解决数智化背景下如何有效促进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也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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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Web3.0和元宇宙时代的到来,虚拟博物馆

因不受时空限制访问的特性成为展示和传播服饰文化

的有效载体,日益引起公众与学术界的关注[1-5]。然

而,目前的虚拟博物馆建设,多采用先将馆藏资源数字

化,再借助网络技术以信息可视化的形式单向呈现给

公众的方式,这就导致其在叙事设计、沉浸体验、互动

性及信息时效性等方面,相较于传统博物馆仍存在诸

多不足[6]。
近年来,生成式AI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它在文

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模态内容创造[7]方面所具有

的独特优势,使其为虚拟博物馆的构建提供了新的解

决方案。探讨生成式AI在虚拟服饰博物馆构建中的

应用,不仅有助于拓展智慧博物馆的建设思路与方法,
提升展示与教育效果,而且对于解决数智化背景下如

何有效促进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也具有现实

意义。

1 生成式AI概述

2022年11月30日,随着OpenAI公司推出Chat-
GPT,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一项重要突破———生成式

AI,开始走进公众视野,并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微软公司CEO 比尔·盖茨更是将其重要性等

同于个人电脑(PC)和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7]。

1.1 基本概念

所谓生成式 AI,即 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

gence,是一项基于深度学习(DeepLearning)算法模

型,由已知数据生成新数据或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
它能够根据现有的数据集来学习其数据分布特性,进
而生成与原始数据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新数据,其
生成的内容即是更为人熟知的 AIGC(ArtificialIntel-
ligenceGenenratedContent)。生成式AI是人工智能

世界的“创意艺术家”,在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

个模态领域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1.2 发展历史

人工智能的历史[7],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

代,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1)萌芽创新期。

1940年,“人工智能之父”英国科学家 AlanTuring发

明炸弹破译机,并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成功破译德军

密码,为加快二战结束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人工智能

在现实世界首次成功应用的标志。后来受到“神经网

络”概念的启发,他又在1950年提出著名的图灵测试

(TuringTest),拉开了人类探讨机器能否思考的序幕。
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工业机器人 Uni-
mate、心理治疗聊天机器人ELIZA及路径规划移动机

器人Shakey等的相继问世,解决了“机器能否复制人

类认知”这一挑战,人工智能迎来了创新发展时期。
(2)寒冬停滞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因受限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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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算力和数据源的不足,导致AI性能表现不如预期,
人们逐渐对其失去兴趣并开始削减研究预算;尽管20
世纪80年代神经网络训练“反向传播”(Backpropaga-
tion)概念的提出,曾一度引发短暂的AI研究热潮,但
随后有数百家人工智能公司宣布被收购或关闭,标志

着人类社会再次步入“AI寒冬”。(3)快速发展期。

1993年,计算机博士、美国科幻小说家 VernorVinge
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出“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Sin-
gularity)这一概念,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另一个里程

碑,预示着AI时代的即将到来。此后第二代聊天机器

人A.L.I.C.E推出,IBM 深蓝(DeepBlue)电脑击败国

际象棋世界冠军GarryKasparov等事件的发生,直接

引发了世界对 AI超越人类智力的关注与思考。2006
年,GeoffreyHinton等将深度学习的概念再次引入,
揭示出深度神经网络在图像识别等领域的应用潜力,
标志着生成式 AI的一个重要转折点。(4)成熟应用

期。2014年,以生成高质量图像、文本等数据为特点

的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AdversarialNetworks,

GANs)由IanGoodfellow等提出,进一步开启了生成

式模型的新纪元。2020年,OpenAI公司基于 Google
Transformer的生成式预训练模型(GenerativePre-
TrainedTransformer,GPT)诞生,随后以文本(Chat-
GPT)、图像(DALL-E、Midjourney、StableDiffusion)、
音频(Jukebox)和视频(Sora)等多模态应用为代表的

生成式AI不断涌现,智能生成内容日益丰富,应用场

景得以逐步拓展。

1.3 关键要素

总的来看,生成式 AI能够得以快速发展,主要取

决于3个关键要素:(1)丰富的数据源;(2)强大的计算

机硬件算力;(3)合适的算法模型。其中,获取方式日

益便捷且可靠的数据源是模型训练的基础,持续提升

的计算机硬件算力是模型训练的保障,而不断迭代优

化的算法模型则是核心要素,直接影响生成式AI的稳

定性、可扩展性及应用的广泛性。目前,生成式 AI常

见的算法模型见表1。

2 生成式AI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应用场景

生成式AI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创造性的输出能力,
不仅能够模仿人类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工作,还可以推

动新形式和风格的探索。这种基于技术与创意之间的

深度融合,拓展了创新的边界,使得生成式AI在文化

和创意产业中的应用呈现出多元、互动和个性化的发

展趋势,前景广阔。
表1 生成式AI的常见算法模型

算法模型 基本原理 应用领域

GANs
(生成对抗网络)

由2部分组成:生成器和判别
器。生成器生成数据,判别器评
估数据;两者相互竞争,提高生
成数据的质量

图像生成、艺术创
作、数据增强

VAEs
(变分自编码器)

基于神经网络的概率模型,使用
编码器-解码器结构学习数据的
潜在表示,并从潜在表示中生成
数据

图像重建、风格转
换、异常检测

RNNs
(递归神经网络)

通过学习序列中每个元素的条
件概率分布来生成数据,每个新
元素的生成都依赖于之前的元
素,适合处理时间序列数据

文本生成、语音合
成、时间序列预测

Transformer
(自注意力模型)

基于自注意力机制,能够处理序
列数据中的长距离依赖问题,通
常适用于大规模数据集

自然语言处理、机
器翻译、文本摘要

Diffusion
(扩散模型)

通过逐步向数据添加噪声,然后
学习逆过程逐步去除噪声来生
成数据,能够生成高质量的图像
和其他类型的数据

高分 辨 率 图 像 生
成、图像编辑、图像
到图像翻译

2.1 文化遗产保护

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生成式AI技术的应用主要

集中在文物修复、数字化重建以及增强现实体验等方

面。以受损文物修复为例,首先可基于部分高清文物图

片,通过裁剪、对齐、标准化、蒙版等一系列预处理操作,
利用生成对抗网络(GANs)来训练和学习其视觉特征,
进而重建缺失或损毁部分文物的原始形貌;然后通过色

彩校正、细节优化和专家鉴定等后处理环节,最终完成

对受损文物的高精度数字化修复,如图1所示[8]。

原始图像     蒙版图像     修复图像

原始图像     蒙版图像     修复图像

图1 利用生成式AI实现文物的数字化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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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艺术设计创作

在艺术设计领域,借助生成式 AI技术,艺术家和

设计师能够创造出创意十足的艺术作品,涵盖绘画、音
乐、诗歌以及数字媒体艺术等多个门类。它不仅能模

仿特定的艺术风格,还能生成完全原创的艺术形式。
华中科技大学蔡新元教授团队联合长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利用StableDiffusion创作的“大国巨匠·科学家精

神绘本书系”(如图2所示)和“武汉光谷十景”国风绘

画以及央视于2024年推出的中国首部采用文生视频

AI系列动画片《千秋诗颂》等作品,均展示了生成式AI
在激发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增强文化价值传播方面的

巨大潜力。

图2 利用生成式AI创作的

“大国巨匠·科学家精神绘本书系”画面

2.3 个性交互体验

在文博展览领域,传统的展示与导览方式因存在

缺乏有效互动及内容更新滞后等问题,往往不能持续

激发访客兴趣,导致展览效果大打折扣。由生成式AI
驱动的聊天机器人[9]的出现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切实

可行的方案,基本开发流程为:首先大量收集与展品相

关的图像、文本等多种格式的数据,并对其进行预处

理;然后基于该数据集对聊天机器人进行训练,使其深

入理解展品背景知识;同时,可针对特定展品设计互动

问答环节,以增强访客对展品文化价值的理解。在此

基础上,通过分析访客的反馈与互动行为,不断调整优

化聊天机器人的应答逻辑和互动方式,从而有效提升

访客的个性化体验。该类应用在显著提高访客参与感

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教育效果,为文博类展览提供了

一种持续有效吸引访客的途径。

2.4 文创产品开发

在文创产品开发领域,创意设计常采用将文化价

值融入产品的方式,向消费者传递丰富的文化内涵,激
发文化价值的活力。因其在提升设计效率与质量方面

所拥有的显著优势,生成式AI技术在该场景的使用频

率日趋增加。它不仅能迅速生成大量创意设计,协助

设计师快速迭代与优化方案,有效缩减产品开发周期,
还可以学习融合不同文化元素,创作出兼具文化深度

和广度的作品,进一步提升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和市

场吸引力[10]。图3是以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莲鹤方壶

为创作背景,采用“莲鹤纹样”“淡雅配色”“金属质感”
“刺绣纹样”“粗布材质”“水墨国风”等各类提示词,基
于DALL-E创作的帆布包、帆布鞋和书签等系列文创

作品,是一种富有创造性且效率极高的产品开发方式。

图3 利用生成式AI创作的莲鹤纹样主题系列文创作品

3 生成式 AI驱动下的虚拟服饰博物馆设计

实践

国家文物局于2014年开始启动智慧博物馆建设

试点计划,这是一种以实体博物馆和数字博物馆概念

为基础,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构建的新型博物馆业态,与当下元宇宙强调交互沉浸、
虚实共生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此背景下,以中原虚拟

服饰博物馆的构建过程为例,探索生成式AI技术在博

物馆数字化与智慧化转型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类似

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3.1 设计目标

中原虚拟服饰博物馆以现有河南纺织服饰博物馆

实体展馆作为构建基础,以馆藏展品为主要研究对象,
从参观者需求中心视角出发,以人为本[11],通过全方

位、多模态、沉浸式和智能交互等呈现方式,旨在打造

一个凸显中原地域特色的服饰数字化展示平台,以达

到对传统服饰文化保护、传承、活化创新和宣传教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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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具体来说,按照博物馆承担的职能和智慧博物

馆的建设要求,主要围绕3个方面的功能与内容进行

构建:①数字展览功能。构建数字孪生系统,以数字化

技术对展示空间(展厅)、文物本体(藏品)及相关背景

文化(知识)进行实景化展现。②数字交互功能。以多

模态形式打造可视化、沉浸式和智能交互的体验系统。

③数字教育功能。以馆藏实物和数字化文物为对象,
采用多元化学习方式,实现寓教于乐的创意服饰设计

与文创产品开发。

3.2 设计方案

中原虚拟服饰博物馆的构建方案包括整体布局规

划、展厅功能区划分、数字化展示设计和文化IP打造

等四大模块,承载了数字展览、数字交互和数字教育等

三大功能,生成式AI技术在构建过程的不同环节均有

涉及且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参与设计的基本工作流程

如图4所示。

确定设计目标
关键词提取

修
改分析评估反馈

模型参数设置

模型训练输出

目标达成与否

确定设计方案

否

是

图4 生成式AI参与设计的基本工作流程图

3.2.1 数字展览功能

(1)展示空间设计。确定展厅方案时,效果图的作

用至关重要。而在传统的设计过程中,从平面布局绘

制、3D建模到灯光、材质渲染及细节后处理,这一阶段

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资源,需借助专业建筑CAD
和3D建模等软件来共同完成[12]。按照图4所示的生

成式AI的设计工作流程,从主题确定、资料收集、词频

分析、人机AI共创到出图筛选,能够极大提高设计效

率与质量。
(2)藏品数字还原。对于服饰文物数字化修复而

言,重点在于款式形制、色彩纹样和材料质感的精确还

原。在具体修复实践中,款式形制可采用多重证据[13]

法,借助各类文字、图像资料与服饰实物进行印证和确

定。而色彩纹样和材料质感由于年代久远,均有不同

程度的模糊或损毁,此种情况下生成式AI高效率的数

字化修复优势得以体现,后续结合3D服装建模技术,

即可实现文物展品的高保真还原与展示。

3.2.2 数字交互功能

(1)展品交互设计。对于实物展品和数字化展品

而言,在元宇宙虚实共生理念的指导下,重点从文化内

容和表现手法2个方面进行交互设计。在文化内容方

面,利用生成式AI深入挖掘不同展品背后的传统文化

意义,提取典型文化元素,结合交互创意叙事设计[14],
提升访客的参与感;在表现手法方面,利用增强现实

(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手段,结合生成式 AI实

现文字、图像、音频与视频等多模态内容与数字展品交

互的虚实融合,提高访客的沉浸感。
(2)智能助手开发。对于希望进一步深入了解展

品的访客,基于生成式AI开发智能聊天机器人,可提

供即时信息回复、个性化推荐、互动问答、游戏和故事

讲述等功能,以提升参观体验的趣味性和教育意义;同
时在互动内容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情感分析,以持续优

化展览内容与服务。

3.2.3 数字教育功能

(1)知识文化融合。虚拟博物馆集成服饰文化与

历史知识库,并使用生成式AI进行引导,以辅助参观

者在访问过程中理解深层次的文化元素及内涵,促进

其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和创新应用。
(2)创意设计激发。虚拟博物馆接入生成式AI工

具平台,可根据提取的文化或设计要素在云端服务器

快速生成设计原型、创意案例和文创产品,并提供即时

实验与设计修改功能,以提高学习的参与度和应用性。
虚拟博物馆设计总体方案框架如图5所示。

数字展览

数字交互 数字教育

展示空间设计
展厅设计 藏品还原

智能助手
展品交互 创意设计

文创开发

参观者

聊
天
机
器
人

服
饰
还
原

文
创
设
计

时
装
设
计

VR交互

图5 虚拟博物馆设计总体方案框架

4 结束语

作为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创作“自动化”的技

术,生成式AI自诞生之日起便饱受争议,引发了机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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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取代人类设计以及版权与伦理层面的广泛讨论。
但正如19世纪摄影技术的出现并没有导致绘画艺术

消亡一样,生成式AI与人类创作的关系更趋向于互补

和协同,而非简单的替代与竞争[15]。生成式 AI赋能

虚拟服饰博物馆设计的实践证明,它不但能够提高设

计效率与质量,拓展艺术与设计的边界,为其提供新媒

介和新工具,还在平衡文化传统与技术创新,保护和传

承人类文化遗产,助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方面表现

出无限潜力,值得深入研究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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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veAIEmpowerstheDesignPracticeofVirtualCostumeMuseum
ZHANGQiaoling,HEHaiyang*,WANGHongge,LYULe,ZHENGMenglong

(CollegeofFashion,HenanUniversityofEngineering,Zhengzhou451191,China)

  Abstract:Inresponsetotheissuesoflowdesignefficiency,insufficientimmersiveexperiences,andinadequateinteractivityen-

counteredintheconstructionofvirtualmuseums,theZhongyuanVirtualCostumeMuseumwasexaminedasacasestudy,withgen-

erativeAIbeingintroducedtoparticipatethroughoutitsconstruction.Byexaminingthefundamentalconcepts,developmentalhistory
andkeyelementsofgenerativeAI,itsapplicationscenarioswithintheculturalandcreativeindustrieswereproposed.Fromtheper-

spectivesofdigitalexhibitions,digitalinteractions,anddigitaleducationinvirtualcostumemuseum,thespecificapplicationsofgen-

erativeAIintheconstructionprocesswereexplored.Itnotonlyfacilitatestheexpansionofideasandmethodsfortheconstructionof

intelligentmuseums,enhancingtheeffectivenessofdisplaysandeducation,butalsoholdspracticalsignificanceforaddressinghowto

effectivelypromotetheprotectionanddisseminationofcostumeculturalheritageinthecontextofintelligentdigitalization.

Keywords:GenerativeAI;virtualcostumemuseum;Human-ComputerCo-creation;intelligentdig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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