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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教学在不同教育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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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教育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教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在大学教育中逐
步形成共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大学教育中，一些专业的技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繁荣，尚有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以高等教育中的服装设计专业为例，着重研究“现代职业教育”导向的大学教学中的服装专业教学与基础教育

（高中阶段）中进行审美、时尚初步培养相衔接的创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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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在的教育体系中，以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为主体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含高职

教育）相脱节的情况尤为明显。基础教育（高中阶段）主要将高考视为指挥棒，以基础知识应试为主要

教学目的。这种教育理念固然有其优势，但其劣势也显而易见，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本文以天津市教

育科学学会“十二五”规划课题“高中新课程美术课与通用技术服装及其设计模块教学相结合的研究”

为基础，以大学教学中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两专业为例，将高中美术课与通用技术选修服

装及其设计课相结合，探讨高中美术教育该如何与大学服装专业在艺术、技术上进行结合和贯通，以期

能为高中教育与大学教学的衔接提供一些有实际参考价值的研究。

１　服装设计在高中教育中的定位困惑
高中美术课第二单元产品设计中的第三课“你能让我满意吗”，有关于服装设计的一些讲解，教师

可以此为基础对服装的发展概况、审美和穿着品味进行一定的简介。在有条件开设高中通用技术选修

服装及其设计课的学校，教师可以在美术课的服装简介的基础上给学生以更广泛的讲述。同为服装设

计专业的基础课，在高中阶段却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划分在美术和通用技术两个学科中，并形成了美

术学科的美术课和通用技术选修服装及其设计课［１］，但两个课程部分内容又彼此交融，处于两个学科

的中间地带，学生学习这部分内容时会陷入表现形式的片面性。

可以通过“服装设计”这个模块内容，将高中美术与通用技术两个学科中涉及的内容进行整合，突

出专业性，弱化学科性。这样即使有学科的分化也不会割舍知识的连贯性，更不会割裂学生的结合体

验。将高中新课程美术课与通用技术服装及其设计模块教学相结合进行研究，形成学科整合，能够减少

学习的时间成本，提高专业知识的渗透力，为学生接触材料、提高设计、增强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提供一

些专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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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学科整合，知识连贯
高等教育的服装专业是科学技术和艺术设计相结合的交叉学科，衍生出艺术学设计类的服装与服

饰设计专业和工学纺织类的服装设计与工程两个学科。两个学科虽有不同的侧重，但相互交融都涉及

到美学、文化学、心理学、材料学、工程学、市场学、色彩学等要素。可以说，服装设计就是“根据设计对

象的要求进行构思，并绘制出效果图、平面图，再根据图纸进行制作，达到完成设计的全过程”［２］。笔者

认为，应在高中美术教育中加大关于服装的审美和品味教育，不仅可以使得学生对自己的兴趣点有一个

初步的了解，避免高考后填报志愿时的盲目，进入大学后也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知识储备，还可以树

立青年正确的价值观。具体如下：

首先，大多数的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两个专业大一新生在入学时几乎对服装一无所

知，这就使得大学的服装专业必须从基础的服装艺术教育开始，进而再进行服装技术（技能）教育。基

础的服装艺术教育势必会挤压一部分技术（技能）教育的课时。由于到大学阶段（１８岁后）已经过了培
养审美的最佳时期了，这时再进行服装艺术教育可谓事倍功半。笔者认为，可以提早至高中实际进行初

步的服装审美和拼配的熏陶，使学生进大学后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大学的服装教育从形式美的法则开始

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后，可快速地进入服装技术（技能）教育。将服装的基础知识下沉至高中完成，则

大学教育可从一个较高的起点继续进行，节约了基础教育的时间，增加了技术（技能）教育的课时，从而

更加从容地提高了职业教育品质。

其次，现在我国青年的整体品味和审美不是很高。青年人中“颓废”“邋遢”“不修边幅”“个性（非

主流）”的现象常常见于报端。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其青春期时段，我们的审美教育、文化素质

教育并没有被重视［３］。高中时期的学生正属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

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着力学生的审美培养，可以事半功倍地帮助学生树立高品位的审美。无论学

生在大学选择何种专业以及毕业后选择什么工作，高品味的审美可以提高学生的整体气质和形象，也容

易在社会中形成正确的主流价值观。

３　注重实践，从做中学
现今无论高中教育还是大学教育都提倡实践教学，高中美术课或大学服装专业亦不能例外。

３．１　高中时期：服装设计的艺术与技术之结合
以同一个主题、高中阶段的学生作品来做分析，总结归纳出学生的特点和接受能力，然后策划一组

可行的活动方案，最后争取以动态服装秀来展示成果，形成专题化的教学模式：

１）灵感源的寻找，帮助学生发现细微之处的美妙，城市排水管道中的闪烁物质都可以让设计师产
生设计的灵感；

２）款式设计，教授学生一些基本的服装款式类型，拓展轮廓的造型线；
３）笔者设计，体验设计师的感觉，统筹兼顾，提高鉴赏和动手操作能力；
４）市场反馈，让学生们形成一个选购团体，得票最多的就是最具有市场性的服饰，其初步设想，可

以调整和改变。

项目组结合专业特点，将高中新课程美术课与通用技术服装及其设计模块教学相结合的研究，不仅

尝试了学科整合的研究，同时将各学科之间的优势突出并形成互补［４］。曾做过“寻找设计灵感源”“服

装外轮廓设计”“服装再造设计”区级观摩课、校创优课；在授课中进行一定的实践教学，让学生充分体

验效果图的绘制、立体纸模的制作、服装再设计（改制设计）、主题的综合设计。例如，在《寻找设计灵感

源》这部分内容中，前四节课让学生学会如何寻找灵感源，再结合所给设计元素完成一款服装的设计。

这样，做出的服装可能会有些粗糙或不成熟，但是对于以了解和提高审美品味为主要目的的高中美术教

育显然是可以接受的，且可以使得学生体验跨学科教学之互补、优势、专业技能等方面之美，降低因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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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而带来的专业弱化之困。

３．２　大学时期：服装设计的艺术与技术之结合
大学的服装专业教学，可以采取课堂理论教育与课外实践（实习）活动相结合的形式展开。课堂理

论主要进行服装设计的艺术教育和一定的服装工艺制作技术教育，而由于服装专业的特点，课外各种实

践（实习）活动对学生的专业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对于大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更重要

的是让他们参与到教学中来，体验专业的魅力。因而，大学服装教育应该是课堂讲授艺术理论基础、实

践教学提高技术的模式。一个专业会有若干个不同的就业方向，增加时间会对他们未来的就业选择有

一些引导。让大学生“动”起来，参与到教学和学习活动中来，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以及进行专

业实践；使学生能够恰当地使用设计或工艺的术语，从功能和审美的角度，以自己的观点评论和设计作

品；灵活选用身边的材料，运用各种工具和加工方法，根据功能和审美要求，有创意地完成一件设计作

品。这样，才是国家大力提倡的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精髓和实施方案。

４　结语
就现实情况看，不同教育阶段的服装设计类教育相衔接与贯通不仅要综合考虑高中美术和通用技

术课程的融合，更要考虑到高中阶段与大学阶段服装设计教学的不同目标、定位。还应积极与教师、在

校学生和毕业生取得联系，听取他们对课程设置的反馈意见和改进方案，真正把衔接和贯通的功效做到

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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