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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视域下的国潮服装设计与方法构建
郭智敏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学院，广东 佛山 528041）

摘要：从思政的视域来分析探究，新国潮服饰兴起与思政元素之间的关联，通过具体设计案例来分析思政元素融入国潮服饰设计的

方法构建；从热门话题导入解决专业问题的方法形成与服装设计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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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将思政元素融入国潮服装设计方法的构建，是对落实立

德树人助力“新时代”服装设计人才培育体系构建的丰富，同时

也对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服饰有一定价值和意义。

一、国潮服装兴起背后的思政元素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基于情感、习惯、记忆以及地缘和精神

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有机体，每个共同体成员具有共同的传统和价

值观，彼此相互依存，亲密互动形成共同成长的整体。服装设计

领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服装作品中的演绎和表达，从改革开放

初期至今一直都在进行着各种探索和尝试，但真正成为重要的流

行趋势并走进大众的日常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分析“国潮”服饰

兴起的原因，会发现它是国家改革开放集体成就与个体互动中形

成的群体认知和价值观变化，蕴藏丰富的思政元素。 

（一）“国潮”服饰兴起的原因分析

1. 经济飞速发展、科技学技术的进步带动了文化的自信。大

众的认知也在改变，00 后群体开始主动拥抱国产品牌。“Z 时代”“千

禧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所处的环境在物质及文化上与发达国家

没有明显的落差，甚至在基础设施和信息科技方面会比西方世界

的体验感更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曾经走出国门学习和旅游，真

实的对比和体验会让他们对国内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成就有更加客

观的认识。

2. 传统文化以现代化的方式传播并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些看似碎片化的事件例如：“舌尖上的中国”“延禧攻略”“我

在故宫修文物”“只此青绿”等一些映射和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

当代作品，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量变到质变改变公众的认知体系。

3. 成熟的供应链带来的服饰产品品质的综合提升。我国大部

分品牌企业本身就是做 OEM 起家，基本都实现了上下游产业链一

体化的布局。重视研发投入，自建研发中心。生产上自产与配套

工厂协作在订单上具备很强的快反能力。自建物流中心，整合现

有物流管理体系和仓储系统。终端网点统一品牌形象、标准及数

字化。高效一体化的供应链保障了产品的综合品质。

4. 在电商大背景下，国货品牌深谙营销之道，能够更有效地

触达消费者的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活跃在微信、微博、小红

书等平台，平台不断积累用户，产品有效触达消费者的同时，消

费者本身的消费习惯也在不断变迁，这对品牌方的反应能力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新兴营销方式，相对于海外品牌，国产品

牌深谙本土消费者心理与电商成长逻辑，更能及时地调整战略，

领先国外品牌享受电商流量红利，把握发展机遇。

二、思政视域下的国潮服装设计

在课程思政的视角下，大思政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准确

定位和功能明确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各个课程的思政资源，优化

教育环境、拓宽教育的渠道，发挥所有教育主体的协同作用，并

将理论与实践、教师与教材配备、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高度集成

与融合的思政教学观。服饰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十三

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提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立足思政视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

元素，再结合时尚流行进创新是国潮服装设计的重要途径。

（一）基于传统元素创新的国潮服装设计实践

1. 色彩与图案的大胆创新。传统的中国元素如中国红、水墨、

青花、剪纸等被广泛运用。设计师们也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良

和创新并涌现出各类符合现代审美的新元素。具体方法上，图案

方面综合运用“渐变、对比”等手法将传统图案进行“打散、重构”、

创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色彩方面基于文物藏品的固有颜色依托

数字技术并结合流行，创新和重新定义中国传统色系，丰富中国

服装色彩资源。

2. 材质与工艺的新突破与新思路。传统的丝绸、棉麻等材质

被保留的同时，最新的科技面料、功能性面料也大量出现在国潮

服装设计中。传统材质融入新的纤维特质提炼出既有传统属性又

赋予现代功能的新型传统面料；各类功能面料的创新应用，丰富

了国潮国风服装的当代内涵和新的表现力。

3. 款式设计与版型的异变。相较过去的设计师，90 后、00 后

设计师更具国际视野，他们的设计创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款式和

版型，勇于大胆创新，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相结合，打造出了

更具现代感和实用性的服装。例如，将传统旗袍进行改良融合现

代解构手法、将街头潮流元素融入香云纱等传统服饰的设计，使

其更适合现代人的身材和生活方式。

国潮服装设计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创新运用传统元素与

服饰图案、服装结构、服装面料和细节等元素结合，可以帮助我

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也有利于在国际上塑造中国特色文化形象。

汉服、唐装、旗袍等中国传统服装典型样式，蕴含着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以礼成衣、华彩缤纷、美在意向”等美学思想与思政元素。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讲究“大巧若拙、精益求精”这即是民族精

神的彰显又是思政元素，其具体表现为对细节的关注、对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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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和对创新理念的坚持。

三、思政视域下的国潮服装设计案例分析与方法构建

服饰是生活美学中最具魅力的呈现，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古

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技术和艺术结合的产物。所有

专业学科都可以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将

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生动化的有效教学载体，

在“润物细无声” 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

在国潮服装设计的方法构建中，依托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特色提炼

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依托服装专业设计教育和服装设计实践作

为载体，转化成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认可，提升文化自信和审

美能力。

服饰传统文化中的思政元素融入服装设计方法的构建，是双

循环互促进的关系。国潮服装设计方法的创新发展，立足于服饰

文化传统的深入挖掘与研究，而“新时代”将思政融入国潮服装

设计方法构建的探索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在内容和形

式上的丰富。

（一）“国潮”系列《锁麟囊》设计案例分析

讨论国潮服饰设计方法的构建是新颖又比较复杂的问题。“为

学之道至简至易，但患不知其方。” 讨论国潮服装的设计方法可

以采用“中国范式”，复杂的方法理论必有其核心要义。《锁麟囊》

又名《牡丹劫》是程派京剧中的剧目，设计师将剧目名称作为系

列主题，设计成品效果，总体印象是戏曲与流行的结合，视觉特

征基于剧目表演服饰、具体的表现手法上从图案、色彩到结构、

工艺，都进行了大胆创新，而核心要义笔者认为是“借、转、变”

这一“中国式”哲学思维和设计方法。

1.“借”局部，图 1 围裙源自剧目中的传统服装样式，但做

了不对称设计，“取”了个局部。“借”色彩，色彩方面大面积

的红，但完全不是戏曲服装中那种明艳的红而是替换了当下流行

的“绯红”，而围裙上的图案“麒麟”从形到色都做了变化，并

不是一般中国传统图案中的麒麟形态和赋色。

2.“转”款式，图 1 服装的上半身是长袖 T 恤内搭 + 紧身胸

衣样式，和戏服差异巨大，但内搭 T 恤的图案和颜色略带国风气

质，材料上更具时装化的设置。“转”细节，转换了时髦的发型，

裙子上加上“流苏”这一近年突出的流行细节。“转”结构，再

看袖子比正常的 T 恤袖子要长，明显是呼应戏剧服饰中常见的“水

袖”并加上了局部装饰。

图 1  2021 中意青年未来时尚设计大赛入围作品《锁麟囊》

3.“变”局部，图 2 后领穿过前领的“如意”造型，形象且

符号化，通过传统符号语言的变化来突出设计的主题。“变”款

式，绿色风衣造型和传统戏服样式差异巨大，但通过腰带设计

能呼应到戏服，另外强烈的中国绿和现代感的面料肌理让服装

在“变换”中取得传统与现代的平衡。“变”搭配，戏剧中的

“裤子”变“丝袜配靴子”且袜子用了近年流行的压褶工艺。  

  

图 2  2021 中意青年未来时尚设计大赛入围作品《锁麟囊》

（二）“借、转、变”这一方法要义的内涵

“借、转、变”，借主要指借鉴，直接或者大致的“借用”，

切忌完全照搬。“转”是转换，参照的基础上对部分构成要素或

元素进行的转换，形成教新的面貌。“变”是比较大改变或者完

全的替换，替换或者变化服装的部件主体或者局部，对整套服装

的调性产生变化。

三者之间可以理解为设计改变上的程度递进，由浅及深入。

《锁麟囊》，是以戏剧服装的改良设计为基础做的现代化设

计，基调还是戏剧服装，融入的是成衣流行。而另一类国潮服装

设计是以时尚潮流为主略带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这主要取决于

设计的对象和目标。处理“国潮”服饰的设计，运用“借、转、变”

这一设计方法处理设计问题，还得依据具体对象的需求进行程度

不一，侧重不同的具体实施和把控。

四、结语

“借、转、变”是国潮服装设计方法构建的探索分析，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元素和当下专业教学的思政元素，类似的元

素还有很多。新时代，国潮服装设计方法面临系统构建问题，理

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实践探索和理论微观的融汇，也需要重新审视

和更进一步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进行研究。只有更多的研究参与，

并融入思政视域的方法构建，才能厚植优秀文化传统，培育具备

国际视野的“新国风”服装设计人才，形成影响世界的国潮服饰

文化。

国潮服饰设计方法的讨论不单是文化问题还是产业现实问题。

国潮服饰的设计，当下年轻人都很感兴趣，背后是对我国改革开

放取得的成就的认识和自身文化的认同，形成的是时尚产业升级

的推动力和巨大的新型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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