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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服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服装设计专业作为艺术类专业，承担着继承与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当前，我国面临着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强大攻势，需要树立起文化自信，走自立自强之路。其中服装设计行业也应

该担负起文化传承和弘扬的重任，从学校教育入手，强化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鼓励他们开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文从全球化

视角出发，客观描绘了我国服装设计行业的发展现状，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服装设计专业教学的关系入手，提出了如何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中职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实践路径，并最终指明了其可行性和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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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是每一位华夏儿女的

责任，是每一个行业应该践行的义务。而服装设计行业所生产的

产品——服饰——是在“衣食住行”四个生活必需要素中位于首

位的，更需要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以此作为实践

发展的沃土。同时，该行业的人才培养需要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课

程要素，将传统工艺、文化符号、文化风格、文化共识融入日常

的教学实践当中。教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帮助他们

开展丰富的设计实践，二者相结合以服饰为载体，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走出去，成为世界画卷上一抹靓丽的色彩。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服装设计教学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继承和弘扬是中职

学校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伟大使命。服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民族精神的视觉语言，在中职服

装设计专业教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帮助学生在学习服装

设计的过程中深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服饰文化演变和美

学变化的背后了解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感受中华民族的精神与魅力，激发学生浓厚的爱国

热情，培养学生高度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从内心深处认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承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使命，

才能成为其弘扬者和传承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发

展与创新奠定人才基础。

（二）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服装设计专业中，进一步突出了

其人文性、艺术性和审美性等特点，与服装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标

准相契合，是促进艺术类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有力助推，也是促

进服装设计专业学生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专

业教学，在传统服装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内容，使得课程体系更

加立体、全面、多维，同时涵盖众多跨学科内容，有利于培养学

生良好的跨学科知识储备和意识，拓宽学生专业视野，促进学生

专业能力发展，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服装设计专业教学中的应用，还能向学生传递中国传

统审美观念，即重视对内核的表达，学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

角发现美、创造美、欣赏美，培养学生独特的审美标准和艺术情操。

（三）有利于提升教学质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有效应用，在改善课

堂教学质量、丰富教学内容和改善课堂教学形式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从而促进教学质量提升。具体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服装设计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将传统文化内容融入教学实

践当中，从而培养学生丰富的知识储备，夯实学生理论基础。此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含多种多样的传统工艺，为服装设计专业

实践教学提供素材，为学生实践能力发展提供保障，全面提升教

学质量。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服装设计教学的实践路径

（一）借鉴传统工艺，丰富技术体系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淌出了独特的工艺之路，

为服装设计打开了技术的大门。我国传统工艺体系丰富多彩，例

如扎染、刺绣、漆器等，无一不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在

中职服装设计教学中，教师可以借鉴中华传统工艺，这既能打开

学生审美的视野，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还能引导学生学习相关

工艺，为服装设计注入精美的细节、巧妙的构思。大多数传统工

艺无法用机器复制，例如苏绣的栩栩如生、糖人的活灵活现、云

锦的丝滑柔软等，利用机械化生产，都无法体现其人文的韵味和

手艺的温度。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传统工艺。即了

解其制作环节和使用工具，也要了解其深刻内涵。学生们要意识

到传统工艺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手艺人的心血，其经得起历史的检

验，也经得起现实的考量。另一方面，教师要鼓励学生学习传统

工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镌刻着传承的遗迹，需要代代相依、

辈辈相传，才能够延续精益求精、钻研刻苦的工匠精神。而服饰

作为刺绣、纺纱、剪裁等传统工艺的重要载体，应该担负起传承

的责任，既要借鉴传统工艺，又要蕴含工匠精神。总的来说，传

统工艺不仅是优秀中华技艺的集合体，更蕴含着亘古不变的传承

精神，服装设计专业需要将其纳入学习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使得

设计出来的产品既具有时代特色，又有历史底蕴。

（二）运用文化符号，彰显中国艺术

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视觉化表达，既承载着深刻的文

化记忆，又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在中职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中，

教师应该以文化符号为依托，将学生带入中国艺术的美妙世界，

以优化设计思路，彰显设计魅力。第一，传统纹样的运用。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每一纹样都具有独特的意味，例如云纹象征着祥瑞，

回纹寓意绵延不绝，这些纹样既起到服装装饰的作用，又体现了

先辈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在服装设计的学习中，学生可以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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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纹样进行解构与重组，创造出既具历史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的

图案。第二，色彩体系的运用。彩色的选择和搭配与主体的心境

和客体的环境密切相关，同时服饰对于人的视觉感官冲击力是相

对强烈的，对第一印象的建立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人在不同处

境中存在着不同心理，不同环境中拥有不同穿着需求，学生可以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中色彩搭配的技巧，以充分彰显人的内在底蕴，

塑造更为立体的印象。第三，形制之美的运用。这是中国传统服

装设计的精髓所在，无论是唐装还是旗袍，都体现着独一无二的

审美追求。根据中国人的体型特征，设计出既穿得舒服，又具有

审美的服装，是中职学生应该学习的。总的来说，文化符号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的重要因素，现代的服装设计需

要以此为载体，结合时代特征给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

传统焕发新的生机。

（三）融入文化风格，创新多元素材

当前，服装设计行业存在风格和形式单一化的情况，既缺乏

审美独特性，又无法体现文化深度。为了避免盲目追随国际潮流，

教师在中职服装设计的教学中，要积极融入中华传统文化风格，

从而使服装设计蕴含本土价值。首先，了解中华传统服饰的多样性。

汉服打开了很多人了解中国传统服饰的大门，但其种类和风格远

不止此，其中商周的庄重、唐宋的华丽、明清的精致，无一都是

社会发展的镜子，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水平、审美观念和文化价值。

因此，教师应该把中华传统服饰的发展历程完整地呈现给学生，

让他们了解其中的意义。其次，纠正对传统服饰的误解。想要了

解中华传统服饰，需要通过正确的途径，例如参观博物馆、走访

非遗传承人等，而不是通过影视剧来认识传统服饰。因此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应该引导学生尊重史诗，正确辨别虚假的信息，以

完整准确地了解中华传统服饰，认真地感受其独特的风格。最后，

鼓励学生汲取灵感。中华传统服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

了古人的智慧和独特匠心。教师应该鼓励学生从中学习，将传统

元素与现代特征结合，创造出新的服饰素材。总的来说，通过融

入文化风格和创新多元素材，中职院校服装设计专业不仅能提升

学生的设计水平，还能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贡献力量。

（四）融入文化共识，转变设计思想

中华传统文化为服装设计融入了新的元素，但学生在实际的

操作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无法将传统工艺运用得当、传

统风格借鉴得当、传统符号创新得当等，其根源在于学生对于中

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不够，没有深刻地体会其内涵。因此教师

应该加强学生的文化共识，推动他们积极转变设计思想，在实践

的过程中大放异彩。第一，加强理论教学，深化文化认知。服饰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拥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

教师可以向学生展现其发展历程，讲解其文化价值，描绘其审美

特征，以此深化学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与服饰之间关系的理解。

第二，开展实践教学，融入文化元素。教师积极开展实践教学，

可以检验学生的认识，深化学生的理解。例如通过走访非遗传承人，

了解他们具体服饰制造过程，了解其中所运用的工艺和体现的美

学。学生在与他们进行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可以直观地感受文化

的魅力，服饰的意义。第三，加强文化理解，培养创新意识。传

承不是简单的复制，创新不是完全的颠覆，二者相结合才是当下

服装设计的方向。然而，只有在深入理解文化内涵，了解文化特

征的基础上，学生才能在服装设计的实践中正确地创新。因此教

师要帮助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还要引导他们平衡传统与时尚

的关系。总的来说，通过融入文化意识，可以深化学生对于中华

传统文化的认识；通过转变设计思想，可以赋予服装设计新的时

代特征。在中职院校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中，教师需要以此为导向，

培养出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创新能力的学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五）融入文化元素，提高应用能力

服装设计不仅需要学生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更要求他们具

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源泉的同时，

也要了解他们的吸收情况，以及创新现状。为了避免一味地借鉴，

或天马行空的创新，从而导致设计作品缺乏文化价值的情况，教

师应该在教学实践中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如何正确运用文化元素。

教师可以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讲解中国优秀服装设计师是如何

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合传统元素的，又是如何把握创新的度的。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以此为参考，来进行自我评价，即看自己

的作品存在哪些不足，积极寻找创新的正确路径。第二，如何拓

宽设计思路。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开展跨学科交流，帮助他们了解

其他专业的学习思路，以及其他专业的相关知识。对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借鉴，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可以与历史专业的学生进

行合作，共同探讨服饰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此作为深

入了解服饰发展历程及其文化内涵的基础。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碰

撞，可以活跃头脑，产出更加丰富、更加新颖的设计想法。总的

来说，教师通过融入文化元素，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设计思路；

同时提高他们的应用能力，为优秀的设计作品打下坚实的基础。

知行合一才能创作好的作品，中职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应该树立

主动学习，积极实践的观念，同时付诸行动，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职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路径。现代教育需要积极融入

传统元素，培养出既具备文化素养，又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人才，

这也是践行育才和德育的关键一环。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设计者，

需要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以此作为升级教学实践的理论基础。

同时也要引导学生在学习服装设计的同时，不忘文化传承和弘扬

的使命，推动中华服饰走向世界，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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