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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教育在方法、内容及模式上经历了早期的

借签、拿来和贫乏的经验传授发展历程后，在现代主义

和后现代主义同时进站的当下，站在一个面对泛文化传

播的互联网时代，不由自主地重新反省过去的教学模式

和教育本质，服装设计教育是否可以适应新的条件下对

大众化和小众化需求，已经成为一个服装设计教育者自

觉的思考。

一、资源共享时代下大众化的开放式教学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大学生百分比寥寥可数，有

服装设计专业教学的高等院校也为数不多，教材、教师、

教室、实验室奇缺；服装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尚未明确、

产业链也不够完整、生产能力和规模低下；与今天“地

球村”的现实相比较真可谓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

大学多了、学历层次多了、市场成熟了、有兴趣主动学

习的人也多了，面对大众化群体的学习需要；面对在校

生、社会生源的学习需要，在校生学分制的推广、教学

资源共享平台的建构已经时不我待地油然而生，开放式

教学体系必须形成，方能适应这个时代人才培养的务实

必然，高校你准备好了吗？市场发展的速度和进程是不

会因你的“没准备好”而停滞不前的。

1.“慕课”、“微课”、“中国公开课”等网络教学资

源的频繁出现，迅速传播的速度之快是始料未及的，这

直接反映出当下人们的心态使然，个性化学习时代依托

于互联网平台终于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优质教学资源共

享的渠道悄然形成，线上教学的教学参考与线下教学的

相辅相成，为学习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判断和有意

味的选择。而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制约，让学习者

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快学”、“乐学”、“巧学”的学习

主体。

2.“高校联盟”的团队教育的协作、“校企合作”的

优势资源互补、“项目科研”的产学研成果转化、“博览

会”、“时装周”以及国内外各种赛事的广泛举办等形式

和举措，都孵化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行业优秀成果和拔尖

人才。

3.“美术馆”、“博物馆”、“文化馆”、“文化创意园

区”等社会化教育基地的相继登场，给服装设计教育开

辟了广泛的视觉空间和设计师惬意的生存环境，他们一

次又一次地奔跑于城市之间、城乡之间、服装城与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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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之间；将个性化的感悟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为创作

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和视觉联想，服装设计师成为新

时期颇受人们欢迎的职业首选，倍受世人尊重和羡慕。

以上几点透射出线上教育、公共艺术平台展示活动

与院校教学内容互补性的空前发展，服装设计教育内容

好似信息爆炸般地有了长足的供给和呈现，给求学者提

供了广泛的选择和补充。开放式教育不受时空限制、不

择对象年龄的诸多优势，将新时期教学形式、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教学评价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过去教学模式的单一性被现代科技条件下展开的新形式

冲击而重新定位完善。那些一度被学院教学形式下封闭

式的教学内容各自呈现在众多的求学者眼前时，院校的

围墙被肢解了，再不是只有在校生才可以拥有的学习资

源被公开了，求学者求学的途径更多了，设计文化的传

播仿佛开闸放流，浩浩荡荡气势如虹。

作为教育者面对如此的泛文化时代又该如何应对？

是依然如故地手持教鞭临壁挥笔传教于一室之内，还是

点击鼠标编辑课件放眼于于千里之外？都不可避免地促

使知识结构重新架构、教学方法重新操练、教学内容再

度更新、教学评价重新认定。资源共享的大众化教学时

代已经登上讲台，全球化的竞争已经开启，服装设计教

育已经被席卷。

二、量身定制趋势下小众化的个性化培养

在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不断繁荣的当下，一方

面越来越多的求学者呈现出不同方向需求的学习愿望，

他们受到品位不一、性格迥异、审美取向流变性强等修

养要素差异的影响，多数办学机构来不及将服装设计教

学差别化的策略应用到这部分群体中去，而这种个性化

人才培养的需求却日益增长，仅仅是目前学分制模式的

实施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服装品牌化转型的市场又对

原创性自主品牌设计师的素质的培养提出独特性的要求，

小众化市场的细分有利于这些品牌的生存和繁衍，品质

端庄的不同层次市场结构需要这些设计人才的创造性贡

献。作为服装设计教育机构又当作何思考与应对？

量身定制来源于服装个性化单个设计制作的一个概

念，用在服装设计教育领域可谓“移植”；现在服装设

计领域里分工是越来越细致了，诸如服装陈列、服装营

销、服装买手、服装设计总监、服装品牌企划、服装杂

志媒体、时装插画、服装生产与管理、服装工艺技术等

等方面的人才缺口都需要服装设计教育的渗透浇灌，基

础培训以后的方向选择需要有配套教学内容和计划落实；

院校和办学机构在这个领域里的开发和研究值得深究，

尤其是在大学具有几年的理论培养后的巩固学习，在以

上若干课程的传授中，更需要加强社会与市场的实践锤

炼和集训，在以下几个方面更要注重个性化修养的积淀。

1. 注重传统文化的挖掘继承和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为服装设计提供了取

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对于新时代的设计师而言重要的是

挖掘传统文化中与时代审美角度和生活态度有联系和有

共情的要素，融合设计在当代服装品牌文化的洪流中，

一直是众多业内外有识之士所共同期待的愿望。将传统

服饰中的色彩、制式、平面装饰性以及浓缩在图案里的

民族文化特征，采用传统工艺或新工艺赋予新的形式和

内涵，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

这个时代的呼唤和民族文化自信的必需。越是民族才是

世界的这句话是深刻而普世的价值观，服装面料作为时

代精神的载体，不可替代地承载着服装设计进步和个性

化风格形成的重任，重复验证着卡尔。拉格菲尔德曾经

强调的那句：“我们时装业的进步，无不受到新的纺织面

料的更新而带来新的变化”。

2. 注重姊妹艺术发展创新成果经验的借鉴

艺术设计本身需要服装设计师的知识结构具备广阔

的视野、素质秉性需要具有约取的水平能力，这些应知

和应会的才能有一部分需要来自于姊妹艺术的创新成果

所提供的经验借鉴，而善于借鉴的设计师会在中外古今

诸如传统和当代艺术、涂鸦、音乐、戏剧、舞蹈、文学、

诗歌、以及众多的民间传统手工艺的技艺和工艺过程当

中获得启发，应用于服装设计的理念、风格、形式等外

化符号的形成和建构中，我们经常可见的材料重塑、刺

绣、印染、洗水等后处理手法的交替塑造，将服装材料

的肌理语言制作得丰富饱满，极具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

的风貌让其它艺术风格移植到服装设计中来的融合越来

越多元，越来越有时代特征和独特品位。我们必须接受

“现代和后现代同时进站”时代特征，在设计当中不可

回避地呈现出交叉、重置、边缘和传统意义是的突围现

象，进入我们的视野和生活常态中来。

3. 注重个人艺术修养与品牌风格的铸造

服装文化积淀与艺术创作思维方式在服装设计领域

中是非常核心的内容，一名服装设计师同时也应该是一

名小艺术家，具备不一般的品位与审美修养，在创作的

作品或是流行于市场的服装商品价格的附加值里，必须

要有其个人对历史文化、当代艺术走向的判断和领悟后

的再创造，其服装商品中流露出的格调意味是其区别其

他服装商品的重要特征，这需要设计师的悟性和智慧，

将精神性的美感移植到服装材料的形制里面，需要的

是超乎寻常的意识和创新能力的表达，才能够无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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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铸造一个新的作品诞生，因而设计师的艺术修养

是首要的。

4. 注重个性趣味与时代风格的融合

个性趣味形成时代风格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市场接

纳和认可，设计师对事物新鲜感的捕捉与敏感度的培养，

更多的是依赖于修为的自觉意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渗

透更多的是阅历的增扩与滤镜般的沉淀。服装设计师在

市场作用下理所当然地附和和怂恿这个时代，谁的品牌

故事讲得生动感人，谁的品牌在市场中的形象就立得高、

走得远；日本文化式服装学院院长小池千枝在其文化式

服装讲座里开篇即强调：“作为服装设计师应该保持良好

的新鲜感和美觉的能力”，说明个人趣味结合时代审美融

合品牌的重要意义。

5. 注重跨界的互动及圈子的惯性

一个在娱乐界或者在其他领域获得成功的人士，其

正面的影响力自然会极大地帮助到她在时尚界获得更大

的成功；诸如主持人、形象代言人、演员的写书、写字

就“点石成金”、艺术价值不菲、市场热卖；跨界的成功

还有部分成因是有赖于互联网时代带来的网络资源共享

而链接到利润丰厚，“它山之石”对“玉”的转换也是建

构在圈子的形成与惯性层面上的嫁接成功。这种惯性既

是传统也是当代，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同时进场的

业内，不同层面圈子的形成也不同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

与市场的需求，个性化的互溶成为时代显著特征。

6. 注重创意文化的市场认可

服装设计是最具创意文化特征的行业之一，其创意

产品的独特与抄袭带来的流动更容易被人误解，有人说

误解误读也是促使流行的主要手段之一，将错就错的实

用主义是品位贫瘠的表征。当一个人一件服装的精神层

面被强行扭曲的社会是谈不上尊严和自尊的，因而服装

创意作品的价值评估与价值保障体系，也就更加突出地

摆在众人面前，创意文化的缔造者们应该有足够的社会

认同和价值认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才能够在享受尊荣

的同时更加自信，其艺术设计的前瞻性也因此会更快地

推动和提升生活的质量。

7. 注重周期与规律的共性特征及其预测研究

在商品市场规律的制约下，面对日益突出的市场竞

争，没有谁可以静待花开，等着天上掉馅饼，更多需要

未雨绸缪，基于过去的历程规律对未来早作预判和预测，

并制订预案某前景。服装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应出

人们对生活的心理需求和内在反应，也是人们个性及审

美修养与个性的品位外化，所以作为品牌定位更应该捕

捉人们的心理动态，在流行趋势的预测和市场应对当中

有的放矢、不失时机地引导和引领消费，成为设计师联

合心理学家将品牌战略画实写牢的不二选择。这点也暗

合着一位院士提出“在科学研究领域里的成果，不无例

外地会归结到心理学的范畴当中”说法例证。

这些方面的加强不仅是针对个性化需求的市场群体，

它也是促进设计师个性化风格的形成的重要条件，这也

是服装设计教育目的对教学者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下浮躁虚华和片面追求就业率的外

表下，服装设计教育体系应该回归审美本质和行业需求，

充分理解康德指出——“时尚从本质上来看就是变化无

常的生活方式”，随着物质基础不断丰富和精神追求不

断提升的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应对资源共享时代里大

众化秩序井然、量身订制趋势下小众化趣味的群体特征，

结合办学机构自身培养目标和教学条件，对标这个时代

对服装设计人才敞开大门、严进严出的业态特征，将时

尚类型的放射层、延伸层、扩展层、核心层对号入座、

门当户对地加以整合，以期实现其作为服装设计师素质

和生活品位的提升，满足传统与当代的转化、文化与消

费的融合、人才与市场的对接、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教育储备，为服装设计领域及行业培育造就更多优秀

的知名设计师，改善生活品质，为转型社会和民族复兴

贡献出更多的智慧和碰撞出更多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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