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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院校服装表演课程标准浅析 
吴亚文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苏州市  215000） 

摘要：高职高专院校服装表演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职业专业技能，更好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高职高专院

校服装表演课程设置有着自己的标准要求，以专业能力、社会能力、方法能力作为总体性的标准要求。基于此，本文从服装表演课

程内容设置、考核方式及其课程标准展开了具体性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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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表演（Fashion Show）是以人为载体，通过舞台表演的特有

模式，动态展示服装穿着效果。服装模特通过穿上设计师设计的服

装，佩戴相应的首饰，以特定的步伐有节奏地在 T 台上进行行走，

来体现出服装的和模特的美感。高职高专院校服装表演侧重于进行

职业专业技能的培养，要求学生能够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更好地

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本文对高职高专院校服装表演课程标准展开

了研究。 

一、服装表演课程内容定位 

《服装表演与编导》是服装表演专业的主干课程，专业知识的

学习主要是围绕其展开。该课程学习的主要内容为时装展示、时装

模特、广告摄影模特、表演技巧、时装表演的筹备、筹划编导等相

关内容，注重培养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走台基本功、实际表演能力、

服装策划组织能力。服装表演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效地让学生的将走

台技巧、表演能力、服装表演编导、筹划能力与知识进行有效的融

合，能够让学生提高自身的服装展示能力，同样也能够促使学生掌

握该专业的核心职业技能，独立自主进行表演的策划、组织、编导。

在课程的学习和指导下，学生的综合能力能够得到有效的提高，促

使学生能够向复合型人才的方向转变。 

服装表演与编导课程的学习是一个专业化的过程，涉及职业类

服装展示、休闲类服装展示、泳装展示、民族类服装展示、概念类

服装展示、礼服类服装展示、促销类表演的编导、发布信息类表演

的编导、竞赛类表演的编导、娱乐类表演的编导等相关内容。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主要就是掌握一定的表演能力和编导能力，促使学

生能够达到课程学习的要求，能够完成相应的学业。 

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根据课程考核的要求，能够进行不同

程度的职业类服装展示，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够按照相应的技术要求

完成舞台踩点、试装等工作要求，根据职业服装展示的要求来进行

化妆，按照服装设计师的要求来完成相应的动作设计，表达出服装

设计师的设计意图。最后，在编导指挥的要求下，能够完成相应的

彩排任务和表演任务。 

二、服装表演学习领域目标 

根据服装表演课程学习的要求，服装表演专业的学生应当能够

掌握以下的专业能力、社会能力、方法能力。 

1.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指的是服装表演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完相关课程以

后，应当所掌握的基本专业技能，而这些技能对于学生的学习和发

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服装表演学习中，学生需要掌握十三大

类的专业能力，具体来看主要分为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具有展

示各类服装的能力。二是，具备模特应有的条件、综合素质能力、

职业素养。三是，具备模特的基本表演能力以及各身体部位的训练

方法。四是，能够掌握镜前表演的形体造型以及训练方法的能力。

五是，能够熟练地掌握镜前表演的能力。六是，具备掌握明确拍摄

广告的主题、产品的用途、性能及使用方法。七是，具备掌握不同

类别广告画面的表演。八是，具备掌握根据生活积累借鉴艺术作品

的事例和形象展开艺术想象。九是，具备组织作品展示表演、正式

走台表演、非正式表演的能力。十是，具备能够组织专题服装展示

的能力。十一，具备组织对零售业和消费者的服装表演的能力。十

二，对音乐有较强的鉴赏力及表现力。十三，具有从事形体、舞蹈

教学的能力。 

2.社会能力 

高职院校是我国培养职业型人才的高地，对于学生的社会交往

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要求学生在完成职业技能学习以后能够以积

极主动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中去。在社会能力方面，高职高专

院校的学生主要掌握四个层面的社会交往能力。一是，具有较强的

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二是，具有团队精神和协作

精神。三是，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克服困难的能力。四是，能与

客户建立良好、持久的关系。 

4. 方法能力 

方法能力强调的是学生能够独立自主地从事服装表演类的活

动，能够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分析服装表演活动，保证服装表演活

动具有一定的专用性。在方法能力层面，学生需要掌握三大类的方

法能力。一是，能自主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二是，能通过各种媒

体资源查找所需信息。三是，能独立制定工作计划并实施。 

在综合能力中包含大量隐性能力和经验性的成分，难以将其用

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其是一种艺术性的概念，要求学生能够通过

大量的社会实践或者经验学习的方式方法才能够掌握。例如，在进

行服装模特步伐学习训练过程中，学生需要对基本台步进行相应的

学习和探究，能够在走台的时候，头肩、手、胯、腿各个部分能够

动作协调，行走的时候具有很强的韵律感，摆臂自然、放松，能够

给人一种美的感受。而这种能力的学习是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

够逐渐实现，是一种艺术性的范畴。 

三、服装表演课程内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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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对服装表演课程内容的限制和规范，课程的内容、

结构、课时都要围绕培养目标和进行细化，是对培养目标的具体反

映。高职高专院校是我国的职业技能型人才的重要高地，人才的培

养方向和目标应当以提高学生的职业专业技能为根本性的目标，学

术专业技能为辅助性的目标。在目标的具体培养中，要在服装设计、

服装表演上进行重点的培养，促使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意能力，能够

更好地掌握专业职业技能。 

2.课程内容 

在课程内容方面，其主要由通识教育、学科基础、学科方向、

实践方向这三大部分组成，共同构成了高职高专院校服装表演的课

程标准。 

从通识教育来看，通识教育又称之为通才教育，要求学生能够

掌握一定的通识性的知识和技能，旨在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的培

养，促使学生在道德、情感、理智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在通识教

育课程方面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础性的通识教育，主

要由英语课程、思政课程、语文课程、形势与政策课程等方面组成。

二是，专业性的通识教育，属于服装表演课程的基础性课程或者入

门级别课程，通常有服装表演概论性的内容。 

从学科基础来看，其是服装表演课程的专业性知识的学习，学

习的内容通常是以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必

修课程属于专业性的基础课程，不区分研究方向，学生要进行全体

的学习。选修课程属于辅助性的课程，学生能够进行自由的选择。

选修课程和必修课程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对于学生专业技能的提升

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学科方向来看，学科方向主要指的是高职高专院校具体的学

科教学方向。一般而言，不同的高职高专院校有着不同的学科方向

要求，学习的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通常而言，学科学习的内容包

含：服装表演系列课程、职业模特社交礼仪、大赛指导、音频制作

与视频制作、音乐赏析、舞台环境艺术、服装表演编导策划、整体

造型设计、论文选题与写作、设计策划与实践、时装表演实习、服

装结构设计、服装设计、服装表演编导、模特经纪管理、童装设计、

服饰展示、舞台设计等喜爱那个管内容。在具体的学科内容学习中，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基本上都是围绕以上课程内容来展开

相应的学习。 

从实践课程来看，实践课程的学习通常包含入学教育、军事训

练、军事理论、毕业教育、第二课堂、服装表演编导实践、表演实

践、服装工艺基础实习、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等相关实践课程。通

常而言，实践课程要求学生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来进行课程知识学

习，促使学生能够将学习理论知识转化为应用型的知识。在高职高

专院校服装表演课程学习中，实践课程的学习在课程学习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3.课程结构 

课程结构是课程目标转化为教育成果的纽带。在具体的服装表

演课程学习过程中，需要对学生的课程内容进行详细地编排，确保

学习的内容具有层次性和连贯性，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学习。课程

结构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学习课程的先后顺序。二是，学习课程

的课时结构安排。通常而言，课程结构是以选修课程和必修课程的

形式加以体现的，必修课程设置为 16 门，选修课程为 6 门。在不

同的高职高专院校服装表演课程设置中，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设

置不尽相同，存在一定的差异。 

4.课程学分 

课程学分是由课程内容和课时安排来决定的，课程学分往往是

一个总体性限制性的概念，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只有达到了相应的

课程学分的标准才能够参与到毕业设计环节。不同高职高专院校在

课程学分上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总体上保持在 150 学分左右。 

四、服装表演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高职高专院校服装表演课程通常采取学期考察，学年考试的方

式来进行。考试的分值为满分 100 分，平时成绩占据 20%，期末考

试成绩占 80%。期末考试通常是以理论考试和能力考试的形式加以

体现。理论考试则是以笔试考试的形式展现，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相关卷面考试。能力考试则是采取面试考试的方式进行，测

试学生的服装表演能力。在具体的考试中，低年级主要以笔试考试、

表演基本功考试为重点，高年级则是要求学生进行自我筹备组织、

编导表演作品、发布表演作品的形式加以综合测试，要求学生能够

通过协作或者独立自主的方式来完成相应的考核任务。学科教师则

是基于相应的考核计分。 

2.实践教学考核 

实践教学环节的考核主要对学生在教学环节中的教学目标，学

生的学习内容进行相应的考核，考核的内容通常是由实习指导老师

来加以确定和规范的，由实习指导老师进行全程的跟踪和考核。具

体的考核结果通常是以实习报告的形式加以体现的。 

3.技能考核 

技能考核属于等级考核，是一种自主性的考核方式。学生自主

参加由国家教育部门统一规划的等级考核，考核是以证书的形式来

加以体现的。在技能考核中，采取初试+复试的方式来进行，强调

学生能够掌握一定的服装表演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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