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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发展背景之下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升，这也间接带动了人们的消费水平。而服装作为人们必备品之一，服装行业

的总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女装一直都占有服装市场主要份额。女装款式的千姿百态，形成了各自迥异的

服装风格。尤其是女式上衣种类十分丰富，在具备实用性的同时，本身还具备非常强的装饰美化作用。合体女上衣是中高职服装专

业教学实践中重要的模块之一，是女装结构设计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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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女式上衣种类丰富，款式新颖，根据不同年龄、性格、职业再

加上服装本身的功能，女士上衣分为很多种类，有温婉端庄的大衣、

有随性洒脱的卫衣、有自然舒展的 T 恤、有迷人曲线的合体女上衣。

从合体度上来说女上衣版型主要有合体和宽松两种，其中合体类型

的上衣就是合体女上衣。合体女上衣的主要特点体现在肩部宽窄、

袖型领型以及收腰造型等风格方面的变化上。 

2 合体女上衣 

合体女上衣在职业装上体现最为明显，通过省道转移、衣身分

割、抽褶收裥等结构设计变化，古板的职业装也可以变得时尚，符

合端庄大方、简洁明快的基本格调的同时又能够为职业女性带来多

变服装风格。 

合体女上衣的结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提升合体女

上衣结构设计水平，本文以枪驳领小西装为例，如（图 1）所示，

对合体女上衣结构设计教学进行实践和研究。 

 

图 1 

3 教学设计 

3.1 从体形到纸样 

服装款式奇异多样，裁剪独具匠心，从人体工程学角度看，服

装与人体具有唇齿相依的关系，要提高服装的质量，必须弄清楚人

体与服装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既美观又舒适的服装。如（图

2）所示。 

 

图 2 人体到纸样的过程 

3.2 3Dclo 虚拟试衣 

利用平面裁剪和立体裁剪两种方法相结合，通过富怡 CADV10

软件精准完成合体女上衣纸样设计，然后将设计好的纸样导入

CLO3D 中，并在布料窗口中选择合适面料，最后利用虚拟缝制工具

缝合，将虚拟缝制后的成衣穿在 3D 虚拟模特上，验证纸样的合体

性，效果如图 3 所示。 

 

正面             侧面             后片 

图 3 3Dclo 虚拟试衣 

4.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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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体女上衣结构设计实践教学来说使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是非常重要的，这关系到整个实践教学的效果和效率。对于这个对

实践性要求非常强的专业来说，只有保证实践教学效果才能够提升

学生们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不断的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专业

能力。 

4.1“做学教合一”教学实践 

合体女上衣结构设计教学实践最重要的环节是学生亲自设计

和制作，在整个教学实践中，老师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

中实践，在解决一个个任务的过程中，师生双方互教互学，学生做

中学，学中做，教师做中教，教中做，既培养了学生得专业技能又

构建了民主、平等、尊重有爱的新型师生关系。 

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学生自身的团队协作能力、动手实践能力、

设计能力以及制作能力都会得到很大提升，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

修正中得到进步，感受设计所带来的魅力。如（图 4）所示。 

 

见图 2“做学教合一”模式下的教学流程图 

4.2 信息化教学手段和运用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和前提之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设

备和软件运用到专业教学过程中，比如使用 3Dclo 软件创建 3D 虚

拟人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衣身、衣领、衣袖、褶裥等结构设计，

并在三维虚拟环境中快速实现结构设计立体造型结果。立体式模型

的设计和构造可以为学生们合体女上衣结构设计以及后续裁剪、缝

制等都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和更直接的效果展示。老师可以迅速的

找出样板中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及时指导学生修改纸样，方便后

续操作。 

4.3 实践成果展示： 

实验结果展示是整个实践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个学

生都希望自己努力的成果能够展示在大家面前，得到老师和同学的

称赞。对于所有学生来说在实践教学的最后展示实践成果也能够起

到很好的督促作用，给予学生不断完成实践操作的重要动力。而在

实践结果展示的过程中老师不仅可以及时了解到每一位同学的具

体学习成果，对于实践结果成品中的优秀和突出之处一定要积极的

给予表扬，给予学生足够的自信心，但是对于案例作品中所存在的

不足之处也需要通过适当的点评指出，称赞、鼓励和批评相结合这

对于学生们掌握知识点和实践操作经验有非常好的效果。老师点评

同时也让同学积极参与自评和互评，在不断思考过程中了解更多关

于结构设计的原理和要点。而对于该如何展示作品、每个作品展示

和评价时间都需要老师进行把控，老师应该贯穿整个过程，争取让

学生用最短的时间学到最多的知识。 

5.结束语：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整个合体女上衣结构设计教学实践过程

中，合适的教学方法的使用尤其重要，通过做学教合一、项目教学

法、任务驱动法、案例分析法、成果展示法等诸多实践教学方法相

结合能起到非常好的实践教学效果。从最初的准备、到教学方法的

设计再到最后的实践成果展示，环环相扣引导学生们顺利完成实践

学习，提升自身的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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