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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山装元素的中小学校服设计

秦真棋　杨笑冰 *　陈奕名　付思忆　刘贵鑫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徐州　221018

摘　要：校服设计是一项为学生设计统一服装的综合性工作，不仅为学生设计统一美观的校服，还展现了学校的文化形象。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社会，校方，家长以及学生都对一件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校服十分渴望。针对当代中小学校服设计

中存在的问题，对中小学的身体特征，行为习惯，生活环境，兴趣爱好进行分析，并从款式、面料、色彩、功能几个方面

探索中山装元素与中小学校服设计融合的设计方法。通过研究发现 , 将中山装元素融入中小学校服设计既能弘扬中国优秀

的传统文化 , 又能为当代中小学校服设计提供一种新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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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山装的设计灵感源自革命时期的服饰需求，它巧妙

融合了中西服饰的精髓，每个细节都蕴含着深厚的意义。胸

前的四个口袋代表着礼、义、廉、耻四种道德观念，门襟上

的五粒纽扣则寓意五权分立，袖口的三粒袖扣则是“三民主

义”（即民族、民权、民生）的体现。而后背不破缝的设计，

象征着国家和平统一的大义，立翻领则展现了严谨治国的理

念。将中山装的这些元素融入中小学校服设计中，不仅弘扬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增强了中小学生的文化自信心。我

们选用吸汗透气的面料，确保中小学生在运动中的舒适性，

同时，校服上的纹样采用数码印花技术，以实现高性价比的

大规模生产。本次设计研究旨在为中小学生打造既富有文化

内涵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校服，使之成为校园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1. 背景现状分析

1.1 中山装诞生于民国时期，曾是国家公职人员和进步

人士的首选，其立翻领和四个明贴袋的设计自 1949 年后基

本定型 [1]。如今，中山装的设计元素深受年轻人喜爱。立翻

领象征严谨治国，同时保暖庄重；对襟与前襟五粒扣简约沉

稳，寓意五权分立或五族共和；四个贴袋体现国之四维——

礼、义、廉、耻，其中胸口平贴袋寓意以文治国，老虎袋则

美观实用。袖口三粒扣代表三民主义，体现共和理念。这

些元素使中山装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1955 年，

周恩来总理身着中山装出席日内瓦会议，赢得国内外赞誉。

2015 年，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也选择中山装，其典雅大

气的形象再次赢得国际赞誉。

1.2 中小学校服现状

中国社会十分注重学生的教育问题，但校服的发展却十

分缓慢，校服的风格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未能像西方学

生的校服那样形成规范的体系 [2]。如今从款式统一的运动式

校服到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日韩制服，中国校服的痛点在于：

1.2.1 缺乏美感，缺乏文化融入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出现了使用至今的运动式校服。

运动式校服通身较为宽大，便于运动并同时具有良好的舒适

性，与中小学生发育速度快，活泼好动的生理特征相符。统

一的服装不仅方便管理，还避免学生之间互相攀比，体现教

育公平。但是一成不变的运动式校服款式单一，在寒冷的冬

天，许多学生只能将用来保暖的羽绒服塞进长袖校服里，既

显得臃肿又缺乏美感，压抑了青少年对美的追求。在色彩上

多使用黑、白、红等单调压抑的色彩使原本正处于朝气蓬勃

的青春期学生包裹的沉闷且毫无生机，束缚了个性的发展 [3]。

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为了表达性别差异化，突出学生个性，

开始出现欧美风和日韩风制服。但日韩制服上体现的是他们

的本土文化，缺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加之中小学时

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多元的

外来文化会影响青少年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一些

欧美校服在款式和色彩上并不适合我国的中小学生，并不值

得借鉴。

1.2.2 性别区分度弱

整齐划一的制式校服虽然体现了平等却模糊了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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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裤，长褂的校服减少了男女生之间的性别差异，使得性别

区分度弱。做早操时，一眼望去都是一致的服装与色彩难以

区分学生的性别，宽大的制式校服既无法体现男生的阳刚之

气也无法体现女生的阴柔之美。但中小学时期是性别意识增

强，注重自我统一性的的关键时期，学生们只有认识到性别

的差异，才能更好的认识性别，尊重性别，才能更好的成长。

从校服的设计元素上增强男女校服的差异性，可以让老师便

于管理自己的班级并对不同的性别施以不同的教育方式。

1.2.3 校服口袋的审美性、实用性不足

现代中小学校服口袋的设计缺乏审美性和实用性。很多

校服的口袋尺寸过小，缺乏功能性，难以容纳文具，饭卡等

一些日常物品的放置，加上口袋深度不够，又没有拉链，导

致口袋里的东西容易掉落，比如家里的钥匙，如果不慎掉落，

则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不便。单一的形状，不仅缺乏审美性，

导致学生个性缺失，而且难以满足不同物品的盛放需求。

2. 目标用户分析  

2.1 目标用户的范围

中小学校服的目标用户主要包括小学生（6~12 岁）和

中学生（13~18 岁）。这一年龄段的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

关键时期，身体和心理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2.2 身体特征

小学生：身体发育尚未完全，生理变化相对稳定。身

高和体重增长迅速，骨骼相对柔软，肌肉力量较弱，头部略

大，四肢较短。

中学生：由于第二性征的出现，生理变化明显，身体

发育逐渐成熟，身高和体重基本稳定，骨骼和肌肉力量都有

所增强。中学生的校服设计则需要更注重版型和款式，以更

加符合青春期学生的身体特征。

2.3 行为习惯

活泼好动，集体意识增强：随着运动能力的加强，身

体也变得更加协调，灵活性和耐力也逐渐提升 [4]。中小学生

通常活泼好动，因此，校服需要具有良好的活动性和耐穿性，

以满足学生的日常活动需求。中小学阶段，集体荣誉感逐渐

增强。学生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就会产生一种归属感和被接受

感，有助于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的培养。

2.4 生活环境

中小学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校园环境安全

且封闭。需要考虑到学生的日常活动和运动需求。因此，校

服的设计需要舒适也要易于清洗。

3. 中山装元素融入校服的设计研究  

3.1 设计思路

3.1.1 两者的交叉点 

在设计元素上中山装的领型设计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

立翻领应用到中小学生校服的设计中，既保留了传统元素，

又显示出中小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礼、义、廉、

耻”的四个口袋经过一定的改良，加入一些年轻新颖的元素

不仅增强校服口袋的功能性，还增加了容纳空间，使得严谨

规范的学生制服看上去更加活泼有趣，符合中小学生的心理

特征。中山装作为我国近代服装文化的代表，其中的设计元

素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极强的政治意义，运用到中小

学生的校服设计中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

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

3.1.2 制式设计

针对当代中小学校服性别区分度弱这一痛点，男生校

服设计成上衣下裤的形制，搭配夹克式外套，彰显男生的阳

刚之气。女生则是上衣下裙的校服形制，搭配半身裙或连衣

裙显得优雅甜美。裙子长度要适中，可以选择 A 字裙或直

筒裙。

3.1.3 款式设计

立翻领：立翻领是中山装最核心的元素之一。将其运用

到中小学学生的校服设计中，既不显得幼稚，也不会过于成

熟，不仅可以体现中山装优秀的历史文化内涵，还可以展现

中小学生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只是在运用的过程中，领子的

领型要贴合学生的颈部曲线尽可能的保持舒适，适宜运动。

对襟：对襟的设计看上去简约大气，前襟上的纽扣是

一大设计点。采用价格较低的彩色塑料纽扣，可以增强小学

生校服的趣味性和美观性。中学生处于青春期，对于审美的

功能要求更高，因此前襟的设计可以采用拼接的方法彰显个

性。纽扣的个数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作出具体的调整。

后背设计：中山装的后背缝不破缝，寓意国家和平统一，

此理念既保留了中山装的文化传统，也符合学生的身份，显

得庄重且得体。

3.1.4 面料

面料的选择上，舒适是第一位的。选择优质的面料既

可以保证舒适，也是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良好保障。夏季校

服较贴肤，面料的选择上要求柔软且含棉量高，具有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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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湿性和透气性。6~12 岁的小学生正处于身体快速发育的

黄金时期，活泼好动也是这一时期孩童的显著特点，面料上

更加结实耐磨。中学阶段的学生精力充沛，生理上逐渐向成

年人过度，运动量较大，面料的弹性也至关重要。而秋冬校

服，多选择保暖性高的较挺括的面料，但不宜选择太过厚重

的面料 [5]。

3.1.5 色彩

中山装的经典色彩一般是深灰，深蓝，墨绿色等一些

深色系，参加特殊节日，盛大的宴会和一些严肃的外交场合

是再合适不过的，体现出庄重肃穆以及穿着者良好的精神风

貌。深色系应用到中小学校服的设计中，为了不显得过于沉

闷压抑，深色的范围要少，并且深灰，深蓝可以转换成色彩

明度较高的冷灰，浅蓝以显示出青少年学生昂扬向上的风

采，在一些部位，比如：袖口，前襟，领子，口袋盖等就可

以使用一些浅蓝色。为了提高性别区分度，女生的裙子使用

白色，粉色等比较活泼明亮的色彩综合大面积蓝，灰带来的

冷调，使中小学校服既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又不失时尚感。

3.1.6 图案

传统纹样梅兰竹菊成为人格的象征和隐喻，牡丹花、

莲花、菊花等花卉纹样寓意吉祥将其融入到校服的设计中，

既美观又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考虑到小学生的年龄特点，

色彩明快的几何纹样如祥云纹，可以满足其审美需要，狮头

纹，虎纹等瑞兽纹样运用到校服中既增添了趣味性又区分了

性别；中学生的校服应该彰显个性，有着更高的审美要求，

简单的书法元素，通过合适的变形应用到中学生的校服中，

新颖且不落俗套，潜移默化中加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为了

节约成本，图案可以通过数码印花的方式印在校服上，并且

要耐清洗。

3.2 设计创新

对于当代中小学生校服的设计来说，校服口袋的设计是

校服设计中的重要一环，也最能体现校服创新性的一部分。

其审美性与实用性并重。以下将从几方面进行阐述。

3.2.1 色彩搭配

活泼好动是小学生的显著特征，生动有趣的设计更能

打动他们的心弦。为了使校服更具童趣，贴袋部分则可以使

用大胆鲜艳的色彩，甚至可以运用撞色的设计，袋盖和袋身

的颜色不同，增强视觉冲击力。中小学褪去了稚嫩，生理与

心理上逐渐成熟。色彩上，不要过于鲜艳花哨，要和校服整

体色彩相协调，显示中学生的内敛与沉稳。

3.2.2 图案形状

图案上，卡通图案，学生们喜爱的动漫角色是不错的

选择，将其印在贴袋上更具趣味性，简约的图案或文字，如

校规，校训，既落落大方又增强了学生的归属感，此外，贴

袋的形状上要积极打破传统的方形形状，圆形，心形，五角

星都可以进行使用。袋身可以进行立体袋的制作，增大储物

空间。

3.2.3 多功能口袋

多功能贴袋满足中小学学生收纳需求，同时还能彰显

个性。它在普通贴袋基础上增设小贴袋，用魔术贴连接，方

便快速拿取小物件。基础大贴袋为立体设计，增加深度和宽

度，内设暗袋，满足青春期孩子对私人空间的需求。针对中

小学学生走失问题，校服中可嵌入小巧轻便、定位精度高的

GPS 系统，外观以狮头纹、莲花纹等传统纹样装饰贴袋，既

富含文化内涵又提升安全性。这一设计实用且富有创意，深

受学生喜爱。

4. 结语

中山装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有着极为

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政治意义，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中山装中的设计元素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美学特色和艺术

价值。把中小学生的校服设计与中山装元素相融合，不仅弘

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培养了中小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

民族认同感。本文分析了中山装的结构，款式，色彩，为当

代中小学校服设计提供了新思路。旨在将中山装的经典元素

与校服的美观性和实用性相结合，打造出既时尚又有着丰富

文化内涵的中小学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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