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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服饰图案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发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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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的发展，各民族的鲜明特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民族的文化内涵以及艺术形式备受广大人民的喜爱，随着

各民族地区教育深入的推进，需要更多民族服饰图案等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走进教育教学中，以提升民族教学课程的生动性及学

习效果，为学生打造完善的学习系统，所以将民族服饰转化为数字化表达，来促进多个领域共同发展，其中在教育教学、设计研究领

域有很好的推动力，在此环境下，展开理论及技术研究，围绕民族服饰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发展与应用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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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中国的国力不断的增强，民族文化以旅游业、服

装业等发展飞快，自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服装行

业快速的兴起，同时也加快了服装设计等教育类的发展脚步，民

族服饰图案成了服装设计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

服饰图案是这个民族的物质载体和文化的标志，本文就民族服饰

图案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发展和应用进行深入研究。

一、民族服饰图案介绍及项目教学概述

民族服饰图案融入到服装设计教学中去，投入到教育领域中

在艺术类课程中，能被更有效的关注到，民族服饰图案样式繁多、

图案中包罗万象、其中以动植物造型最为独特，其中的空间结构

与色彩搭配上更具有艺术性，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比拟的，更

是设计学中最佳的艺术范本，在设计教学的发展和应用中，开展

民族化的教学模式，丰富了教学形式以及内容，更能引发学生对

民族文化的理解以及思考，通过观察以及参与艺术类设计的学习

项目，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及更好的了解民族的渊博文化

[1]。其次，民族服饰图案在设计教学中最该加入，也是一门基础

课程，其开设的作用影响很深，首先要确定民族服饰图案在服装

设计教学中开展的目的，首要的目标做用有哪些，在设计教学中

应该重点教授民族图案个服饰图案的文化知识、以及设计的工艺

方式，先要从简单的图案入门，慢慢的渗透到服饰图案里，让学

生懂得服饰图案的设计理念，活络思维，随意想象，开始自由式

发挥设计。要掌握的技能有：了解服装设计的材料、绘画、独立

的计算机操作设计、民族图案的工艺形式，以及专业的色彩学搭

配[2]。

二、民族服饰图案教育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民族服饰的最大特点就是色彩相对鲜明，色彩是构成民族服

饰图案的重要组成结构，少数民族的服饰多数收到两个方面的因

素影响，首先就是少数民族的服饰多数趋向吉利的样式，象征着

美好寓意，例如佤族的民族服饰中多数以黑色为主，红色也是常

见颜色，佤族人民将黑色视为美好的颜色，象征着勤奋、健康。

而红色代表着热爱和血的颜色，红色象征着美好的寄予和勇敢。

其次色彩在民族服饰也是源自材料的影响，例如在哈尼族中，当

地最常见的一种植物是靛青，而它的颜色就成了哈尼族服饰象征

的颜色，所以他们的服饰最常见的便是靛蓝色，第三、少数民族

中的服饰图案不仅仅因为以上两个因素影响，便是图案的组合方

法以及图案的工艺方式。少数民族中的图案常见对称重复以及渐

变等，在利用更高的工艺方式加工，就会变成严谨、整齐又极富

艺术性的图案[3]。

三、民族服饰图案课程的项目教学法探索

民族服装图案都有特定的代表含义，所以在服装设计专业的

服饰图案学习中应该关注到服装设计，在教学的过程中民族服饰

的设计应该与课程相结合，注重服装材料以及工艺表现手法、以

及服装的设计样式等。把服饰图案课程和其他相关课程相互紧密

联系，并拓展两者的设计方向，对设计都起着积极的作用[4]。

3.1加强与服装材料课程的联系

服装的材质面料有个二次再造的过程，是服装材料课程的不

可或缺的环节，通过物理方法凹出不同的立体造型，使得面料更

有立体感，也可采用缝纫、刺绣、粘合、剪切、撕拉、烧花、热

抽丝等设计方式让面料有着不规则、不完整的外观。在服装图案

的设计中，为达到让学生了解不同的面料会产生不同的设计视觉

效果，通过面料性能差异，在设计方向和表现的形式上创新，再

结合实际需求以及面料材质进行再加工，最终会呈现出不同的设

计效果[5]。

3.2加强与服装设计方法课程的联系

民族服饰图案终究是落在服装上，图案的设计都要服务于服

装，同时对服装设计的应用上有着指导作用 ，如今的社会大众

的服饰对着装的要求越来越高，追求款式设计的同时对服饰材料

本身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消费者从最初追求服饰的款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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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转变为对面料、功能以及图案等工艺要求，服装图案的重在

表现服饰的设计感[6]。

3.3强调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训练

充分利用服装专业实验室和工作室进行实践教学，服装图案

课程是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同的院校开设不同的教室，利用

专业的设备进行课程实践活动，让学生有专业的动手能力，体验

民族图案从图纸到成品的是做过程[7]。

四、现存漏洞

民族的服装图案课程作为服装图案的一部分，同样也是服装

专业课程中的一个分支，对比国内外些许服装院校，现如今这门

专业课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构成，其中包含图案的历史以及类型、

图案表现形式、组织形式、构成方式、形式美基本法则的应用以

及设计原则为主。多数的学生作品中都会利用平面图形的图形创

作而成，有的院校也会研究创新手法，例如利用材料的二次再造

和图形设计完美融合[8]。从当前的现状来看，如今的民族图案教

学已经趋于成熟，图案教学已经将基础图案和传统的服装设计相

结合，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即使取得过好的成绩的情况下，

随之出现的问题也不能避免，由于课程内容包罗万象，在教学安

排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列举如下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

4.1课程安排不合理

许多院校对于存在对服饰图案教学的力度不够，民族服饰图

案常常被忽略，服饰图案不仅仅是服饰上的一个装点构成部分，

民族服饰图案更具代表意义，在教学上应该做出明显的区分，在

基本图案教学的课程中做出明确的划分，要选择专业的教师来教

授这门课程，引起学生对民族服饰图案的重视，培养学生在创始

自己的作品时，注重形式美感的同时，更加富有时代感[8]。在以

往的调查结果中能看出，在国内多数院校的服装专业课程中，发

现服饰图案在整个服装专业课程的比重中占比极小，有的院校甚

至没有将服装图案设置为基础的专业课程，民族服装图案的专业

课程更占少数，有的甚至将图案设计划分到染织设计的课程中，

将图案设计和服装设计区分开。有的院校即便是开了服饰图案的

课程，但开课时间安排中根本找不到这门课程，形同虚设，还有

将课程安排的时间靠前，没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基础时，根本无

法完全与服饰图案课程相结合，必然不会完全掌握这门课程，服

饰图案虽然是门基础课程，没有和其他设计课程有太多的关联，

但它却和其他专业有很大的联动性，其中要求计算机辅助设计参

与、在服装设计方式、材料、以及工艺的手法有着很大关系，若

在课程安排与教学方案不能合理开展，外加与其他基础课程不能

相互联系，就会造成学习进程脱节，极大的缩减了学生的学习成

效[9]。

4.2减少了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

专业的服装设计人员不仅仅是懂得绘画，而对于综合素质要

求同样很高，除了会创作优秀的效果图以外，对其他方面的能力

要求同样要达标，好的绘画基可以帮助服饰图案设计的更加完善，

对确立设计方向有很大的帮助，与绘画能力相比，动手实践能力

同样重要，在现场教学时，可以带领学生亲身体验真实的生产工

艺流程，从面料布艺到服饰图案设计再到物化的成品效果，这一

系列的生产过程让学生们真切的感受到[10]。

4.3加强学生的市场意识

优秀的服装设计作品一定会受到市场的关注，并会被消费者

认可，自认为优秀的作品经受不住大家的检验，也会被弃置一旁，

民族服饰图案的设计也隶属于服装行业，教师在服饰图案设计的

教学中，应该正确的引导学生积极的关注服装服饰的时尚方向及

动态发展[11]，做好时尚发展动态的前景分析和预判，除此之外，

也要定期带领学生做市场调研评估，调研的过程中让学生真切的

学习到知识，结合教学内容和俯视图案设计的项目目的做出精准

的反馈，在学生进行市场考察调研之前，要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

参与教学的老师要提前规范好任务的目标，期间如有老师相伴考

察并全程陪伴讲解是好的选择之一，在学习考察调研结束后，学

生要根据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感总结形成一份可行性报告，其中学

生在接触到不同的品牌所使用的不同的面料、工艺等都会得到不

同的体验，目的是为训练提高学生们的市场思维，让学生真切的

了解到消费者对民族服饰图案的真正需求，以及设计服饰图案在

市场中又怎样的角色，也明确了了学生关于服饰图案的设计方向，

能快速的迎合市场的真实需求[12]。

结论

民族服饰图案设计是服装设计的组成部分，并在服装设计中

有很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民族的文化兴起，民族服饰图案成了

民族文化的图示，在服饰上成了关键元素，将民族服饰图案设计

在教学中广泛的应用，加强了服饰专业课的教学水平，也提高了

学生在服装设计上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钟安华.服装人才培养〔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 010-011

[2] [13] [15〕徐雯.服饰图案[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133-136,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2卷第 4期 2020 年

32

[3] L8〕史启新.装饰图案[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3.3, 18-19

[4] 王种李敏巨德辉乔杰.服装色彩与应用〔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5] 张梅梁军卢岩.新设计色彩〔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30

[6] 赵国志.色彩构成[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4. 44-57

[7] [10]张树新.服饰图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61-69, 100-141

[8] 汪芳.服饰图案设计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52

[9] 张梅梁军.新编装饰图案基础植物图案[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122

[10] 袁惠芬顾春华王竹君.服装设计〔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51-57

[11] 周丽娅梁军.服装构成基础[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 1-11

[12] [18〕刘元风.服装设计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8-45, 47-55

作者简介：张纪文，男，（1974.11-），汉族，河南鹤壁人，河南科技学院服装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服饰文化学、品牌服装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