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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服装开始从一种生活必需品向装饰品或艺术品转变。由于这种趋势

的变化,服装行业的创新创造层出不穷,无一不展现出普罗大众对审美艺术的追求。这些品类繁多,工序

各异的服装,也对大学服装设计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当下各个高校积极发展服装专业的热潮下,

挖掘服装设计的专业价值、紧跟国际服装发展走势、优化服装设计教学模式、应对国内产业发展需求

都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我国服装设计行业的发展背景出发,分析我国服装设计教学的教学目标,根据实

践经验总结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现状及问题,并最终给予合理化建议,以期为优化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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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clothing began to change from a life necessity to 

decoration or art. Due to this change of the trend, the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clothing industry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all showing the general public's pursuit of aesthetic art. These various kinds of clothing with 

different processes also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eaching of university clothing design. Under 

the current upsurge of actively developing clothing major in vari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excavate the professional value of clothing design, closely follow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clothing, optimize the teaching mode of clothing design, and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domestic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garment design industry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garment design teaching in China, summarizes the teaching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garment design major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finally gives reasonabl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of garment design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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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我国服装设计专业教学的起步

比较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

些问题,例如课程内容设置不合理、教学

手法单一、课堂创造力不足等问题。我

国高校如若想培养出能走向国际的服装

设计人才,就应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借鉴

国内外优秀发展经验,优化自身课程设

置,紧跟市场发展潮流,尽快改变当下服

装设计人才紧俏的局面。 

1 国内外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

发展现状 

从我国高校的服装设计专业的就业

上来看,随着服装设计行业的快速发展

和市场的逐渐成熟,服装设计专业人才

的培养与市场需求间的矛盾日渐加深。

在笔者对当前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就

业问题进行社会调查后,结果显示80%以

上的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后需要较长的

时间来磨合自身的技能与社会需要之间

的差距,服装设计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着

实践能力弱,无法快速适应岗位的困境。

部分学生还指出,在校园的知识积累是

表面的、基础的,对服装设计行业的发展

和趋势认知不够,加之近年来快节奏的

发展模式,导致毕业生无法很好的融入

社会[1]。 

从当前服装市场的需求上来说,目

前大部分的消费者更青睐于个性化、民

族性、多元化的服装类型,例如近年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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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汉服文化、国货潮牌的兴起、基于

传统服装打造的改良复试等。这些彰显

个性的服装推动了我国服装设计行业的

变革。服装设计专业的实质是服务于社

会的学科,因此在教学模式改革的过程

中,必须坚持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与

实践能力为主要抓手,打造新型的教学

体系。 

国外的服装设计院校针对这一理念

落实了阶段性的初步尝试。伦敦中央圣

马丁学院为了顺应社会对于服装的整体

需求,要求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国际

时装设计大赛,院校内部也每年举行服

装设计比赛,以此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竞争意识,在竞争中掌握时代节奏。帕

森斯设计学院也利用了社会案例作为主

要的教学手法,让学生认真钻研消费者

的需求,并调研设计公司的生产需求和

服装企业的发展需求来整合学习规划,

为自己的学习提供参考。究其本质,国外

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与国内的教学体

系之间存在着不同,我国高校应借鉴国

外提倡遵循本真和个人的发展规律的理

念,发展学生的学习灵活性和自主性。针

对国内的教育方式来看,院校和社会之

间的衔接不够紧密,学生的创新往往是

纸上谈兵,甚至大部分创新存在于意识

层面,学生的创新和创意过于发散,与消

费者的心理和行为需求不够贴合,造成

设计出来的作品实用性不强的局面[2]。 

2 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

目标 

2.1紧随时代脉搏,适应社会节奏 

在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发展中,其

教育的方式应当区别于其他艺术专业学

科,例如素描、油画等单一的技巧性艺术

学科。服装设计的行业是需要与时代节

奏紧密结合的,服装设计的材料与技巧

需要结合社会存在进行深入探究,这就

要求高校服装设计专业教育人员培养拥

有全方位能力的综合型人才,结合市场

的发展趋势,塑造具备扎实基础、设计理

念、创新才能的服装设计人才。除此之

外,服装设计专业还要结合学生的特长

和喜好,增强学生服装设计专业以及对

服装市场的分析能力与时尚潮流的评判

能力,使他们能够把握服装设计专业的

发展走向,进一步增强学生对未来工作

的适应和掌控能力。 

2.2提高就业广度,搭建开放平台 

服饰风尚的变化从未停歇,在当今

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服装市场上,各大品

牌不断推陈出新,快节奏的市场变化正

如当下人类快节奏的生活一般。这也使

我国整个服装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的业态

发生了改变,在服装设计专业人才的竞

争上同样呈现出了巨大的需求。然而,

目前国内服装设计专业的发展并不成熟,

大部门家长更愿意将学生推向金融、医

疗等传统行业中,服装设计专业在中国

并不算是一个大众专业,且需要专业学

生长期的研究和钻研,短期变现能力较

其他专业有一定的差距。因此,高校服装

设计专业教育工作者应该抓住当下大众

的心理因素,熟谙服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科学完善服装设的各项教学内容,给在

校学生提供一个更加开放、完善的设计

平台,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行研究和发

展,从而促进学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发

展需要,提高服装设计专业人才的就业

率,进一步提升我国服装设计专业工作

的发展水平[3]。 

2.3钻研设计技巧,提升自身实力 

服装设计专业所需的除了创造力,

还包括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高校服装

设计专业人才要巧妙利用各种现代的设

计技巧,融合传统与现代,基于手工与科

技,结合民族与世界使高校服装设计专

业工作具有更加独特的发展优势。学校

的服装设计专业教育要在增强学生实践

动手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学生对服装设

计专业现代服装设计工艺流程的了解与

掌握程度,培养出更具国际文化视野和

民族文化视野的服装设计专业应用型综

合发展人才。高校领导人应着眼于服装

设计专业教育者按照国际化的发展水平

进行高校设计平台的完善,以服装市场

为导向,按照国际人才标准、运用最先进

的服装设计工艺流程,对学生进行全方

位的培养。 

3 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问

题以及分析 

3.1现代高校教学内容出现短板 

高校的服装设计专业一直以来都是

一个笼统型的教学模式。随着我国服装

行业的发展,服装设计的服务范围和整

体架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装设计

的整体工作内容分为服装设计、版型制

版、营销管理、形象设计等。然而,高校

的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内容并没有细分

或者有意识的向市场行情靠拢,依旧运

用传统的与其他学科基本类似的教学手

法去教育学生,过于重视课程的整体性,

忽视了服装设计专业课程的专业性、实

用性和实践性。虽然目前市场上对于服

装设计专业学生的需求量很大,但是仍

然有不少服装设计专业的毕业生转行,

究其原因,大部分来自于高校的知识与

社会存在不配套的问题,高校的课程设

置没有基于学生的实际需要,也忽视了

当前市场的需要,导致人才的培养与社

会的需求脱节[4]。 

3.2高校的教学教材不适用于现代

学生 

通过对我国目前高校教材的调查,

笔者发现许多服装设计专业的教材都出

现更新不及时的状况。伴随着大众审美

的不断提高和国外服装品牌的广泛影响,

我国服装设计专业教材更新缓慢的知识

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脚步,繁重的理

论知识透支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新型思想,

阻碍了学生能力的提高。传统的应试教

育模式也阻挡了学生接触新型的服装设

计理念与制作手法的脚步,因此,高校服

装设计专业教材的更新对人才的培养尤

为重要。 

3.3现代高校教学方式体系过于

单调 

在当前服装设计专业教学领域,大

多数服装设计专业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

要求提供系统服装设计专业的理论知识

教育。这种教学方法虽然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但是难以激

发服装设计专业学生的学习热情。个人

进步的关键是对所学专业的爱好与热情,

如果学习的热情低下,就很难拥有提高

和进步。服装设计专业教师采取多元化

的教学模式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教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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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过分的强调传统教学中的理论,死记

硬背一些知识和概念,是无法培养出一

个能独立完成学习内容和掌握服装设计

技巧的学生的。高校的服装设计专业课

程的结果评价通常还是以考试为主,而

这种评价体系恰恰成为了阻碍学生发

展和综合能力成长的关键。就算学生将

书本上的知识背诵的滚瓜烂熟,对于服

装设计专业而言都是收效甚微的,这种

教育和评价体系最终只会让学生失去

原本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加重了与社

会需求的脱节成都,不利于学生的未来

发展[5]。 

4 服装设计专业教学问题的优

化途径 

4.1改革服装设计专业教学体系 

对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高校应该

加紧落实对教学体系的改革。首先,从学

生教材的更新入手,借鉴国内外优秀服

装设计专业教学经验,引进当下先进的

服装设计专业教材,并在教育培养的过

程中不断的更新和补充,紧跟时代节奏。

其次,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上,改善长久以

来的理论灌输的教育模式,加大实践课

程的比重与资金投入。从高校的层面与

当地知名服装企业进行合作,让学生了

解市场需求的同时尝试投身社会实践,

增长服装设计专业能力的同时为未来的

工作打下良好基础,让知识与实践有效

结合,为市场输出具有专业知识以及实

践能力的双重人才。全面培养学生的素

质能力,加强学科融合和交流,促进学生

的多方位发展。最后,打破只注重考试成

绩的风气,对学生的能力测评是多种多

样的,学校可以在理论知识考核的同时

结合服装设计大赛,企业实践成绩等方

式来评测学生的学习成果,多方位的引

导学生了解服装设计专业,用饱满的热

情和高昂的斗志面对学业。 

4.2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法 

目前国家大力推行的素质教育与服

装设计专业的教学手法可以有效的结合,

注重素质教育可以成为服装设计专业的

重要教学内容。基于服装设计专业教学

不够全面的问题,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

高校应坚持知识、能力、创新、技术相

统一的理念。教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

应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让学

生不局限与课本与课堂的知识,例如运

用多媒体技术展示国内外优秀服装设计

案例,与其他高校进行交流走访或者联

合举办服装设计专业创意大赛等模式进

行辅助教学。这些方式不仅可以激发学

生的表现欲与创造力,更能让学生通过

竞争和交流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视野,培

养自身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增强学

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加深服装设计专业

的实用性。 

4.3输出贴合社会需求的人才 

在目前服装设计专业人才的输出与

社会脱节的问题中,高校应着眼于学校

和行业之间的沟通和融合,从高层的角

度加强对市场和时代的把握,转变教学

的出发点,加强教学课程的针对性,充实

专业知识内容。我国高校服装设计专业

的教学应逐步转向以社会的实际需求为

出发点,在服装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要

时刻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出具有实

践能力和操作能力的人才。服装设计专

业的学生需要有对时代和潮流的感知力,

从学生自身的角度来讲,不断接触新鲜

的服装设计知识是十分必要的。学生应

不断挖掘国内外知名服装设计师的作品,

了解作品背后的内涵、技术与工艺,了解

其市场的实用性和大众的满意程度,通

过不断反复的学习世界先进的设计案例

来从主观上提升自身的实力[6]。 

5 结束语 

在高校服装设计专业中,教师要针

对服装设计专业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一

系列的优化和探讨,使服装设计专业学

生具备全面的设计创作能力、造型绘画

能力、材料把握能力、工艺制作能力和

成衣搭配能力。要结合高校服装设计专

业教学的优势,推进服装设计专业教学

的创新。各大服装院校要制定合理的教

学内容,始终秉承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

调整相应的服装设计专业课程；增强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帮助学生积

累更多的社会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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