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产业发展看服装设计人才的培养 

文/赵爱华 袁大鹏 

   中国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服装消费国和生产国。近几年我国的服装业的发
展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服装业成衣生产的制造水平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品牌缺
乏国际认知度，产品的竞争力较弱，品牌的附加值极低。市场经济证明，要在激烈的服装市场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品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树立、把握、运作服装品牌的形象效应，不单是
款式设计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到人才培养的问题。 
   一、服装行业现状 
   我国现今的服装行业可分为订单生产、品牌经营、批发加工等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从管理
手段、技术设备到品牌价值含量差别都很大，企业的岗位按产品运作流程可分为产品企划、信息分
析、面辅料供应、产品设计(款式设计、版型设计、工艺设计)、生产管理、营销策划、广告宣传、
店面陈列等环节，就来样加工型企业而言，产品报价、成本核算的高低是能否抓住客户的首要关
键，而成本核算与主辅料成本(供应渠道价格的差别)、加工成本，管理费用又是密切相关的，这些
都是企业经营活动中必然存在的。所以，企业要求专业毕业生不光是理论中的纸上谈兵，必须是具
有创新意识、品牌意识、又能在产品运作过程中解决具体问题的现代应用型人才。 
   二、专业人才知识结构及培养目标 
   我国在近20年的服装专业教育中，办学层次与特点较为模糊，毕业的专业人才能力单一，在
专业实践中先天不足，专业上缺乏现代化的操作理念及品牌运作意识。通过社会调研与企业实践，
我们不难看到现在国内的服装企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开始从被动的模仿加工型企业向品牌经营型
企业的多元化发展。企业中急需懂技本、动手能力强、把握流行信息、了解市场动态，并能准确表
达品牌定位风格的高级专业人才。 
   就服装院校而言，学生应该在业务上既具备准确地解决专业岗位要求的能力、掌握处理时尚
流行信息和市场情报的分析能力，又能在企业的变革中有较强的发展潜力，造就可持续发展的人格
及专业素质。突出模仿与创新的能力培养，将培养目标定为艺术与设计，设计与技术、技术与管理
相结合的、具有创新能力、创业精神的全面发展的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 
   三、培养手段 
   服装专业是强调知识的应用性，实践性。现在的设计课教学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需
求，教学活动没有走向社会，闭门造车，纸上谈兵,学生的设计是准理念型的，思维无法拓展，市
场应变能力差，不少学生毕业后都感受到自身所学知识在工作实践中的应用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的磨合。为此，我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缩短或提前结束学生的这一磨合期，使学生毕业
后走向工作岗位能很快地适应和理顺设计与生产和市场。 
   目前素描、色彩、三大构成（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作为设计类基础课程。国内
服装院校的绘画基础教学，沿袭的多是美术院校传统的绘画基础教学模式，由几何形体、静物到石
膏像、头像，再到人体、半身像、全身像，由浅入深逐步进行的训练。 
   但服装设计的绘画并不需要如此缜密、严谨的基本功训练。一是时间不允许，因为服装绘画
只是服装系统工程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应该是对服装的造型及结构变化、裁制工艺等方面的研
究。二是服装绘画表现的是人与服装的关系，人是第一位。必要的人体结构知识，对物体结构、空
间、质感等非光影效果的理性表现，以及大量的人体、着衣人物动势的速写等短期作业，则是绘画
基础训练的主体内容。 
   一般中小企业生产流程是设计稿——设计总监定稿——打样版——车样版——试衣——设计
师修正——修版至符合设计意念——样衣编号——根据市场确定生产数量——采购面料大货——下
单——销售——售后反馈，基本的这样一个流程进行着由一个理念转化成成品的过程。 
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重点强调时装效果图，忽略了设计的实用性和可生产性。作品多数是注重体现
创新的理念与艺术形式，具有先导性文化特征，与作为商品的服装尚有很大距离，故服装本身的内
在品质性因素往往不被学生所重视，以致时常出现学生参赛获奖，但却搞不好日常生活中的时尚服
装，到企业也胜任不了设计工作，究其原因就是学生对服装设计的理解认识不够，对服装本身实质
性的技术技能掌握不到位，因此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在专业认识上要给予正确引导。 
首先，提倡学生要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艺术修养，积极参与专业大赛，注重培养学生对形式美及前
卫时尚的敏锐感受力，使其具有超前的设计意识、设计理念。其次，要强调学生对服装本质的认
识，立足于学习服装结构、工艺技术方面所表现出的美，做到用良好的美感形式体现服装的功能价

 



值；以得体的穿着效果展示高品位的内涵，树立起正确的设计意识及理念。 
由此看来，与实际结合、与市场结合、与企业结合、与具体课题结合，是服装设计专业与企业结合
的目的所在。 
   服装设计教学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已为我国服装业输送了大批设计骨干。但设计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和观念上的错误倾向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当今社会对毕业生的选择越来越挑剔，
越来越注重其专业技能的熟练程度，因此，只有在教学中不断修正偏差，不断完善，让专业体系的
内部环节密切相联，才能使服装设计教学有更高水平的发展和进步，才能为服装行业培养出更优秀
的设计人才（作者单位：东北电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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