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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男装结构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其核心内容是掌握男装结构,主要是男士衬衫、西

装和大衣的结构设计原理与制图方法。针对目前该课程教学的问题,提出以学生为主体、将服装CAD技术合理地运用到

男装结构设计课程中,使教学手段进一步多样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男装结构的教

学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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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装结构设计是我院(湖南工程学院纺织服装学

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也称之为

服装结构设计(3),是本专业本科生大三上学期课程,
学生先修的结构相关课程为服装结构设计(1)和服装

结构设计(2),即下装结构设计和女装结构设计。该课

程主要讲述男装结构设计的相关基础理论知识、男装

各品类(主要指衬衫、西装和大衣)服装的平面结构制

图及款式变化结构制图。

1 男装结构设计课程教学现状

男装结构设计课程的主要核心是男装个别品类的

平面制版及变化款式设计,是服装相关专业的主干课

程,其他的服装类院校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该课程

总体内容偏工科,结构制图中运用较多的公式,将人体

的数据合理地运用到平面制图中。各个学校的教学大

纲、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手段也各有不同。男装结构设

计作为平面结构制图课程,主要的教学模式是多媒体

PPT和板书相结合的方式[1],其中PPT进行相关理论

知识讲解,板书绘制平面结构图,学生跟着老师的节奏

绘制。综上,目前男装结构设计课程主要存在以下问

题。

1.1 学生积极性不高,课堂气氛不活跃

目前男装结构设计课程的教学模式主要是以教师

为主体,仍旧是传统的教学模式,课上主要是以老师讲

授为主,学生的参与性较低,总体积极性不高。该课程

授课内容中牵扯到很多公式的运用,该专业大多数是

艺术类学生,对于计算及公式的应用是弱项,因此课程

吸引力不高,导致课堂气氛不活跃,从而进一步影响学

生的学习效率。

1.2 教学手段单一

结构设计课程一般采用多媒体PPT课件展示和黑板

板书制图相结合的形式,PPT课件侧重于介绍课程相关的

理论知识及图片的展示,结合老师黑板板书为主。板书学

生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并带领学生进行1:1结构制图的绘

制,学生跟随老师的步骤进行结构图的学习,制图比例一

般是1∶4或者1∶5的小图。此种教学手段比较单一、枯
燥,学生参与性虽高但是总体上较机械化,积极性较低,教
学效果一般。

1.3 板书结构图速度慢

该课程主要是讲授男装各品类服装-衬衫、西服

和大衣的平面结构制图以及款式变化结构制图。教师

在黑板上一步步绘制结构图,一方面总体速度较慢,另
一方面对于简单的衣身、衣袖等基础结构课时内可以

完成,但是对于复杂的男西装结构、男大衣结构等一个

课时内很难完成整个款式的结构制图,导致绘制结构

图中间间断,通常一个完整的结构图中需要共用很多

数据,例如男装西服中常用到的装袖结构设计中就常

用到衣身中的袖窿深的值,即符合点从袖窿底取袖窿

的八分之一。因此,课时内没有完成一整个款式的结

构图,下次课就需要占用时间重温需要部位的尺寸,中
间间隔其他课程黑板会被擦掉,需要大量的时间补全

用到的结构图,浪费上课时间,影响学生学习的进度。

1.4 板书结构图精度较低

服装的结构制图中对尺寸精度的要求较高,尤其

是一些控制部位的尺寸,如胸围、袖窿弧线、领围等,制
图中经常会出现0.5~1.5cm的细节绘制,在使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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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制图时很难做到尺寸的精确,容易造成学生细节绘

制错误,对后面的学生影响更大,结构图中一个细节画

错很容易导致一连串的错误出现,从而使学生丧失耐

心,影响后续的学习。

2 将服装CAD技术运用到男装结构设计课程中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服装CAD制版技术不

断发展,应用已经成为必然,这一技术的各种特性将在

具体应用中被更多的人认识[2]。将其运用到课程中,
为后续学习服装CAD类课程起到一定的先导作用。

2.1 以学生为主体,改被动的学习为主动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育方

式,开发内化教学模式。内化教学模式是在具体的教

育过程中,教师针对学生进行“开发性”、“启发性”活
动,进而促进学生知识内化的过程[3],真正引导学生学

习的自主性,提升学生综合学习的能力,促进综合素质

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实际教学中多鼓励学生发表

个人见解及认识,主动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讨论问题,
进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改被动学习为主动。

2.2 教学形式多样化

在传统的教学形式中,老师讲解主要是围绕PPT
以及黑板教学为主,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从而

降低学习兴趣。将服装CAD技术应用到结构课程中,
使教学手段多样化,同时节约黑板画图的时间,提高板

书的精度,对于一些较复杂的结构图,可以利用CAD
技术中的局部放大效果,保证教室前后学生都可以看

得清晰明了,如图1所示服装CAD软件制版结构局部

放大图。

2.3 课内理论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服装是立体的,张文斌教授曾提出该类课程应与

立体裁剪相互结合,适当让学生制作样衣,增加学生对

平面结构制图的理解[4]。因此课内理论知识与课外实

图1 男西装驳领结构放大图

践需紧密结合,积极指导与鼓励学生根据版图制作成样

衣,进行试穿并详细记录穿着感受,进一步完善版图,通过

自己的亲身感受来理解衣服与版图的关系,提高学生对平

面制图的认知,进而增强学习兴趣。

3 结语

通过对现有男装结构设计课程教学模式的分析,
针对学生活跃度不高,教学手段单一,板书消耗时间长

且精度不高等不良现象,提出以学生为主体,改被动学

习为主动学习;同时,将服装CAD技术运用到课程之

中,使得教学手段多样化,缩短板书制图时间,提高制

图精度;注重课内理论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

参与性与积极性,增强其学习兴趣,真正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果和效率,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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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searchBasedontheCourseofMen'sWearStructur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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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ourseofmen'swearstructuredesignwasacompulsorycourseforthemajorofclothingandcostumedesign.The
aimofthiscoursewastoexplorethestructureofmen'swear,mainlyincludingthestructuraldesignprinciplesanddrawingmethods
ofmen'sshirts,suitsandcoats.Inviewoftheproblemsintheteachingofthecourse,itwasproposedtotakethestudentsasthe
mainbody,andapplytheclothingCADtechnologytothecourseofmen'sclothingstructuredesign,soastofurtherdiversifythe
teachingmeans,stimulatethestudents'interestinlearning,andimprovethestudents'learningenthusiasmandinitiative.Itcould
providereferencefortheteachingandresearchofmen'swear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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