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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空中乘务专业职业教育推行着制服已渐成趋势,但制服的选择或设计面临多方问题,通过调研访谈、案

例比较等方法,找到问题的症结。总结出强化职业认同感和行为约束,专业特征与职业特点的耦合,塑造品牌形象与特

色,校园文化符号的构建,制服设计与制服穿着使用规范结合5点制服设计思考的出发点,并从款式设计、色彩与材质选

择、结构与工艺设计、配饰设计4个方面归纳了专业与职业耦合的空乘制服设计的具体方法,结合具体设计案例进行了阐

述,对高校类似专业的制服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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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航空业的发展,航空出行服务需求日益

增长,航空乘务或空中乘务专业(后文简称空乘专业)
在高校中陆续开设。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开设空

乘专业的高校数量达到90所左右[1],培养形式以高

职、高专为主。高等职业教育融合了高等教育和职业

教育的双重属性,空乘专业除严格按照教育部的指示

进行培养外,还须顺应世界民航发展方向,将教育标准

与航空公司要求相结合,突出职业养成[2]。自1980年

广州民航管理局推出第一套统一的空乘制服以来[3],
民航制服不断推陈出新,对职业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高校空乘专业效仿航空公司推

行着制服逐渐成为趋势。然而有别于航空企业制服设

计,高校空乘专业在推行统一制服着装和进行相应制

服设计中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因此值得深入探讨。

1 空乘专业学生制服现状

通过调研与访谈,在提出为空乘专业学生选择合

适制服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阻力,表现为几类不同的观

点,如表1所示。
然而出于专业实践需要,经常“被动”且频繁的参

与学院、学校、校外礼仪接待工作,以及“主动”的参加

企业面试,实习、模拟职业环境的技能训练需要等原

因,院校、家长、教师、学生四方利益群体在是否应该置

办制服问题上达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从而让

该专业学生在制服选择上面临较尴尬的境地,突出的

表现在:
表1 利益群体对于置办制服的不同立场

主 体 态 度 观 点

学 校 不主张 专业要尊重,但大学不是企业或培训机构,大学教育
要求中没有明确一定要穿着制服,置装费会增加学
生家庭负担

家 长 不支持 制服对孩子身心发展有约束,这个专业不应该区别
对待,孩子需要自由活泼的生活着装

教 师 不反对 专业要求和职业技能训练有这个必要

学 生 不喜欢 制服不好看,显老气,穿着上课太打眼,不自在

  (1)制服选用通用化、标准化、市场化的产品拼凑

制服选择丧失应有的“个性”。问题的根源来自于

推行统一制服着装是学校、家长、学生与训练、实习、就
业等现实问题博弈下妥协的产物,从不主张到默许的

结果导致了制服选择上一定程度的敷衍。在“只要有

穿就行了”的指导思想下,国内部分高校空乘专业制服

的选择在款式上与酒店、旅游、银行、保险、行政管理等

职业服装出现一定程度的同化,没有突出空乘职业特

点和贴合行业标准的要求。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还有

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就是挑选和采用市面上的“通用”款
式成本更低。

(2)“山寨”或“翻版”知名航空企业空乘制服

此问题并非个案,但换个角度来思考,其出发点是

对行业标准和专业有一定认识和尊重,而并非毫无考

量或不假思索的随意拼凑,然而这种生硬的“模仿”可
能带来的后果却没有得到清醒的认识。从知识产权角

度出发,此举很有可能带来相关的争议;从学生角度出

发,对于“山寨”或“翻版”某知名航空企业空乘制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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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认可与否,一旦被外界指出并非议,将会对学生的尊

严与自信带来极大的伤害。另外,即使是从校企合作

联合培养的角度出发,专业学生今后也并非全部如愿

进入合作企业的工作岗位,加上学生未来的就业是面

向不同企业不同单位的挑选,这样做的结果将会给学

生在就业面试、实习等环节带来一定程度的尴尬。
(3)制服设计过分“职业化”
这里过分的“职业化”是指在选择或设计制服时,

一味迎合“特定”空乘人员的形象,刻意去打造具有强

烈“职业”特征的制服样式而显得过于“严肃”。通过比

较国内部分高校空乘专业制服设计现状发现,这是目

前高校空乘专业制服设计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虽

然不能完全否认这种举动带来的积极性,但站在学生

的立场,制服模糊了学生和企业正式员工的角色定位,
不但会造成培养过程中的认知错位,而且会与校园文

化或者大学生活所提倡的内涵格格不入,从而淡化了

原本作为学生该有的“纯真”。

2 设计思想

基于目前高校空乘专业制服相关问题的分析与思

考,设计需要做到全方位平衡,最关键的是面对评价主

体多元。首先,设计不光要接受来自学校、家长、学生

的检阅,还要经受来自企业、社会的挑剔;其次,还要经

得起行业标准与职业教育双重要求的推敲。基于此,
在明确制服设计任务前,提出以下设计思想。

2.1 强化职业认同感和行为约束

入学前对专业认识的不足造成了部分学生在入学

后,尤其是真正了解到空乘服务工作的实质性内容后,
认为“空乘就是伺候人的”,从而导致专业兴趣降低,甚
至转换专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4]。职业认同是影

响消极情绪表达规则知觉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

在工作、学习中,主体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加强自身的职

业认同感,从内心里认为自己从事的职业是有价值、有
意义的,能更加主动地构建和内化组织中的表达规则,
并真正认同它,从而提高其情绪表达的规则知觉[5]。
因此,空乘专业的制服设计需要提炼制服带给人的身

份认同感,将这种要求融入到制服设计中,将有助于培

养和提高学生进入职场前的职业认同感,进而以职业

素养约束和规范自身的行为,达到“双赢”的目的。

2.2 专业特征与职业特点耦合

高校空乘专业着装群体整体带给人的感受是长相

标准,身材标准,气质标准,举止标准,是给人一种和谐

美、秩序美和青春美,在校学生并非已经正式上岗的职

业员工,其制服的设计上应该与现役航空公司的服装

有一些差别,尽可能多的展示年轻大学生的风貌,将专

业特色与职业规范的特征要素充分结合,既保证体现

职业特点,又能融合职业教育的专业特征,做到与现有

航空企业制服设计的“合而不同”。

2.3 塑造品牌形象与特色

与企业经营的内涵不谋而合,企业通过产品、服务

等来塑造和提升品牌形象。高校里专业是学院、学校

的一个身份标签和名片,学生是高校的“产品”,走出去

是代表着学校的形象。高校空乘专业的学生群体相对

更引人注目,自然很容易与专业特色、学院实力、学校

办学能力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专业制服形

象是学院、学校品牌形象塑造的一个很好的载体。一

套符合专业特点、学校定位的制服应该具备良好的宣

传、展示的形象特征。

2.4 校园文化符号构建

制服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是行业、职业或身份的

标识,更重要的是带来生理上的舒适感、心理上的愉悦

感和文化上的满足感。制服是文化符号的载体,既是

一种直观的视觉信息,同样作为品牌文化的符号体现

着更为深层次的价值观以及精神内涵。空乘专业制服

的设计应当充分结合校园整体文化氛围与特点,承载

校园人文素养的气息与精髓,尽量弱化商业制服带给

人的“刻板”印象[6],构建充分体现校园风格的制服文

化特征。

2.5 制服设计与制服穿着使用规范结合

企业制服的使用规范是上升到品牌形象管理层

面,会有专门的使用手册对其进行规范与演示,并有相

关部门负责进行培训和监督。高校空乘制服设计理应

与整套服装的使用规范紧密配合,详细到针对不同场

合的不同着装;款式搭配组合方式;配饰的使用规范以

及禁忌;洗涤与护理标准等方面。在穿着制服的过程

中,严格按照规范执行,任何超越规范的着装行为都是

对整个群体形象的破坏,对于这种行为,学校、老师有

责任并有依据及时制止。

3 空乘制服设计方法

基于高校空乘专业在制服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在方案设计的过程中对相关问题进行全面思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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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高校专业制服设计的一般方法,尤其在款式、色彩、
结构、配饰方面体现行业与专业的融合,结合笔者为厦

门理工学院空乘专业制服设计的个案进行分析。

3.1 款式

款式的设计既要避开航空公司企业制服的干扰,
又要能够综合国际、国内各航空公司的制服优点,加以

融合,又不完全跳脱出既定的制服定式框架,如图1所

示。

航空
行业

一般模式

一般标准
避免落入俗套既定规则归纳

航空
企业

趋势分析

个案剖析
避免干扰优缺点提炼

方案
规划

图1 方案规划前期梳理

大多学者提出在空乘制服设计中挖掘和运用具有

中国特色的元素[7-9],在借鉴的同时融入时尚、流行元

素并做大胆的创新。为切合大学生的审美标准,款式

设计具备可穿性、可搭配性、可替换性的原则,具体款

式设定范围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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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款式定制的具体规划

3.2 颜色及材质

常规制服颜色选择通常会控制在3~4种以内,有
主色和辅色搭配为宜。主体颜色的选择上分别有4个

取向:(1)恪守学院或学校的视觉系统形象,以标准色

为制服的选择取向。(2)以低明度与低纯度的复色为

色彩选择范围。(3)象征年轻朝气的大胆明快纯色选

择。(4)符合时尚趋势的流行色。结合色彩搭配组合

规则可进行如学校VI标准色为主色,时尚流行色为配

色;低明度低纯度复色为主色,明快色纯色为配色等一

系列个性化色彩组合方案,如图3所示。由于高校空

乘专业制服设计更新频率较低,选择流行色作为主色

需考虑长远使用周期。

制服面料须满足GB18401—2010国家现行标准

的安全性规定。纵观各类制服行业如公安、武警、军

队、铁路、航空等行业面料标准,往往都是基于现有国

家标准而制定。对面料的克重、密度、强力、起球、抗弯

长度、耐磨性、色牢度或某些特殊性能如阻燃、吸湿性

等内在质量指标进行考核,尤其是适体性的制服类面

料,织物在低负荷下的力学性能也是考量重点[10],制
服款式面料选择与评测标准如图4所示。面辅料选择

上不考虑护理成本高的材质,因为校内客观条件不允

许。材质的抗疲劳性若太低,在校期间3~4年的高频

率使用情况下,将很难保障制服的有效生命周期。

学院、学校
标准色

明快、鲜亮
纯色

主色 配色

低明度、
低纯度复色

时尚、
流行色

主色 配色 主色 配色 主色 配色

色彩搭配组合规则

同色系不同
明度搭配
同色系不同
纯度搭配

同色系
同明度搭配
同色系

同纯度搭配

同明度不同
色系搭配
同纯度不同
色系搭配

同明度不同
纯度搭配
同纯度不同
明度搭配

制服色彩选择方案

图3 制服色彩设计思路

衬衫

制服款式类别

外套 连衣裙 A裙 长裤 围裙

行业标准 外观评价 物理指标 触感 洗涤 熨烫

面辅料评测标准

图4 制服款式面料选择与评测标准对应图

3.3 结构与工艺

从合体性的要求考虑,应尽量满足量身定制,让制

服起到约束和提醒体型变化的作用,另外量体定做能

够最大限度的修饰形体。结构设计应当充分保证人体

工学原理及标准,制服结构设计上满足活动量的空间

要求,下装应满足正常走、坐、蹲、弯腰;上装满足托举、

侧抬、抱合等一系列在实训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动作

不受束缚,如表2和图5~图7所示。
表2 结构与工艺在制服上的设计考虑

环节 要 求 具体内容

结构 增加活动量 门襟(明、暗)、背中/侧活褶、松紧腰头、裙衩、风
琴褶

修饰形体  可调节扣袢、公主线分割收省、收腰、提腰线

耐久性   易磨损部位如袖口、领口、裙侧的补强设计

工艺 造型结构保证 裁剪、缝制、熨烫、塑性、成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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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配饰

除了我们对制服常规认识中的帽子、丝巾、领带、

徽章等配饰外,时尚元素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制服设

计中,如表3所示的腰带、胸针、胸牌、鞋子、拉杆箱、化
妆包等。配饰可以作为差异化设计非常重要的载体来

运用,亮化和提升整体形象,同时按照统一形象的原

则,配饰上要能体现专业符号、LOGO、标准色等细节,

如图6所示。
表3 配饰设计的种类

佩戴部位 主要配饰

头 部 帽子、墨镜、发夹、发兜

颈 部 丝巾、丝带、领带

胸 部 徽章、胸卡、姓名牌

腰 部 皮带、装饰腰带

手、足部 手套、皮鞋、丝袜

其 他 拉杆箱、化妆包、胸针

图5 款式设计与工作要求结合

图6 细节与配饰设计

4 结语

高校空乘制服的设计研究目的是为了让职业、专
业教育更逼近现实,有效平衡各方利益群体对制服的

期望而不仅仅停留在美学及设计技巧,是期望行业特

点与职业教育的有效融合并凸显高校特色。通过具体

图7 款式组合与搭配方式

应用在高校空乘专业制服设计过程中,验证了该方法

的合理性与指导价值。另外,相比较企业制服设计,高
校专业制服设计其意义更深远,内涵更广泛,审视的角

度更多元,采取的方法更灵活。国内高校中还有许多

类似要求的专业,如旅游、酒店管理、烘焙等,空乘专业

制服设计仅仅作为一个切入点,一个案例经验,以供设

计师、相关高校在专业制服设计时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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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研制出新型纤维面料产值1.6亿

  近日,东华大学成功研制“功能化系列共聚酯纤

维”,填补了国内空白,纤维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

我国纺织品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现已申请中国

发明专利四项。生产的共聚酯切片、共聚酯纤维和功

能化纱线达10000余t,加工成纯纺织物和天然纤维

混纺的织物,为国产面料代替进口面料和生产高档次

织物提供了新型的纤维面料,至今总产值已达1.6亿

元,利税达2600余万元。 (摘自:中国纺织报)



“一带一路”给纺织仪器行业带来契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开始其中东之行,
希望开辟亚洲与欧洲之间新的贸易线路。习近平访问

利雅得,包括此后他访问开罗和德黑兰的一个重要议

题是被称为“新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
习近平主席此行有众多国有企业领导人随行,中

国希望在港口、机场、高铁、石油管线建设等众多领域

与对方加强合作。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出口国家,纺织技

术方面拥有诸多的优势,从纺织规模和技术革新方面

已经逐渐的在超越西方国家,同时由于中国高品质低

价格的纺织品在中东地区广受消费者欢迎,所以我国

纺织品出口中东地区市场占有率较高,随着中国近年

来不断的提出“中国智造”的口号,中国制造业及其他

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高科技产业

出口也得得到了世界市场的认可,那么纺织仪器行业

作为纺织轻工业发展的附属产业必须借此次东风顺势

而为。

中国是纺织业强国,工业技术和基础建设完备,随

着中国纺织行业的制造成本的上涨,很多的纺织企业

逐步外迁到了其他地区,中亚地区也是未来纺织行业

发展的重要区域,所以也是纺织仪器行业重点争夺的

市场。
目前我国纺织仪器行业的技术更新速度加快,研

发投入和产出速度明显上升,纺织仪器技术创新能力

和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在进步一步的缩小,我国

纺织仪器出口是大势所趋,此次习近平出访中东其要

目的就是为了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进程,作为丝绸

之路的中东地区是重要的纺织贸易大国,对纺织仪器

的需求有这上升趋势,我国纺织仪器具有优势是,陈本

地,技术过硬,国际出口环境通畅,同对应国家的贸易

频繁,有这相互以来关系,所以我国纺织行业需要借此

次东风,迅速扩发中东地区的纺织仪器行业外贸合作。
(摘自:中国纺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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