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T软件在服装结构设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薛艳慧
(郑州轻工业学院 易斯顿美术学院,河南 郑州451450)

摘 要:服装结构设计是一门兼顾科学性、技术性和艺术性的课程,是开发服装产品的关键技术,在工业化生产中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针对传统服装结构设计课程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将ET软件融入服装结构设计课堂,并

设置ET服装软件课程的教改方案和思路;通过合理安排课程衔接,结合市场需求转变教学思路、实现一体化的教学模

式,推动学生自主学习,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从而提高整体教学的实效性,以更好地满足我国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过程中

对设计创新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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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结构设计是服装设计专业一门独立的重要学

科,在工业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款式设

计到工艺设计的中间环节,是研究以人体为本的服装

平面结构和立体结构构成规律的,属开发成品的核心

技术。除需要掌握固有的结构知识外,还涉及到造型

学、社会学、哲学、商业领域知识,其中造型学包括工艺

设计、材料学、人体工学、美学、心理学及数学等知识。
因此课程内容复杂、知识点繁多,同时还要兼顾科学

性、技术性和艺术性,这样繁重的学习任务在课程安排

不合理,课时不够情况下是无法完成的,学习效果更无

法保证。

ET是服务于服装技术开发的系列软件,包括

ETSYSTEM服装CAD软件、ET三维服装技术、ET
对花解决方案等。掌握ET软件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快

速响应市场,适应未来小批量多批次的市场环境;把它

运用于服装院校的服装结构设计课程,更有着直观、高
效、灵活的特点。目前ET软件普遍使用于各服装企

业研发部,学校引入不多或只是作为独立教学课程来

使用,并没有深入到结构设计与软件互通结合,以充分

利用软件的辅助教学功能。

1 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首先,传统的服装结构设计课程基本呈现为教师

使用黑板演示画出平面结构图,学生模仿老师一起画;

但是平面结构是为立体造型服务的,最终做出来的成

衣必须满足人体的舒适性、符合人体工程学。由于粉

笔线条的粗细、位置的误差等都会导致结构的不协调、
穿着的不舒适,有时一套精美的版型控制量只在毫厘

之间,略作修改就会失之千里。比如设计外套的肩斜

斜度稍过大,长时间穿着压肩会特别明显。更重要的

是服装纸样结构设计与款式必须相对应,在设计纸样

结构的同时要考虑三维人体上的着装形态。对于初次

接触结构设计的学生来说,如果继续采用这种单一的

教学模式,仅就平面和立体之间的空间转换的理解就

很困难,更何况还要兼顾更多的面料性能、活动松量、
工艺要求,等等。再者教师讲解结构复杂的款式时,座
位远离黑板的学生听不清或看不清的情况更是凸显了

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结构设计课程对线条准确度和

流畅度的要求也并非学生能够一蹴而就的,没有工艺

环节实践的检验和有经验教师的辅导,面对时尚的服

装造型和枯燥的人体数据,学生更显得茫然无措。从

主观能动性上来说,艺术类学生感性思维比理性思维

发达,而结构课程严谨、涉及内容广泛的特点更容易使

艺术类学生产生学习倦怠心理,活跃的艺术思维和严

谨实用的科学理念之间的切换较不适应。
其次,课程安排不合理,教学内容不完善。仅仅单

纯地掌握纸样结构设计是远远不够的,了解相关生产

流程和背景知识并将其综合运用,形成感性认识才是

最终目的。目前纸样结构设计课程课时量相对不足,
课堂内容压缩,无法提供给学生足够的空间与时间进

行操作练习,导致理论教育与实践脱节。一条完整的

工业化品牌服装设计流程包括产品企划、确定素材、根
据品牌确定款式设计,第一次绘制纸样和制作样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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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为达到满意效果,调板次数多达10多次)、开订货

会、确定量产,第二次绘制纸样(工业纸样)、推板,第三

次纸样修正(生产用纸样)、排版与检查、工厂制作(裁
剪、粘衬、整理、缝合),整烫、验货、出货。可见版师从

拿到服装款式设计后的所有工业流程都要全程跟踪与

负责。而多数服装院校对结构设计课时量的设置,使
课程内容讲授仅停留在几个常规类型的服装款式第一

步纸样净板的绘制,毛板制作的时间都十分紧张。结

构的变化、设计因素、材料性能、缝制方法和技术水平

等对纸样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此外,教师缺乏企业经验,课程认识深度不够。服

装结构设计课程是一门技术与艺术相通的课程,可以

说是一次再创造的过程,教师团队知识的连贯性也是

本门课程的关键。由于国内早期的服装设计专业是从

艺术领域分出来并从纯艺术的角度开设的,这导致大

多数教师认为结构设计课程只是基础技术性的行为,
追求艺术性的效果才最重要,设置了大量的绘画课程。
这种“重艺术,轻工艺”的思想无形中又误导了学生,形
成恶性循环,无法将结构与艺术有机结合。另外教师

本身对结构设计的要领、规律及变化过程把握不足,没
有清晰的结构设计思想,对曲线没有精确的控制能力,
实际变化能力远远不足。许多教师也缺乏企业工作经

验,对知识的整体链条认识不足,无法在课堂上将知识

融会贯通,只能死板生硬地照搬教材。不仅不能使学

生系统地了解课程,也无法培养学生敏锐的感性和应

变能力。

2 ET软件引入结构设计课程的优势

服装结构设计最根本的挑战在于无法用平面设计

手法呈现出三维的立体效果,这对于刚接触本课程的

学生而言,对知识综合利用和进行空间转换的掌控难

度太大,过于抽象。为此,首次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加

入ET服装软件作为辅助教学手段,不仅能为平面结

构设计与修改提供更多的三维效果展示,还可以使设

计效果更好,效率更高。比如教师在黑板上画出袖子

平面结构图的半成品阶段,然后打开ETSYSTEM 服

装CAD软件,输入之前准备好的同黑板一样的袖子结

构图,软件可以立即实现袖子的3D预览诊断,界面会

出现透明显示效果、面料显示效果等,再根据3D效果

对平面纸进行样板修改直至满意为止(见图1)。也可

以将文件导入ET三维服装技术软件,查看袖子不同

角度的姿态仿真,缝合显示等(见图2)。这样直观的教

学效果使学生能快速理解并掌握教学重点、难点,提高

教学效率;也能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促使其自

主地深入学习,对解读设计大师的作品,感受结构设计

的魅力提供了更多的保障。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新

教学模式是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ET软件为辅进行教

学演示。因为传统的教学模式虽然单一,但教师在黑

板或白纸上手绘的过程、设计思维转化的过程、良好的

绘图习惯都会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通常最基本的

教学方式往往有着最深的穿透力。

图1 袖子的3D预览诊断

图2 服装的缝合显示

其次,改革课程设置,将课程合并。设置ET软件

课程,将结构设计课程与ET软件课程前后排列。结

构设计课程主要解决结构设计原理、设计规范和变化

过程,融入ET软件辅助教学,使学生高效掌握课程知

识,潜移默化中培养了造型能力,对原理理解和实际运

用都能很好结合,尤其对线条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
这样前期通过一定量的手绘训练,积累了必要的理论

知识,再进行ET软件专项练习,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

人体特点,合理控制线条,灵活应对款式变化,设计出

满足款式设计要求又符合人体的服装纸样。能够在人

体工程、结构认知、轮廓造型、面料把握等方面具备基

本的把控分析能力,这样也解决了传统的服装软件教

学中只是单纯地将软件作为绘图工具的弊端。通常传

统的服装软件教学目标是以结构设计课程的笔记为参

考,要求学生掌握各种服装版型的计算机制作手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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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结构课程的理论知识和设计规律不会得到有效利

用。学生常因对前期课程知识掌握的不熟练导致软件

里面的工具也不能正确使用,只能机械地模仿教师的

演示。造成这种被动学习局面的原因有三个:(1)软件

课时有限,任课教师无法系统复习;(2)学生对结构设

计课程理解不深入,实践能力弱;(3)两门课程距离时

间久,中间没有很好地衔接。将两门课程前后衔接进

行模块化教学,这样更符合学生学习的思维习惯,保障

学习效果。ET软件中设置的推板模块提供了主动安

全检查机制,对容易出错的细节进行智能巡查,严防死

守。放码模块拥有多组智能放码功能,无需反复凑数

一键到位,而且改变角度对接放码不变形。排料模块

实现智能摆放,也可人为地拿、放、摆等,排料模块里独

有的主动安全机制可以自动检测是否有误,降低损失

风险。服装ET软件的应用在设计效果、准确率、高
效、精度、板房管理等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设

置ET课程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教学上,对学生的就业

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此外,教师转变教学思路,实现一体化教学。两门

课程衔接的最好效果是实现教师的一体化教学,优势

在于:(1)避免内容重复,造成时间浪费;(2)保证课程

的连贯、系统和高效;(3)加强造型意识,提升设计兴

趣。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同时具备艺术思维与技术相

通,转变教学思路,而目前的教学体系缺乏这类教师。
因此鼓励教师提高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广泛涉猎艺

术学、美学、造型学、时尚情报、史论、心理学等提高审

美能力,潜心研究造型学、结构学、人体工学、材料学等

增强结构设计意识,强化造型能力。充分利用校企合

作资源,了解产业结构、市场需求,掌握时尚前沿资讯,
逐步形成多元化知识理论体系,强化教师教学的吸引

力。将ET软件融入服装结构设计课程并设置ET软

件学习课程,教师必须同时具备两门课程的知识总汇,
做到既要授之予鱼也要授之予渔,这与传统教学方法

的要求相去甚远。但古往今来,唯有孜孜不倦、精益求

精的坚持才能推动自身在各自的领域进步。

3 结语

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中国服装

产业正日益向着以品牌为效应的产品定制化、创新多

样化、质量标准化、服务精细化、使用个性化的方向发

展。这就要求设计师需具备在设计上独具匠心、质量

上追求精益求精、技艺上追求尽善尽美的精神,才能更

好地满足我国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对设计创新

人才的需求。而传统的服装结构设计教学模式单一,
设备落后,不能适应当下的发展形势,其教学改革和创

新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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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ETSoftwareintheCourseofClothingStructureDesign
XUEYan-hui

(EasternInternationalArtCollege,ZhengzhouUniversityofLightIndustry,Zhengzhou451450,China)

  Abstract:Apparelstructuredesignwasacoursethatcombinedscience,technologyandart,andwasakeytechnologyfordevelop-

mentofclothingproducts.Itplayedaveryimportantroleinindustrialproduction.Inviewofcommonproblemsintheteachingoftra-

ditionalfashionstructuredesigncourse,theideaofintegratingETsoftwareintoclothingstructurecoursewasproposed.Theteaching
reformplansandideasofETclothingsoftwarecurriculum wereset.Throughreasonablearrangementofcurriculumconvergence,

teachingideaswerechangedaccordingtomarketdemand.Anintegratedteachingmodelwasimplementedtohelpstudentsbecomeau-

tonomouslearnersandimproveteacher'sprofessionalqualities,soasto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wholeteaching.Thesemeasures

weredesignedtomeetthedemandforinnovativetalentsintheprocessof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China'stextileandap-

parel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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