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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翔实的内容、简洁易懂的语言和鲜明的实例对服装设计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分类阐
述，主要介绍了服装设计学的相关概念、服装设计的美学原理、服装设计的方法、服装
的造型设计、服装的局部设计、服装的面料与色彩、服装设计的分类、现代服装的设计
程序和服装的流行等内容。为方便教学，每章均设有“学习目标”和“思考与练习”，
同时在相关内容后设立了“知识窗”，有利于学生拓宽知识面。
本书为高职高专服装设计专业教材，也可供从事服装设计与加工的有关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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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目前，我国服装业正处于关键转型时期，过去的服装生产大国向着世界服装设计强国不
断迈进，服装生产从过去的大批量订单生产逐渐转向自主品牌设计，创品牌、提高产品
附加值成为当前和以后服装企业的重要发展目标，这就对我国服装行业的总体水平和设
计研发能力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服装职业教育特别是服装高等职业教育担负的任
务越来越艰巨，作为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教材建设尤为重要。值此，我们对
本教材做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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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遵循的主要原则是：实用和最新。服装是一种显性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
特征，在教材中我们特别注意了其内容知识的时效性，如根据流行态势的变化更换了大
部分图片，使读者在学习相关知识内容时能结合相应图片了解当前服装设计流行变化情
况；再如根据近几年时尚界较为活跃的设计品牌、时尚变化等修订相关内容，运用实例
使读者能更贴近当代服装设计现状、掌握服装设计基本内容和设计原理。本书内容通俗
易懂且丰富直观，适用于高等职业院校服装类专业的教学需求。
本教材力求从服装设计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入手，引导和培养学生认识服装设计，了
解和掌握服装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通过教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从而逐步深
入指导学生从事实践性设计训练。同时也希望为服装设计与加工相关从业者提供一定的
学习和借鉴作用。
目前，我国服装业正处于关键转型时期，过去的服装生产大国向着世界服装设计强国不
断迈进，服装生产从过去的大批量订单生产逐渐转向自主品牌设计，创品牌、提高产品
附加值成为当前和以后服装企业的重要发展目标，这就对我国服装行业的总体水平和设
计研发能力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服装职业教育特别是服装高等职业教育担负的任
务越来越艰巨，作为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教材建设尤为重要。值此，我们对
本教材做了修订。
本次修订遵循的主要原则是：实用和最新。服装是一种显性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
特征，在教材中我们特别注意了其内容知识的时效性，如根据流行态势的变化更换了大
部分图片，使读者在学习相关知识内容时能结合相应图片了解当前服装设计流行变化情
况；再如根据近几年时尚界较为活跃的设计品牌、时尚变化等修订相关内容，运用实例
使读者能更贴近当代服装设计现状、掌握服装设计基本内容和设计原理。本书内容通俗
易懂且丰富直观，适用于高等职业院校服装类专业的教学需求。
本教材力求从服装设计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入手，引导和培养学生认识服装设计，了
解和掌握服装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通过教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从而逐步深
入指导学生从事实践性设计训练。同时也希望为服装设计与加工相关从业者提供一定的
学习和借鉴作用。
本次修订保持了原版教材的基本内容和风格，根据高职院校服装设计专业人才培养需要
，以翔实的内容、简洁的语言和鲜明的实例对服装设计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
法进行了分类阐述，主要介绍了服装设计学的相关概念、服装设计的美学原理、服装设
计的方法、服装造型设计、服装的局部设计、服装的面料与色彩、服装设计的分类、现
代服装的设计程序和服装的流行等内容。为方便教学，每章均设有“学习目标”。在相
关内容后还设立了“知识窗”，以利学生拓宽知识面。
本次修订仍然由第一版、第二版教材编者执行。侯家华主编，并负责统稿。各章撰稿人
分别为：第一章至第三章，侯家华；第四章、第五章，王彩霞；第六章、第七章，王宇
晓；第八章、第九章，薛伟。
在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化学工业出版社和山东服装职业学院的领导始终给予了大
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阅和引
用了部分国内外相关资料和图片，对于参考文献的编著者和一些图片的原创者，在此特
别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
教材修订本身就是编者一个不断学习和改正的过程，此次修订中的疏漏和不妥之处还望
业内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继续给予关心和帮助，多批评、多指正、多提意见和建议。
编 者2014年5月



第一版前言
历史发展到今天，服装对于人类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功能已经不再是简单
的蔽体御寒，人们关注得更多的是它的装饰功能。服装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外在象征，
服装和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不可分离。人们对于服装的特别关注使他们把关注的目光聚
集到了设计师身上，当然也包括服装教育。
本书从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的目标出发，贯彻实际、实践、实用的原则，针对高职
高专服装设计专业教学需要，明确而翔实地阐述了服装设计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
本方法。为了突出教学的直观性，书中插入了大量的设计图例，更加方便了学生对问题
的理解，使学生能够更加有效地将所学知识融入到设计实践中去。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
，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服装业的发展状况，在书中特意插入了“知识窗”。同时，考虑到
艺术职业教育的特点，本书力求言简意赅、突出重点、展现时代特色。
作为人文学科的服装设计教育，需要不断检测教学的目的和调整教学的方向，教材的编
写应反映服装设计的当代特征，反映对服装艺术的探索。本书在这些方面尽管做了大量
的工作，但是，对教材在使用过程中的不断完善也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本书由侯家华主编，并负责统稿。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由侯家华编写；第四章、第
五章由王彩霞编写；第六章、第七章由王宇晓编写；第八章、第九章由薛伟编写。王彩
霞协助统稿。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刘青林教授担任本书的主审，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特表示感谢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化学工业出版社和有关院校的领导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在此
谨表示我们的敬意和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有关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给
予批评指正。编 者2007年5月
第二版前言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服装高等职业教育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通过对我国
服装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和服装行业发展的现状及其特征等的比对分析，我们认为，
我国服装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目前的教学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应该使
服装教育与服装的设计生产、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加紧密相连，以期培养出更多真正具有
高素质的、创新型的应用性服装人才。而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教材建设尤为重要。服
装设计基础在高职服装专业教学中，一直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要求学生熟
练掌握服装设计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
《服装设计基础》教材第一版自发行以来，得到很多院校教育同行及相关行业领域内专
家的热情关注和支持，同时也收到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第一
版教材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保持了第一版教材的基本内容和特点，针对高职服装设计专业教学和实践的需
要，明确而翔实地阐述了服装设计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为突出教学的直
观性，书中插入了大量的设计图例，方便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使学生能够更加有效地
将所学知识融入到设计实践中去。为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服装业的发展
状况，在相关内容后特意插入了“知识窗”。同时，考虑到艺术职业教育的特点，本书
力求言简意赅、突出重点、展现时代特色。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 对第一
版教材中文字表达模糊和不够准确的地方作了全面修正，对全书内容进行了重新梳理和
细致的审核。2. 出于体现流行时尚信息的考虑，对第一版教材中的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



作了更新调整，有助于学生紧跟时代发展，提高学习兴趣。3. 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出发，
根据教材中知识点的先后衔接的连续性要求，对部分内容作了适当的增删。
本次修订仍然由第一版教材编者执行。侯家华任主编，并负责统稿。各章撰稿人分别为
：第一章至第三章，侯家华；第四章、第五章，王彩霞；第六章、第七章，王宇晓；第
八章、第九章，薛伟。王彩霞协助统稿。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刘青林教授担任本书的主审，为本书的编写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特表示感谢。
本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化学工业出版社和山东服装职业学院相关领导的关心和
支持，在此谨表示我们的敬意和感谢。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国内外同类专
业的相关资料，对其编著者和一些图片的原创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教材修订，尽管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受编者水平和一些条件的约束，难免存在疏漏
和不足之处，恳请业内专家和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和帮助，多提批评和建议。
编 者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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