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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艺术设计类教材的出版十分兴盛，任何一门课程如《平面构成》、《招贴设计》、《装饰色
彩》等，都可以找到十个、二十个以上的版本。
然而，常见的情形是许多教材虽然体例结构、目录秩序有所差异，但在内容上并无不同，只是排列组
合略有区别，图例更是单调雷同。
从写作文本的角度考察，大都分章分节平铺直叙，结构不外乎该门类知识的历史、分类、特征、要素
，再加上名作分析、材料与技法表现等等，最后象征性地附上思考题，再配上插图。
编得经典而独特，且真正可供操作、可应用于教学实施的却少之又少。
于是，所谓教材实际上只是一种讲义，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只能是一般性地阅读，从根本上缺乏真实能
力与设计实务的训练方法。
这表明教材建设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从课程实践的角度出发，一本教材的着重点应落实在一个“教”字上，注重“教”与“讲”之间
的差别，让教师可教，学生可学，尤其是可以自学。
它必须成为一个可供操作的文本、能够实施的纲要，它还必须具有教学参考用书的性质。
　　实际上不少称得上经典的教材其篇幅都不长，如康定斯基的《点线面》，伊顿的《造型与形式》
，托马斯·史密特的《建筑形式的逻辑概念》等，并非长篇大论，在删除了几乎所有的关于“概念”
、“分类”、“特征”的絮语之后，所剩下的就只是个人的深刻体验、个人的课题设计，于是它们就
体现出真正意义上的精华所在。
而不少名家名师并没有编写过什么教材，他们只是以自己的经验作为传授的内容，以自已的风格来建
构规律。
　　大多数国外院校的课程并无这种中国式的教材，教师上课可以开出一大堆参考书，却不编印讲义
。
然而他们的特点是“淡化教材，突出课题”，教师的看家本领是每上一门课都设计出一系列具有原创
性的课题。
围绕解题的办法，进行启发式的点拨，分析名家名作的构成，一次次地否定或肯定学生的草图，无休
止地讨论各种想法。
外教设计的课题充满意趣以及形式生成的可能性，一经公布即能激活学生去进行尝试与探究的欲望，
如同一种引起活跃思维的兴奋剂。
　　因此，备课不只是收集资料去编写讲义，重中之重是对课程进行设计有意义的课题，是对作业进
行编排。
于是，较为理想的教材的结构，可以以系列课题为主，其线索以作业编排为秩序。
如包豪斯第一任基础课程的主持人伊顿在教材《设计与形态》中，避开了对一般知识的系统叙述，而
是着重对他的课题与教学方法进行了阐释，如“明暗关系”、“色彩理论”、“材质和肌理的研究”
、“形态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节奏”等。
　　每一个课题都具有丰富的文件，具有理论叙述与知识点介绍、资源与内容、主题与关键词、图示
与案例分析、解题的方法与程序、媒介与技法表现等。
课题与课题之间除了由浅入深、从简单到复杂的循序渐进，更应该将语法的演绎、手法的戏剧性、资
源的趣味性及效果的多样性与超越预见性等方面作为侧重点。
于是，一本教材就是一个题库。
教师上课可以从中各取所需，进行多种取向的编排，进行不同类型的组合。
学生除了完成规定的作业外，还可以阅读其他课题及解题方法，以补充个人的体验，完善知识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系列课题作为教材的体例，使教材摆脱了单纯讲义的性质，从而具备了类似
教程的色彩，具有可供实施的可操作性。
这种体例着重予课程的实践性，课题中包括了“教学方法”的含义。
它所体现的价值，就在于着重解决如何将知识转换为技能的质的变化，使教材的功能从“阅读”发展
为一种“动作”，进而进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素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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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基本内容和结构安排上，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考虑服装展示设计和其他商品展示设计的
共性和个性。
对服装展示的设计要素展开阐述，突出强调各要素在服装展示设计中的运用。
2.服装展示空间主要有商业空间、表演空间和展会空间三大类，书中的第三、四、五章节，分别是这
三种空间形态下的服装展示设计方法，突出各个不同空间形态下的展示特点，是本书的重点内容，同
时，解析不同服装空间中展示设计元素、设计方法及运用法则，并结合设计实例，使读者较直观的了
解和掌握。
3.作为教材，服装展示设计的编写体现了较高的专业性和知识性。
在编写过程中，针对学生和课程的特点，突出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在一些实践性强的章节，为增强学
生的设计实践能力，围绕章节布置作业，形式多样，题型丰富，体现案例教学的实用性。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服装展示设计>>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服装展示的概念  第二节  服装展示的风格第二章  服装展示设计构成  第一节  平面
要素  第二节  空间要素  第三节  色彩要素  第四节  展示道具  第五节  展示照明  第六节  人体工程学要素 
第七节  展示材料第三章  表演秀场的服装展示  第一节  服装表演概述  第二节  服装表演模特  第三节  表
演秀场的服装展示设计第四章  商业空间的服装展示设计  第一节  服装商业空间  第二节  服装商业空间
的设计  第三节  店内服装陈列  第四节  橱窗服装展示设计第五章  服装展览会设计  第一节  服装的展览
经济  第二节  服装展览的空间特性  第三节  现代展览设计要素  第四节  服装展览会设计实务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服装展示设计>>

章节摘录

　　2.推介品牌、树立形象　　1858年英国设计师查尔斯·沃斯（Charles Frederick Worth）创立了高级
时装店。
首创了模特儿制度和设计师的新概念，不仅使服装从技术迈向艺术的殿堂，更重要的是，真正开创了
运用真人模特的服装展示方式。
服装展示从开始阶段的设计师利用模特展示个人的作品，逐渐发展成为利用模特展示服装品牌的整体
形象。
　　3.娱乐大众，传播文化　　20世纪初，VOGUE杂志社为召集社会名流为慈善组织募捐而举办了“
时装节”，各类时装节、时装展会成为一种娱乐大众的新形式。
时至今日，无论是纯粹娱乐性的时装表演，还是商业性的时装展示，都不仅仅是面对专业人士的活动
。
人们从新的商品或者平时不多见的表演中获得愉悦和享受，同时也获得了相关的知识和品牌信息。
如图1—2所示服装展示使服装脱离了商品的意义，成为艺术传递给大众的时尚服饰文化。
 二、服装展示的特征 1.以服装为本的实体性展示 实体性是展示的重要特征。
在服装展示活动中，无论是商业活动中作为商品的服装，还是展览会上的展品陈列，都是以服装实体
的展示为基础。
实体展示给观者最直接的感受，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亲眼目睹的认识最真实可信。
现代服装的展示活动越来越丰富，但无论形式怎样变化，以服装为本的实体性特征始终不变。
（图1—3）　　2.展示载体的多样性　　服装展示凭借实物与现场表演，将图像、文字、语言交流、
灯光、音响等信息载体综合运用，加上展示道具、环境的烘托，表演、解说、音乐和造型的完美组合
，给观者最大的感染力。
展示活动中每一个细节的运用，都成为展示服装信息的载体。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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