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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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口以找到十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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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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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真正可供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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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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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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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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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的风格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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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化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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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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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课题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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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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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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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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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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体例着重于课程的实践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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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角度而言，理想的写作方式，可以是几条线索同时发展，齐头并进，如术语解释呈现为点
状样式也可以编写出专门的词汇表；如名作解读似贯穿始终的线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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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院校应用型设计教育规划教材”之一，全书共分6个章节，主要对服装人体工学的基础
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服装卫生的人体工效性、服装的人体测量、服装号型规格、人体特征与
服装的结构设计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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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人体形态与运动机构、心理与生理机能。
　　人的形体由骨骼、肌肉、皮肤定型而产生不同的体型。
服装是否合乎人体形态与体型，直接影响人的舒适性、运动范围、温度及外形的美观。
人体各个部位的骨骼、肌肉及皮下脂肪生长差异造成不同的外表特征，从服装设计的角度去了解人体
的基本结构，将人体的体表与服装定型相联系。
　　2.人体与服装卫生学的关系，涉及皮肤与服装材质的生理反应、服装压力、服装污染、服装静电
等。
　　3.人体与包装材料学的关系及高科技材料对人体工效的价值，人体与材料的适合性、材料与式样
的协调性，环境气候与人体热交换在服装中的作用。
　　4.人体工效与服装造型量变的关系，如何得到人体体面与款式结构的扬抑，服装标志图形的工学
要求及人对色彩的心理反应。
　　5.人体形态测量与统计在批量成衣与高级时装中的价值定向，服装CAD三维空间效能，型号与规
格的评价。
　　6.人体与特殊职业服装的关系，工作空间与服装要求。
　　第三节服装人体工学研究的方法　　学科的发展和进步，研究方法非常重要。
服装人体工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借鉴人体科学、心理学等相
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并集合服装学科自身的特点，逐步建立和完善研究方法体系。
　　从手段的角度，服装人体工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观察法　　通过直接或间接观
察，有时借助辅助工具，记录自然环境中被调查对象的行为表现、活动规律，然后进行分析研究。
例如观赏T型舞台上的服装发布似乎美不胜收，但为何大众难以接受，其中必定有人一服装一环境系
统因素中的不匹配存在。
　　2.实测法　　这是一种借助于仪器设备进行实际测量的方法，也是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
例如人体尺寸的测量、火体生理参数的测量、环境参数的测量等。
　　3.实验法　　实验法是在人为设计的环境中对被测试的行为或反应进行测试的一种研究方法，一
般在实验室进行，也可在作业现场进行。
　　4.模拟和模型试验法通过模拟方法可以对某些操作系统进行逼真的实验，从而得到从实验室研究
外所需的更符合实际的数据。
例如，暖体出汗假人的出现，模拟人体的散热、出汗原理，从而来研究人体服装所产生的微气候。
　　5.计算机辅助研究法随着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建立人体模型已经成为现实。
现在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例如人台的研究成为学科研究的热点。
可以利用人体模型，描述人体尺寸、形态和人的心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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