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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设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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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讲授、实训�

理论

课时�
2课时�

实践课

时�
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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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课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少数民族图案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形式美法则。变化

与统一是图案设计的基本法则，理解了变化和统一的方法与作用。掌握了形式美法则的原

理，从案例分析中巩固形式美法则的具体内容，培养学生的图案设计组织能力，为以后的

少数民族服装设计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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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少数民族服装图案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形式美法则的讲解，引发学生对服装图案

的设计兴趣，强调中华各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通过实训练习，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以及对民族文化的传承精神。通过对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案例分析，

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提高设计水平，为后续的课程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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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基本规律 

2.少数民族服装图案设计的形式美法则。 

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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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美法则的综合运用 

教学

资源�
PPT 课件、教学视频、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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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任务 

理解形式美法则的具体内容，结合民族信仰和民族文化，综合运用形式美法则创作一幅少

数民族服装图案。 

实训要求 

（1）造型美观，装饰感强； 

（2）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学习

工具�
手绘工具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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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抛砖引玉在线上教学平台“课前预习”中提出问题：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构成有没

有秩序？有什么样的秩序？从而提出本单元学习内容《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设计法则》。 

2.教师引导学生根据《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设计法则》课程设计在线上教学平台找到相关

教学 ppt、视频、电子教案和课件进行自主学习，初步自主完成学习目标。 

3.学生完成课后测试题，老师根据学员的测试结果了解知识的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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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线上教学平台“课前预习”中提出问题：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构成有没有秩

序？有什么样的秩序？ 

ӂȽሲ᯦ޛ䈴δ�� �䫕ε࠼

艺术的审美是相通的，少数民族服装图案和音乐一样也有一定的节奏和秩序。这种

类属于视觉艺术的审美对象的秩序源于各个造型元素之间所构建的关系。这种关系要同

统一在各部分协调的原则下。对于少数民族图案来说这种秩序不仅仅是具有视觉形式上

的美感，还具有传递特定信息的作用。 

ė�䈴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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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统一是少数民族服装图案设计的基本规律，变化与统一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是相互矛盾、相互联系，二者缺一不可。变化是图案的各个设计要素之间产生的差异对

比，而统一是元素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变化要在统一之中，多样性要建立在整体之上。

统一是变化的基础，变化则相对于统一而存在。只有统一而无变化，图案会显得单调；

变化过多而无统一，图案会显得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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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物种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每个物种在各式各样的形态变化中均存在

着一种统一的形式和内在的联系。在符合视觉审美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在统一中寻求变

化，在色彩、造型、肌理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对比，丰富图案视觉效果，产生新的创意。 

1.造型的变化 

图案的变化与统一主要体现在造型、色彩等方面。造型的变化是指形态因素在大小、

长短、粗细、曲直等方面的区别与对比，统一则是将这些对比因素做秩序化的组合或形

式上的协调。色彩的变化主要指颜色在色相、明度、纯度及冷暖上的区别。色彩的统一

则是强调画面要有一个总的色调，使其它颜色搭配和谐。 

2.渐变与突变 

渐变是事物的量有少到多的逐渐积累的过程；突变是事物的质没有经过过渡而直接

产生飞跃。在图案设计中，造型元素按照排列的位置、方向和元素体量的大小、疏密、

虚实等方面的变化，产生渐变的效果。渐变效果容易产生节奏韵律感。突变是局部效果

对比比较强烈，容易产生视觉冲击力。 

如普安苗族女性盛装上的窝妥纹图案，圆形纹样从小到大的渐变，产生韵律感。（苗

族 P105） 

如苗族的平绣喜鹊登梅图案中，梅花环绕周围，喜鹊居中，形成了造型的突变效果。

（苗族 P234） 

3.解构与重构 

按照设定的规则将造型元素进行分割或拆解，重新拼合在一起，产生新的视觉图形。

这种解构与重构的图案构成方式具有较强的趣味性。 

ӂȽ㔕жⲺᯯ⌋ф֒⭞�

1.突出主题 

明确图案的整体调性，突出造型主题。通常使用某一元素，使其在色彩、位置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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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上产生绝对的优势。其他元素围绕这一优势元素展开或者与优势元素相协调，突出主

题的同时又主次分明，从而达到画面统一的目的。 

如贵州雷公山地区方祥苗族的女性盛装图案以龙凤、花鸟、牡丹、月季、蝴蝶等元

素为主，色彩选用大红、桃红、绿、紫、橙、黄、蓝等色彩，突出富贵吉祥的主题。（苗

族 P169） 

2.呼应主题 

当图案当中的元素杂乱无章时，为了达到和谐一致性的效果，往往在作品中加入与

主题类似的小面积的同一元素，并将其安置在不同的位置，起到与主题呼应的作用，从

而产生画面的统一性。 

如丹寨雅灰苗族的百鸟衣图案，上衣与下裳的图案色彩一致，部分元素近似，与百

鸟的主题相呼应。 

   

ㅢӂ㢸��ቇᮦ≇ᰅᵃ㻻ഴṾ䇴䇗Ⲻᖘᕅ㗄⌋ࡏ�

形式美法则，是人类在创造美的过程中，对美的形式和规律进行的经验总结和抽象

概括。 

жȽሯ〦фൽ㺗 

对称与均衡是图案最基本的两种组织、构成形式。对称体现了静感与稳定性，具有

端庄，安定的美；均衡则表现了动感和变化性，具有生动、活泼的美。  

对称是以假设的点或线为对称轴，向左右、上下两方或四周配置同形、同色、同量

的纹样，使图形产生整齐、庄重、平稳的效果。主要形式有左右对称 、上下对称、旋

转对称和放射对称等。 

均衡也叫平衡，是以假想的重心为支点，在视觉上保持重心周围纹样量的均等，由

形的对称变为量的对称，变化中求稳定。通过色彩、造型等元素之间的搭配，达到视觉

的平衡效果。均衡的主要形式有同形异量、同量异形、异形异量。图案的均衡多运用纹

样的虚实、疏密、动势和色彩进行对比呼应处理，在组织上有较大自由度，变化更为丰

富。    

如藏族服装上的“八瑞相”图案，即宝伞、金鱼、宝瓶、莲花、白海螺、吉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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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幢以及金轮，采用的是左右对称的构成形式。 

杞方言黎族女性对襟银扣上衣左右门襟下摆处的贴布口袋，位置和面积相同，图案

不同，装饰丰富多彩，呈现均衡的构成形式（黎族 P98）。 

 

ӂȽᶗ⨼фਃགྷ 

条理是对事物有规律、有秩序的组织和安排，是使物象单纯化、统一化的重要手段。

去除形态中庞杂无序的部分，对形态归纳、概括，使其主次有序、有条不紊。条理使形

象具有整齐化、规律化的美。 

反复是将相同的形象或纹样等基本单位，在一定的距离或空间内以某种形式规律往

返重复排列，形成整齐、单纯、富于节奏的美感。图案的许多构成形式均具有反复的性

质，如对称、发射、转换、旋转、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 

如景颇族织锦女盛装上的图案纹样，按照五种图形为一个周期，形成有规律的图案，

呈现出了条理与反复的组织结构。 

пȽሯ∊ф䈹ૂ 

对比是指差异明显强烈的视觉造型因素，甚至互相处于对立关系的视觉造型因素。

图案设计中形成的对比因素有形状、色彩、质感、空间等。 

调和是指差异明显强烈的视觉造型因素经过调整而达到整体上的协调和统一即为

调和。调和和对比是一种本质上的差异的整体。没有对比，调和无从谈起。对比是制造

矛盾的手段，调和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对比产生多样变化，调和产生多样统一。 

如黔西北地区彝族盛装女袍的图案，采用红色、黄色和绿色作为图案的主色调，与

群青色的底形成鲜明的对比（彝族 P85）。 

如布依族刺绣银铃童帽上的“虎”字纹样图案，选用蓝色和玫红色为纹样的主色调，

为了使色彩协调，选用玫红色和紫色作为过渡色，形成色彩的调和（布依族 P94）。 

Ƚ㢸྅ф丫ᗁ 

节奏，是指音乐旋律中的节拍即对象在运动变化中形成的有规律地交替连续的节

拍。韵律是指运动变化的高低起伏、强弱长短所形成的优美而和谐的趋势和韵味。在图

案设计中，节奏是指视觉造型元素有秩序、有规律地递增、递减地反复出现，呈现一种

张力的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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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律指节奏在规律性运动变化中所呈现的特征。如平缓、激越、轻快、沉稳等。不

同的组合规律，不同的运动节奏，各自呈现出不同的个性。 

节奏是以统一为主的重复变化，韵律是以变化为主的多样统一。在图案设计中表现

为有规律的重复，有组织的变化，在序列重复中产生节奏，在节奏变化中产生韵律。 

如哈方言黎族女性及膝筒裙上的人形纹，同一行红黄色相间排列，上下行错位排列，

形成了节奏与韵律感（黎族 P97）。 

Ⅲ  课后 

жȽ䈴ቅ㔉 

本次课学习了少数民族图案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形式美法则。变化与统一是图案设计

的基本法则，理解了变化和统一的方法与作用。掌握了形式美法则的原理，从案例分析

中巩固形式美法则的具体内容，为我们进行少数民族服装图案设计创作提供了设计方法

和设计依据。 

ӂȽ֒ѐᐹ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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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项目任务：  

理解形式美法则的具体内容，综合运用形式美法则创作一幅少数民族服装图案。 

2.实训项目要求： 

（1）造型美观，装饰感强； 

（2）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通过项目的实训要求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创新研发的工匠精神，师学生具备耐

心、专注、坚持的责任感。 

пȽᮏᆜਃ侾ૂ䈹᮪�

1.通过线上平台检查课后作业，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巩固教学效果。 

2.通过课后调查、交流，了解学生对本课程教学模式的认可度，及时调整授课内容

和授课模式。 

Ƚ䈴ぁਃᙓ�

本次课在讲授《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设计法则》这部分内容时，采用讲授法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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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相结合，讲授图案设计的基本法则和形式美法则，以及列举了不同的少数民族服

装图案的形式美原则，并启发学生自身从案例中寻找图案设计的组织规律。对实训部分

内容进行线上小组讨论和教师点评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让学生将课堂所学知识进行

内化，满足学生的知识获得感，提高学习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