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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变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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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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图形写生的途径，能够运用线描写生法、素描写生法、剪影

写生法和色彩写生法积累设计素材。掌握图案变形的方法；综合应用简化法、夸张法、添

加法、巧合法、几何法、求全法、分解组合法、象征寓意法以及拟人法进行少数民族服装

图案设计。培养学生图案变形设计能力，为以后的少数民族服装设计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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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设计素材写生途径的介绍和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变形方法分析讲解，引发学生

对服装图案的设计兴趣，以少数民族图案设计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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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写生的途径； 

2.图案变形的方法。 

䳴�

⛯�
图案变形方法的综合运用 

教学

资源�
PPT 课件、教学视频、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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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任务 

通过对植物和动物的写生，完成植物、动物造型变形设计，并设计完成少数民族服装图案

两幅，其中植物主题和动物主题各一幅。 

实训要求 

1.造型美观，特征明确； 

2.色彩搭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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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自然形态的物体更典型

化，更具有艺术感染力？从而提出本单元学习内容《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变形》。 

2.教师引导学生根据《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变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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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自然形态的物体更典型化，更具

有艺术感染力？ 

ӂȽሲ᯦ޛ䈴δ�� �䫕ε࠼

图案变化是从自然形态到艺术形象的创造。就是通过艺术手法使自然形象更美、更

典型、更理想，给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图案来源于生活，图案变化就是取素材中最美、

最生动的部分，对其加强和减弱，使之成为满足服装装饰需求的纹样。 

ė�䈴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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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变化是图案创作的一条重要途径。写生变化就是将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形态、构

造，组织规律等进行记录、描绘并加以装饰变形，在形式上突出单纯化、平面化、秩序

化，对自然物做创造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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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描写生法使用铅笔或钢笔等，进行线条勾勒，利用线条的转折、顿挫、粗细、曲

直、浓淡的变化，生动地记录对象的结构、特征和进行细部的刻画，线描写生法由于工

具携带方便，也是写生中常用的方法。 

ӂȽ㍖ᨅߏ⭕⌋ 

素描写生法是以单色来表现对象的形体、结构和明暗层次的方法。这种方法，工具

简单，表现充分，适应性强。  

пȽࢠᖧߏ⭕⌋�

剪影写生法是抓住形象的外形特征，以简练、概括、剪影式表现对象的一种方法。�

Ƚ㢨ᖟߏ⭕⌋�

色彩写生法是以色彩画的形式表现对象，以集中、概括的手法表现其形象的层次与

色调，为图案创作提供色彩依据。工具为水彩画和水粉画的画笔与颜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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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图案的变化是把写生的自然对象通过变化演变成为具有可以装饰服装这一实

用价值的图案形象。 少数民族服装图案变化的方法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写实变化和

写意变化两大类。 

写实变化是根据写生的自然形态进行概括、提炼、取舍加工而成的。而写意变化是

以写实为基础，适当地作归纳简化、夸张手法的处理，达到装饰的效果。写意变化不求

对象逼真的造型，而是追求形象的鲜明及形式美感，追求高度的提炼，追求艺术造型的

理想化。  

жȽㆶौ⌋ 

简化是将自然形态的对象独有的特征保留下来，力求达到造型上的简洁与单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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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法是抓住对象最主要的特征，去掉繁琐的部分，通过归纳、概括、省略，使对象更单

纯、完整，以加强整体特征的表现。  

如土家族八幅罗裙上的鸟形图案，就对自然形态的鸟进行了简化，将鸟头部的翎毛、

羽毛用斜线来表现，尾巴用简化夸张的几何块面来表现（土家族 P88）。 

如傣族的茴香花图案，在进行艺术化创作的过程中，将伞状的花茎和点状的花冠保

留了下来，并进行归纳，使得茴香花图案的形态更具典型化。 

ӂȽᕖ⌋ 

夸张法是在简化法的基础上，抓住形象的典型特征，强调自然物象中能够引起美感

的主要部分，突出形与神的美感，以达到主题鲜明、感染力强的审美效果，使原有的形

象特征更加鲜明生动。夸张法有局部夸张、整体夸张和透视夸张等形式。更有魅力。 

如景颇族的蚯蚓纹，用简化法将蚯蚓的形态简化成线状，并且用夸张法将线状纹样

进行几何形的弯曲，将蚯蚓的特征更加鲜明，达到到形与神的美感的结合。 

景颇族的蝴蝶纹，将其进行简化，去除蝴蝶的触角、头部、腹部和尾部，抓住蝴蝶

翅膀的特征，将左右两边的翅膀夸张变形为等边三角形，并在三角形内部绘制几何线条，

最终得到艺术性的蝴蝶纹样。 

� пȽࣖ⌋��

添加法是在简化或夸张的基础上，把具有典型特征的形象，合乎情理地与其结合在

一起，充实与美化图案形象，达到构图饱满、变化丰富的效果，起到突出主题、增强装

饰的审美效果。根据设计需求，在提炼、概括、夸张的基础上，添加装饰纹样，以增加

图案联想的浪漫色彩并符合人们审美要求的艺术创造。 

如蒙古族的“瓜蝶蔓蔓”图案中，除了有西瓜纹样外，为了使构图饱满，增加了蝴

蝶纹样。 

如白族的“鹿鹤同春”图案和“麒麟牡丹”图案，画面充实饱满，具有美好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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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法是一种巧妙的组合方法，让形象共用一条轮廓线或局部的形态。在图案设计

中，选用某些典型的特征，按照图案的规律，巧妙地组成新的图案形象，使它更富有艺

术性。  

比如苗族服装图案“双身龙”，两只龙共用同一个龙头，巧妙的构思，组成新的图

案。如白族扎染的圆形连缀图案，圆形与圆形相交，在圆心的部位装饰花朵纹样。 

  ӊȽࠖ⌋��

几何法是抓住对象的特征，根据工艺制作、设计要求，通过理性的思考，把变化的

形象处理成几何形，如三角形、圆形、方形、折线形、弧线形等。 

如布拖彝族女性的头帕，黑色的底色本身和头发融为一体，抽象几何羊角纹是大小

凉山地区彝族特有的图案。彝族的羊角纹有着悠久的历史，彝族人民对羊角纹情有独钟。

羊是财富的象征，作为纹样在头帕上大面积出现。（彝族 P96） 

如景颇族的水田纹，由倒三角、圆点以及折线纹样组成，其中倒三角表示水田，折

线表示水沟，圆点表示水田中的农作物等。 

��⌊ޞ≹Ƚޣ

求全法是一种理想的图案设计手法，它不受客观自然的局限。在图案变化中，常把

不同时间或不同空间的对象组合在一起，完整地展现出来，给人以完整和美满的艺术享

受。求全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满足了人们追求完美的愿望。 

如回族女子贴绣肚兜案例的纹样上方两侧是两只蝴蝶，中间为美丽的花朵，寓意着

亲情永固、子孙昌盛;中间的纹样是一棵桃树，寓意着多寿下方的纹样是牡丹花，是传

统的吉祥图案寓意富贵，也象征着美好、光明和幸福。（回族 P138） 

йȽ࠼䀙㓺ਾ⌋��

分解组合法是将自然对象加以变化、解构，再通过并列、反复、交错、重叠、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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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等手法重新组合。分解组合法可将多种对象分解，把具有艺术感的局部重新加以组

合，构成一个全新的图案形象。 

如苗族的鱼纹图案，将鱼和莲花的形态进行分解，每个块面间隔相同的距离再组合

起来，形成“鱼戏莲叶间”的图案形态。 

��⌊Ƚ䊗ᖷȽሉᝅޡ

象征是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用以象征某种特别意义的具体事物。它以某

种形象为对象，取其相似相近的形态意义加以类比，来表达特定的意义。寓意是以具体

实在的形象比喻某种抽象的情感意念。设计者把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寓意于一定的形象

之中，用来表达对某种事物的赞美与祝愿。 

如在彝族的传统文化中，人们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为了留住小孩的灵魂，令其茁壮

成长，就需要用虎这个猛兽护佑孩子健康成长，因此彝族孩子多穿着虎头鞋、虎头帽以

及虎纹肚兜。 

ғȽᤕӰ⌋  

拟人法是把动物、植物的形象与人的性格特征联系起来，表现出人的行为和感情。 

如广西壮族的青蛙图腾，在服饰品和生活用品中多用蛙纹来装饰。壮族民间每年都

会举行蛙婆节，以青蛙图腾为祭祀对象。巫师祈祷，民众跳祭祀舞蹈，唱祝福词。以对

待人的礼遇制作蛙轿子、蛙棺材、蛙旗，并择吉日到野外为其下葬。此外还有苗族的枫

树图案和蝴蝶图案，都是拟人化的表现。 

Ⅲ  课后 

жȽ䈴ቅ㔉 

本次课学习了图案素材写生的途径，能够运用线描写生法、素描写生法、剪影写生

法和色彩写生法积累设计素材。掌握图案变形的方法；综合应用简化法、夸张法、添加

法、巧合法、几何法、求全法、分解组合法、象征寓意法以及拟人法进行少数民族服装

图案设计。了解少数民族服装图案造型的特点，为我们进行少数民族服装图案设计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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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素材来源途径和设计变形依据。 

ӂȽ֒ѐᐹ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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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项目任务：  

通过对植物和动物的写生，完成植物、动物造型变形各五种，并设计完成少数民族

服装图案一幅。 

2.实训项目要求： 

（1）造型美观，特征明确； 

（2）色彩搭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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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这部分内容时，采用讲授法与案例教学

法相结合，讲授图案写生的方法和图案变形的方法，以及列举了不同的少数民族服装图

案的变形案例，并启发学生从案例中寻找图案变形的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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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