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装设计》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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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选题：

1、在所掌握的众多材料和各种信息的基础上，从一个最佳方案入手，朝着

一个目标进行深入的构想。这种设计思维形式称为（ ）。

A 发散思维 B 聚合思维 C 侧向思维 D 逆向思维

2、（ ）主题的设计，实际上就是借景抒情、借物达意。

A 具体 B 宽泛 C 抽象 D 具象

3、“中国优秀织锦工艺传承人”是________？（ ）

A、粟念礼 B、粟田梅 C、粟大姐 D、粟田丽

4、侗锦是_______的文化遗产。

A、苗族 B、土家族 C、侗族 D、壮族

二、选择题：（每题 1分，共 15分）

1、（ ）在艺术创作中是一种被充分认识和用于表达的手段。

A、艺术美

B、造型美

C、形式美

D、创新美

2、均衡时有变化的美，其结构特点为（ ）

A、生动活泼

B、富于变化

C、有动的感觉

D、ABC

3、中国银行用古代铜钱和汉字“中”为元素，对称的结构山体现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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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A、和平

B、活泼

C、生动

D、美丽

4、德国著名建筑家沃尔特?格罗佩斯在德国魏玛市建立了（ ）

A、卢浮宫

B、国立包豪斯学院

C、红楔子攻打白军雕像

D、唐仕女

5、以下不属于硬线材构成方法的是（ ）

A、积垒构成法

B、线织面构成法

C、框架构成法

D、变形创新构成法

三：判断题：

1、1947 年，迪奥推出的新样式设计，其廓形是以“X”型为主的（ ）

A、对 B、错

2、服装设计中的所谓流动旋律是很随意的，没有规律可言（ ）

A、对 B、错

3、在服装设计中，点的构成是实际存在的物，例如纽扣（ ）

A、对 B、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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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填空题：

1、服装设计的内容包括____和____、____ 的总和。

2、____是设计的着眼点，是设计思维的根本存在。

五，简答题：（每题 10分，共 30分）

1.创意素描异变造型分为几种表现方法？

2.如何理解物体的精细特写造型？

3.如何理解及表现物体的“重量感”？

答案：一、单选题：1. B 2.A 3.B 4.C

二、选择题：1.C 2.D 3.A 4.B 5.D

三、判断题：1.A 2.B 3.B

四、填空题：1.造型设计、色彩设计、面料设计 2.设计理念

五、简答题：1.（1）有规律的异变造型：在两种以上的物象中，找

出并利用形的相似或相同之处，巧妙地将其嫁接在一起，从而达到形成一

种新造型的目的。（2）非规律的异变造型：在两种以上看似毫不相干的物

象中，努力找出他们之间内在的联系，通过想像，解构物象结构，将两种

毫不相干的物象重组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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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细特写造型是明暗形态造型训练的深入，侧重并加强对于各种材质的认

识和对质感进行精细特写表现能力的训练是本章节的重点。在设计实践中，

任何产品的设计都离不开材料，善于发现、充分利用各种材质不同的美，

并且能够运用于设计之中，是设计艺术家应必备的能力。

3.自然界中，任何一种物质，都具有一定的重量，物质的轻重反映出来的形

态，称为“重量感”。这里指的“量”，不是数学中某种数字概念，而是一定物

象的形态所呈现出来的某种“量”的感觉。比如我们能表现出头发的长度，厚

度蓬松的程度，而不能画出头发的具体数量来。

既有质必有量，素描写生练习中，不仅要求表现物体的质感，也要表现物

体的量感，方法还是要相互比较，善于分析。任何物体之间不但在质地上

明显区别，重量上差异悬殊，只要把它们之间的质地差别充分表现出来，“重

量感”的区别也就相对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