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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立体裁剪》教案

课

题
创意成衣局部造型立体裁剪

授课

类型
理论讲授、实训

理论

课时
6 课时

实践

课时
16 课时

教

目

学

标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掌握衣身省道变化的原理；掌握将创意省道、褶、分割线，培养

学员由平面到立体之间互通思维；培养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审美意识与工匠精神。

思

政

元

素

通过对立体造型与平面形态关系的分析和讲解，引发学员对服装立体空间的兴趣，提

升平面至立体的思维空间能力。通过实训练习，培养学员对知识点深入研究和创新的精神，

在实践中对作品的质量具备精益求精的精神。

重

点

1.省道变化的原理；

2.款式分析能力、实现造型的能力。

难

点
1. 服装立体造型与平面展开形态关系

教学

资源
2. ppt 课件、电子教材、教学视频、试题库

实训

任务

要求

实训任务

创意省道、褶、分割线的立体裁剪各 2 款。

实训要求

1.规格尺寸设定合理；

2.裁剪符合设计造型要求、绘制版型线条流畅、放缝准确；

学习

工具
制版工具一套、立裁工具一套、卡纸或牛皮纸一张

教

学

设

计

1.教师抛砖引玉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问题：省道变化的原理？创意成衣局部造型

立体裁剪有哪些？从而提出本单元学习内容《创意成衣局部造型立体裁剪》。

2.教师引导学员根据《创意立体裁剪》课程设计在云课堂中找到相关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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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完成课后测试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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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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

Ⅰ课前

一、线上

老师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问题：省道变化的原理？创意成衣局部造型立体

裁剪有哪些？

二、导入新课（10 分钟）

观看一组图片，让学生观察后将图片按创意省道造型的立体裁剪。创意褶造型的立

体裁剪，创意分割线造型的立体裁剪分类。

Ⅱ 课中

三、新课讲授（80 分钟）

项目二 创意成衣局部造型立体裁剪

任务一 创意省造型的立体裁剪

一、弧型省

1、弧型省的特点

弧型省道起点在侧腰往上 7.6cm 处,止于胸高点附近。凹领的领围线在前领窝以下

7.6cm(颈点 5.1cm),领宽量到肩部的公主线上。



创意立体裁剪

3

2、准备工作

准备好人台,用针做出法式省道的曲线标记

以及领围线。

针标记人台后背的款式线。

3、弧形省道制作过程

(1)将坯布的折叠处对准人台的前中心线。用针固定。

(2)沿着凹领线抚平布料,不平处打剪口,用铅笔擦印标记,用针固定。

(3)抚平腰节,打剪口,做标记,并别合 0.3cm

(4)(折叠)的放松量。标记侧腰并固定。

(5)沿着侧缝往上抚平布料,越过法式省所在部位。将余量推开,用针标记省道边线。

(6)沿着人台上的省道边线用铅笔擦印标记,修剪边线,留 1.3cm 的缝份量。在省道

边线外侧打剪口。

(7)抚平布料,固定并标记肩点、袖窿中点和袖窿板弧线、侧缝。

(8)描点、连线、试样、修正、完成纸样。



创意立体裁剪

4

二、平行省

1、平行省特点

肩部省道由左肩至右侧 BP 点，腰部省道由右腰至左胸 BP 点，两省角度形成平行

省道。

图 1 弧型省道制作步骤

图 2 弧型省道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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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备工作

布料高度：测量上半身的长度，上下各加 5cm。

布料宽度：测量 2/B 的长度再加 16cm。

3、平行省制作过程

(1)将参考线与人体基础线对齐，固定胸围线、前中线。

(2)由前中往右侧开始操作，腰部缝份以外的部位打剪口。

(3)腰部留出放松量，固定右侧缝线，右侧缝线预留 4厘米左右宽度，将多余的量

初裁，固定侧缝线。

(4)右侧缝线预留 4厘米左右宽度，将多余的量初裁，固定侧缝线。

(5)袖笼弧线预留 5厘米左右宽度，将多余的量初裁，固定肩点。

(6)肩点向颈侧点推平，用珠针固定颈侧点，初裁领口预留两厘米左右，将剪刀的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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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放置在领围线的净样线处打剪口。

(7)按照省道标记线的位置，捏合肩部省道。

(8)左侧由肩点位置往腰部推平，预留 4厘米左右宽度，将多余的量初裁，固定侧

缝线

(9)袖笼弧线预留 5厘米左右宽度，将多余的量初裁，固定肩点。

(10)肩点向颈侧点推平，用珠针固定颈侧点，初裁领口预留两厘米左右，将剪刀的

前端放置在领围线的净样线处打剪口。

(11)将腰部的放松量预留后，按照省道标记线的位置，捏合腰部省道。由上至下依

图 6图 5图 4

图 7 图 9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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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点出轮廓线位置、省道位置。

(12)描点，连线、试 样、修正、完成胚样。

三、人字形省

1、人字形特点

右侧省道的省量集中在人台的左侧,经过中心线,省道的末端在肩线和公主线的交

点。而左侧省道的省量与右侧的省道在人台的前中心线处相交。

图 10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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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备工作

裁剪面料,其长为人台颈侧点到腰线的长度,再加 6cm 的缝份,宽为人台前胸围加

6cm 的缝份。在面料上标出前中心线和胸围线。

3、人字形省道制作过程

(1)在人台上贴置款式线条标识。

(2)将面料前中心线对应在人台相应位置,并固定。

(3)将右侧腰下的余量围绕胸点向上顺时针推转至人台右侧肩部位置,在面料上贴出第

一条省道的位置线,并预留距省尖 15cm 的缝份将面料沿省道位置剪开。将省位标注出

来。

(4)按照人台标识线剪开交叉省道的剪口,方向指向胸点,将领口处修剪好。

(5)将左侧腰部余量围绕胸点向上逆时针推转至肩部位置,将省道量收入左边交叉

省道中,并将多余面料修剪掉。

（6）捏合省道,用大头针固定。

（7）描点、连线、试样、修正、完成纸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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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字形省道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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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 形省

1、T 形省特点

前中线省是从前中线上任一点指向 BP 点的省道。

2、准备工作

布料高度：测量上半身的长度，上下各加 3cm。

布料宽度：测量前中心至侧缝的距离再加 6cm。前中心线处加 5cm。

3、前中线省制作过程

(1)料用大头针固定在人台的相应位置上。在胸围线以下的中心线上打剪口，并将

折 边向内侧。围绕着胸点将多余的面料按顺时针方向推平顺。

(2)继续推转面料到前中心线的胸围线处收省，在袖窿中留 0.6cm 的松量，并标注

岀袖窿的位置，修剪多余面料。

(3)描点、连线、试样、修正、完成纸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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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形省操作过程图

任务二 创意褶造型的立体裁剪

一、碎褶



创意立体裁剪

12

1、碎褶特点

碎褶(抽褶)是将面料用缝线、松紧带或装饰带进行收紧,从而出现自然的、不规则

的细密褶皱。

2、准备工作

用标示带标注出 V形领口的位置,以及一条从胸点到前中心与领口线平行的省道

线。面料的长度等于前身长加 20cm,宽度等于 1/2 前胸宽加 13cm。

3、碎褶制作过程

(1)将面料前中心线向内扣折后,用大头针固定在人台的相应位置上。在面料上按

照人台上的标示带位置画出领口和省道位置。将领口上多余的面料修剪掉,剪开省道到

胸点的位置,在省道线的一侧留出 1.5cm 作为缝份。

(2)确定肩线和袖窿。将侧缝部位的面料推平顺,标注出袖窿深的位置,并在袖窿深

点以下 10cm 处开始,打一个剪口,用大头针固定,以此大头针为轴心,在前中线处将纬纱

线位置向上提,捏合出 2cm 的叠褶(可根据款式设计定褶皱大小),用大头针固定褶皱。重

复上述步骤,每 2.5cm 在侧缝处打剪口,在前中线捏合一个叠褶。

(3)重复以上步骤,直到腰线,修剪多余的面料修剪掉。

(4)将叠褶平均分配整理成碎褶,在碎褶上画出前中心线位置(为了保证碎褶在省道

下方的前中心线部分能缝合在一起,需要在内侧的缝份上加缝一条加固带)。

二．“竹笋形”褶

1、“竹笋形”褶特点

前片胸前为六个不对称褶，构成竹笋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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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备工作

(1)在人台上贴置款式标示线(图 1）

(2)准备坯布：

(3)此款准备面料参考尺寸：

长度：2/B+16cm 宽度：前腰节长+12cm

3、“竹笋形”褶制作过程

(1)将坯布参考线与人体基础线对齐，固定胸围线、前中线。（见图 2）

(2)由前中往右侧开始操作，将领口、肩预留 4cm 后初裁，固定。（见图 3）

(3)沿前中线由下至上剪开，剪至第 2排褶交点位置。（见图 4）

(4)先折第一排右边的褶，褶宽度 1cm,，固定侧缝线。（见图 5）

(5)第一排左边褶位线往下预留 0.5cm,从第二排右边的褶位开始剪，剪至第一排右

边褶位线。（见图 6）

(6)按照第一排褶的方法折出第二排褶，第 2排褶褶量为 2.5cm 。（见图 7）

(7)预留 4 厘米初裁右侧袖笼弧线、右侧缝线，预留腰部放松量后确定第三排右侧

褶的大小。（见图 8）

(8)按照右侧的操作步骤和方法，完成左侧褶。（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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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描点、连线、试样、修正、完成纸样。 （见图 10）

图 4

图 1 图 3图 2

图 6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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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叉褶

1、交叉褶特点

图 9

图 10

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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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绕交叉造型是指将面料围绕一个中心进 行一次或多次回旋，在面料表面形

成自然布纹 效果。这种技法操作起来自然顺畅、简便易行，是立体裁剪中非常直

观而且常用的方法。 根据缠绕面积不同，可以形成局部装饰到整件 款式的不同效

果。

2、准备工作

(1)在人台上贴置款式标示线。

(2)用整块布初步披挂在人台上，按照贴置的 标示线预估面料尺寸；或者直接用软

皮尺测量 预估出交叉所需面料尺寸，预留 3~5cm 缝份。

(3)此款准备面料参考尺寸：

长度：测量长度+20cm 余量=130cm

宽度：测量宽度 x （2~3）倍=65cm

(4)按照以上尺寸准备面料两块。

3、交叉褶制作过程

(1)首先将面料披挂在人台左右两边，用珠 针在肩部和颈侧点分别固定。（图 1）

(2)从肩到胸部逐渐调整褶皱形态，并用珠 针在相应位置进行固定。（图 2）

(3)将面料在胸前进行交叉缠绕。（图 3 ）

(4)将右侧面料拉回至右侧手臂部位，并用 珠针将拉回面料固定在接缝处。（图 4 ）

(5)注意，此款关键是要使接缝隐藏在褶皱 中不易看出，才能使人感到款式的巧妙。

（图 5）

(6)将左右两块面料褶皱理顺，并分别在左 右两边腰部进行固定。（图 6）

(7)用珠针将褶皱一一固定，然后贴线、描 点、连线、拓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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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袖笼波浪褶

1、波浪褶的特点

圆环起浪方法通过绘制圆环，展开圆环，利用圆环内外弧长差形成波浪。波浪曲

线效果自然舒缓，比较大气，适合于曲线弧度较小的部位起浪装饰。

2、准备工作

(1)首先将布料四折叠，备用。

(2)然后测量待装饰部位的边长，以此长度作为圆周长，通过圆周长计算公式 L=2TTR,

计 算出半径 R=L/2TTO再确定装饰边的宽度。根据这两个尺寸，在准备好的四折叠面料

图 1

图 6图 5图 4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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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绘制圆环，圆环的内圆半径为 R（见图 1）,圆环宽度为饰边宽度，绘制出圆环（见图

2）。

(3)用剪刀沿虚线修剪，得到一个完整的圆环。用剪刀沿着其中一折边剪开（见图 3）,

拉开圆环，随着内圆环弧线 L的拉伸展平，面料上自然形成了波浪。将此面料的内圆 环

弧线 L别合在服装待装饰的部位，由于以上的圆弧等长处理方法，二者可以进行等长缝

合，如此即可得到自然的波浪效果。

(4)这种波浪效果是大而稀疏的波浪，适合袖边、领、下摆等处装饰（见图 4）也

可做成层次式装饰效果（取渐变的饰边宽度即可）。

图 1

图 2
图 4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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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创意分割线造型的立体裁剪

一．不对称分割

1、不对称分割特点

胸围线以上的位置呈不对称分割，左侧片连接领口和肩部位置。

2、准备工作

用标示带在人台上标示出衣片分割线位置。衣片布料尺寸:左侧：左侧缝至右侧缝宽

度加上 6cm。前中片长度取最高点至腰线距离加上 6Cm，宽度量取分割线之间的距离加

上 6cm。右侧长度按照长度取最高点至腰线距离加上 6cm，宽度量取分割线至侧缝的距

离加上 6cm。

3、不对称分割制作过程

（1）将坯布绘制胸围线与人台的右侧片胸围线对齐、固定，由胸围线往领口线抚平，

初裁多余的面料，固定裁片，点影。

（2）将坯布绘制胸围线与人台的前中片胸围线对齐、固定，由胸围线往领口线抚平，

由胸围线往腰围线抚平，初裁多余的面料，固定裁片，点影。

（3）将坯布绘制胸围线与人台的左侧片胸围线对齐、固定，由胸围线往领口线抚平，

由胸围线往腰围线抚平，初裁多余的面料，固定裁片，点影。

（4）取下裁片连线、试样、修正、假缝、完成纸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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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课后

一、课后小结

图 1不对称分割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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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课我们学习了衣身省道变化的原理；创意省道、褶、分割线，掌握由平面到立

体之间互通思维；掌握不同创意省、褶、分割线款式变化原理，造型分析能力，标示带

的粘贴方法，立体裁剪操作技巧，点影、修版、假缝的方法，通过实训练习，培养学员

对知识点深入研究和创新的精神，在实践中对作品的质量具备精益求精的精神。

二、作业布置

本单元实训项目任务要求

1.实训项目任务：

（1）创意省道、褶、分割线的立体裁剪各 2款。

2.实训项目要求：

（1）规格尺寸设定合理；

（2）立裁符合设计造型要求、线条流畅、放缝准确。

通过项目的实训要求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与追求卓越，创新研发、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具备耐心、专注、坚持的优秀品质。

三、教学反馈和调整

1.通过云课堂检查课后作业，了解学员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巩固教学效果。

2.通过课后调查、交流，了解学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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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课程反思

创意成衣局部造型立体裁剪理论知识的讲解，采用案例法、启发法等教学方式，使

用视频资源进行相应的辅助教学，将整体上的服装结构进行一步一步的分解，尽量的将

服装结构中的理论知识进行更加形象的描述，以充分的引发学员的兴趣，引发学员的强

大的创造能力，更加强烈的求知欲望。另一方面，为了更好的让学员对服装立体裁剪的

知识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采用了服装实物让学生进行实际的观察，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

实物结构分析，增加学员的思维灵活性。根据学员反馈情况，应针对不同的学员基础，

将作业要求分层布置，以满足不同层面的学员的求知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