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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装图案设计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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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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点、线、面的定义和特征；掌握图案构成的组织规律；能够

结合图案构成的组织规律，综合运用点、线、面元素进行民族图案设计；培养学生的图案

设计能力，为以后的少数民族服装设计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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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构成结构分析讲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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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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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线、面的定义和特征； 

2.图案构成的组织规律。 

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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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点、线、面元素进行民族图案综合设计 

教学

资源�
PPT 课件、教学视频、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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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任务 

1.临摹一幅少数民族素色刺绣纹样和侗族素色织锦纹样； 

实训要求 

1.结构合理，造型美观； 

2.元素形式统一，黑白灰层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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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奇百怪的图案作品如何进行

归纳？从而提出本单元学习内容《少数民族服装图案设计构成》。 

2.教师引导学生根据《少数民族服装图案设计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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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奇百怪的图案作品如何进行归纳？ 

ӂȽሲ᯦ޛ䈴δ�� �䫕ε࠼

少数民族服装图案造型丰富，同样的主题，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造型也不尽相同。

在千变万化的图案形式当中，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即具象图形和抽象图形。我们进

一步将抽象元素和具象元素进行归纳总结，就得到了近似的几何图形，这些几何图形在

艺术设计中有着不同于几何学的文化意义。  

ė�䈴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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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的概念 

点在几何学上，表示的是某个位置，是零次元的一种存在。而在设计学上，点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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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周围的元素对比，形成的比例关系。相对于大的物体而言，

点就是小的物体；对于大的面积而言，点就是指小的面积。点既可以是平面的形态，也

可以是立体的形态。因此，在设计领域，点的形态是不固定的。既可以是圆形、方形、

菱形等规则的几何图形，也可以是不规则的自然形态。 

2.点的特点 

（1）点的视觉情感 

在图案设计中，较大的点给人以稳定、扩张感，较小的点给人跳跃、轻松感。几何

形的点元素是由直线、弧线构成的，这种类型的点给人以简洁明快的感觉，具有很强的

装饰意味。自由形态的点元素，是由任意形的弧线或曲构成，给人以亲切、活波、柔顺

的感觉。 

（2）点的视觉张力 

在某个封闭的平面空间内，处在不同位置的点，带给人不同的视觉张力。如下降、

上升、向心、吸引、排斥等。点的排列方式有有序排列和无序排列两种，不同的排列方

式带个人不同的观感。有序的多点排列，给人以节奏感、运动感；无序的多点排列给人

以散漫感。 

ӂȽᖘᕅ㾷㍖ĂĂ㓵 

1.线的概念 

几何学上的线是指点移动的轨迹，所形成的图形。而在图案设计领域，线的内涵十

分丰富。比如，在创造形象时勾勒对象形态的造型线；起到装饰美化作用的装饰线；以

及在图案内部，用以划分不同区域的分界线等。 

2.线的特点 

线分为直线和曲线。直线根据方向不同，分为水平线、垂直线、斜线和折线。曲线

分为几何形曲线和自由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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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线的长短、粗细、虚实和疏密等不同的形态和排布方式，带给人不同的视觉情

感。水平线给人稳定、平静的感觉；垂直线给人庄严、上升或下降的感觉；斜线给人运

动、速度的感觉；折线给人转折、起伏的感觉。长线给人持续感；短线给人急促感；粗

线给人厚重感；细线给人轻巧感；实线给人尽感；虚线给人轻柔感。 

                 

   пȽᖘᕅ㾷㍖ĂĂ䶘 

1.面的概念 

  几何学角度的面是指点或线运动的轨迹。在图案设计领域，面是指二维空间内面

积相对较大的一个区域。 

2.面的特点 

面的形态由构成面的造型线来决定。面的形态可以分为几何形态和自由形态。几何

形态的面给人简洁、明确的感觉，自由形态的面给人生动、随意的感觉。根据不同的表

现手法，面又有虚实之分，实的面可以被当作图，虚的面可以被当作底。实的面给人正

面、积极的感觉，虚的面给人朦胧、消极的感觉。 

ㅢӂ㢸���ቇᮦ≇ᰅᵃ㻻ഴṾⲺ㓺㓽ᶺᡆ�

形态万千的图案也有一定的形式规律，在设计时要遵循一定的组织规律。图案的构

成形式可以分为单独纹样和连续纹样。 

жȽঋ⤢㓯ṭⲺ㓺㓽ᶺᡆ 

单独纹样是指一个独立的装饰纹样单元。根据装饰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自由纹样、

适合纹样和角隅纹样。 

1.单独纹样的组织构成 

（1）自由纹样 

自由纹样的形态不受约束。少数民族服装图案的基本形态在创造时一般采用拟形法

和臆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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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形法是以客观存在的自然形态为对象，进行观察、模仿、归纳，并总结出规律。

通过写实、抽象、夸张等艺术再现的手法，创造出本民族人民认可的图形样式。如白族

妇女“绕三灵”长裤上的牡丹花刺绣图案，就是运用拟形法对牡丹花进行变形设计。 

臆造法是主观上的创造、编造。在创造图案时，凭借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

将不同物体的形态特征杂糅到一起，形成新的主观形象。少数民族人民在创作图案时往

往取材于本民族的神话传说，通过想象来创造与之相关的图案形象。以苗族的龟龙图案

为例，将乌龟和龙这两种动物结合在一起，并且龙的形象本身也是臆造出的动物形象。 

 

自由纹样在构成形式上也是有规律可遵循的，可以分为对称式和均衡式两种。对称

式包括上下对称、左右对称、相对对称、相背对称等。均衡式是体量或造型不同的图案

元素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达到视觉、心理上的均衡，不要求严格遵循对称关系。 

  （2）适合纹样 

适合纹样是指适应外在形态的单独纹样。外在的约束形态有方形、圆形、三角形、

菱形、扇形、多边形等几何形态；也可以是心形、花瓣形等有机形态。适合纹样的内部

组织结构有轴对称式、旋转对称式、辐射对称式以及均衡式。 

  （3）角隅纹样 

 角隅图案一般用来装饰服装的边缘角部。按照装饰的角度大小和外在轮廓边的形

态，可以分为直角式 、锐角式、钝角式以及边异式。      

  ӂȽ䘔㔣㓯ṭⲺ㓺㓽ᶺᡆ 

二方连续是以一个或一组单独纹样为基本单元，按照组织规律进行上下或左右两个方向上的连

续排列。二方连续的组织结构有直立式、倾斜式、折线式、波浪式、散点式和综合式。 

四方连续是以一个或一组单独纹样为基本单元，按照组织规律进行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的连续

排列。四方连续的组织结构分为散点式、连缀式、重叠式。散点式包括规则散点式和不规则散点式。

连缀式包括圆形连缀、方形连缀、菱形连缀、梯形连缀、波形连缀、重叠连缀等。          

Ⅲ  课后 

жȽ䈴ቅ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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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课的学习，我们了解了点、线、面三种图案的形式要素的概念和特点。学

习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设计方法和组织形式，掌握了图案纹样设计的组织构成规律，

为我们进行图案设计创作提供了基本方法。 

ӂȽ֒ѐᐹ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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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项目任务：  

（1）临摹一幅以植物为主题的黑白单独纹样； 

（2）设计一幅以植物或动物为主题的黑白适合纹样。 

2.实训项目要求： 

（1）结构合理，造型美观； 

（2）元素形式统一，黑白灰层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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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构成》这部分内容时，采用案例教学法，

举例说明不同的少数民族服装图案设计的组织结构，并启发学生自身从案例中寻找组织

构成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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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