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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装综合结构设计》课程教案（一） 

授课

教师 
徐雅琴 授课年级 四年级 

班级

人数 
28人 

使用

教材 

《服装制图与样板制作（第 4 版）》，徐雅琴、马跃进编著，“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年 3月。 

授课

内容 

第四章 女装制图 

第一节 女装基本型 
计划学时 

2学时

（90min） 

授课

类型 
理实一体 

学习

内容

与要

求分

析 

本教案的内容节选自《服装制图与样板制作（第 4 版）》的第四章的第一节，本节内容

涉及女装的衣片、衣领及衣袖的基型结构构成及结构变化类型的拓展。本次课程的教学，要

求学生从理论上了解女装衣领基本型的构成要点及变化原理，并节选其中的“衣领基本型构

成”部分的关门式翻驳型衣领，掌握其款式特点及完成结构图绘制。从教师的课堂演示中，

学会以上教学内容，并能在教师授课后，对授课内容进行实操。 

学习

者分

析 

服装 221 班的学生是来源于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的中职生，也是艺术设计学院服

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第 6届中高职贯通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其服装专业基础较扎实，学习

习惯较好。另外，本课程内容与服装制版师考试基本内容有一定的融通。所以在教学过程中，

要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深入浅出地进行授课，帮助学生掌握女装结构设计的基本知识与技

能，为学生以后从事相关工作与参加服装制版师考试打下基础。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1.熟悉翻驳型衣领分类； 

2.了解翻驳型衣领各部位线条名称； 

3.熟悉关门式翻驳型衣领制图规格； 

4.掌握关门式翻驳型衣领构成要点。  

能力目标 

1.能对照款式图进行外形描述； 

2.能完成关门式翻驳型衣领的结构图绘制。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观察能力为出发点，使学生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实践学习

过程中，培养学生正确科学的审美观，以及热爱生活、热爱环境、热爱集体的学习态度。 

教学 

重点 

1.翻驳型衣领构成要点； 

2.翻驳型衣领驳领松斜度的变化要点。 

教学

难点 
关门式翻驳型衣领驳领松斜度的变化要点。 

教学

方法 
任务驱动法，讲练结合法，实践训练法、案例分析法。 

教学

准备 
教学设计、教学视频、教学 PPT、多媒体设备、衣领实样、制图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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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意图 

引思 

导学 

复习：通过回顾复习上一节课的教学内容，引入本节课的教学内容。 

情境导入：通过 PPT课件《衣领款式特点介绍》，引出关门式翻驳型衣领的款

式分析及结构要点等内容。 

任务：完成关门式翻驳型衣领结构图绘制。 

情景案例引

出课题，明

确任务。 

讲练 

结合 

【讲授过程】 

一．制图依据： 

(一) 翻驳型衣领各部位线条名称： 

 

           

图 1 翻驳型衣领各部位线条名称 

(二)翻驳型衣领分类： 

1.以衣领的前领造型分类，可有关门式翻驳领、开门式翻驳领。 

        

               关门式翻驳领                   开门式翻驳领 

图 2 翻驳型衣领前领造型结构变化 

熟悉任务的

具体内容，

操作步骤、

技巧及构成

的 基 本 原

理，明确需

要完成任务

的全过程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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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衣领的驳口线形态分类，可有直驳口、弯驳口、折驳口等。 

 

图 3 翻驳型衣领驳口线形态结构变化 

3.以衣领的领座线的剖断与否分类，可有连领座、装领座。 

 

图 4 翻驳型衣领驳口线形态结构变化 

4.以衣领的串口线的设置与否分类，可有设置串口线、无串口线。 

            

图 5 翻驳型衣领串口线设置结构变化 

5.以衣领的前领座设置与否分类，可有无前领座、设置前领座。 

         

图 6 翻驳型衣领前领座设置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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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驳型衣领结构构成（以关门式方领为例）： 

1.款式特征： 

翻驳型衣领（关门式）的结构要素为领座宽（a）与翻领宽（b）。具有驳

口线与驳点的显著特征。此款领型前领角的形态为方形。 

 

图 7 翻驳型衣领（关门式）款式图 

2.设定规格： 

                                           单位：cm 

号型 部位 领围(N) 领座宽(a) 翻领宽(b) 

160/84A 规格 36 3 4.5 

规格设计说明： 

(1)号型：160/84A。 

(2)领围：36cm，此规格为基型领围规格，在此款衣领中是过渡性规格。 

(3)领座宽：3cm。领座宽可控制在 2～4cm之间。 

(4)翻领宽：4.5cm。翻领宽可根据款式要求，以（b-a）进行调节。 

二．结构制图： 

(一)翻驳型衣领制图顺序： 

1.首先在前衣片基型的基础上绘制翻驳领（关门型方领）。见图 8。 

2.调整衣片前领圈(领深下移 1.5cm；叠门 2cm)。见图 9。 

     

图 8 衣片基型领宽和领深的绘制             图 9 衣片领圈弧线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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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翻驳型衣领（关门式）制图步骤： 

(1)领基圆定位(0.8a)。见图 10。 

(2)领基圆；见图 11。 

 

图 10 衣领领基圆定位 

     

图 11 衣领领基圆绘制 

(3)驳口线。见图 12。 

(4)驳平线(0.9a)。见图 13。 

    

图 12 衣领驳口线绘制                        图 13 衣领驳平线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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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驳领松斜度[(a+b):2(b-a)]。见图 14。 

(6)领底辅助线。见图 15。 

(7)领肩同位点定位。见图 16。 

      
图 15 衣领领底辅助线绘制         图 16 衣领领肩同位点绘制 

(8)后领圈弧长定位。见图 17。 

(9)后领中线。见图 18。 

      
图 17 衣领后领圈弧线绘制               图 18 衣领后领中线绘制 

(10)领翻折线。见图 19。 

 

图 19 衣领翻折线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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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前领角线。见图 20。 

(12)领外围线。见图 21。   

   
图 20 衣领前领角线绘制            图 21 衣领领外围线绘制 

(二)翻驳型衣领结构要点： 

1.翻驳领结构构成特点：依赖于前领圈弧线。 

2.翻驳领前领造型特点：翻驳领前领造型分为关门式与开门式，造型特点上既

有共性，又有个性。其共性表现在：①驳口线；②驳点；③领脚；④翻领。其

个性表现在：关门式翻驳领无驳口外点；开门式翻驳领有驳口外点。见图 22。

关门式翻驳领与开门式翻驳领在结构上属同类型，因此在结构设计方法的处

理上是一致的。见图 22。 

 

 

图 22 翻驳型衣领前领造型特点 

3.翻驳领前领圈线形态的类型及适用的领型： 

(1)弧形领圈：适用于领圈线暴露在外的立领及翻领高与领脚高差数小的衣领

如衬衫领。 

(2)半弧形领圈：适用于领圈线能被衣领遮盖的关门式翻驳领。领圈线处理成

半弧形的原因是有利于装领时前段领圈的工艺操作。 

(3)方角形领圈：适用于领圈线能被衣领遮盖的开门式翻驳领。领圈线处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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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角形的原因是有利于装领定位的工艺操作。见图 23。 

 

         弧形领圈                半弧形领圈               方角形领圈 

图 23 翻驳型衣领前领圈线形态 

4.翻驳领驳口线斜度与驳点高度的关系，领基点的相应变化: 

翻驳领驳口线斜度与驳点高度具有相关性，驳点越高，驳口线斜度越大，

且斜度变化趋快；驳点越低，驳口线斜度越小，且斜度变化趋缓。 

领基点是上平线与驳口线的交点。领基点的变化与驳点的高低、驳口线的

斜度有密切关系。见图 24。 

 
图 24 翻驳型衣领驳口线斜度与领基点的结构变化 

5.翻驳领的驳领松斜度构成的相关因素及变化要点: 

(1)相关因素：①领座宽（a）；②翻领宽（b）。 

(2)变化要点：驳领松斜度的变化与（b-a）的差数密切相关，差数越大，驳领

松斜度越大，差数越小，则驳领松斜度越小。见图 25。 

 

图 25 翻驳型衣领驳领松斜度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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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训练】 

一、绘制翻驳型衣领（关门式）的基本线、结构线及各部位名称的图示：要求

学生用草图形式在纸上绘制。教学目的是让学生熟悉并加深记忆，为后续的教

学内容的学习作铺垫。 

二、按授课内容进行 1:1和 1:5的翻驳型衣领（关门式）结构图的实操练习：

每位学生准备 1 张大白纸及相关工具，在教师的辅导下绘制 1:1 和 1:5 的结

构图，并拓制结构分解图的实操练习。1:1 结构图给学生以实样的感觉；1:5

结构图作为学习资料要求学生保存。学生制作过程中，教师应不断巡视，发现

学生有问题要及时解答，并实际演示。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充分融入到实际的案

例中去亲身感受，从而获取相应的知识，同时提高动手能力。 

实操训练： 

通过实操训

练，学会翻

驳型衣领结

构 设 计 方

法，熟悉并

进而掌握其

结构图绘制

步骤。 

任务 

拓展 
根据个人动手能力，完成翻驳型衣领（开门式）及拓展款的结构图。 

根据学生能

力有针对性

的完成拓展

作业。 

 

归纳 

总结 

 

回顾教学板书与 PPT，教师对学生的结构图绘制的学习情况，结合课堂讲授知识进行总

结，引导学生重点总结翻驳领衣领结构要点，要求学生理解结构要点并熟记翻驳型衣领部位

线条名称的相关内容，掌握结构图绘制步骤。总结重难点： 

1.翻驳型衣领结构要点； 

2.翻驳型衣领驳领松斜度的变化要点。 

作业 

布置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1.绘制翻驳型衣领（关门式）结构图，达到较熟练程度，要求下次课能进行默写练习。 

2.按以下三组规格完成翻驳领（关门式）衣领结构图绘制。 

(1)a=2cm、b=3.5cm；(2) a=2.5cm、b=4.5cm；(2) a=3cm、b=5.5cm。 

3.根据以上完成的结构图，观察其驳领松斜度的数据变化，从中找出其变化趋势和特点，用

文字进行描述。（100字左右） 

教学

反思 

本次教学过程对翻驳型衣领（关门式）的制图依据、测量要点、制图规格及结构图绘制

步骤等作了较到位的讲解和分析，注意做到突出重点，分析难点。学生对提问的回答较踊跃，

课堂气氛活跃，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今后还需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在授课的同时，

适时提出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10 
 

《女装综合结构设计》课程教案（二） 

授课

教师 
徐雅琴 授课年级 四年级 

班级

人数 
28人 

使用

教材 

《服装制图与样板制作（第 4 版）》，徐雅琴、马跃进编著，“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年 3月。 

授课

内容 

第四章 女装制图 

第一节 女装基本型 
计划学时 

2学时

（90min） 

授课

类型 
理实一体 

学习

内容

与要

求分

析 

本教案的内容节选自《服装制图与样板制作（第 4 版）》的第四章的第一节，本节内容

涉及女装的衣片、衣领及衣袖的基型结构构成及结构变化类型的拓展。本次课程的教学，要

求学生从理论上了解女装衣袖基本型的构成要点及变化原理，并节选其中的“衣袖基本型构

成”部分的衣袖，掌握其款式特点及完成结构图绘制。从教师的课堂演示中，学会以上教学

内容，并能在教师授课后，对授课内容进行实操。 

学习

者分

析 

服装 221 班的学生是来源于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的中职生，也是艺术设计学院服

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第 6届中高职贯通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其服装专业基础较扎实，学习

习惯较好。另外，本课程内容与服装制版师考试基本内容有一定的融通。所以在教学过程中，

要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深入浅出地进行授课，帮助学生掌握女装结构设计的基本知识与技

能，为学生以后从事相关工作与参加服装制版师考试打下基础。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1.熟悉衣袖分类； 

2.了解衣袖基本型各部位线条名称； 

3.熟悉衣袖基本型制图规格； 

4.掌握衣袖基本型构成要点。 

能力目标 

1.能对照款式图进行外形描述； 

2.能完成衣袖基本型的结构图绘制。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观察能力为出发点，使学生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实践学习

过程中，培养学生正确科学的审美观，以及热爱生活、热爱环境、热爱集体的学习态度。 

教学 

重点 

1.衣袖基本型结构要点； 

2.衣袖袖肥宽与袖山高的变化原理。 

教学

难点 
衣袖袖肥宽与袖山高的变化原理。 

教学

方法 
任务驱动法，讲练结合法，实践训练法、案例分析法。 

教学

准备 
教学设计、教学视频、教学 PPT、多媒体设备、衣袖实样、制图用具等。 



11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意图 

引思 

导学 

复习：通过回顾复习上一节课的教学内容，引入本节课的教学内容。 

情境导入：通过 PPT课件《衣袖款式特点介绍》，引出衣袖的款式分析及结构

要点等内容。 

任务：完成衣袖基本型结构图绘制。 

情景案例引

出课题，明

确任务 

讲练 

结合 

【讲授过程】 

一．制图依据： 

(一)衣袖基本型各部位线条名称： 

   

 

图 1 衣袖基本型各部位线条名称 

(二)款式特征： 

衣袖基本型的结构要素为袖肥宽与袖山高。具有圆装袖的显著特征。此款

袖型圆装式装袖型短袖。 

(三)设定规格： 

                                                       单位：cm 

号型 部位 袖长(SL) 前后袖窿弧线长(AH) 袖斜线倾角 

160/84A 规格 25 44 15:10 

规格设计说明： 

1.号型：160/84A。 

2.袖长：25cm，此规格为衣袖基型规格，袖长可根据袖型作相应变化。 

3.AH：44cm。此处 AH为设定规格，实际操作时，应测量衣片前后袖窿弧线总

长而定。 

4.袖斜线倾角：15:10。袖斜线倾角可根据款式要求，以 15：X进行调节，X=0～

14cm。 

熟悉任务的

具体内容，

操作步骤、

技巧及构成

的 基 本 原

理，明确需

要完成任务

的全过程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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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制图： 

(一)衣袖基本型制图顺序： 

1.前侧缝线。 

2.上平线。 

3.下平线（袖长线）。见图 2。 

 

图 2 衣袖基型绘制-1 

4.袖斜线斜率与长度确定。见图 3。 

 

图 3 衣袖基型绘制-2 

5.袖山高确定。见图 4。 

6.袖肥宽确定。见图 4。 

 

图 4 衣袖基型绘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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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袖中线。见图 5。 

 
图 5 衣袖基型绘制-4 

8.前袖底线。见图 6。 

9.后袖底线。见图 6。 

 
图 6 衣袖基型绘制-5 

10.袖山弧线定位点确定。见图 7。 

 
图 7 衣袖基型绘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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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袖山弧线辅助线。见图 8。 

 
图 8 衣袖基型绘制-7 

12.袖山弧线绘制。见图 9。 

 
图 9 衣袖基型绘制-8 

13.前后袖底线及袖口线结构线绘制。见图 10。 

 
图 10 衣袖基型绘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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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衣袖袖山弧线变化范围。见图 11。 

 

图 11 衣袖袖山弧线弧度变化范围 

(二)衣袖结构变化要点： 

1.衣袖基本型构成方法： 

(1)优先确定袖肥宽。见图 12。 

图 12 优先确定袖肥宽构成衣袖基本型的方法 

(2)优先确定袖山高。见图 13。 

 

图 13 优先确定袖山高构成衣袖基本型的方法 

(3)优先确定袖斜线倾角。见图 14。 

 

图 14 优先确定袖袖斜线倾角构成衣袖基本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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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衣袖各部位控制值：见图 15。 

(1)袖肥宽的控制量：0.15B+5±C。 

(2)袖山高的控制量：AH/3或 AH/4；0.3～0.85 袖窿深。 

(3)袖斜线的控制量：AH/2±C。 

 

图 15 衣袖各部位控制值 

3.衣袖袖山收缩量确定的相关因素： 

(1)袖窿周长：袖窿弧线越长，袖山弧线也越长。按比例推算，袖山收缩量也就

越大。因此，在相同条件下，袖山收缩量与袖窿周长成正比。见图 16。 

 
图 16 衣袖收缩量与袖窿周长的关系 

(2)袖山高度：袖山高度越高，所需要的袖山收缩量也越大。因袖山高度越高，

其弧线的弧曲度也越大，为了满足袖山弧线由平面转化为立体的弧曲度，袖山

收缩量与袖山高度成正比。见图 17。 

 

图 17 衣袖收缩量与袖山高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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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料特性：面料的松紧程度直接影响袖山收缩量的大小。面料为松结构状

态时，袖山收缩量大；面料为紧结构状态时，袖山收缩量小。见图 18。 

 

松结构面料 

 

紧结构面料 

图 18 衣袖收缩量与面料特性的关系 

(4)装配形式：衣袖在装配时因缝份的倒向不同，袖山收缩量也不同。缝份的

倒向决定面料的里外匀所需的量的大小。见图 19。 

当缝份倒向衣袖时，袖山弧线处于袖窿弧线的外圈，袖山收缩的量大； 

当缝份倒向衣片时，袖山弧线处于袖窿弧线的内圈，袖山收缩的量小； 

当缝份为分开缝时，袖山弧线与袖窿弧线处于平衡状态，袖山收缩量介于

前述二者之间。 

           

       缝份为倒向衣袖               缝份为分开缝           缝份为倒向衣片 

图 19 衣袖收缩量与装配形式的关系 

4.衣袖袖肥宽、袖山高的关系： 

   由于袖斜线的长度取决于袖窿弧线（AH）的长度，因此当衣片的袖窿弧线

确定后，衣袖合体程度的高低可以通过调节袖肥宽的宽度与袖山高的高度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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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袖袖肥宽与袖山高的关系:衣袖的袖肥宽与袖山高的确定与衣片的合

体程度关系密切，当衣片的合体程度较高时，袖肥较窄，袖山高较高；当衣片

的合体程度较低时，袖肥较宽，袖山高较低。衣袖的袖肥宽与袖山高在袖窿弧

线长度不变的条件下成反比。 

 

图 20 衣袖袖肥宽与袖山高的关系 

【实操训练】 

一、绘制衣袖基本型的基本线、结构线及各部位名称的图示：要求学生用草图

形式在纸上绘制。教学目的是让学生熟悉并加深记忆，为后续的教学内容的学

习作铺垫。 

二、按授课内容进行 1:1 和 1:5 的衣袖基本型结构图的实操练习：每位学生

准备 1张大白纸及相关工具，在教师的辅导下绘制 1:1和 1:5的结构图。 1:1

结构图给学生以实样的感觉；1:5结构图作为学习资料要求学生保存。学生制

作过程中，教师应不断巡视，发现学生有问题要及时解答，并实际演示。教学

目的是让学生充分融入到实际的案例中去亲身感受，从而获取相应的知识，同

时提高动手能力。 

 

 

 

 

 

 

 

 

 

 

 

 

 

 

 

实操训练： 

通过实操训

练，学会衣

袖基本型结

构 设 计 方

法，熟悉并

进而掌握其

结构图绘制

步骤。 

任务 

拓展 

根据个人动手能力，自行设计规格以袖肥宽为优先（或袖山高为优先）的

衣袖基本型构成方法完成衣袖结构图。 

根据学生能

力有针对性

的完成拓展

作业。 

 

归纳 

总结 

 

回顾教学板书与 PPT，教师对学生的结构图绘制的学习情况，结合课堂讲授知识进行总

结，引导学生重点总结衣袖基本型结构要点，要求学生理解结构要点并熟记衣袖基本型部位

线条名称的相关内容，掌握结构图绘制步骤。总结重难点： 

1.衣袖基本型结构要点； 

2.衣袖袖肥宽与袖山高的变化原理。 

作业 

布置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1.绘制衣袖基本型结构图，达到较熟练程度，要求下次课能进行默写练习。 

2.按照学习过的衣袖基本型的结构设计方法，延伸拓展绘制不同规格的衣袖基本型结构图。 

3.根据以上完成的结构图，观察其袖肥宽与袖山高变化，从中找出其变化趋势和特点，用文

字进行描述。（100字左右） 

教学

反思 

通过教学，对衣袖基本型的制图依据、测量要点、制图规格及结构图绘制步骤等作了较

到位的讲解与分析。注重基础知识讲解清晰透彻，易于理解。注意与学生的互动，对于学生

提出的问题，给予正确的解答。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今后还需注意在实操练习中，

加强对学生拓展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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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肥宽3
袖肥宽4

袖
山

高
4

袖
山

高
3

袖
山

高
2

袖
山

高
1



19 
 

《女装综合结构设计》课程教案（三） 

授课

教师 
徐雅琴 授课年级 四年级 

班级

人数 
28人 

使用

教材 

《服装制图与样板制作（第 4 版）》，徐雅琴、马跃进编著，“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年 3月。 

授课

内容 

第四章 女装制图 

第三节 女装款式变化 
计划学时 

2学时

（90min） 

授课

类型 
理实一体 

学习

内容

与要

求分

析 

本教案的内容节选自《服装制图与样板制作（第 4 版）》的第四章的第三节，本节内容

涉及女装的款式变化，在第一节基本款内容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各类女装的款式变化。本次

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从理论上了解根据女装款式特点进行相应变化的方法，并节选其中的

春秋女装的应用实例，掌握春秋女装的款式特点及完成衣片结构图绘制。从教师的课堂演示

中，学会以上教学内容，并能在教师授课后，对授课内容进行实操。 

学习

者分

析 

服装 221 班的学生是来源于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的中职生，也是艺术设计学院服

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第 6届中高职贯通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其服装专业基础较扎实，学习

习惯较好。另外，本课程内容与服装制版师考试基本内容有一定的融通。所以在教学过程中，

要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深入浅出地进行授课，帮助学生掌握女装结构设计的基本知识与技

能，为学生以后从事相关工作与参加服装制版师考试打下基础。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1.熟悉春秋女装制图依据；  

2.熟悉春秋女装制图规格； 

3.了解春秋女装各部位线条名称。 

4.掌握春秋女装衣片构成要点； 

能力目标 

1.能对照款式图进行外形描述； 

2.能完成春秋女装各部位的测量，并进行围度放松量的处理； 

3.能完成春秋女装衣片的结构图绘制。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观察能力为出发点，使学生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实践学习

过程中，培养学生正确科学的审美观，以及热爱生活、热爱环境、热爱集体的学习态度。 

教学 

重点 

1.春秋女装衣片结构构成； 

2.春秋女装构成要点。 

教学

难点 
春秋女装构成要点。 

教学

方法 
任务驱动法，讲练结合法，实践训练法、案例分析法。 

教学

准备 
教学设计、教学视频、教学 PPT、多媒体设备、女上衣实样、制图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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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意图 

引思 

导学 

复习：通过回顾复习上一节课的教学内容，引入本节课的教学内容。 

情境导入：通过 PPT课件《春秋女装款式特点介绍》，引出春秋女装的款式分

析及测量要点等内容。 

任务：完成春秋女装衣片基型及结构图绘制。 

情景案例引

出课题，明

确任务 

讲练 

结合 

【讲授过程】 

一．制图依据： 

(一)款式特征： 

此款为春秋女装。领型为开门式翻驳领，其特点为宽驳领。衣袖为二片

式装袖型长袖。衣片造型为前中开襟钉钮 3粒，前片左右两侧设腰胸省与弧

型分割线，腰节高线下左右两侧为双嵌线装袋盖口袋，后片左右两侧设弧型

分割线，侧缝无拼接线（三片式分割），后中设背缝。 

 
图 1 春秋女装款式图 

(二)测量要点： 

胸围放松量：此款为较合体型女上衣，胸围放松量为 10～12cm。 

(三)设定规格： 

                                                       单位：cm 

号型 部位 衣长(L) 胸围(B) 领围(N) 肩宽(S) 袖长(SL) 

160/84A 规格 66 96 36 40 57 

规格设计说明： 

1.号型：160/84A。 

2.衣长：66cm，此规格为自前上平线往下量的规格。 

3.胸围：96cm，此处的 96cm为加放松量后的胸围规格。由于是较合体型春

秋女装，胸围放松量为 12cm。 

4.肩宽在春秋女装中，在人体肩宽的基础上，可适当加宽些，一般 0.5cm。 

熟悉任务的

具体内容，

操作步骤、

技巧及构成

的 基 本 原

理，明确需

要完成任务

的全过程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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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处的领围是基型规格，在此款春秋女装中是过渡性规格。 

二．结构制图： 

(一)春秋女装衣片基型制图顺序：具体图示及确定方法见图 2。 

1.后衣片： 

(1)后中线；(2)后上平线；(3)下平线（腰节高线）；(4)后领深线；(5)后领宽

线；(6)后肩斜线；(7)背宽线；(8)袖窿深线；(9)后侧缝直线。 

2.前衣片：横向线条均按前片延伸。 

(10)前上平线；(11)前侧缝直线；(12)前中线；(13)劈门线；(14)前领深线；

(15)前领宽线；(16)前肩斜线；(17)胸宽线。 

 
图 2 春秋女装衣片基型 

(二)春秋女装衣片结构线制图顺序： 

1、衣片：： 

(1)确定衣长； 

(2)确定臀高线； 

(3)调整肩斜线； 

(4)调整前后领宽； 

(5)叠门宽线绘制； 

(6)前袖窿弧线绘制； 

(7)领基圆确定数据定位； 

(8)领基圆绘制； 

(9)驳口线绘制； 

(10)驳头定位-1； 

(11)驳头定位-2； 

(12)串口线、驳头外围线连接； 

(13)驳头翻转； 

(14)串口线延长； 

(15)串口线长度确定； 

(16)前领圈弧线绘制； 

(17)肩斜线、串口线、 

(18)驳头外围线及叠门线绘制； 

(19)胸高点定位； 

(20)胸省夹角定位； 

(21)胸省长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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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前袖窿弧线调整绘制； 

(23)纽位确定-1； 

(24)纽位确定-2； 

(25)前腰省定位； 

(26)前袋位确定； 

 

图 3 春秋女装衣片结构线绘制过程中 

(27)前腰省收腰量确定； 

(28)前腰省绘制； 

(29)腰节线调整； 

(30)后中线定位并绘制； 

(31)后领圈弧线绘制； 

(32)前后分割线确定； 

(33)弧形分割线收腰量及省尖点定位； 

(34)弧型分割线下部定位-1； 

(35)弧型分割线下部定位-2； 

(36)底边起翘点定位； 

(37)后分割造型弧线绘制； 

(38)后分割结构弧线绘制； 

(39)前底边线绘制； 

(40)前分割造型弧线绘制； 

(41)前分割结构弧线绘制； 

(42)后袖窿弧线绘制； 

(43)后底边线定位-1； 

(44)后底边线定位-2； 

(45)后底边弧线绘制； 

(46)后中线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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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前袋口定位； 

(48)前袋盖绘制。 

 
图 4 春秋女装衣片结构线完成图 

 

(49)前中衣片胸省转移示意图。 

 

图 5 春秋女装前中衣片胸省转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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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训练】 

按授课内容进行 1:1 和 1:5 的春秋女装衣片结构图的实操练习：每位学

生准备 1 张大白纸及相关工具，在教师的辅导下绘制 1:1 和 1:5 的春秋女装

衣片的结构图，并拓制结构分解图的实操练习。1:1结构图给学生以实样的感

觉；1:5结构图作为学习资料要求学生保存。学生制作过程中，教师应不断巡

视，发现学生有问题要及时解答，并实际演示。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充分融入到

实际的案例中去亲身感受，从而获取相应的知识，同时提高动手能力。 

实操训练： 

通过实操训

练，学会春

秋女装制图

规格设计方

法，熟悉并

进而掌握春

秋女装衣片

的结构制图

步骤。 

任务 

拓展 
根据个人动手能力，完成一款拓展款的春秋女装衣片的结构图。 

根据学生能

力有针对性

的完成拓展

作业。 

 

归纳 

总结 

 

回顾教学板书与 PPT，教师对学生的规格设计结果，结合课堂讲授知识进行总结，引导

学生总结春秋女装的规格设计要点及部位线条名称，要求学生理解规格设计要点并熟记春秋

女装部位线条名称的相关内容，掌握结构制图步骤。总结重难点： 

1.春秋女装制图依据； 

2.春秋女装规格设计要点； 

3.春秋女装结构图衣片构成要点总结。 

作业 

布置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1.熟悉规格设计的方法，并分析出其胸围放松量大小的变化。 

2.熟悉并背诵春秋女装各部位线条名称，达到较熟练的程度，要求下次课能进行默写练习。 

3.绘制春秋女装衣片结构图，达到较熟练程度，要求下次课能进行默写练习。 

教学

反思 

通过本次教学，对春秋女装的制图依据、测量要点、制图规格、春秋女装各部位线条名

称及春秋女装衣片结构图绘制步骤等结合实样作了较到位的讲解与分析。注意基础知识渗透

的前提下，加强对基础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能对所学的知识与技能有一定的感悟。

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今后还需加强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以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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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装综合结构设计》课程教案（四） 

授课

教师 
徐雅琴 授课年级 四年级 

班级

人数 
28人 

使用

教材 

《服装制图与样板制作（第 4 版）》，徐雅琴、马跃进编著，“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年 3月。 

授课

内容 

第四章 女装制图 

第三节 女装款式变化 
计划学时 

2学时

（90min） 

授课

类型 
理实一体 

学习

内容

与要

求分

析 

本教案的内容节选自《服装制图与样板制作（第 4 版）》的第四章的第三节，本节内容

涉及女装的款式变化，在第一节基本款内容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各类女装的款式变化。本次

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从理论上了解根据女装款式特点进行相应变化的方法，并节选其中的

春秋女装的应用实例，掌握春秋女装的款式特点及完成衣领和衣袖结构图绘制。从教师的课

堂演示中，学会以上教学内容，并能在教师授课后，对授课内容进行实操。 

学习

者分

析 

服装 221 班的学生是来源于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的中职生，也是艺术设计学院服

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第 6届中高职贯通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其服装专业基础较扎实，学习

习惯较好。另外，本课程内容与服装制版师考试基本内容有一定的融通。所以在教学过程中，

要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深入浅出地进行授课，帮助学生掌握女装结构设计的基本知识与技

能，为学生以后从事相关工作与参加服装制版师考试打下基础。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1.理解春秋女装衣片、衣领及衣袖构成的基本原理； 

2.掌握春秋女装衣领及衣袖结构图的构成要点。 

能力目标 

1.能完成春秋女装领片结构图绘制； 

2.能完成春秋女装袖片结构图绘制。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观察能力为出发点，使学生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实践学习

过程中，培养学生正确科学的审美观，以及热爱生活、热爱环境、热爱集体的学习态度。 

教学 

重点 

1.春秋女装领片构成方法； 

2.春秋女装袖片构成方法。 

教学

难点 
春秋女装结构变化要点。 

教学

方法 
任务驱动法，讲练结合法，实践训练法、案例分析法。 

教学

准备 
教学设计、教学视频、教学 PPT、多媒体设备、女上衣实样、制图用具等。 



26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意图 

引思 

导学 

复习：通过回顾复习上一节课的教学内容，引入本节课的教学内容。 

情境导入：通过 PPT课件《春秋女装结构设计方法介绍》，引出春秋女装的领

片及袖片等内容。 

任务：完成春秋女装领片及袖片结构图绘制。 

情景案例引

出课题，明

确任务 

讲练 

结合 

【讲授过程】 

(三) 衣领制图顺序 

(1)领角定位； 

(2)驳平线定位； 

(3)驳领松斜度定位； 

(4)领底线与前领圈弧线连接； 

(5)领肩同位点与后领中点确定； 

(6)后领中线绘制； 

(7)领座宽与翻领宽定位； 

 

图 6 春秋女装领片结构图绘制过程中 

(8)领座线（领翻折线）绘制； 

(9)领外围弧线绘制； 

熟悉任务的

具体内容，

操作步骤、

技巧及构成

的 基 本 原

理，明确需

要完成任务

的全过程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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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领外围线与前领线绘制； 

 

图 7 春秋女装领片结构线完成图 

(四) 衣袖制图顺序 

1）前袖侧线； 

2）上平线； 

3）下平线（袖长线）； 

4）袖斜线斜率（倾角）确定； 

5）袖斜线长度确定； 

6）袖山高线； 

7）袖肥宽线； 

8）袖中线； 

9）袖肘线； 

10）袖山弧线定位点； 

11）袖山弧线定位线-1； 

12）袖山弧线定位线-2； 

13）前袖侧线定位点； 

14）袖口宽定位； 

15）后袖侧线定位； 

13）前袖侧线定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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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袖口宽定位； 

15）后袖侧线定位； 

16）前后袖侧线绘制； 

17）袖口弧线绘制； 

18）前后偏袖定位及结构线绘制； 

 

图 8 春秋女装袖片结构图绘制过程中 

19）袖口线绘制； 

20）袖山弧线绘制； 

21）前偏袖定位及结构线绘制； 

22）后袖侧线上部调整； 

23）后偏袖线绘制； 

24）袖底线定位； 

25）袖底弧线绘制； 

26）袖底弧线加粗。 

 

图 9 春秋女装袖片结构线完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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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线制图质量要求：线条横平竖直，规格标注清晰，框架线条及标注线

均以细实线表现，长度及围度规格定位准确。 

(六)结构线制图质量要求：线条顺直，弧线弧度准确到位，规格标注清晰，标

注线及基本线（辅助线）以细实线表现，结构线（轮廓线）以粗实线表现。 

(七)春秋女装结构要点： 

1.衣片基本型制作要求： 

除了常规的衣片基本型操作之外，由于此款属三片式结构，无侧缝线。应

注意侧缝线处，前后侧缝线合并，便于后续衣片的结构图绘制。见图 10。 

 
图 10 衣片基本型侧缝结构线形态 

2.前衣片胸省结构处理方法:前衣片胸省设置为袖胸省，然后通过纸样折叠法

转移至腰部，与腰省合并。应注意为了满足款式的要求，在前袋口处剪开。见

图 11。 

 

图 11 前衣片胸省结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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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训练】 

按授课内容进行 1:1 和 1:5 的春秋女装领片及袖片结构图的实操练习：

每位学生准备 1 张大白纸及相关工具，在教师的辅导下绘制 1:1 和 1:5 的春

秋女装领片及袖片的结构图，并拓制结构分解图的实操练习。1:1结构图给学

生以实样的感觉；1:5结构图作为学习资料要求学生保存。学生制作过程中，

教师应不断巡视，发现学生有问题要及时解答，并实际演示。教学目的是让学

生充分融入到实际的案例中去亲身感受，从而获取相应的知识，同时提高动手

能力。 

 

实操训练： 

通过实操训

练，学会春

秋女装制图

规格设计方

法，熟悉并

进而掌握春

秋女装衣领

及衣袖的结

构制图步

骤。 

任务 

拓展 
根据个人动手能力，完成一款拓展款的春秋女装的领片及袖片结构图。 

根据学生能

力有针对性

的完成拓展

作业。 

 

归纳 

总结 

 

回顾教学板书与 PPT，教师对学生的规格设计结果，结合课堂讲授知识进行总结，引导

学生重点总结春秋女装的结构变化原理，要求学生理解春秋女装的款式变化原理的相关内

容，掌握结构制图步骤。总结重难点： 

1.春秋女装领片结构设计方法； 

2.春秋女装袖片结构设计方法； 

3.春秋女装变化原理。 

作业 

布置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1.绘制春秋女装领片结构图，达到较熟练程度，要求下次课能进行默写练习 

2.绘制春秋女装袖片结构图，达到较熟练程度，要求下次课能进行默写练习 

3.绘制春秋女装拓展款结构图，充分理解其款式变化原理。 

教学

反思 

通过教学，对春秋女装的衣领及衣袖的结构图绘制步骤等结合实样作了较到位的讲解与

分析。注意加强对学生实操过程的控制，对实操中出现的问题予以及时的纠正，对教学内容

在理解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进行相应的拓展。注意与学生的个别互动，以利于解决学生的个

性化问题，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今后还需进一步地结合行业企业的发展进程，完善

和拓展教学案例，以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