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二）

1. 案例名称 旗袍衣身结构设计

2. 结合知识点 衣身综合结构设计

3. 案例意义

正所谓“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随着天气的转暖，外出

踏青赏花的人越来越多，在今年的赏花大军里，“新中式”穿搭分外

抢眼。继“春节战袍”后，“新中式”穿搭继续引领消费潮流，助力

“春日经济”升温。旗袍作为“新中式”的一个典型代表，原本就是

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服装品类，常常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各种重要和喜

庆的场合，在 1984年就曾被国务院指定为女性外交人员的礼服，一

方面是其造型能够体现东方女性的婉约之美，因此会出现在诸如婚

礼、宴会等各种隆重场合；另一方面，“旗”有“旗开得胜”的寓意，

因此被很多学生和家长作为高考的“战袍”。旗袍中的立领、斜襟、

盘扣是中国传统服饰中的精华，在 2021-2022年，旗袍就曾掀起过一

波热潮，有数据显示，在 2021年 1-5月，有 1.8亿人在国内某电商平

台搜索旗袍，约 1300 万人下单，其中 90后是消费的主力；2022年

春节期间，另一电商平台的旗袍销量是 2021年春节的 28倍，消费群

体以 90后、95后等年轻人为主，其中 95后、00后的增幅最快。正

所谓：“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作为 00后的服装专业学生，

通过旗袍结构的学习，一方面可以为今后在相关领域就业打下良好基

础，另一方面，旗袍中蕴含的美学特征，可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增强文化自信，同时激发学生为旗袍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

新做出应有贡献。

4. 案例设计与实施

（1）教学设计



采用案例分析教学法、演示法和练习法结合。首先通过旗袍概念、

特点的掌握，以及各个时期旗袍的欣赏，在提升学生审美能力的同时，

树立文化自信。其次，通过具体旗袍结构案例的分析，以及教师的示

范和学生的跟画练习，增强了教师的基本功，激发了学生的课堂参与

热情。第三，通过小组任务，在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同时，激发其为旗袍的传承与创新做出应有贡献的

使命感。最后通过课后样衣试制，提升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2）教学实施

第一步：导入。结合上一知识点“衣身综合结构设计理论知识”，

进行衣身结构综合设计案例分析，以旗袍为例进行分析。

第二步：知识点精讲 1

旗袍的概念、发展和款式特点

通过各个时期的旗袍图片欣赏和讲解进行。

①概念：旗袍是袍子的一种，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传统女装，始于

清代，旗人妇女习惯穿长袍，故在“袍”上加一“旗”字，因此得名。

②发展：几个重要时间点

1929 年被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

1984 年，被国务院指定为女性外交人员礼服。

2011 年 5月 23 日，旗袍手工制作工艺成为国务院批准公布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③主要款式特点：

门襟，圆襟、方襟、斜襟、对襟、琵琶襟。

领型：传统中式立领、水滴领、凤仙领等。

袖型：无袖、连肩袖、小盖袖、四分袖、五分袖、七分袖、

九分袖、长袖等。



盘扣、收腰及较长的开衩。

思政融入：旗袍作为一种国际知名度非常高的中式服装，能够体

现东方女性的婉约之美，因此会经常出现在各种隆重场合，00作为

旗袍消费的新一代，通过旗袍的美学欣赏提升审美能力，同时激发其

将旗袍发扬光大的使命感。

第三步：知识点精讲 2

旗袍案例分析

欣赏往届学生优秀作业。

选择一款市场流行的旗袍进行衣身结构图绘制。

教师板书和 PPT 同步示范。

学生同步跟画练习。

思政融入：通过教师的示范与学生的同步跟画，让学生明白旗袍

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体，在注重审美的同时，要注意其与人体的关系，

各个部位的数据把握要严谨，达到艺术与科学的协调统一。

第四步：课堂分组练习

2-4 人一组，以组为单位，进行 1：4（或 1:3，1：2）旗袍的款

式设计与结构绘制。

思政融入：通过分组任务，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第五步：课后拓展

在旗袍衣身结构的基础上，进行样衣试制，通过样衣试制发现制

版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图的修正。

同时，在学习通进行微课“2.4.7 衣身结构综合设计拓展”的学

习，进行衣身结构设计的巩固。

思政融入：通过样衣制作与结构图修正，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



力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自我反思能力。

（3）板书设计

5.使用到的教学资源：

教材、PPT 课件、黑板、结构制图工具，学习通线上资源、往届

学生作品。

6.教学反思

本节课主要优点：

1.课程前半段通过跟画练习，让学生被动式参与学习，后半段通

过小组任务，学习由被动转为主动，学生全过程进行了参与式学习。

2.传统板书示范和教学课件中的其他示范方法进行穿插结合，发

挥传统教学和信息化教学的各自优势。

教学反思：

以旗袍的“美学欣赏”为出发点，结合旗袍制图的“科学应用”，

通过理论加实践的教学过程，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与学习的积极

性，达到了基础掌握、知识应用、技能训练和综合能力培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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