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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封面“学科门类、门类代码、专业名称、专业代码”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2 年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

业介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调整后的学科、专业名称及代码

填写。

二、I：“专业建设”按照栏中所列项目简要反映情况和自评结果，

字数不限，可续页。

二、II：“专业教师队伍”专业课教师详细情况，限填本单位在

编的教师。

三、III-3：“实验条件及开设情况”中内容多时，可另加附页。

四、除另有说明外，所填内容的时间截止为该专业有应届本科毕

业生当年的二月底。

五、除已规定的栏目外，一律不得另加附页。

六、本表填写内容必须属实，字迹要端正、清楚。打印字体根据

实际可选择宋体或仿宋体。

七、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纸张限用国际标准 A4型，装

订要整齐。

八、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九、本表用 A4纸打印后中缝装订，按照一式 8 份提交。



Ⅰ 专业建设（办学历史、专业规划、建设措施、执行情况与成效、人才培养方案及培养情况）

（★本页可续）

我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以下简称本专业）是艺术设计学院依据社会发展的态势，

适时调整专业结构，为满足社会对服装和服饰人才需要而设置的。

（一）本专业于 2015 年初开始专业申报。在筹备本专业之时，我院已有产品设计、视觉

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动画设计四个已发展成熟的专业，具备专业师资和教学条件对于新

专业的艺术设计基础课程开设具有辅助和补充作用。尤其是产品设计专业，能与本专业建

设良好互补。同时丽江又是国际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很多特色产业及

优秀企业为教学活动创造了优质的实践教学环境。以上优势形成了创办服装与服饰设计教

育的雏形。

（二）2016 年 9 月本专业获得批文，正式批准我院新增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并于当年正

式招生，专业代码 130505，学制四年。以为地方经济文化产业建设培养服装与服饰设计

的专门人才，开始了对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教育的深入探讨与实践。我们清楚的认识到本

专业地处云南丽江，拥有大量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因此在确定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方案中，

经过对比、分析我国其他优秀高校的服装专业教学方式，制定出了具有较为完善、科学的

课程体系。

（三）为紧密结合迅速发展的时代，避免出现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象。在确保

专业教学质量的同时，根据办学定位、服务面向结合学生差异化需求，制定了 2018 版人

才培养方案。相较于 2016 版人才培养方案，2018 版人才培养方案全面推进教学内容更新、

教学方法改革和教学手段改进。极大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使之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求。

（四）本专业凭借区域的多元民族文化特色与旅游资源优势，深入挖掘传统民族文化元素、

学习掌握民族民间审美法则和手工技艺，并与现代服装设计专业知识、技能和设计潮流相

结合。对传统民族服饰与时尚、演艺、影视服饰进行对比研究创新，取其精华融入课程教

学中。

（五）强调基础课的扎实性、专业课与行业需求的适用性，多元性、创造性和实践性的衔

接，使学生能较快的将理论知识、专业技术与实践动手融会贯通在教学实训实习中。在系

统学习不同类别服装结构、工艺技能等主干课程外，以现代礼仪、民间剪纸、形象设计、

织绣与印染工艺、舞台美术基础、服饰展示与陈列设计等交叉特色课程为延伸，将项目设

计、市场应用与赛事相结合，加大设计创新意识培养、加强综合技能和自主创新创业训练，

实践课时约占总学时 50%。

（六）本专业建有平面、立体打版、裁剪、缝纫工艺等多个实训室，各类专用设备 70 多

套，230 余件，专业实训室建设和设备处于省内高校同类专业前列，还与 6家服装及相关

机构建立了校企合作教学实践基地。学校省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设有方便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业学生的形体训练室和计算机机房。本专业开设周末课堂向工艺技师学艺等实践教学和

主题讲座、交流活动；以赛促学，教师指导学生参加第三、四届互联网+云南赛区获银、

铜奖，学生参加第五届互联网+校级比赛获金奖，省民族服饰展演赛获二、三等奖，组织

院服饰设计创意大赛，开展教学课程作品汇报展，主持有省、院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



丰富多彩的课内课外专业活动，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社会实践能力。另外，本

专业部分高年级学生把民族特色文化元素融入现代服装设计，部分作品形成产品成为自主

创业品牌在丽江落地和线上线下营销，彰显出本专业办学的实效和水平。

（七）目前，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现有三届学生，在校生 191 人。经过 4年的教学改革与

实践，本专业构建并不断完善符合本科教育教学规律、符合学生专业能力形成与素质养成

规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逐渐探索出适应社会、适应服装行业发展、具有办学特色的

专业教育发展路子。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实际动手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适应服装

产业发展需求的合格人才。

本 专 业 学 生 情 况

类 别 在校生数 当年招生数 今年毕业生数 近 3 年毕业人数

本 科 191 0 67 67

专 科 0 0 0 0

Ⅱ 教师队伍

Ⅱ-1 专业负责人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定职时间
是否

兼职

孙琦 女 1966.01 教授 2011.10 是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时间、学校、系科）

最高学历或最后学历（毕业专业、时间、学校、系科）

最高学位：学士，1988 年 7 月毕业于东华大学服装系服装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所）
工作单位（至院、系、所）

工作单位：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本 人 近 4 年 科 研 工 作 情 况

总

体

情

况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4 篇；出版专著 2 部。

获 奖 成 果 共 5 项；其中：国家级 3 项；省部级 2 项。

目前承担项目共 4 项；其中：国家级 1 项；省部级 3 项。

近 4 年支配科研经费共 40 万元，年均科研经费 10 万元。



有

代

表

性

的

成

果

序号 成果（获奖项目、论文、专著）名称 获奖名称、等级或鉴定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

次 序

1

学术专著《云南物质文化·服饰工

艺卷》,唯一作者，280 千字，云南

教育出版社《云南物质文化》系列

丛书之一

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人

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授奖），

2004 年 6 月版

第一

2

研究型艺术画册《中国民族服饰博

览》,主编,100 千字，云南人民出

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

第二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三等

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授奖），2001 年 9 月版

第二

3

专著《生态村的传习馆·当代中国

应用人类学的开拓》，第一作者，

120 千字，云大出版社

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

作类一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授奖），2008 年

12 月版

第一

4

研究型艺术画册《筇竹寺五百罗

汉》，主编，105 千字，云南出版

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

第十二届云南优秀出版物一等奖

（云南省新闻出版局授奖）。2008

年 12 月版

第二

5
论文：民族服饰结构设计教学改革

探索

云南省第四届高等学校艺术教育

科学论文一等奖，2014 年 10 月
第一

目

前

承

担

的

主

要

项

目

序号 项目名称、课题编号
项目来源、发文编号、

科研经费（万元）、起讫时间

本人署名

次 序

1

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国门系列出版

物·云南传统手工艺影像志系列-

苗族服饰

2020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云南大

学民族学一流学科重点建设项目，

25 万

第一

2

云南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

目“缅甸时尚界中传统民族服饰文

化的艺术诠释”

批准机关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2019 年 6 月，8 万
第一

3 不一样的衣服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0 年度出版项

目，4万
第一

4 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服饰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8 年度出版项

目，3万
第二



本人指导（或兼职指导）研究生情况：

序

号
研究生 年级 项目来源

项目下达部门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1

王加军

刘铭荃

臧永雪

2019

2017

2017

云南大学第十一届研究

生科研创新项目
云南大学

文 科

实 验

项目

计算机辅助设计应用于保山

苗族草木染服饰文创产品开

发

2

崔馨婷

孔甜甜

潘世宇

2018

2018

2018

云南大学第十一届研究

生科研创新项目
云南大学

文 科

实 验

项目

少数民族传统面料应用于现

代服饰的创意设计研究

2

黄 艳

麻颖慧

吴 伟

2012

2011

2010

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课

题资助项目

云南大学
文 科

实 验

项目

计算机辅助设计应用于民族

服饰文化产业开发

3 刘 伟

黄 艳

2013

2012

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课

题资助项目

云南大学
文 科

实 验

项目

滇缅跨境民族服饰的设计重

构探究——以少数民族服饰

设计图典创意实践为例

4
刘 伟

黄 艳

2013

2012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

院鑫益创新实践项目

云南大学艺术

与设计学院

文 科

实 验

项目

滇缅跨境民族服饰元素图典

设计实践

5

刘 伟 2013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暑

期学校

云南大学西南

边疆少数民族

研究中心

文科

项目

跨境民族服饰研究-缅甸克钦

族

6

李梦婷 2016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暑

期学校

云南大学西南

边疆少数民族

研究中心

文科

项目

跨境民族服饰研究-缅甸掸族

7

刘 伟 2013 2014年度云南省教育厅

研究生挂职锻炼项目

云南大学 文 科

项目

德宏芒市少数民族纹样研究

Ⅱ-2 专业教师队伍

Ⅱ-2-1 整体情况

教 师 总 数 20
教师中具有

博士学位者比例
0％

教师中具有博士、

硕士学位者比例
55％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人数合计
35 岁

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以上

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 2 0 0 2 0 0

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 5 3 2 0 0 0

讲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 5 5 0 0 0 0



Ⅱ-2-2 专业核心课程、专业课程教师一览表（★公共课教师不填，本表可续）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最高

学位
授学位单位名称

获最高学位的专业名

称

是否

兼职

孙琦 女 1966.01 教授 学士 东华大学 服装专业 是

范福军 男 1965.07 教授 硕士 西北纺织工学院 服装专业 是

林谋旺 男 1986.11 副教授 学士 四川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否

郜汐 女 1984.08 副教授 硕士 沈阳师范大学 美术学 否

王健丰 男 1985.07 副教授 硕士 重庆大学 美术学 否

郑彦军 男 1978.10 副教授 硕士 云南大学 艺术学 否

晋家伟 男 1985.03 副教授 学士 云南艺术学院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是

范斌 男 1986.10 讲师 硕士 云南大学 艺术学 否

董倩 女 1989.04 讲师 硕士 景德镇陶瓷大学 设计学 否

何青 女 1986.06 讲师 硕士 云南大学 美术（MFA） 否

周威全 男 1986.06 讲师 硕士 云南大学 美术学 否

杨曾 女 1985.11 讲师 硕士 四川美术学院 服装设计艺术 是

刘月 女 1995.02 助教 学士 昆明理工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否

马满霞 女 1992.06 助教 学士 云南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否

和向梅 女 1995.01 助教 学士 云南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否

张添林 男 1985.02 助教 硕士 武汉纺织大学 染织纤维艺术 否

程珊 女 1991.02 助教 硕士 四川美术学院 服装与染织设计 是

过鹏儒 男 1967.07 助教 大专 西南林学院 珐琅彩银工艺美术大师 是

谭志平 男 1966.09 助教 中学 无 珐琅彩银非遗传承人 是

王姗姗 女 1989.03 未定职级 硕士 昆明理工大学 艺术设计 否

Ⅱ-2-3 实验课程教师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最高

学位
授学位单位名称

获最高学位的专业名

称

是否

兼职



林谋旺 男 1986.11 副教授 学士 四川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否

郜汐 女 1984.08 副教授 硕士 沈阳师范大学 美术学 否

王健丰 男 1985.07 副教授 硕士 重庆大学 美术学 否

董倩 女 1989.04 讲师 硕士 景德镇陶瓷大学 设计学 否

何青 女 1986.06 讲师 硕士 云南大学 美术（MFA） 否

周威全 男 1986.06 讲师 硕士 云南大学 油画 否

刘月 女 1995.02 助教 学士 昆明理工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否

张添林 男 1985.02 助教 硕士 武汉纺织大学 染织纤维艺术 否

和向梅 女 1995.01 助教 学士 云南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否

马满霞 女 1992.06 助教 学士 云南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否

王姗姗 女 1989.03 未定职级 硕士 昆明理工大学 艺术设计 否

Ⅱ-3 教师科学研究工作（★含教学研究与教学成果）

Ⅱ-3-1 近 4 年科研工作总体情况

教师参加科研（教研）比例 55％
近 4年年人均发表科研（教研）

论文
1 篇

科研经费

（万元）

出版专著

（含教材）（部)

发表学术

论文（篇）

获奖成果

（项）

鉴定成果

（项）

专 利

（项）

167 2 19 10 1 1

Ⅱ-3-2 本专业近 4 年主要科研（含鉴定）成果（★本表可续）

序号 成 果 名 称
项目完成人

（注署名次序）

获奖名称、等级或

鉴定单位、时间及发文编号

1

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

（双一流）论文评选——“互联

网+民族手工艺”推广在高校创业

教育中的应用

林谋旺、董倩
二等奖、云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办、2017 年 6 月

2 唐代与现代服饰审美之管窥 杨锦仪.范福军
广东省纺织工程学会 2018 年度科技论文

优秀二等奖



3
论后现代主义装饰风格在陶瓷灯

具中的应用

董倩（独立作

者）

“智慧杯”全国艺术高校美育成果评选论

文、二等奖、2018 年

4 一种雨衣 王姗姗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CN204697920U

5
心向往之村 王健丰 高原巡礼——中国梦·丽江情、优秀奖、

云南省美术家协会

6
西南联大英华荟萃 周威全 第八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

7

《多艺中国》——入选庆祝新中

国成立七十周年全国女红军题材

剪纸作品征集

林谋旺
入围奖、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19

年 9 月

Ⅱ-3-3 近 4 年有代表性的转让或被采用的科研成果（限填 6 项）

序号 成 果 名 称
项目完成人

（注署名次序）
采纳单位、时间及社会、经济效益

1
纯天然生态纺织品----水果染技

术研发
范福军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2019 年

2
柔麻（纯棉）技术研究及其产业

化
范福军 广东省科技厅，2018 年

3 私人定制产品设计方案三套 林谋旺
云南省丽江市云天工珐琅彩银器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价值 3万元

4 3D 画绘制 王健丰、周威全
丽江玫瑰产业有限公司、2018 年、价值

20.51 万元

5 作品《智者缔造文化》 郑彦军
云南省图书馆 2018 年 2 月“云图览艺”

中国梦纳西魂东巴书画作品展。

6
旅游工艺品批量化生产制作工艺

及产品营销——手绘明信片
林谋旺

云南省丽江市丽江悠然见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在丽江旅游市场中流通评，2016 年 5

月，估产值 67.5 万 元

Ⅱ-3-4 本专业教师近 4 年发表的学术文章（含出版专著、教材）一览表（★本表可续）

序号 论 文（或专著、教材）名 称
作 者

（注次序）

发表日期

出版日期
刊物、会议名称或出版单位

1
《互联网+视野下高校双创教育

的探索》

林谋旺 2019 年 3

月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第 35

卷第 3 期

2
《花鸟鱼虫》系列重彩画共 4 幅 林谋旺 2018年12

月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中国大学生

艺术作品年鉴》、2018 版壹卷

3
《旅游产品设计基础》第 1版 副主编林

谋旺

2017 年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4
《民族图形设计》第 2 版 副主编林

谋旺

2016 年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5
《从传统东巴图画艺术和仪式看

东巴文化的和谐观》

范斌 2018 年 8

月

《壹读》



6
《浅析东巴文化中的和谐观》 范斌 2018 年 6

月

《旅游文化》

7
《丽江壁画“流变”过程及其原

因分析》

范斌 2019年10

月

《旅游文化》

8
《论视觉艺术在传统村落文化嬗

变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王健丰 2017 年 9

月

《人文天下》

9
作品《希声》 何青 2016 年 4

月
《书法报》第14 期“书画天地专

栏”国画作品

10
《道家思想中“无”对中国画

“留白”的影响》

何青 2016 年 5

月

《室内设计与装修》

11
《传统艺术与现代美术创作赏

析》

郜汐 2019 年 4

月

吉林摄影出版社

12
《对蜡膜版画造型方法的研究》 郜汐 2019 年 6

月

《艺术品鉴》

13

《欲之表现--周威全绘画里的个

人化语言表达》

周威全

（独立作

者）

2016 年 6

月

《明日风尚》

14

《表现之欲——周威全火伐系列

绘画》

周威全

（独立作

者）

2016 年 6

月

《读天下》

15
《摩梭编织在陶瓷产品设计中的

应用》

董倩（独

立作者）

2017 年 1

月

《戏剧之家》

16 作品《春烂漫》 杨飞
2017 年 7

月
《书法报》第 26 期第 29 页

17
《珐琅工艺的历史与技

法研究》
杨孟杰

2020 年 1

月
《戏剧之家》2020 年 02 期

18
《以云南陆军讲武堂军服为例浅

析清末民初的军服设计》
王姗姗

2016年10

月
《名作欣赏》中旬

19 《白族甲马造型观研究》 郜汐 2015年 1月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Ⅱ-3-5 目前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限填 6 项）

序号 项目名称、课题编号 项目来源、发文编号 起讫时间
科研经费

（万元）
姓 名 承担工作

1

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

点学院（系）建设项

目

云南省教育厅 2016 年

-2019 年

160 林谋旺 项目负责

人

2

基于东巴文化视觉元

素表达艺术作品装饰

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云南省教育厅 2014.09-

2016.08

2 王健丰 项目负责

人



3

非遗技艺在现代文创

产品中的应用研究

——以云南民族陶艺

为例

云南省教育厅 2018.05-

2020.05

2 董倩 项目负责

人

4
古村落题材在当代山

水画中的运用研究

云南省教育厅 2019.06-

2021.05
1 何青等

项目负责

人

5
滇西北地区民族画造

型形态解析

云南省教育厅 2019.06-

2021.05

1 周威全 项目负责

人

6
丽江壁画的图像学研

究

云南省教育厅 2020.03-

2021.02

1 范斌 项目负责

人

Ⅲ 教学条件及利用

Ⅲ-1 经费投入情况

近 4 年本专业本科生每年生均四项经费(单位:元/生·年)情况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398.54 1341.03 1402.84 1401.80

近 4 年学校累计向本专业投入专业建设经费

序号 主 要 用 途 金 额(万元)

1 多媒体设备 5.4399

2 缝纫工艺实训室仪器设备 19.685

3 平裁打版实训室仪器设备 5.724

4 立体裁剪实训室仪器设备 10.173

5 化妆、陈列展示厅仪器设备 6.6

合 计 47.6219

Ⅲ-2 实习实践

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践教学基地情况

序号 单 位 名 称
是否有

协 议
承担的教学任务

每次接受

学生人数

1 丽江市博物馆 是 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服饰 30

2 丽江风雨同舟服饰有限公司 是 服装结构、制作工艺教学指导 60

3 天雨民族服装厂 是 滇西北民族服饰设计指导 30



4 云天工珐琅彩银文化传播公司 是 珐琅工艺教学指导 30

5 丽江百岁坊银器饰品有限公司 是 首饰设计与制作指导 30

6 红绣坊艺术工作室 是 民族、演艺服饰设计指导 30

校内、外实习实践教学具体安排及管理、执行情况

本专业实习、实践教学主要分为课程内实践、课程外实践、毕业设计校外调研及毕业实习几个部

分，其中课程内实践是教学时数最多、组织频次最高的实践形式。

课程内实践教学，是指基于课程教学需要、符合教学进度组织的实践教学，课程承担教师为主要

组织者和管理者，实践具体内容均详细体现在教学大纲和进度表中，实践场所可在校内实训中心或校

外；校内主要实践类型包括设计实践、技能实践、大师进课堂等，校外实践以设计调研、写生为主；

若实践在校外进行，每学期初需统一上报二级学院和学校审核，以保证其有效性、合理性和安全性。

课程内校内实践（珐琅工艺大师进课堂） 课程内校外实践（设计色彩外出写生）

关于课程内实践教学的教学成果评价，本专业每学期组织实践课程汇报展，方便学生、教师间进

行教学交流，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实践课程成果汇报——2016 级《立体裁剪》、《服装制作工艺 3（职业装）》课程汇报展

课程外实践教学，指日常课程教学外，基于对学生知识、技能掌握情况，课外灵活补充的实践活

动，主要类型有技能加强实践、设计比赛指导、设计比赛筹办等。课程外实践教学的目的是丰富学生

课余生活，加强专业素养和技能，主要由教研室组织并上报二级学院批准。



课外技能加强实践——2016 级“周末课程”（风雨同舟服饰有限公司指导）

课外设计比赛指导——云南省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展演大赛课外集中指导

课外设计展演筹办——院内创意服饰设计展

毕业设计校外调研及毕业实习，是为学生毕业做准备，属于人才培养方案内、针对大四毕业生规

划的实践活动。实践安排由学生自主安排，并由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和辅导员共同监督管理，实践内容

围绕毕业设计及就业安排。实践前需由学生制定实践计划，实践后需完成实践报告。



Ⅲ-3 实验条件及开设情况

Ⅲ-3-1 专业实验室情况

序

号
实 验 室 名 称

实验室面积

（m2）

实 验 室

人员配备

（人）

仪器设备（台、件） 仪器设备

总 值

（万元）
合计 万元以上

1 缝纫工艺实训室 125 1 62 1 24.9415

2 平裁打版实训室 130 1 22 0 7.349

3 立体裁剪实训室 130 1 34 2 12.3033

4 化妆、陈列展示厅 85 1 63 1 6.74

5 多功能实训室 85 1 51 0 1.937

合计 53.2708

Ⅲ-3-2 专业实验室仪器设备一览表（★指单价高于 800 元的仪器设备，可附表于本页）

序

号
仪器设备名称 品牌及型号、规格 数量

单 价

（￥或＄）
国别、厂家

出 厂

年 份

1
电脑自动剪线平缝

机
宝石 8957E3-y 46 3680

中国、上工宝

石
2017.04

2
节能直驱五线包缝

机

宝石五线直驱锁边

机 5 4330
中国、上工宝

石
2017.06

3 电脑曲折缝纫机 宝石 2297D3 1 27330
中国、上工宝

石
2017.03

4
电脑缝纫绣花一体

机
凯宏 KH890 3 4650 中国、凯宏 2017.03

5 电脑圆头锁眼机 宝石 9820 1 48900
中国、上工宝

石
2017.03

6
节能直驱细边锁边

机
宝石 7700D-15(3) 1 3480

中国、上工宝

石
2017.05

7 节能直驱绷缝机 宝石 5500D3 1 6530
中国、上工宝

石
2017.05

8 双针平缝机 宝石 2000S-1M 2 5370
中国、上工宝

石
2017.05

9
节能直驱皮革平缝

机
宝石 0311D 1 4750

中国、上工宝

石
2017.04

10 吸风烫台 利隆750W点式烫台 7 2150 中国、利隆 2017.06



11 宝石电脑绷缝机 5600D3-01 1 12500
中国、上工宝

石
2017.04

12 锅炉 上海羽田 3 2750 中国，羽田 2017.06

13 粘合机 佳田 NIJ-F500 1 8200 中国，佳田 2017.05

14 服装喷墨打印机 GELEEM-185 1 17000

中国，云南宇

江商贸有限公

司

2018.04

Ⅲ-3-3实验及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设一览表（★本表可续，可附表于本页）

序

号

有实验的课程名

称

课程要

求

项 目 名 称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在

项目名称后标注“▲”）

学时
实验

开出率
必修 选修

1
服装结构与裁剪

一（16 版）
√

裙子基本纸样绘制

72 100%

裙子的结构设计▲
裤子基本纸样绘制

裤子的结构设计▲
女上装原型绘制

原型袖子结构设计▲
领子结构设计▲
连衣裙制版与裁剪▲

2
服装制作工艺 1

（女装）（16 版）
√

缝纫设备使用

56

100%

熨烫设备使用

服装部件制作工艺▲
下装制作▲
连衣裙设计及制作▲

3
时装画表现技法

（16 版）
√

时装画作品赏析

36
100%时装画设计草图绘制

时装画效果图手绘▲
服装材质临摹及绘制

4 服装 CAD（16 版） √

软件绘制服装款式设

计▲
34

100%

软件绘制样片结构设

计▲
连衣裙设计▲

5 立体裁剪（16版） √

立裁多种省的设计▲

72
100%立裁女衬衫设计▲

立裁裙装设计▲
创意立裁设计▲

6
织绣与印染工艺

（16 级）
√

“婚嫁”图稿设计▲
51 100%刺绣工艺

“婚嫁”刺绣设计制作



▲
调研丽江白沙古镇木

氏刺绣学校及收集图

片资源▲

7
服装材料学与面

料再造（16 级）
√

面料传统工艺设计▲

34

100%面料创新技法设计▲
普通款面料再造设计

▲
创新款面料再造设计

▲

8
民族图形设计

（16 版）
√

民族图形赏析与临摹

54

100%民间美术创作▲
基础图形设计▲
应用图形设计▲
主题设计▲

9
服饰配件设计与

制作（16 版）
√

服饰配件流行趋势调

研及汇报▲

54 100%

金属基础处理工艺▲
编结工艺▲
服饰配件设计分析▲
服饰配件设计方案完

善▲
设计方案图纸、效果图

绘制▲
金属花丝工艺

树脂材料运用▲
皮革处理方法

服饰配件制作▲

10

服装结构与裁剪

2（男装）（16

版）

√

裤子设计▲

56

100%

衬衫设计▲
西服设计▲
男装设计与制作▲

11

服装制作与工艺

2（男装）（16

版）

√

西服裁剪与排料

48

100%

西服前身缝制工艺▲
口袋缝制工艺▲
西服后身缝制工艺▲
领子缝制工艺▲
袖子缝制工艺▲
细节工艺处理▲

12

服装结构与裁剪

3（职业装）（16

版）

√

衬衫结构设计▲

54

100%

下装结构设计▲
职业套装结构设计▲
中式服装结构设计▲



职业装案例赏析及分

析▲
主题设计▲

13

服装制作工艺 3

（职业装）（16

版）

√

职业装基础工艺▲

48

100%职业装裙子、裤子工艺

▲
职业装衬衫工艺▲
职业工装成衣制作工

艺▲
职业装成衣制作工艺

▲

14 形象设计（16版） √

形象设计发展简史赏

析及总结▲

54

100%形象设计的设计元素

总结▲
发型设计▲
化妆设计▲
服饰设计▲
形象仪态塑造▲
综合形象设计实践▲

15
民族服饰创意设

计与制作（16版）
√

民族服饰调研与分析

▲

54
100%民族服饰创意构思▲

民族服饰设计▲
民族服饰结构设计▲
民族服饰工艺制作▲

16
影视演艺服饰创

意与制作（16版）
√

影视服装造型元素的

设计运用▲

72 100%影视演艺服饰设计▲
结构设计▲
工艺制作▲

17
服饰展示与陈列

设计（16 版）
√

平面图设计▲

36

100%

立体图设计▲
硬纸片模型空间设计

制作▲
店铺陈列设计▲

18
综合材料表现

（16 版）
√

水彩画临摹▲

36
100%水彩静物写生▲

水彩风景写生▲
水彩创作设计▲

19
舞台美术基础

（16 版）
√

摄影器材使用

36

100%

照相机使用

摄影用光▲



摄影构图▲
摄影赏析及实践▲

20 现代礼仪（16版） √

基本姿态训练▲
36 100%形体素质训练▲

服装表演技巧训练▲

21 化妆技法（16版） √

化妆工具运用

36

100%

生活妆设计▲
新娘妆设计▲
晚宴妆设计▲
年龄妆设计▲
种族妆设计▲
性格妆设计▲
年代妆设计▲
戏曲妆赏析与总结▲
影视人物角色妆设计

▲
电视节目主持人妆赏

析与总结▲
创意妆设计▲

22
舞台美术基础

（16 版）
√

舞台美术草图绘制▲

36

100%舞台设计效果图设计

▲
服装设计图▲
道具设计▲

23

舞美、婚庆、演

艺策划与运营

（16 版）

√

商业舞台草图

36

100%商业舞台设计效果图

设计▲
商业演出策划案▲
影视美术设计图▲

24
民间玩具与布艺

（16 版）
√

玩具产品赏析与分析

总结▲
36

100%

玩具设计▲
布艺玩具制作▲

25 民间剪纸（16版） √

传统剪纸作品赏析与

临摹▲

36

100%

植物纹样剪纸制作▲
动物纹样剪纸制作▲
适合纹样剪纸制作▲
独幅剪纸作品设计▲

26
服装表演训练与

编导（16 版）
√

服装模特的基础训练

▲
36

100%

服装表演技巧训练▲
模特的经前拍摄训练



▲
模拟时装发布会走秀

▲

27

产品文案策划与

作品集制作（16

版）

√

市场调研策划文案▲

36
100%

企业品牌策划文案▲
营销战略策划文案▲
作品集设计与制作▲

实验开出率 ＝ 实际开出的实验项目数 × 100％ ＝ 100 ％

教学大纲（计划）应开实验

项目数

有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课

程数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出

率 ＝
含有实验的课程总数 × 100％ ＝ 98 ％

Ⅲ-4 专业图书资料

近 4年本专业图书文献资料购置经费 3.9 万元

拥有期刊数（种）（含电子读物）

中 文 40

外 文 0

主 要 订 阅 学 术 刊 物（★本表可续）

序号 订阅中、外文学术刊物名称 刊 物 主 办 单 位 起订时间

1
美术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 2009 年 11 月

2
世界美术 中央美术学院 2009 年 11 月

3
美术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09 年 11 月

4
美术观察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9 年 11 月

5
美术大观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

6
美术学报 广州美术学院 2009 年 11 月

7
中国油画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

8
包装与设计 中国包装进出口广东公司 2009 年 11 月

9
艺术与设计 证券日报社 2009 年 11 月

10
中华手工 重庆市硅酸盐研究所 2009 年 11 月



11
瑞丽家居设计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

12
摄影世界 新华社摄影部 2009 年 11 月

13
时尚家居

中国旅游协会 2009 年 11 月

14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南京艺术学院 2009 年 11 月

15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设计艺

术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09 年 11 月

16
创意与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9 年 11 月

17
艺术评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2009 年 11 月

18
艺术广角 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09 年 11 月

19
艺术百家 江苏省文化厅 2009 年 11 月

20
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杂志社 2009 年 11 月

21
书与画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

22
新美术 中国美术学院 2009 年 11 月

23
服装设计师

服装设计师杂志社 2013 年 11 月

24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云南艺术学院 2009 年 11 月

Ⅳ 教学过程及管理

Ⅳ-1 课程与教材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及质量监控等情况

（一）课程建设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制定了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等三个主要课程模

块。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主要实现服装与服饰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专业选修课程主要实现学生

的素质拓展。从课程功能上主要划分为：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的相关知识、服装与服饰

设计技术三个板块。其中，服装与服饰设计板块是核心板块，由“服装与服饰设计的基本原理”、“服

装与服饰设计的程序与方法”及“服装与服饰设计表达”等内容构成。

在课程内容优化方面，我们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找出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能力所需的相关知识

点，以理论知识作支撑。同时结合时代发展，舍弃与专业方向关系不大的课程，以应用、实用、适用

为目的，确定了课程框架，进行了课程优化。

以 2018 版人才培养方案中新增的专业必修课《缝纫工艺基础》为例。为实现人才培养中的培养目

标，结合认知规律，我们在第三学期开设缝纫工艺的基础知识学习及实践。使学生接触服装专业的基

础理论知识的同时专业实践课程与之齐头并进。同时，缝纫工艺的实践课程将从第三学期的《缝纫工

艺基础》，延伸到第四学期的《服装制作工艺 1（女装）》、第五学期的《服装制作工艺 2（男装）》、

第六学期的《服装专题设计》、第七学期的《毕业设计》。学生从大二上学期简单的工艺制作能力到

大三、大四的设计类服装制作，由浅入深、由低到高，通过三年不间断的实践训练，实现专业技能的



提高和积累。

课程内容体系的改革，使课程专业针对性明显增强，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目的明确，既节

约了大量时间，又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总体来看，本专业课程规划科学合理，课程效果达到预期。

（二）教材建设

为了保证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正确性、标准性以及实用性，本专业对于教材的选择十分谨慎，对

每本教材的确定均由集体讨论并做充分对比，原则上优先选择“十三五规划”、“高等院校指定教材”、

“教育部规范教材”、“国家及省级精品教材”等优秀教材进行使用；部分课程没有此类教材，也秉

持严格性、实用性、规范性、正确性的要求进行遴选；除此之外，专业教师还积极投入到教材建设中，

如林谋旺等合作编撰的《民族图形设计》教材现已投入使用，被评为云南省“十二五”规划教材，云

南省“精品教材”。

（三）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1.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探索

本专业建设之初就致力于将学生培养为符合国家长期发展战略需求的应用型人才。自 2016 年服

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招生以来，积极借鉴四川美术学院、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艺术学院文化

学院等各级院校办学经验, 根据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对本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创新和实践。

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自本专业 2016 年建设以来，进行了 2016 版、2018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在 2016 版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第一学年，主要设置专业基础的教学，针对设计专业

基础素质进行重点的讲授；第二学年，以服装设计与制做、服装设计表现技法的专业方向，制订了可

行的专业教学课程计划，积极地将服装生产一线反馈的信息及时融入教学环节中；第三学年，通过服

装企划与营销、专题设计等课程，积极与企业合作，通过已经建立校外实训基地，开展设计专题训练，

将所学的专业能力知识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以培养学生服装设计的表达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

合作沟通的能力, 通过积累必要的实践经验，树立学生的市场观念及创新意识。

2018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主要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为依据，并结

合我校及艺术设计学院建设特色进行修订。基于该专业的发展现状，主要进行了专业必修课程的调整，

将服装结构类课程课时集中，增加了服装设计类课程的比例，如新增课程《成衣设计 1（女装）》、

《成衣设计 2（男装）》；明确了以民族、影视、舞台创意服饰设计为专业特色的培养目标；此外还

增加了《综合材料设计体验》、《服饰流行趋势及色彩运用》等关注学科前沿的课程来激发学生对本

专业课程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

2.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方面，首先我们明确了本专业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和企业运作

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目标中，可以发现我们的课程内容以各知识单元，按学生掌握知识的

规律，理论与实践结合排列形成教学程序骨架。如，把女装或男装的设计、样板制作、样衣制作等内

容，由不同的教师围绕同一个模块在同一个时间单位内讲授和实践练习。这些分散的知识就有了一个

可以相互印证的核心。每一个服服装种类形成一个课题任务，最终多种服装类型达到整体目标的统一。



在具体实施阶段，我们将每一模块课程按照从易到难的习惯顺序，排列为每学期的专业主干教学内容。

如下图所示，其中①为模块相关理论知识；②为模块样板相关知识与实践；③为模块设计相关知识与

实践；④为该模块相关制作工艺知识与实践。

3.任务来引导教学，以赛促教

在日常教学中，以任务来引导教学，适时结合专业比赛促进教学。

积极鼓励学生参加相关比赛，除了专业的老师的课余辅导外，还多次邀请行业代表及专业教师与

学生开展相关比赛评奖活动。如针对由云南省教育厅组织的 2016 全省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展演活动。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进行了“民族文化教育展演中小学校服装设计大赛作品”评审；2017 年 5 月 15 日，

针对由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举办的服装设计大赛参赛作品开展点评评审活动。

活动通过对学生作品的评选，既有针对性地给予了学习建议，同时也对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起到极大

作用。

4.全方位开展实训式教学

服装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教学中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实践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

应用科学知识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以及在实际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社会能力，突出

实践性教学环节，将实践教学以不同的方式贯穿于理论教学的全过程，在教学中增加实践教学所占的

课时比重，协调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比例。

实践教学是服装专业教学的重要环节，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及创新能力方

面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在教学指导思想上做到把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不断进行实践教学方法

的改革与创新，构建一套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

在实践教学内容方面，本校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培养掌握艺术设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

技能；具有专业技能、营销管理和自主创新创业能力，使学生能够掌握服装设计与表现、服装制作工

艺、服装配饰设计、服装品牌与市场策略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同时，在实践教学发展中结合云南少

数民族文化资源和民族民间工艺资源，吸取丽江东巴文化特色，将现代设计思维与民族文化融合，培

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服装设计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

结合 2016 版和 2018 版人才培养方案，服装专业的实践教学可分为专业基础、专业实训、综合创

新三个阶段。



实践教学方法

打破传统的实践教学方法，改革实践教学中“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

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独立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的培养，采取以下实践教学方法：

1.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将枯燥的专业理论知识与具体的专业技能实践操作相结合，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同时训

练实际操作能力。

2.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教学方法；

把传统实践教学与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结合起来，将专业软件同实践教学相结合，能够加深学生

对实践教学内容的理解与掌握，有效的提高教学效果。

3.实行专题设计的教学方法；

专题设计的教学方法使师生为共同完成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产品而进行的完整的“专题”设计方案的

教学活动，用于学习特定的教学内容。组织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完成专题设计、制作

的全过程，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分析能力及其他关键能力，强调了实用技能和知识创新。



（四）质量监控

教学质量是学院生存之本、发展之根，是学院的生命线”。 近年来，学校持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研室建设和教师教学规范建设，持续推进教学改革、加强质量监控、严肃课堂纪律，教风学风持续

向好，课堂教学质量整体提升。

为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扎实推进教育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体落实到课堂上，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教育部、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的

相关部署，结合学校实际，就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将采取十四条措施全面落实加强课堂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要树立新的思政观，建立课程、专业、学科“三位一体”思政教学体系。要落实好专业思政、课堂

思政、教师思政，真正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

2.强化教学工作基础地位

校院两级都要切实把教学工作作为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牢固树立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教学质

量为生命的思想观念。

3.健全课堂教学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的工作机制，保证各项监督管理措施落实到位。教务处和院(部)具体负

责健全课堂教学管理体系，根据每门课程的育人功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

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中。

4.严肃课堂教学纪律约束

严格实施教师(含外籍和外聘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严格把控教师聘用考核政治关，严格设置主讲教

师资质条件。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课堂教学管理的根本要求，严肃课堂教学纪律，严格执行教

学事故处理规定。

5.完善课程设置管理制度

各教学单位要根据《国标》要求，科学设定人才培养目标，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实

现优质课程资源共享，鼓励教师积极开发、引入优质在线开放课程资源，不断提高课程建设水平。

6.健全课程教学大纲管理和教案评价制度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要把课程教学大纲作为课堂教学的基本指导和遵循依据，探索建立教学大纲的

核准、备案和公开发布制度。

7.规范课程教材评选制度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要规范教材选用和审批程序，切实执行教材由“任课教师初选--教研室集体会

议讨论--院务会议审议”等程序。

8.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创新

各教学单位要坚持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课堂教学的改革目标，推动“学生中心、结果导向、持

续改进”的课堂教学改革。

9.加强课堂教学过程管理

要坚持、完善和改进全校教师_上好开学第一节课、第一周课、上好每一节课，全院干部查好开学

第一节课、第一周课的有效制度;要坚持、完善和改进校、院两级领导听课制度，将领导听课情况纳入

干部目标管理和实绩考核体系，督促各级领导深入一线了解教学情况，解决教学问题。

10.改革课堂教学效果评价

要坚持、完善和改进课程教学多元评价机制,创新评价方式，采用教师自我评价、学生评价、同行

评价、督导评价、社会评价等多种方式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建立科学有效的课堂教学评价

体系。

11.改革教师考核评价制度

要注重教学业绩在评聘教师中的比重，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加大对教学业

绩突出教师的奖励力度，激发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12.坚持、完善和改进教研室建设和教学研讨周等教师培训制度



要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健全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的教育培训。把教研室建设成为经常性组织教师进行教育理论学习、开展教学研究、集中备课、推进

教学改革的教师之家。

13.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

要把教学教务管理队伍建设放在与教师队伍建设同等重要位置，按照人岗适应的要求，选用政治立

场坚定、业务素质过硬的优秀人才充实教学教务管理队伍。

14.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要适应新时期课堂教学的特点，在加强课堂建设管理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实践的育人功能，把组

织开展社会实践与课堂教学摆在同等重要位置，鼓励学生积极开展社会实践，使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

同向同行。

在学校完备的质量监控下，我们的教学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相信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我们的

学校会越办越好，我们的专业也会越来越好。

Ⅳ-2 课程与教材

Ⅳ-2-1 公共课

课 程 名 称
使 用 教 材

课时
授 课 教 师

教 材 名 称 主 编 出 版 单 位 出版年份 姓 名 职 称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一）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本书编

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5 年出

版
54

刘 文

芳
讲师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二）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本书编

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5 年出

版
54

郝 淑

静
讲师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本书编

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5 年出

版
54

何 丽

丽
讲师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本书编

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5 年出

版
54 朱宇 讲师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本书编

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5 年出

版
36

何 丽

丽
讲师

形势与政策综合

课（一）

时事报告大学生

版

中共中央宣传

部时事报告杂

2016 年出

版
4 张军 讲师



志社

形势与政策（二）
时事报告大学生

版

中共中央宣传

部时事报告杂

志社

2017 年出

版
4

段 金

亮
助教

形势与政策综合

课（三）

时事报告大学生

版

中共中央宣传

部时事报告杂

志社

2017 年出

版
4 张军 讲师

形势与政策综合

课（四）

时事报告大学生

版

中共中央宣传

部时事报告杂

志社

2018 年出

版
4

肖 雪

梅
助教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张满堂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

社
2012 年版 36

卢 美

虹
助教

大学国文
大学语文：阅读与

写作
郑思礼

武汉大学出版

社

2015 年 8

月
34

吕 书

宝
教授

计算机基础一
《大学生计算机

基础教程》
甘勇

人民邮电出版

社
2014-11 34

李 永

昌
助教

计算机基础一
《大学生计算机

基础实训教程》
甘勇

人民邮电出版

社
2014-11 34

吴 跃

松
助教

应用英语（一） E英语教程 1 孙延弢
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

2013 年

5 月
68

李 星

星
讲师

应用英语（二） E英语教程 2 郭遂红
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

2013 年 7

月
68

和 晓

娟
助教

应用英语（三） E英语教程 3 李正栓
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

2013 年 8

月
68

李 晓

旭

副 教

授

应用英语（四） E英语教程 4 张舍茹
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

2013 年 8

月
68

李 虹

巧
讲师



Ⅳ-2-2 专业（专业基础）课

课 程 名 称
使 用 教 材

课时
授 课 教 师

教 材 名 称 主 编 出 版 单 位 出版时间 姓 名 职 称

服装人体工程学

服装人体工程学与

设计（高等学院服装

工程专业系列教材、

部委级优秀教材）

潘 健

华

东华大学出版

社
2015 年 34

马 满

霞
助教

服装结构与裁剪

1（女装）

服装纸样设计原理

与应用（女装篇）（普

通高等教育 “ 十一

五”规划教材）

刘 瑞

璞

中国纺织出版

社
2008 年 60 刘月 助教

服装制作工艺 1

（女装）

服装制作工艺：基础

篇（第三版）（服装

高等教育“十二五”
部委级规划教材）

刘锋
中国纺织出版

社
2017 年 52

和 向

梅
助教

服装 CAD

服装 CAD 应用教程

(第三版）（“十三五”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

部委级规划教材）

陈 建

伟

中国纺织出版

社
2018 年 34

马 满

霞
助教

中外服装史

中外服装史（纺织服

装高等教育“十三

五”部委级规划教

材）

贾玺

增

华东大学出版

社
2018 年 30

马 满

霞
助教

服装结构与裁剪

2（男装）

男装结构与纸样设

计

金 明

玉、金

仁珠

东华大学出版

社
2015 年 52

刘月、

和 向

梅

助教

服装制作工艺 2

（男装）

日本经典男西服实

用技术：纸板工艺

井 口

喜正

中国纺织出版

社
2016 年 44

刘月、

和 向

梅

助教

时装画表现技法

时装画手绘表现技

法（“十三五”普通高

等教育本科部委级

规划教材）

郑 俊

洁

中国纺织出版

社
2018 年 36

和 向

梅
助教

服装设计原理
服装款式设计原理

与实例精解

齐 德

金

化学工业出版

社
2015 年 34

刘月、

王 姗

姗

助教

服装材料学与面

料再造

服装面料构成及应

用（第二版）（纺织

服装高等教育“十三

五 ” 部委级规划教

材）

缪 秋

菊、刘

国联

东华大学出版

社
2016 年 34

马 满

霞
助教

服装结构与裁剪

3（职业装）
职业服装设计教程

常 树

熊

辽宁美术出版

社
2017 年 51 刘月 助教



服装制作工艺 3

（职业装）

服装制作工艺·成衣

篇（第 3 版）（服装

高等教育“十二五”
部委级规划教材）

鲍 卫

君

中国纺织出版

社
2017 年 34 刘月 助教

立体裁剪 立体裁剪基础篇

日 本

文 化

服 装

学院

东华大学出版

社
2011 年 60

王 姗

姗

未 定

职级

形象设计

形象设计概论（国服

装设计师协会职业

时装模特委员会推

荐教材）

肖彬
中国纺织出版

社
2013 年 51 程珊 助教

织绣与印染工艺
传统印染织绣艺术-

生活尽染
张抒

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9 年 51 陈菊 讲师

服饰配件设计与

制作

服饰配件设计与制

作（“十二五”职业教

育国家规划教材）

冯 素

杰、邓

鹏举

化学工业出版

社
2015 年 51

杨 孟

杰
讲师

民族服饰创意设

计与制作

服装设计：民族服饰

元素与运用

马蓉、

张 国

云

中国纺织出版

社
2015 年 51

和 向

梅、马

满霞

助教

影视演艺服饰创

意设计与制作
影视服装设计 王展

中国电影出版

社
2017 年 51 刘月 助教

服饰展示与陈列

设计

服装展示设计教程

（第三版）（纺织服

装高等教育“十三

五”部委级规划教

材）

孙 雪

飞

东华大学出版

社
2017 年 34 孙柯

未 定

职级

设计素描

设计素描（中国高等

院校“十三五”精

品课程规划教材）

孙 宜

阳、洪

雯、孙

斌

中国青年出版

社
2017 年 72

王 健

丰等

副 教

授

设计色彩

设计色彩（中国高等

院校“十三五”艺

术设计系列规划教

材）

敖芳、

张 华

丽、洪

雯

中国青年出版

社
2016 年 56

王 健

丰等

副 教

授

设计构成 构成设计 袁涛
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3 年 72

王 健

丰等

副 教

授

中外工艺美术史

中外工艺美术史（第

三版）（纺织服装高

等教育“十三五”

部委级规划教材）

陈 鸿

俊、刘

芳

湖南大学出版

社
2018 年 36

郑 彦

军等

副 教

授

民族图形设计

民族图形设计（云南

省“十二五”规划

教材）

刘春
北京工艺美术

出版社
2012 年 56

林 谋

旺等

副 教

授

速写
速写与变形训练（学

校艺术设计类专业

马 新

宇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
2014 年 36

王 健

丰等

副 教

授



教材）

计算机辅助设计

Photoshop

Photoshop 服装设计

（纺织服装高等教

育“十三五”部委

级规划教材）

董 金

华、戚

雨节

东华大学出版

社
2017 年 36

黄 诚

等
讲师

书法艺术 书法篆刻 黄惇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7 年 36

任 克

兵等
讲师

Ⅳ-2-3 实验课

课 程 名 称 课时
授 课 教 师

课 程 名 称 课时
授 课 教 师

姓 名 职 称 姓 名 职 称

服装结构与裁剪 1（女

装）
60 刘月 助教

服装结构与裁剪 2（男

装）
52

刘月、

和 向

梅

助教

服装制作工艺 1（女装） 52
和 向

梅
助教 服装制作工艺 2（男装） 44

刘月、

和 向

梅

助教

服装 CAD 34
马 满

霞
助教 时装画表现技法 36

和 向

梅
助教

服装材料学与面料再造 34
马 满

霞
助教 形象设计 51 程珊 未评

服装结构与裁剪 3（职业

装）
51 刘月 助教 织绣与印染工艺 51 陈菊 讲师

服装制作工艺 3（职业

装）
34 刘月 助教 服饰配件设计与制作 51

杨 孟

杰
讲师

立体裁剪 60
王 姗

姗

未 定

职级

民族服饰创意设计与制

作
51

和 向

梅、马

满霞

助教

服饰展示与陈列设计 34 孙柯
未 定

职级

Ⅳ-3 教材建设

使用近 3年出版的新教材比例 32％

使用省部级及以上获奖教材比例 77％

本单位有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教材 2部

序号 编写出版或自编教材名称 主 编
编写内容

字 数

出版时间或

编写时间
出版或使用情况

1

《旅游产品设计基础》 段剑源 205 千字 2017.04 云南省民办学校优

秀科研成果评选获、

一等奖、云南省民办



教育协会 云南省

“十二五”规划教材

2

《民族图形设计》 刘春 150-200千

字

2016.06 云南省“十二五”规

划教材 北京工艺

美术出版社

Ⅳ-4 教学改革与研究

Ⅳ-4-1 本专业近 4 年获省部级及以上优秀教学成果、教材奖情况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获 奖 人

(注署名次序)
获奖名称、等级、时间

1

教材《旅游产品设计基础》 林谋旺（第一副

主编）

云南省民办学校优秀科研成果

评选获、一等奖、云南省民办教

育协会、2019 年 12 月

2
教材《民族图形设计》 林谋旺、郜汐（副

主编）

云南省“十二五”规划教材 北

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3
《甲马系列作品》 郜汐 美术教育研究 2016 年 1 月

4
《雪域金沙——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艺

术系优秀毕业设计作品集》

郑彦军（副主编） 云南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 年 7

月

5
《影视鉴赏》 郑彦军（编委）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11 年 8

月

6

滇西北民族“元形手作”手工艺品牌推广 林谋旺（第一指

导教师）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全国铜奖、2016

年 10 月

7

爱稀原创品牌 林谋旺（第一指

导教师）

云南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省级铜奖、2019

年 6 月

8

“古风设计”项目推广 林谋旺（指导教

师）

云南省教育厅主办的“首届大学

生创业创新实战大赛”、铜奖、

2018 年 4 月

9

《“一方木”手工艺品牌推广》 第一指导教师林

谋旺

云南省“建行杯”第三届“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银

奖、2017 年 7 月

10

《“藏”——演绎图腾文化产品》 第一指导教师林

谋旺

云南省“建行杯”第三届“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银

奖、2017 年 7 月

11 《互联网+拾遗——东巴文创软装》
周 威 全 、 董

倩 （指导教师）

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省级银奖、2019 年

12 《二尺韵》
杨孟杰（指导教

师）

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省级银奖、2017 年 7 月

13 《文“YI”》 董倩（指导教师）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2019 年 6 月



Ⅳ-4-2 本专业近 4 年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一览表（★本表可续）

序号 课题编号 课 题 名 称 启讫时间 立项单位 发文编号 姓 名
承 担

工 作

1
2016XYJG

07

滇西北创新民族产品设

计在教学中的拓展

2016.10-

2017.09

云南大学

旅游文化

学院

张添林 负责人

2
XYJG2018

05

《设计构成》课程内容

优化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2018.12-

2020.12

云南大学

旅游文化

学院

王健丰 负责人

3
XYJG2018

06

民族传统文化视域下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培育

研究——以艺术设计类

专业为例

2018.12-

2020.12

云南大学

旅游文化

学院

林 谋

旺、杨

孟杰

资料搜

集与研

究报告

撰写

4

5

6

7

8

Ⅳ-5 本届毕业生教学执行计划（可附表于本页）

毕业设计的管理规范，尤其对过程的管理十分严格。按照学校关于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统一

部署，在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下，服装专业认真落实的相关管理规范，

组织指导教师进行毕业设计的选题研讨、指导过程监督及材料汇总；组织学生进行开题、中期检查及

全程的指导、提交等工作。

毕业设计的选题符合实际，能够全面反映培养目标的要求。对毕业设计的选题工作专门进行研讨，

最终结合实用性、前沿性、民族性确定了选题方向，使学生毕业设计的选题宽窄结合，体现综合能力。

指导教师数量充足，职称结构合理。共计动员 11 位教师进行 2016 级毕业设计的指导，其中正高

3人，副高 1 人，讲师 2人，讲师以下 6 人。总体上保证了毕业设计指导工作的顺利进行。

结合以上情况，专业毕业设计的总体质量有较好的保证。



Ⅴ 毕业设计（论文）

Ⅴ-1 毕业设计（论文）情况（包括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工作进度、选题安排、指导教师选派、过

程管理、及毕业设计(论文)评阅标准） （★本页可续）

（一）毕业设计（论文）规范

毕业设计（论文）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生在四年的大学学生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学习环节，是

对学生提高知识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训练，是对学生知识的理解和综合运用能力的重要考察。

通过这一学习环节，将达到全面考察学生完成以下几个学习任务的能力：

能对所接受的知识、技能、观念进行融合，并合理运用；

掌握整个课目设计的工作程序；

完成全套设计方案并可运用于实际。

其中，在选题阶段 2016 届毕业设计设定了七个方向的选题。分别为民族服饰创意设计、舞台影视

服饰创意设计、时尚成衣创意设计、功能性服饰创意设计、针织类服饰创意设计、职业服饰创意设计、

校园文创系列设计。选题的基本原则是实体实题实做，即毕业设计的选题及设计方向应体现课程教学、

专业研究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商业实体项目或地方政策导向作为设计依据，着眼行业未来的

发展，具有一定社会应用价值，同时由多名同学共同完成较大设计项目的，必须注明每个学生的研究

方向（设计分工）或研究侧重点，并加注副标题以示区别，每个设计项目完成后，在规定时间内按照

格式及内容要求，按时完成与毕业设计的各种材料。包含：

1. 毕业设计开题报告；（选题依据，研究（设计）的学术或现实意义、主要内容、创新点，研

究（设计）的技术路线及预期目标，工作进度安排，完成研究（设计）所需条件及落实措施，参考文

献资料）

2. 毕业设计中期检查表 （最少三次辅导记录）

3. 毕业设计评审表

4. 毕业设计设计报告

5. 编制全套毕业设计作品集

6. 与毕业设计密切相关的各种材料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国家质量标准，为规范毕业设计（论文），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对 2016 级毕业设计（论文）的完成及要求如下：

1. 设计课题的确立应与自身的设计能力相适应；

2. 材料的选择应与设计方案相适应；

3. 设计方案力求合适、合理、和谐；

4. 全套毕业设计作品打印规格为 A4；

5. 毕业设计材料的字体及格式严格按照模版要求完成（其中，设计报告、作品集封底均采用照

片纸或铜版纸彩页）；

6. 作品概述应立足毕业设计作品，简洁明了的叙述其魅力所在。设计报告应围绕在进行毕业设

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

7. 作品展示设计方案应注明姓名、学号、所在班级、指导老师；

8. 封底设计应与封面设计相一致。封底上应注明、姓名、学号、所在班级、指导老师；

9. 毕业设计作品应具有可实施性、服装具有可穿性。具有一定的设计审美价值及可实用性；

10. 毕业设计作品不得抄袭他人；

11. 需按指导老师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所下达的任务不得有误；

12. 完成全套毕业设计的编辑。装订好留存学校备案

（二）工作进度

毕业设计进程从 2019 年 6 月始至 2020 年 1 月截至。毕业设计全程分为四个阶段：

1. 确定选题



2. 完成毕业设计作品

3. 展示毕业设计作品

4. 完成设计报告书撰写

5. 评审毕业设计作品及设计报告书

2019 年 6 月 20 日，艺术设计学院 2016 级毕业设计工作安排暨动员大会

2019 年 7 月初，完成 2016 级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师生双选，确定论文选题方向

2019 年 9 月 10 日，完成开题报告并审核通过，搜集课题资料，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素材

2019 年 10 月 10 日，完成中期报告并审核通过，完成毕业设计的 1/2 任务（包含：设计草图、效

果图、款式图）

2019 年 12 月 20、21 日，完成服装毕业走秀

完成设计报告书撰写

2019 年 12 月 25、26 日，完成毕业答辩环节。

2020 年 1 月初，进行毕业设计成绩最终评定。

2020 年 1 月初，向教务处提交所有学生毕业设计资料，2016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环节完成。

设计完成之后需打包装订好留存学校备案，建议：实物包括：1.作品论文（设计报告书，开题报告、

中期检查、指导记录、答辩记录），2.三份光盘（设计报告书、答辩 PPT、作品展板及动态视频、作

品效果图），3.建档规范，全系汇总电子版（1.论文（便于查重普通论文 20%，优秀论文 10%）有查重

报告便于专家审核，2.作品照片（建议：量少而精，几百张不可取），3.动态视频，4.自我介绍）

（三）选题安排

1.民族服饰创意设计

选择一个民族，从该民族文化中提取元素做一系列（4套）服饰创意设计，每套要妆容、发型、配

饰（鞋帽包首饰）齐全。

2.舞台影视服饰创意设计

舞台类：细分选择场景，如歌剧、舞蹈、话剧，再选择哪一部作品，可根据一个剧中人物设计 4

套或选择剧中 4 个人物各一套，每套要妆容、发型、配饰（鞋帽包首饰）齐全。

影视类：（电影、电视剧）可细分选择影片类型，自行选择一部作品，可根据一个剧中人物设计 4

套或选择剧中 4 个人物各一套，每套要妆容、发型、配饰（鞋帽包首饰）齐全

3.时尚成衣创意设计

自然之美（花草树木）、艺术之美（绘画、雕塑、建筑、书法、文学）、环保.......自行选择主

题结合国际流行趋势做一系列服饰创意设计（4 套），每套要妆容、发型、配饰（鞋帽包首饰）齐全。

4.功能性服饰创意设计

登山装、狩猎装、滑雪服、跳伞服等，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创新点（面料材质、款式造型、细节

配件等），选择一个种类进行一个系列的创意设计。每套要妆容、发型、配饰（鞋帽包首饰）齐全。

5.针织类服饰创意设计

选择一种针织面料进行一个系列的创意设计。每套要妆发、配饰（鞋帽包首饰）齐全

6.职业服饰创意设计

选择一种职业结合实际工作情况为该职业做一系列职业装（4 套）要求实用且美观创意，每套要妆

发、配饰（鞋帽包首饰）齐全。

7.校园文创系列设计

为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各二级学院办学特色设计校服（男装、女装）；为我院 4 个食堂员工

设计工装、学院校工工作服；教师员工设计工装及服饰品。服装与服饰设计可根据人群细分开展设计，

服饰品可作为日常穿戴用。

（四）毕业设计的组织与指导教师选派

1.艺术设计学院成立毕业设计指导小组；



2.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赵力中、袁涛、黄吉纯、郜汐、范斌、杨孟杰、张添林、马满霞、刘月、

和向梅、王姗姗、程珊；

3.毕业设计指导采取指导老师负责制，以确保毕业设计的质量，指导小组将对各指导老师进行督

促。

（五）指导教师的职责及过程管理

1.选定毕业设计选题后，指导教师负责下达毕业设计任务，确立每个学生毕业设计课题，修正学

生毕业设计思路。解决毕业设计过程中的困难，督促学生对毕业设计作品进行完善；

2.教师指导学生进行毕业设计作品的展示；

3.参与毕业设计答辩环节及评定学生毕业设计成绩，完善毕业设计资料。

（六）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标准

1.毕业设计成绩的评定采用细化评定及综合等级评定；

2.毕业设计成绩的评定包括：初评成绩、答辩成绩、展示效果成绩；

3.毕业设计成绩评定中，初评成绩包含选题恰当、构思清晰有创意、设计报告合理完整、设计方

案可实现性、符合设计的基本原则、整个过程中的工作态度；答辩成绩包含个人对设计课题工作的总

体介绍、设计方案的创意性、设计报告合理完整、设计方案可实施性、符合设计的基本原则、整个过

程中的工作态度、答辩的熟练程度和态度。其中，初评、答辩两项成绩均为优秀，方可参加优秀毕业

设计评选；

4.初评成绩合格以下者（包括合格）不得参加毕业设计作品展示；

5.初评成绩占 50%，答辩成绩占 30%，成品展示效果成绩 20%；

6.按照三项成绩的占比，算出综合成绩。综合评定等级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等。累计

成绩 90 以上为优秀，89 分至 80 分为良好，79 分至 70 分为中等，69 分至 60 分为合格，60 分以下为

不合格；

7.优秀毕业设计将予以适当奖励。

Ⅴ-2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一览表（按指导教师顺序）（★本表可续）

课题编号 课 题 名 称 课题来源 课题类型
学 生

姓 名

指导教

师姓名
职 称

1
Walk in Dark——时尚成衣

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杨紫薇

黄 吉

淳、程

珊

教授、

助教

2

depopulated zone——时尚成

衣创意设计（设计表达、服装结

构）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葛鹏

黄 吉

淳、程

珊

教授、

助教

3

depopulated zone——时尚成

衣创意设计（设计表达、服装工

艺）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管欣欣

黄 吉

淳、程

珊

教授、

助教

4
醉美视觉——都市单身青年女

性服饰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姚贵线 范斌 讲师



5
未来已来——“科技风”时尚成

衣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胡帅 范斌 讲师

6
卯时三刻——“唤醒者”服饰设

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杜姝颐 范斌 讲师

7
光·影——民族元素时尚女装设

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孙晓栩 郜汐 副教授

8
脚尖的跳跃——时尚成衣创

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刘爱 郜汐 副教授

9
自然之美——时尚成衣创意设

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张凯 郜汐 副教授

10
林间逐鹿——民族服饰创意设

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杨悦 郜汐 副教授

11
古堡少女——影视服装创意设

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刘廷秀 郜汐 副教授

12
文学之风——时尚成衣创意设

计（设计表达、服装结构）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张雅倩 郜汐 副教授

13
文学之风——时尚成衣创意设

计（设计表达、服装工艺）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赵孟婷 郜汐 副教授

14
追忆国粹经典——创意女装设

计（设计表达、服装结构）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吴淑萍 郜汐 副教授

15
追忆国粹经典——创意女装设

计（设计表达、服装工艺）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李欣 郜汐 副教授

16
鳞——创意成衣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许丹红
袁涛、

和向梅

教授、

助教

17 花火——创意女装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乔宇
袁涛、

和向梅

教授、

助教

18 敦煌遗梦——创意女装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张婷
袁涛、

和向梅

教授、

助教

19 天马——影视服装创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向炜烨
袁涛、

和向梅

教授、

助教

20 暗影之灵——创意女装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高燕宁
袁涛、

和向梅

教授、

助教

21 天空后花园——时尚成衣女装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龚朱箭
袁涛、

和向梅

教授、

助教

22
云染——靛蓝草木染创意服饰

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韩天

袁涛、

和向梅

教授、

助教

23 意外——创意时装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何尊
袁涛、

和向梅

教授、

助教

24 捕梦——创意时装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陈梓頔
袁涛、

和向梅

教授、

助教

25 简——创意时装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高雨晴
袁涛、

和向梅

教授、

助教

26
探索星球——时尚成衣创意设

计（设计表达、服装结构）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费凡

黄 吉

淳、刘

月

教授、

助教



27
探索星球——时尚成衣创意设

计（设计表达、服装工艺）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程浩

黄 吉

淳、刘

月

教授、

助教

28 墨.韵——时尚成衣创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吴静静

黄 吉

淳、刘

月

教授、

助教

29 玉搔头——时尚成衣创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陈梦艳

黄 吉

淳、刘

月

教授、

助教

30
“Butterfly”——《数码宝贝》

影视服装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吴嘉铭

黄 吉

淳、刘

月

教授、

助教

31
“less is more”——时尚成衣

创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毛春雨

黄 吉

淳、刘

月

教授、

助教

32
白羽黑翼——舞台影视服饰创

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蔡梦蝶

黄 吉

淳、刘

月

教授、

助教

33 Hippies——时尚成衣创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卢沿佳

黄 吉

淳、刘

月

教授、

助教

34
恰似旧时光——时尚成衣创意

设计（设计表达、服装结构）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杨妮

黄 吉

淳、刘

月

教授、

助教

35
恰似旧时光——时尚成衣创意

设计（设计表达、服装工艺）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范莉婷

黄 吉

淳、刘

月

教授、

助教

36
铁血布衣——舞台影视服装创

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李秀东

黄 吉

淳、刘

月

教授、

助教

37

暗黑童话——舞台影视服

饰创意设计（设计表达、服装结

构）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陈美蕙

赵 力

中、马

满霞

教授、

助教

38

暗黑童话——舞台影视服

饰创意设计（设计表达、服装工

艺）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余姚沁

赵 力

中、马

满霞

教授、

助教

39
巴黎雨夜——时尚成衣创意设

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白思宇

赵 力

中、马

满霞

教授、

助教

40
未来——舞台影视服饰创意设

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刀晓艳

赵 力

中、马

满霞

教授、

助教

41 Sky——时尚成衣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张毅

赵 力

中、马

满霞

教授、

助教



42 “YUAN”点——时尚成衣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王明宇

赵 力

中、马

满霞

教授、

助教

43
浮华·掠影——舞台影视服装创

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虞澜

赵 力

中、马

满霞

教授、

助教

44 lll——舞台影视服装创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李子健

赵 力

中、马

满霞

教授、

助教

45
粉红女郎——时尚成衣创意设

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朱兰英

赵 力

中、马

满霞

教授、

助教

46 衣炫唯衣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李茂

赵 力

中、马

满霞

教授、

助教

47 行走的中国建筑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马赫

赵 力

中、马

满霞

教授、

助教

48 影——时尚成衣创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鲁智星

赵 力

中、马

满霞

教授、

助教

49 呼吸雕塑—时尚成衣创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俞梦琦
袁涛、

王姗姗

教授、

未定职

级

50
幻·梦——舞台影视服饰创意设

计（设计表达、服装结构）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朱楚婷

袁涛、

王姗姗

教授、

未定职

级

51
幻·梦——舞台影视服饰创意设

计（设计表达、服装工艺）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吴燕燕

袁涛、

王姗姗

教授、

未定职

级

52
人为引导——时尚成衣创意设

计（设计表达、服装结构）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张加谊

袁涛、

王姗姗

教授、

未定职

级

53
人为引导——时尚成衣创意设

计（设计表达、服装工艺）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朱思涵

袁涛、

王姗姗

教授、

未定职

级

54 NO——时尚成衣创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丰泽智
袁涛、

王姗姗

教授、

未定职

级

55
念念不忘·pépin——时尚成衣

创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蒯宁祎

袁涛、

王姗姗

教授、

未定职

级

56
霓裳——创意女装设计（设计表

达、服装结构）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何津津

袁涛、

王姗姗

教授、

未定职

级



57
霓裳——创意女装设计（设计表

达、服装工艺）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戴晟馨

袁涛、

王姗姗

教授、

未定职

级

58 怪调——时尚成衣创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李钰桢
袁涛、

王姗姗

教授、

未定职

级

59 芜规律——时尚成衣创意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陈玉华
袁涛、

王姗姗

教授、

未定职

级

60
少女春日物语——印花洛丽塔

洋装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褚浩楠 杨孟杰 讲师

61 春意盎然——创意服饰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陆文静 杨孟杰 讲师

62 斑斓——海洋仿生成衣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张金松 杨孟杰 讲师

63
破茧成蝶——创意女装设计（设

计表达、服装结构）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黄可心 杨孟杰 讲师

64
破茧成蝶——创意女装设计（设

计表达、服装工艺）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沈诗晔 杨孟杰 讲师

65
少哆哩•傣族文创服饰设计与制

作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叶依婷

黄 吉

淳、张

添林

教授、

助教

66 丽玛•蒙古族创意服饰设计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李富年

黄 吉

淳、张

添林

教授、

助教

67 牛仔很忙 学生自拟 应用研究 张育玮

黄 吉

淳、张

添林

教授、

助教



*申请新增学位授权单位为单位学术委员会（主席）

Ⅵ 审核意见

专

业

自

评

意

见

（专业特色与优势，不足及改进措施）

专业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院

系

审

核

意

见

院系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单

位

学

位

评

定

委

员

会

意

见

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