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服之美》教学设计

一、课程基本信息

1. 课程名称：汉服之美

2. 课程类型：美育公选课

3. 授课对象：在校大学生

4. 学分/学时：2 学分，32学时

5.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汉服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款

式特点、制作工艺、穿搭礼仪等知识，培养学生对汉服文化的兴趣和热爱，提升

学生的审美能力、文化素养和民族自豪感，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汉服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

二、课程定位与核心目标

（一）课程定位

本课程以汉服为载体，聚焦中华美学精神与人文品格的浸润，通过服饰艺术

剖析传统文化的审美范式，引导学生在审美鉴赏与文化体验中提升人文素养，建

立民族文化自信。

（二）核心目标

1. 审美认知目标：了解汉服形制美学规律，理解传统色彩、纹样、剪裁中

的审美意趣，培养艺术鉴赏力。

2. 文化理解目标：深入探究汉服承载的哲学思想、礼仪规范与价值观念，

提升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深度。

3. 人文素养目标：通过汉服文化的沉浸体验，增强文化自觉，培养审美表

达能力与跨文化思辨意识。

三、教学内容与审美活动

导入：播放 2024 年德州学院运动会服装学院着汉服走方队的视频号火出圈

的视频，进而引发思考：同学们如何看待当下的“汉服复兴”这个现象？

（一）第一部分：汉服文化概述

（审美活动——知识分享：汉服文化知识）

1、什么是汉服：讲解汉服的定义、概念，明确汉服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区别于



其他民族服饰和现代时装。

2、汉服的历史渊源：从华夏文明起源讲起，历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宋

明等朝代，梳理汉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风格特点及演变原因，通过展

示各朝代汉服相关的文物图片、绘画作品、影视片段等，让学生直观感受汉服的

历史变迁。

3、汉服文化的内涵：探讨汉服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如礼仪文化（不同场合

的穿着规范）、哲学思想（天人合一、中正平和等在服饰上的体现）、审美观念（色

彩、图案、形制所反映的审美追求）等，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汉服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紧密联系。

（二）第二部分：汉服穿搭与礼仪

（审美活动——体验沉浸式汉服穿搭，感悟历史与文化）

1、汉服的穿着方法：通过视频演示和现场示范，详细讲解不同款式汉服的正确

穿着步骤和方法，包括穿脱顺序、系带方式、配饰佩戴等，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穿

着技巧，并安排学生进行实际穿着练习，教师现场指导纠正。

2、汉服穿搭技巧：探讨汉服的穿搭搭配原则和技巧，如色彩搭配（同色系搭配、

对比色搭配等）、款式搭配（不同款式汉服的组合搭配）、配饰搭配（根据汉服款

式和场合选择合适的配饰） ，展示不同风格的汉服穿搭案例，引导学生发挥创

意，设计自己的汉服穿搭方案。

3、汉服礼仪与文化：介绍在穿着汉服时需要遵循的礼仪规范，如行走姿势、坐

姿、行礼方式（拱手礼、作揖礼、万福礼等） ，讲解这些礼仪所蕴含的文化意

义和价值，让学生了解汉服礼仪在传统社交场合中的应用，并进行礼仪实践练习，

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礼仪意识。

（三）第三部分：汉服之“美”是中华文明独特审美的外在体现（重点讲授）

（审美活动——汉服之“美”：中华文明独特审美）

1、汉服的历史演变之美

商朝时期，冠服开始初步形成，主要由上衣和 下裙组成。上衣没有扣子，

下裙盖住膝盖。“祁祁如云”“有女如云”都是《诗经》中形容女子的衣裳像云朵

一样白净的诗句。西周的女子爱穿白衣，祭祀和婚礼上也是穿白纱。“载玄载黄，

我朱孔阳， 为公子裳”“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则都是形容男 子多彩的服饰颜



色的。男装艳丽、女服素淡的西周，汉服呈现出的对男性的审美关注反映的是一

种原始文化的延续。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把上衣和下裙分开裁剪但是缝合在一

起的深衣。秦朝因其存在短暂没能形成统一的礼仪穿戴文化。直至汉朝汉服才被

明确为汉民族主要服饰，此时的汉服款式除了比较常见的上衣下裙的褥裙，还有

颇受贵族偏爱的曲裾深衣和直裾深衣，这使得深衣无疑天然地具有了一种雍容典

雅的美感。到了魏晋南北朝，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都以不受礼法拘束的

“大袖宽衫”为时尚。

由隋入唐，汉服也发展到了全盛时期。 周的细致、汉的儒雅、魏晋的飘逸

在大唐盛世展露出新的风貌，汉服的华丽浪漫到达了无以复加的顶点。此后，纤

雅淑丽的宋代汉服和款式复杂多样的。明代汉服以其色彩鲜艳、图案精美、制作

工艺精湛等特点，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今仍受到人们的

喜爱和推崇。在时代洪流的影响下创造着美和经典。虽然清朝的“剃发易服”确

实使得传统汉服逐 渐失去基本形态，但是普通女性汉服并不受“剃发易服”的

影响，而是保持了明朝晚期的样子，直至清嘉庆时期开始融入满族元素。

2、汉服迥异于西式服装的自然廓形之美

汉服传达给人们最直观的是形态美，交领右衽、 无扣结缨。采用平面构成

方式，运用简洁的几何形状作为服饰廓形，以人体局部为支撑点。采用层叠、分

割、组合等手法缝制而成。在古人看来，人是形和神的统一，肉体和精神的统一，

而服装形态正体现了人和物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审美情感意识倾向外露于服装

也是合乎“自然”之道的。在掩饰了人体廓形的汉服中，人却仿佛获得了无尽的

自由，挣脱了压迫感和束缚感，动作自如、酣畅，形成了人与服装之间的舒适空

间。这种取法自然的服饰结构和人体与服饰间的比例关系充分展现了平淡天真的

朴素自然主义情怀。

3、汉服富于变化的自由之美

汉服的美是视觉的美，是实实在在“看得见， 摸得到”的美，因此各个历

史朝代的物质水平、纺织和手工艺技术水平、审美意识、生活习俗都直接影响了

汉服的变化。自由之美正是指古人并没有被严格的衣冠制度压抑和束缚，而是随

着审美意识和物质水平的改变将对美的自由探索借由汉服表达了出来。先秦两汉

的汉服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形制、色彩和纹样都体现了“贵贱有等，衣服有别”。



唐代服饰的华美大胆也已为大众所认可，无需多言。将阐述重点放在被严重忽视

的魏晋南北朝 汉服和极为独特的明代汉服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环境使文

人士子们的抱负无法实现，于是便转而追求人的内在精神，强调自我个 性的解

放。这种抛去外在浮华，不拘礼教的新的审美观念影响并改变了整个社会，开创

了汉服史上一个全新的风尚。不论是“竹林七贤”还是士族阶级，抑或他们的追

随者，都以褒衣博带，（意思指着宽袍，系阔带）甚至袒胸露臂为 时尚。他们的

服饰衣料轻薄柔软，上衣袖子的肘部做得特别宽，几乎可以拖地，腰间系的长带，

似乎要随风起舞。女子则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尽力展示优雅和

飘逸的风姿。魏晋南北朝 汉服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汉服呈现出一种各民族间

相互吸收、逐渐融合的趋势。对襟的设计就是吸收胡服的特点演变而来。总之在

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西域文化和汉文化的碰撞融合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服

可谓是奇装异服盛行的时代。

四、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汉服的历史、文化、款式、制作工艺等基础知识，确保学生对

课程内容有全面的了解。

2.、演示法：现场演示汉服的穿着方法、制作工艺、礼仪规范等，让学生直观地

学习和掌握相关技能。

3、讨论法：组织学生对汉服文化的热点问题、发展现状、创新思路等进行讨论，

激发学生的思考和交流，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案例深度剖析法：通过分析具体的汉服文化案例，引导学生学习和借鉴，提

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5、实践法：安排学生进行穿搭实践、礼仪实践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

汉服文化的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6、多媒体教学法：运用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和形式，增强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五、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权威、专业的汉服教材作为主要教学参考资料，如《中国传统服

饰史》《汉服文化概论》等 。

2、参考书籍：提供相关的参考书籍和文献资料，供学生课后阅读和研究，如《中



国古代服饰研究》、《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等 。

3、多媒体资源：收集和整理大量的汉服相关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等多媒体

资源，制作成教学课件，用于课堂教学；推荐相关的在线课程、纪录片、影视作

品等，供学生自主学习和拓展视野。

4、实物教具：准备一些汉服实物、面料样本、配饰、制作工具等实物教具，用

于课堂演示和实践教学，让学生直观感受汉服的质感和工艺。

5、网络平台：利用学校的在线学习平台或社交媒体平台，建立课程交流群，方

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发布课程通知、学习资料、作业要求等信息，

开展线上讨论和答疑活动。

六、考核方式

1、平时成绩（50%）

（1）课堂表现（20%）：包括出勤情况、课堂参与度、提问回答、小组讨论等，

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积极性。

（2）作业完成情况（20%）：布置与课程内容相关的作业，如撰写汉服文化研究

报告、设计汉服穿搭方案、制作汉服配饰等 ，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和

应用能力。

（3）实践活动表现（10%）：考核学生在汉服制作、穿搭实践、礼仪实践等活动

中的表现，包括动手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

2、期末考试（50%）

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题型包括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等，主要

考核学生对汉服的历史、文化、款式、制作工艺、穿搭礼仪等基础知识的掌握程

度，以及对汉服文化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七、教学反思

在教学过程中，定期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需求，及

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关注汉服文化的发展动态和研究

成果，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保持课程的时效性和前沿性。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汉服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活动，将课堂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和文化传承意识。通过将人文素养与审美教育深度融合，使学生不仅成为汉

服文化的学习者，更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者与创新者，实现美育课程"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的核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