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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心理学》

前言

目前艺术设计类教材的出版十分兴盛，任何一门课程如（平面构成）、（招贴设计）、（装饰色彩》
等，都可以找到十个、二十个以上的版本。然而，常见的情形是，许多教材虽然体例结构、目录秩序
有所差异，但在内容上并无不同，只是排列组合略有区别，图例更是单调雷同。从写作文本的角度考
察，大都分章分节，平铺直叙，结构不外乎该门类知识的历史、分类、特征、要素，再加上名作分析
、材料与技法表现等等，最后象征性地附上思考题，再配上插图。编得经典而独特，且真正可供操作
的、可应用于教学实施的却少之又少。于是，所谓教材实际上只是一种讲义，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只能
是一般性地阅读，从根本上缺乏真实能力与设计实务的训练方法。这表明教材建设需要从根本上加以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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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心理学》

内容概要

《服装心理学》主要内容简介：目前艺术设计类教材的出版十分兴盛，任何一门课程如（平面构成）
、（招贴设计）、（装饰色彩）等，都可以找到十个、二十个以上的版本。然而，常见的情形是，许
多教材虽然体例结构、目录秩序有所差异，但在内容上并无不同，只是排列组合略有区别，图例更是
单调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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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心理学》

章节摘录

插图：我们可以从个体和社会两个方面来研究服装的目的。对个体来说，服装有御寒、防暑、护体等
生理卫生上的目的和生活活动上的目的；对社会来说，服装有角色归属、性别区分、审美及礼仪上的
目的。1.生理保护上的目的。为了适应外界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利用服装对人体生理机能进行辅助调
节和防止外来伤害以保护人体。如防寒（暑）服、各种特殊防护服及女性在特殊场合下服装等。2.生
活活动上的目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适合各种活动及适应环境要求，利用服装以传达某种心情
和意境，提高人的运动机能，获得良好活动效果。例如，工作服能反映人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
运动服能反映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充满生机；休闲服能反映人们闲暇时的心情和意境。3.礼仪审美上
的目的。在社会生活中，利用服装保持社交和睦，不失礼节，表示敬意，端正仪表等。同时，利用服
装表示人们的审美、个性、美好的形体容貌等。如礼服、社交服、时装等，这些服装常常通过款式、
色彩、纹样的变化来反映社会文化、民俗风情，并反映出着装者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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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心理学》

编辑推荐

《服装心理学》：百所艺术院校打造百部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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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心理学》

精彩短评

1、当做提高服装知识来看的~希望会有帮助~
2、买了作为教材看的
3、书很好看，符合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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