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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时代下非遗技艺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创新转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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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非遗技艺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然而，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冲击，许多非遗技艺逐渐式微，传承面临困境。在服装

设计领域，如何将非遗技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实现创新转化，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非遗技艺

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通过分析非遗技艺的特点和价值，结合 AI 技术的应用，提出了一系列教学方法和实践

途径，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传承意识，推动非遗技艺与现代服装设计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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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技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不仅能够丰富服装设

计的内涵，还能够提升服装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然而，

在传统教学方式中，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受到诸多限制。

AI 技术的应用为非遗技艺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创新转化提

供了新的可能。本研究旨在探讨 AI 时代下非遗技艺在服装

设计教学中的创新转化策略，为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

新的思路。

1. AI 时代与非遗技艺概述

1.1 AI 时代的特征和影响

AI 时代是指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AI 技术在

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如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医疗

等。AI 技术的发展依赖于大量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

处理，实现智能决策和预测。AI 系统能够通过不断学习，

提高自身的智能水平，实现智能化升级 [1]。AI 技术与其他

领域的融合，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AI 时代对人类社

会产生深远影响，AI 技术的应用，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

数字化方向转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AI 技术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1.2 非遗技艺的内涵和种类

非遗技艺是指具有悠久历史、独特技艺和鲜明地域特

色的传统技艺，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非遗技艺

种类繁多，传统手工艺，如剪纸、刺绣、陶瓷、木雕等；传

统音乐，如京剧、昆曲、古琴、笛子等；传统舞蹈，如京剧

脸谱、秧歌、扇子舞等；传统戏曲，如京剧、越剧、豫剧等；

传统医学，如中医、针灸、推拿等。

1.3 非遗技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非遗技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越

来越广泛，设计师将非遗技艺中的图案、纹样、色彩等元素

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中，打造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服装；设计

师将 AI 技术与非遗技艺相结合，探索新的设计理念，如利

用 AI 技术模拟传统工艺，实现服装的个性化定制；AI 技术

的应用，提高服装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使非遗技艺更

好地传承和发展；通过服装设计，将非遗技艺传播到更广泛

的领域，提高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和认同感。

2. AI 技术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应用

2.1 服装款式设计

通过 AI 算法分析流行趋势、市场数据以及消费者偏好，

为设计师提供款式设计的灵感与方向。利用 AI 技术，设计

师可以快速制作服装的 3D 模型，进行款式修改和展示，提

高设计效率 [2]。根据设计师的需求，AI 技术可为其推荐合

适的款式元素、结构以及细节处理，帮助设计师拓展思路。

2.2 服装图案设计

利用深度学习技术，AI 可以自动生成各种图案，为设

计师提供丰富的图案资源。通过 AI 分析流行趋势和消费者

喜好，为设计师提供图案设计的方向和灵感。利用 AI 技术，

设计师可以将一种图案风格迁移到另一种风格，实现图案的

创新与融合。

2.3 服装面料选择

通过 AI 技术，建立庞大的面料数据库，为设计师提供

丰富的面料选择。AI 技术可以帮助设计师分析各种面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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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如吸湿排汗、透气性等，为其选择合适面料提供依据。

根据设计师的设计需求和服装风格，AI 技术可以为设计师

推荐最佳面料搭配方案。

3. AI 时代下非遗技艺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创新转化策略

3.1 非遗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的融合

3.1.1 提取非遗技艺的元素和符号

在 AI 时代背景下，非遗技艺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创新

转化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深入挖掘非遗技艺的文化内涵，提

炼出具有代表性的元素和符号，如纹样、色彩、图案等 [3]。

分析这些元素和符号在当代社会中的审美价值，探讨其在服

装设计中的运用可能性。

3.1.2 将非遗技艺的工艺与现代设计手法相结合

研究非遗技艺的工艺特点，如手工缝制、刺绣、编织等，

探索如何在现代服装制作中融入这些工艺。运用现代设计手

法，如立体裁剪、结构设计等，对非遗技艺的元素进行创新

演绎，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3.1.3 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非遗风格服装设计

结合当前社会发展趋势，将非遗技艺与现代审美需求

相结合，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服装设计作品。在设计过程

中，注重服装的实用性、舒适性和功能性，满足消费者对时

尚的追求。通过举办展览、举办讲座等形式，提高公众对非

遗技艺的认知度，推动非遗文化在服装设计领域的传承与发

展。非遗技艺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创新转化策略，旨在将传

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服装

设计作品，为我国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3.2 教学方法的创新

3.2.1 项目式教学法

项目式教学法是将非遗技艺融入服装设计教学的核心

策略之一。设计具有非遗特色的服装设计项目，让学生在项

目中学习和运用非遗技艺。以项目为导向，将理论知识与实

践操作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鼓励学生

自主探究，发挥团队协作精神，共同完成项目。

3.2.2 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

将非遗技艺融入服装设计教学，需要将实践教学与理

论教学相结合，在理论教学中，介绍非遗技艺的历史、文化

内涵、制作工艺等，为学生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教学中，

让学生亲自动手，体验非遗技艺的魅力，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项目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

3.2.3 引入非遗传承人进行授课和指导

邀请非遗传承人参与教学，可以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

和掌握非遗技艺。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专题讲座，分享他们

的经验和心得。组织学生参观非遗传承人的工作室，实地感

受非遗技艺的魅力。让非遗传承人亲自指导学生，传授技艺，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通过以上创新的教学方法，可以有效

提高非遗技艺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转化效果，培养出既具有

创新精神又掌握传统技艺的服装设计人才。

3.3 课程设置的优化

3.3.1 开设非遗技艺相关的专业课程

非遗技艺概述介绍我国非遗技艺的历史、文化背景、

艺术特点等，让学生对非遗技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非遗技

艺传承与创新探讨非遗技艺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分析其在服

装设计领域的应用，以及如何进行创新转化。非遗技艺实践

课程通过实际操作，让学生掌握非遗技艺的基本技能，如刺

绣、织造、剪纸等，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结合实际案例，

分析非遗技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引导学生将非遗技艺融

入服装设计中。

3.3.2 增加跨学科课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加强学生对艺术与设计基础知识的掌握，如色彩学、

构图、材料学等，为非遗技艺与服装设计的融合奠定基础。

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其审美观念，使其在设计中更好

地融入非遗元素。教授学生使用 CAD 软件进行服装设计，

提高设计效率，同时让学生了解现代设计手段在非遗技艺转

化中的应用。让学生了解服装行业的发展趋势，掌握市场营

销策略，为非遗技艺服装的推广奠定基础。拓宽学生的国际

视野，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服装设计风格，提高学生的跨

文化交流能力。

3.3.3 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在 AI 时代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非遗技艺，

推动其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创新转化，可以与非遗传承人、

相关企业和院校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

机会。开设实践课程，如非遗技艺体验、设计实践、制作工

艺学习等，让学生亲身体验非遗技艺的魅力。组织学生参与

实践项目，如非遗技艺作品设计、制作、展示等，提高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将非遗技艺融入毕业设

计，培养具有非遗文化底蕴的服装设计人才。组织学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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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非遗技艺交流活动，拓宽视野，提高国际竞争力。通过

以上课程设置优化和实践教学基地的建立，有助于提高学生

在非遗技艺传承与服装设计创新方面的综合能力，为我国非

遗技艺在服装设计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4. 结论

AI 时代为非遗技艺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创新转化提供

了新的机遇。通过将 AI 技术与非遗技艺相结合，可以提高

非遗技艺的传承效果，激发学生对非遗技艺的兴趣和热情。

创新服装设计教学方式，提升学生的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

丰富服装设计的内涵，提升服装的文化价值。通过深入研究，

有助于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为我国服装设计教育注

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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