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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技職院校時裝女模培養

模式研究──浙江寧波服裝

學校「H 型」培養模式

竺輝*

摘要

人才培養模式是解決如何培養人才的問題，涉及培養目標、方法、途徑與

策略等。本文特別整理寧波服裝學校所開展的服裝表演專業人才培養的「H型」

模式，從「H 型」模式的內涵、結構體系、運行特點及保障措施等方面進行陳

述，以供相關人員參考。該模式是寧波服裝學校在長期教育實踐中提煉出來的

一種以「形體訓練與神韻修煉」為兩大發展主題並通過實踐活動的助推而培養

「形神兼備型」人才的教學模式。它強調的是表演技能類課程的建立、形體訓

練的落實、藝術感悟力的培養和多樣實踐活動的開展，把服裝表演專業人才培

養的目標、途徑與方法等要素進行優化組合，育出時裝名模，推動專業建設，

並發揮專業為社會服務的功能。它所提供的操作程式、步驟、環節、策略、方

式和方法對服裝表演專業人才培養具有一定的借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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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Female Fashion Model

in Mainland China─The Case of H Model of

Ningbo Garment School

Zhu Hui*

Abstract

To look for the model of personnel training is actually to look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

lems in personnel training.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H-mode in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

onals in fashion show developed by Ningbo Garment School. It deals with the content

of this mode, its structure, operating features and safeguard measures. From the rich ex-

perience of many years of teaching , Ningbo Garment School has developed a mode, the

so-called H mode, which trains models with good look and temperament. H mode fo-

cuses on on the building of performance curriculum, the practice of figure training, the

cultivation of art sens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different activities. It optimizes the com-

bination of the goal and the approach of fashion show professionals training. As such,

school has produced many famous fashion models, and served society. Operation pro-

cedure, steps, stages, tactics, and approach provided here is a good reference for fashion

show professionals training.

fashion show major, H-mode, models with good figure and temper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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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寧波是中國近代服裝業發祥地，素有「服裝之鄉」、「服裝名城」之稱。

如今（2008 年），寧波擁有各類服裝生產企業 3,000 餘家，年產服裝近 15 億

套，占全國服裝總產量的 13%以上，有雅戈爾、杉杉、羅蒙、唐獅、洛茲、太

平鳥等中國馳名商標，是中國最大的服裝生產基地和服裝品牌基地（阿杜，

2007）。在寧波服裝品牌提升和發展背景下（裘曉雯、胡丹婷，2006），亟需

大量擅長於服裝品牌展示、形象代言等方面的時裝模特，將服裝品牌、服裝新

款、服裝文化傳達給社會。

為此，寧波服裝學校針對當地服裝行業發展需要於 1996 年開辦了「服裝表

演」專業，以培養「服裝模特為核心的多元化職業崗位」需要的人才，包括服

裝模特、服裝營銷、企業公關、形象策劃與文秘等。寧波服裝學校地處中國「紅

幫裁縫」之鄉浙江奉化市區（奉化職業教育中心內），是一所以招收初中畢業

生為主的全日制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學制三年。有服裝設計與工藝、服裝外貿

與財會、服裝表演與營銷等專業開設，現有 21 個班級，1,100 多名學生，是目

前寧波市規模最大、專業設置齊全、辦學特色顯著的全國重點職校和省示範中

等職業技術學校。在辦學特色上，注重校企合作、工學交替、產學研一體化培

養（奉化職教中心網，2008）。

「H 型」模式（服裝表演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簡稱）是該校在長期教育教

學實踐中提煉出來的以「形體訓練與神韻修煉」為兩大發展主題並通過實踐活

動的助推而展開的一種人才培養模式。它以「形神兼備型」人才為培養目標，

通過實施扎實的表演技能類課程、開展多樣的形體訓練活動與藝術感悟力培養，

不僅培育眾多「形神兼備型」的國內外時裝女模，並促進專業發展和為社會服

務的功能。

有鑑於此，本文特別探討寧波服裝學校所開展的服裝表演專業人才培養的

「H 型」模式，從模式的內涵、結構體系、運行特點及保障措施等方面進行推

介，以供相關人員參考，並作為中國技職院校推行職場導向教學活動或學校發

展實踐式課程或專業特色建設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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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H 型」模式的依據與基本內涵

要成為一名成功的時裝模特，除了要具備體型、相貌等基礎素質外，更需

要具備一定的表演力、文化力、人格力和敬業精神等。注重這樣的條件，實際

上就是強調時裝模特的「形」與「神」兩大要素（見表 1）。「形」是指形體、

姿態與形象等；「神」是指神韻風采，包括人的精神風貌、表演藝術、知識心

理素質和氣質能力等。範縝的《神滅論》提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

其意指，人的身體與精神不可分離，兩者之關係尤如「鋒利與刀刃關係一樣」

（引自劉野，2008）。

因此，要成為一名優秀的時裝模特，絕不是一張好面孔、一副好身材即

可，必須經過良好的氣質訓練和刻苦的職業訓練，才能達到「高雅的風度、瀟

灑的神采、協調優美的動作和豐富的情感」的境界（中國廣告網，2008）。「形

神兼備」是服裝模特在「T」型台上表演時的最高境界，也是相關職業人才的

基本要求（洪美婷、竺輝，2009）。

表 1 「形神兼備型」模特的素質結構表

形美 神美

體形 身高；三圍；相貌。 鏡頭感 表情；笑容；情緒。

姿態 協調性；規範性；軟韌性。

文化感
專業知識與文化素質。
模特的認識、服裝設計的認
識、消費心理的知識。

表演 台步；造型。

個性特徵
氣質與人格、能力（表演、
營銷、文秘、交往等能力）。

藝術感 音樂、舞蹈、美術。

表演感 服飾文化

為培養「形神兼備型」模特，寧波服裝學校依據技職教育思想，結合「H」

字意與結構，設計了服裝表演專業人才培養的「H 型」模式，並進行深入的研

究。從「H」字意來看，有「端莊、溫雅」（handsome）之意、健康（healthy）

和身高、高級、高貴（high）之涵，因此「H型」模式所培養的人才應該是「形

體好、質量優、氣質佳、能力強」的人；從「H」字型來看，由「兩豎」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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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構成，「兩豎」可看作是形體訓練與神韻修煉，「一橫」可看作是實踐活

動。由此，我們把「H」看作是「形體訓練與神韻修煉」兩大發展主題通過實

踐活動的聯接而構成的一種結構示意圖（參見圖 2）。

「模式」的英文對應詞是「model」，它來源於拉丁文「modulus」，其本

意是尺度、樣本和標準，通常可表達為模型、原型、典型、樣式和模特之意（商

務印書館，1988：372）。《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則指「某種事物的標準形式

或使人可以照著做的標準樣式。」（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1983：894）。

胡森（T. Husen）主編的《國際教育百科全書》中如下的說明（Husen, 1985:

3382）：

模式是任何領域的研究都普遍存在的一個階段。當人們確立影響變數的

結果並初步驗證構建理論的各個假說後，就需要對這些變數和假說進行

整理和組合，並提出一個反映它們之間內在聯繫的假想形式，來指導進

一步的研究和形成理論，這個假想形式就是模式。

是以，提出「H 型」模式，乃是設計一套為培養「形神兼備型」人才而採

用的一個假想形式，包括「構造樣式和運行方式」等（韓德紅，2008）。鑑於

以上說明，作者提出「H型」模式就是將服裝表演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規格、

途徑與方法等要素進行優化組合，並形成操作策略和運行方式，即「以實踐活

動為橋梁、以形體訓練與神韻修煉為兩大發展主題」的一種人才培養模式。「H

型」模式，其體現以下教育特點：

一、形神合一：即重視學生的外在美，更重視學生的內在美，以「形神兼

備型」人才為目標；

二、系統整體：「H」型模式把招生、教學、訓練、就業等環節納入到整

個教學環節之中，既強調各要素之間的聯繫，又強調形體教學、實踐活動與神

韻修煉的整合；

三、實踐助推：形體訓練與神韻修煉必須通過實踐活動得以實現，實踐是

造就「形神兼備」型人才的基礎；

四、動態發展：「H 型」模式不是以培養「模特」為唯一目標，而是根據

人才培養的多層次和多規格（職業模特、服裝營銷、企業公關、文秘與策劃等）

的需要而不斷調整和變化其運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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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H 型」模式實施內容與運行要求

人才培養模式是解決如何進行人才培養的問題，它涉及課程設計、教學計

畫、教學方法、教學過程和組織實施等內容。構建「H 型」模式，使我們明確

了服裝表演專業人才培養的規格和操作思路（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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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H 型」模式的基本結構及其運行方式圖

一、以扎實的表演技能類課程為基礎

（一）建立「一目標、分階段、多層次」的課程體系

提高模特綜合素質，就必須提高她們的文化水平；解決模特未來發展方

向，就必須培養她們的職業化能力（服裝時報，2005）。從技職院校服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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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學生的就業崗位來看，一般是職業模特崗位、服裝營銷與設計崗位、企事

業單位的公關文秘、傳媒崗位和其他工作崗位等。因此，服裝表演專業除培養

模特專門人才外，應考慮學生在掌握服裝表演基本技能的基礎上，根據市場需

求培養學生成為商業模特、服裝設計、服裝經管和其他相關專業方向人才（袁

傳剛，2008）。與此相適應，服裝表演專業的課程體系也必須作出調整，並實

施「一目標、分階段、多層次」的課程體系（見圖 2）。

多方向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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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實踐

圖 2 「一目標、分階段、多方向」課程設計圖

資料來源：寧波服裝學校（2008）。

「一目標」就是以培養「形神兼備」型的人才規格為目標，強調學生外表

美與內在美的統一，進而促進學生順利就業；「分階段」是指學生的形神素質

是通過分階段實現的，如在形體訓練之初就應以基礎的「三姿」（站、坐、走）

訓練開始，在掌握「三姿」訓練的基本要領之基礎上，完美地完成其他形體練

習的目的。

一年級強調形體訓練與儀表儀態；二年級強調控制訓練與舞台藝術；三年

級注重實踐活動；「多層次」是指促進學生多方向發展與多崗位多元就業所需

要的課程，包括以提高人才素質為目的的公共基礎課；以提升人才表現力、表

演技巧為目的的服裝表演類課程；以提升美學素養、服裝管理能力為目的的服

裝管理及相關課程，具體分為文化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專業技能課、專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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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訓練課和專業修選課等五大模組。其中，選修課模組是以拓展的方式，強化

學生的專業文化知識與職業技能，以實現形神合一，主要包括攝影、健美操、

文秘與寫作、服裝設計、化妝、體育舞蹈、棒針編織等。相關課程規劃見表 2

所示。

表 2 服裝表演專業課程類別與設置表

類
別

文化基礎課模組 專業基礎課模組 專業技能課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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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寧波服裝學校（2008）。

（二）加強「形神」訓練的潛在課程建設

服裝表演專業的學生有其特殊性，首先要有一定的身高（初中畢業女生身

高 165 公分以上）與相貌要求，班級人數一般控制在 20 名以內；其次從選苗到

培養成為女模，是一個艱辛的「創作」過程。教師要像藝術雕塑家一樣，用經

驗和創意去「塑造」每一位學生，不僅要提高她們的文化修養、氣質風格和表

演技能，更要教會她們有所「悟」、有所「創造」的意識與能力。同時，「形

神」水平的獲得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因此在注重「顯性課程」的基礎上，還要

重視「潛在課程」的開發。

「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是相對於顯性課程而言，指學生在課堂

內外無意間習得的，採用暗含的、間接的、內隱的方式呈現的教育內容和特定

文化序列（傅建明，2000），主要由物質文化環境、精神文化環境和制度文化

環境構成，它具激勵導向、益智健體和審美體驗等功能（李大健，2008）。

為使模特在平時的生活習俗中保持完美的體態與良好的神韻風采，在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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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建設上主要掌握以下三大要點：第一，讓學生自己制訂自我訓練計畫：新

生入學時，教師組織學生測量各自身體的「圍度」，1建立身體圍度「資料庫」，

制訂一張自我感覺監督表和合理飲食與健身計畫，以取得原始資料和檢測訓練

效果的對照，從而從潛意識中樹立自我奮鬥的目標與積累訓練感受；第二，重

視校園禮儀文化：把良好的禮儀姿態、生活習慣等融合到校園文化或日常生活

之中，如說什麼話、穿著何種款式的服裝、佩帶何種標誌以及如何表達自我的

情感等。達致課內與課外、校內與校外、台上與台下一致；第三，給予學生客

觀公正的評價：廖承蘭（2000：30）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特建構。

由於學生的天賦條件、生長環境及內在需求各不相同，學校教育提倡人格的自

由發展和扶植多樣紛呈的個性，應給予學生客觀公正的評價，評價不是以相貌

特點或參賽成績為主要內容，而要根據學生自我的發展情況進行評價，使用較

多的評語是「好樣的」、「你進步了」等，讓人心情愉快，易於激發學生積極

健康的心態。此外，還重視服裝企業文化環境、合作精神、校內外文化活動等

方面的潛在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執行力、責任感和合作精神等。

二、以豐富的形體訓練作為教學的突破

時裝模特的形體訓練是培養時裝模特藝術表現能力的開端。戴崗（2004：

19）指出，

形體訓練在形式上是以技術的方式來進行的，但實質上是時裝模特素質

培養的過程，是改善模特氣質、形成神韻風采的一種有效途徑。

因此，時裝模特形體訓練的基本目的在於遵循科學規律，充分發揮時裝模

特身體各關節的機能，使其成為既有美的藝術形體，又具有豐富的想像力和藝

術表現力的人才。

（一）落實形體訓練的內容與要求

形體訓練訓練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美的意識，使其養成注重形體美的習

慣，並提高形體表演能力以及在完成服裝表演技巧動作時控制姿態的能力，包

括：體態的控制，立腰、立背的能力；動態中的「樂感」和靜態中「形」的把

握；不同轉體動作要領的掌握及協調能力；自然挺拔向上的形體感覺以及大方

1 指身體的頸圍、臂圍、胸圍、腰圍、腹圍、腿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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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走台步伐；組合造型、單人造型的能力；可以熟練運用不同的服飾配件

等（洪玲，2004）。為實現上述目標，學生的形體訓練從基本形體訓練與舞台

表演形體訓練入手。

1.基本形體訓練

基本形體訓練的目的是加強時裝模特身體的自然機能訓練，如關節的開

度、肌肉的伸縮能力以及旋轉等功能得到鍛鍊，具體可分為基本訓練與控制訓

練兩個部分（參見表 3）。

訓練基本形體的方法有：一是借助多媒體進行教學，讓學生通過示範觀

察、角色扮演、重現記錄、分析評價、反饋校正等一系列環節，對時裝表演技

能進行觀察和模仿訓練。

在評價上，首先注重模特的行為與原形提供的行為在動作特徵上的平行

（丁紅，2005）；二是通過錄影、照片對比，將複雜的時裝表演技能加以細分，

變成相對單一的、脫離複雜情景的簡單動作，使時裝模特獲得的反饋資訊變得

清晰具體，動作的評價變得簡單易行，其訓練時的心理壓力小，積極性高，訓

練效果明顯。

表 3 模特基本形體訓練的內容與實踐要求表

形體訓練 內容 實踐要求

基本功訓練

力量訓練
腿部、背部、腹部及受臂力量練習；站立姿態的腿部支撐能
力和優美程度。

柔韌性練習
肩、腰、髓和腿部的柔韌練習；每個練習的訓練完畢後應掌
握放鬆動作的練習。

協調性的訓練 選取現代舞，摩登舞、拉丁舞的精華，與潮流音樂巧妙地組合。

控制練習

加強姿態訓練
選取日常生活中一些比較常用的肢體語言，並將其藝術誇張
地運用到訓練中；或以本民族舞姿態為基礎。

規範性訓練 手臂的訓練、腳位與腳形的訓練、頭與肩的訓練、蹲的訓練。

舞蹈組合訓練
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古典舞、民間舞、芭蕾舞、現代舞結合服
裝表演的訓練。

資料來源：寧波服裝學校（2008）。

2.舞台表演形體訓練

「T 型」台是服裝模特表演的場所，也是形體訓練成果的展示。這一過程

不僅要充分認識到展示人體美的藝術，還要塑造令人傾倒的藝術形象。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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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強「T 型」台表演形體藝術的訓練，內容包括輔助練習、轉體練習、造型

練習、走台練習和風格練習等（見表 4）。

表 4 模特舞台表演形體訓練的內容與要求表

訓練專案 訓練內容 實踐要求

輔助練習

站立訓練
身體的直立挺拔，靠牆直立站立練習，小八字站立
練習。

胯部練習 胯的柔韌性。

邁步練習 直膝邁步能力。

轉體練習
180 度、360 度、270 度、
540 度的轉身及組合

轉身動作的熟練運用，不同動作的穿插組合。

造型練習 形體線條訓練 曲線型的訓練、垂線型的訓練、折線型的訓練。

走台練習
較慢、中速、稍快、快速
步速

不同節奏，不同步速的走台。

風格練習

職業裝服

不同服裝的不同表演風格。
運動裝、休閒裝

歐式禮服

旗袍

綜合練習
多人造型

組合造型的整體性、協調性。
多人組合

資料來源：寧波服裝學校（2008）。

訓練的方法有六：

一、採用扶杆站姿、芭蕾基礎站姿、頭頂重物（如辭典）站姿等訓練直立

感和穩定性，強調抬頭、挺胸、收腹、斂臀、背肌臀肌上提；

二、通過扶杆提踵（半立腳尖）練習（動靜結合）、行進間各類提踵走步

練習（配合頭部、頸步、手臂各種姿態的練習）等提高人體的重心；

三、通過單肩和雙肩的提放練習、肩部柔韌性練習等訓練肩髖關節的鬆弛

性；

四、通過左右直屈腿頂胯、跨的繞環練習、及胯部組合練習以提高胯部的

鬆弛感和靈活性。在服裝表演的步伐練習中，胯的靈活與否決定著動作及造型

的優美程度（丁紅，2005）；

五、選擇平轉、單腿轉、點轉等進行造型、轉體類動作訓練。在造型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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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時，可以選擇接近古典、現代、前衛等各類創意造型組合，以積累造型語彙；

六、穿戴各種類服飾和首飾在「T 型」台上的進行步態、體態控制和組織

練習，以培養模特行走過程中產生良好的步伐感覺和對不同服飾文化的表演風

格理解，並加強模特的造型意識，為台上表演奠定堅實的基礎。

此外，在訓練各類身體姿態的組合練習中，利用各類舞蹈音樂手段，增加

意境訓練，以調動模特的想像力，增加個人表現風格。

（二）制訂形體訓練的課時計畫與比例

在教學中，務必提前將課時計畫向學生公布，讓學生清楚該節課時訓練的

目的與內容。根據形體訓練的基本目的，在分配形體教學時，教師靈活掌握課

堂分配的時間，將基本功練習分作理論與實訓兩部分，一般分別占 30%與 70%

的比例。如一節 90 分鐘的形體訓練課（專業技能課一般二節合為一節，即 90

分鐘，其他課以 45 分鐘為一節），在基本姿態的控制練習中，將其大致分為準

備活動 15 分鐘，基本部分包括模特的規範訓練及舞蹈組合訓練 50 分鐘，最後

素質訓練部分 25 分鐘，這樣既有效地複習所學的內容，又進行熱身運動和實際

內容的訓練（見表 5）。

表 5 形體訓練的課堂教學結構表

結構 準備部分（15 分鐘） 基本部分（50 分鐘） 素質部分（25 分鐘）

內容 肌肉訓練、柔韌性。
規範動作訓練、舞蹈、健
美操、爵士舞等組合訓練。

姿態訓練、協調性訓練、
放鬆等。

資源來源：寧波服裝學校（2008）。

此外，教師在教學中，每做一個動作練習之前，必須先努力幫助學生理解

動作的要領，使學生對所學動作有直觀的想像。

（三）講究形體訓練方法，重視教師的指導作用

形體教學與訓練是一個專業性較強的教學專案，不僅要求教師有形體方面

的專業技能和比較豐富的人體美學知識、審美觀點，更重要的是能發現和糾正

學生不到位的動作和錯誤動作。為此，我們在訓練方法上，強調啟發式、直觀

式、歡快式和鼓勵式等教學方法，並注重教師的指導過程。

1.啟發式教學：如基本形態練習的手位練習中，學生經常做不好，這時

啟發學生理解「兩臂圓潤自然彎曲，儘量伸長、伸遠，就好比一滴水珠從臂肩

滑到肘部再到指尖，能一順到底滑落下來，動作要柔和順滑。」當學生理解了



教育資料集刊第四十三輯──2009 各國技職教育 65

就容易掌握動作的要領。

2.直觀式教學：教師既強調示範作用，建立良好的表像，又要通過電視、

錄影等直觀教具等手段對學生進行直觀教學，尤其是組織學生通過觀摩大量的

最新國外資訊（名模、大師的展示會），向她們展現高雅的、專業的服裝表演

的展示技巧和風格，在對比和尋找差距的過程，來提高學生自我感悟的能力。

3.歡快式教學：形體訓練是一項艱苦而乏味的過程，為了讓學生能達到

一個良好的狀態進行教學過程，一方面我們關愛學生，與學生建立良好的師生

關係，另一方面在教學活動中，通過採用小品、示範與誇張等做法來活躍課程

氣氛，使他們在嚴肅、認真、歡快中接受訓練，從而起到最佳教學效果。此外，

還採用鼓勵式、榜樣式教學法，如講解成為名模的學姐的訓練故事，以激勵學

生奮起學習的動力。

（四）結合舞蹈進行形體訓練

舞蹈語言具有豐富的象徵性，帶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強烈的抽象色彩，這與

服裝模特表演動作的簡練、程式化、情感表達具有抽象感情色彩的特點都是一

致的，將舞蹈藝術銜接到模特訓練中，效果往往更直接。如舞蹈動作具有較強

的直觀視覺效果，借鑑舞蹈動作中流暢的人體語言來表達服裝的主題，可謂相

得益彰。為此，選擇一些簡單易學的舞蹈內容，進行不同風格的舞蹈組合的形

體訓練，使模特的體態語言更加豐富，體態更優美，如採用民族、民間舞蹈與

民族風格服裝相配合、現代舞組合訓練與現代風格服裝相配合、芭蕾舞組合訓

練與古典風格服裝相配合等。

三、以藝術的感悟力為「神美」訓練的核心

時裝表演教學在形體訓練的基礎上，主要是一種感覺訓練、心理訓練、思

維訓練、想像訓練和自我意象的訓練等。戴崗（2002：96）認為，表演的形體

訓練只是一個技術和技巧問題，而感覺訓練或心理訓練才是屬於真正的藝術問

題。因此，時裝表演訓練就是運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來提高模特的感悟力的，這

種感悟能力包括對模特本身的理解、服飾文化的理解、鏡頭感意識的培養和良

好的心理質量等，從而形成良好的氣質與風采。

（一）加強模特的文化素養教學

較高的文化素養是提升模特領悟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基礎。表演中的模特穿

出的不僅是風采，而且是一種「文化」。模特本身的素質越高，文化層次越高，

其表演就越耐人尋味。在服裝表演中，模特與服裝之間不僅僅是穿著與被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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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模特還是服裝設計師理念的表現者和傳達者，這就要求模特要具有理

解設計師設計意念的能力。其一，加強學生對服裝行業、服裝模特和自身特點

的理解，如講解寧波服裝史、世界服裝發展潮流以及職業模特的特點與要求和

今後就業去向等；其二，在文化課中加強職業能力培養，如英語課強調口語表

達能力培養、數學課突出時空概念教學、語文課則注重應用文寫作及服飾文化

教學等；其三，在形體訓練或舞台訓練時，則注重肢體語言與服裝所表現內容

的聯繫，要求學生根據不同朝代的服飾特點，理解服裝文化的內涵，要求學生

平時多讀、多看、多思、多揣摩和體驗與分析人物性格與服裝的聯繫，從而提

高自身領悟能力。

（二）普及健美知識與音樂感訓練

向學生介紹一些體育美學、人體美學及形體教學與訓練的特點及作用，這

是提高學生藝術感悟力的有效手段。同時，在形體表演訓練時，選擇一些學生

較熟悉，節奏鮮明、簡單、通俗、易於表現的音樂。在教授每項新動作之前，

先適當介紹一些音樂的知識，以便學生理解韻律、瞭解音樂的形成和風格、加

深領會音樂的內涵，然後再讓學生跟音樂的節拍進行練習，學生就會心領神會

地表現自如。

（三）採用多樣化教學手段，提高感受力

學校建立「T 型」表演台，讓學生在訓練時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舞蹈

訓練房張貼國內外名模和「學姐」的照相，給予學生以學習的榜樣；讓學生多

看世界著名的模特比賽和自己平時訓練與演出的鏡頭，以增強學生參賽表演藝

術的理解與感悟；學生多聽服裝表演時的音樂，以訓練學生的想像力與自我創

作能力。

（四）訓練學生的具有「神」的表情

柳文博、施建平（2006：28）指出，表情是非語言表達情感的最佳傳遞方

式。時裝表演就是用非語言方式表達藝術創作的一種形式。因此，時裝模特適

當融入情感、情景化表演，能更好地將時裝的文化背景、文化內涵展示出來，

達到「神」的境界。讓學生理解自己的角色與個性定位，以明確自己的表演風

格和個性；讓學生分析和理解時裝主題，準確地找到時裝的精神內涵，理解熱

表情與冷表情的內涵，提高情緒與情感的共鳴性；讓學生進行眼神和視線的訓

練，以創造完美的形象和提高模特表演的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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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多樣的實踐活動為形神結合的推助器

表演專業的學生只有通過不斷的實踐活動，才能把課堂上學到的知識應用

到實踐中，從而逐步積累舞台經驗，形成「形神兼備」型人才，進而造就時裝

名模、提高就業競爭力。

（一）在實訓基地中提高

愛伊美服飾有限公司作為寧波市著名的服裝企業，建立了服裝表演專業的

校企合作實訓基地。在節、假日及大型活動中，表演專業的學生在教師帶領下，

到企業或舞台開展藝術造型、服飾文化展示等實踐活動，以宣傳和展示該企業

和其他企業的服裝品牌；與杭州時尚風模特有限公司、寧波羅蒙集團、寧波服

裝節、開漁節、奉化旅遊局、文化局等組委會和企業建立相對穩定的合作關係，

為學生參加大型演出活動提供舞台表演的機會。

（二）在校園活動中展示

學校訂每年五月為「技能文化節」，並在文化節開幕式或閉幕式中，讓服

裝表演專業學生展示服裝設計專業學生自己設計和製作的各種服裝。如舉行校

園「荷塘走秀」演出，吸引了媒體記者與攝影愛好者，既鍛鍊學生學習的形神

藝術，又可宣傳學校服裝專業的辦學成果。此外，讓服裝表演專業學生積極參

加學校的各種儀式、團隊活動、各種比賽、文藝匯演、藝術節等活動，不僅促

進學生認識美、展示美的機會，也是提高和檢驗學生表演技能訓練成效的平台。

（三）在服務社會中鍛鍊

每學期，許多企業或社會團體，邀請表演專業學生進行禮儀活動或服裝展

演活動。在考慮不影響學生學習的前提下，有重點地安排學生參加社會服務專

案的實踐活動。如寧波國際服裝節演出，學校積極組織學生參加，已連續參加

五屆寧波國際服裝節專場表演，讓學生在真實的舞台中去體驗和鍛鍊。

（四）在參賽活動中昇華

讓學生儘可能多參加一些與服裝表演和流行時尚有關的技能比賽和模特展

示比賽，以培養學生參賽意識和社會適應。為此，學校及時掌握各類比賽資訊，

根據自身的優勢和特點有選擇地參賽，並作好大賽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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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保障措施

「H 型」模式的運行，需要外部條件支援與保障，包括組織建設、教學管

理以及有關制度等。

一、組織保障

（一）成立招生就業辦

為選好模特苗子，學校成立服裝表演專業招生就業辦，具體由負責招生和

就業指導，並會同專業教師共同組成面試小組，對於報考服裝表演專業的學生

進行單獨面試，包括體形、身高和表演潛能等，並積極聯繫企事業單位，為畢

業學生爭取和推薦就業崗位。

（二）建立模特藝術團

為激發學生興趣，開發其表演潛能，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服裝表演活動，以

培養名模，故成立校模特藝術團，由模特教師負責帶領；外出參賽、演出等活

動則由校長室直接管理。

（三）建立校企合作組織

此外，並與著名企業和政府機構如旅遊局、文化局等單位建立相對穩定的

合作關係，為學生提高舞台藝術的實踐能力和就業力提供基礎。此外，還加強

師資隊伍建設，要求教師不斷研究市場，瞭解服裝表演專業人才培養的發展趨

勢，注重經驗的積累與教育教學能力的提高。

二、教學保障

（一）實施學分制

學分制是服裝表演人才培養模式所依賴的基本教學管理制度。「學分」作

為計算學生學習成效的單位，是確定學生能否畢業的重要依據。為實施量化管

理、全面評價學生、激勵學生參賽積極性和顧及外出活動對學業的影響，以增

強教學管理的靈活性，在計算學分時，不僅考慮課程表上的學分，還考慮職業

資格證書學分、實習學分和參賽成績學分等，共同計入總學分中，達到學分要

求，學生才可畢業。

（二）參加職業技能證書考試

要求學生參加模特等級、普通話等級及電腦等級考試，作為「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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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作為學歷教育的基本要求，加強這方面考核的目的是為了提升學生的綜合素

質，進而促進學生就業。模特等級考試有利於學生認識自我的發展特點，明確

化自己從事模特、服裝營銷或企業文秘等崗位的就業發展方向。

（三）加強教學管理

在課程安排、時間安排以及教學設施利用等方面按照學校規章辦事。對學

校舞蹈房、「T 型」台實行全天候開放，積極對學生的形體表演藝術、氣質、

心理等方面進行評估；對獲得大賽成績的人員與教師，進行精神與物質獎勵，

甚至召開新聞發布會。此外，還對服裝表演專業學生開展職業生涯教育與就業

創業指導。

三、管理制度

培養一名合格的專業服裝模特，除了實施系統的、全面的科學性教學與訓

練以外，對模特的管理也是不容忽視的。

（一）在教學、實踐活動中規範學生的行為，注重培養學生的職業道德，

謝絕一切在娛樂場所的演出活動。

（二）要求學生擺正位置，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既不能過高地估計自

己，也不要過低地估計自己。讓學生懂得，模特的成名，要靠眾多人的協作，

包括學校提供參賽的機會、教師的培養和服裝設計師的設計等。

（三）重視良好習慣的養成。服裝表演專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學生課外的

成長和鍛鍊極為重要。教師應對學生的日常生活加以指導和監控，包括制訂嚴

格的飲食與健身計畫以及待人接物等。

（四）對重大比賽活動，建立參賽評選制度。

伍、結論

實踐「H 型」模式，加強學生的形體訓練與神韻修煉，使學校培養出來的

模特，不僅具有良好的形體外表，更具有良好的「T 型」台表演能力、氣質特

徵和文化修養等，具備了「形神兼備型」人才的特徵。具體表現有三：

一是表演能力高。有較好的形體特徵和高超的「T 型」台走台技巧與較強

的服裝展演技能；

二是藝術感悟力強。對音樂、舞蹈、造型等有一定的理解與感悟力，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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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服裝設計師的設計意圖進行表演；

三是內在素質高。學生們都能吃苦耐勞、充滿自信、善於與人交際，在日

常生活中能注重姿勢、表情、神態、言談舉止等外表形象的提高。

因此，近十年來學校培養了諸如連楊（1999 年中國服飾表演藝術大賽浙江

賽區「十佳」女模金獎和中國「斯多納杯」總決賽排名第 6 名）、謝亞男（2000

年上海「索芙特」世界精英模特大賽中國賽區「十五佳」）、陳蘭芳（2004 年

中國賽區亞洲小姐大賽季軍）、王燕（2004 年中國「十大名花」金獎）、黃婕

（2005 年第四屆國際車模大賽浙江賽區冠軍）、蔣嫣（2005 年上海國際時裝模

特「十佳」）、黃璐璐（2008 年全國中職組模特技能大賽二等獎）、徐洋洋

（2008、2009 年全國中職組模特技能大賽二等獎）等 20 多位國內外著名時裝名

模特，學校被譽為是「名模的搖籃」（嚴龍，2005）。

同時，在加強實踐訓練過程中，讓學生走向了社會、走進了企業，通過各

種服裝展示、品牌展示、宣傳活動等「產學研」活動，不僅為地方社會經濟發

展作出了貢獻，還能使學校及時把握服裝市場的發展變化動態、瞭解服裝設計

的發展趨勢與潮流，從而為學校的服裝設計、服裝工藝、服裝外貿等專業教學

的改革提供最前沿資訊，進而推進學校專業建設。而且，學生就業形勢良好，

每屆 20 名左右的畢業生中，將近 1/3 的學生為上海東亞模特有限公司、杭州時

尚風模特隊、杭州絲綢旅遊品有限公司、寧波愛伊美服飾有限公司以及某些房

產、車售等單位招聘為專職模特，有近一半的畢業生則考入浙江服裝紡織職業

技術學院等高職院校繼續就讀，其餘畢業生大多以從事企業文秘和營銷等工作

為主，也有個別畢業生成為電視節目主持或大中學教師（寧波服裝學校，2008）。

本文認為，「H 型」模式是將服裝表演專業人才培養的思想具體運用到培

養的規格、設計、實施、調控、評價等操作要領和運作程式中，它源自我們長

期的實踐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又反過來可指導實踐。因此，「H 型」模式所提

供的操作程式、步驟、環節、策略、方式和方法是可操作和借鑑的。

本文介紹寧波服裝學校的「H 型」人才培養模式，不僅供技職院校服裝表

演專業相關人員之參考，還可作為技職院校的專業設置及人才培養模式研究之

參照。以下分述之：

一、技職院校專業設置要面向市場

專業設置是技職院校主動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和完善自身建設的重要環節。

寧波服裝學校順應寧波服裝經濟發展需要開設服裝表演專業，為寧波服裝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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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作出積極貢獻。當前，我國某些技職院校在專業設置中存在著過多、過

濫的現象。為順應行業、企業需要，技職院校應加強市場調研，跟蹤和調整所

設專業，以保證人才培養以適應市場的變化。

二、人才培養模式要體現特色

「H 型」模式能直觀、形象地體現出服裝表演專業人才培養的育人特色，

具職場導向、專業教育管理和科研等功能。由此，技職教育在對人才培養模式

的研究與實踐中，應基於對職業教育的深刻理解與認識，在此基礎上準確定位

人才培養的目標與規格，並積極探索具職教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如「校企合

作」、「產學研」、「定單式」等。

三、培養過程要突出實踐環節

「H 型」模式以實踐為橋梁，讓學生在多種「職場」實踐活動中培育職業

意識、職業素質與職業能力，從而實現學生得以順利就業。其實，加強實踐環

節，培養學生職場所需要的知識與能力，這是技職院校專業教學必須認真對待

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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