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专升本

考试应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中国服装史》是所有报考湛江科技学院 2023 年普通专升本服装与服饰

设计专业考生必考的专业综合课。

Ⅱ.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考试基本要求

注重考查考生理解和掌握本课程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及其运用。

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理解”“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是：

识记：对本课程有关的名词、概念和基本知识的正确记忆。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理解本课程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它们

之间内在的联系。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和解释有关现象，运用有关理论说明

现实问题。

第一章 先秦服装

一、考核知识点

1.周代趋于完备的冠服制度

2.春秋战国的深衣与胡服

二、考核要求

1.识记



（1）兽皮披、冕冠、衣裳、贯口衫、十二章

（2）深衣、胡服、带钩

2.理解

（1）周代帝王冕服的构成

（2）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原因

3.应用

（1）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价值与意义

（2）佩饰与衣服的关系

第二章 秦汉服装

一、考核知识点

1.男子袍服与冠履

2.女子深衣、襦裙与佩饰

二、考核要求

1.识记

（1）直裾袍、绕襟深衣

（2）素纱禅衣

2.理解

（1）秦汉时期男子收服的形制与用途

（2）秦汉时期女子襦裙的穿着方式

3.应用

（1）丝绸之路对服饰的影响



（2）从秦始皇兵马俑看军事服装

（3）从哲学思潮论汉代服装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服装

一、考核知识点

1.汉族男子的衫、巾与漆纱笼冠

2.汉族女子的衫、襦和华饰

3.北方民族的裤褶和裲裆

二、考核要求

1.识记

（1）褒衣博带、长衫、漆纱笼冠

（2）裤褶、缚裤、裲裆

2.理解

（1）褒衣博带服饰风格的形成原因

（2）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服装特色

3.应用

（1）服饰发展与佛教盛行的关系

（2）民族融合对服饰的影响

第四章 隋唐五代服装

一、考核知识点

1.男子圆领袍衫与襥头



2.女子冠服与妆饰

3.军事服装

二、考核要求

1.识记

（1）圆领袍衫、襥头、半臂

（2）袒领短襦、披帛、浑脱帽

2.理解

（1）唐代女着男装风尚

（2）唐代女子襦裙服穿着方式

3.应用

（1）唐代服饰的风格

（2）社会思潮在服饰发展中的作用

（3）外来文化对唐人服饰服饰观的影响

第五章 宋辽金元服装

一、考核知识点

1.汉族官服与民服

2.契丹、女真、蒙古族服装

3.军事服装

二、考核要求

1.识记

（1）澜衫、朝服、背子



（2）顾姑冠

2.理解

（1）宋代首服的种类与形制

（2）元代蒙古族服装主要特色

3.应用

（1）宋代服饰的风格

第六章 明代服装

一、考核知识点

1.男子官服与民服

2.女子冠服与便服

二、考核要求

1.识记

（1）补子、比甲

（2）帔子

2.理解

（1）明代官服的等级观念

（2）明代女子服装的审美倾向

3.应用

（1）吉祥图案体现服饰意韵的方式

第七章 清代服装



一、考核知识点

1.男子官服与民服

2.趋于融合的满汉女子服装

3.太平天国服装

二、考核要求

1.识记

（1）行褂、马甲

（2）领衣、云肩

2.理解

（1）清代满族男子的主要服装款式

（2）清代女子服饰特色

3.应用

（1）清代服饰在中国服装历史上的影响力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方法

闭卷，笔试，考试时长为 150 分钟，试卷满分为 200 分。

二、试卷内容比例

第一章 10%、第二章 10%、 第三章 30%、第四章 10%、第五章 10%、

第六章 10%、第七章 20%。

三、试卷题型结构

单项选择题 20 题共 50 分、判断题 20 题共 50 分、简答题 3 题共 30 分、



论述题 1 题共 40 分、设计题 1 题共 30 分。

Ⅳ.参考书目

中国服装史（第二版），华梅主编，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 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