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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视域下中华传统服饰数字化实践育人路径探究
郭宇微　崔　柳　魏雨萌

（郑州经贸学院，河南 郑州 451100）

摘要：元宇宙时代利用数字化科学技术，结合中华传统服饰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探究中华传统服饰数字化实践育人发展路径，

重塑高校思政教育新场域，运用文献研究、访谈、多学科交叉等方法，在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数字化“大思政”

育人格局，积极探索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传承的创新途径，培育合格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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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经过五千年的历史沉淀底蕴深厚，素有“衣

冠王国”之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过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

熏陶，服饰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历史和精神面貌。高

校大学生作为新时代有力量有理想的新青年，他们代表着国家未

来的发展方向，元宇宙新技术所带来的新思维、新模式，推动了

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效开展，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服饰文化蕴含的思

政元素，利用元宇宙技术优势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发挥其独特的思政育人价值。

一、弘扬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思政价值

中华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载体。第一，汲取中华传统服饰

的美学内涵。受儒家文化影响，服饰礼仪制度强调了礼仪之美、

服饰设计中的选材、纹样、图案以及色彩搭配协调统一的和谐之

美、中华劳动人民朴实随性的自然之美，都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憧憬，在学生课程思政美育方面也有着重要的体现。第二，

传承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底蕴。通过对传统服饰文化的认识，

培养学生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传承人文哲学思想、弘扬民族精神，

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学习与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自身

行为，培养成中华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和传承者。第三，培养服饰

专业学生人文素养能力。中华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汗水和智

慧的结晶，例如“旗袍”“苏绣”的一针一线蕴含着工匠精益求

精的技艺，体现了古代匠人对制作工艺和美学价值的追求，有效

地提升学生的基础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水平、职业道德等等。

二、元宇宙视域下思政育人创新发展的必要性

（一）元宇宙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背景

随着 AI、VR、AR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增强，元宇宙

不再是一个概念，正在逐渐走向现实，通过虚拟仿真、沉浸体验、

多主体多场景互动体验、5G 等技术手段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无

缝对接，勾勒出人类社会数字化生存场景 。“00 后”大学生作为

新时代教育的主体，互联网世界的“原住民”，他们获得信息、

表达诉求、释放情感的渠道方式发生了转变，这使得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模式在渗透、实践、互动上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元宇

宙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大学生的角色正在发生变迁和

重置，顺应时代变化，打破时空限制、虚拟现实环境以及知识壁

垒形成教育元宇宙，“以学生为中心”深化教育理念，提供学生

个性化思政体验内容，这都将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

代潮流。

（二）元宇宙 +“大思政”数字化协同育人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

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

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将数字化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育人全

过程相结合。元宇宙技术充分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数字化转

型，在三全育人过程中凭借其创造的多层次虚拟交融的学习情境，

构建场景式、沉浸感的“互动”模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虚实融

合的认知途径，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从物理空间向数字化时空

转换，增强学生积极性，创设室内教学“小课堂”与数字社会“大

讲堂”互联互通的教学环境。例如，三维虚拟仿真技术对中国不

同历史时代的服饰进行绘制，对传统图案和文化符号等等进行数

字化虚拟复原，通过对典型服饰形制的拆解，引导学生实现由二

维版片到三维服装的虚拟转换，由 cad、PS、painter 等设计快速生

成服饰面料的仿真效果，进而展示外观特征和审美风格，创造交

融互动的教学环境，最大程度上实现教育成果共享，将传统服饰

文化融入到科学技术和思想政治协同发展中实现内外一致同频共

振的教育机制。

三、探究中华传统服饰数字化实践育人“新”路径

（一）人机共育：跨学科实践育人新场域

数字化技术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数

字化仍旧是教育改革的重点，元宇宙技术则能更好的为数字化时

代教育服务。（1）科学技术与思想教育的融合，形成人机协作。

从“虚拟世界”到“现实空间”、从“数字世界”到“真实场景”

完全还原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知识规范，构建可视化的

思想政治教育真实环境。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设计改变和

创设全新的教育教学环境，创造适合教育对象认知需求的教育内

容，提升教育感知力，增强教育对象的认识程度，实现跨学科融

合教育。（2）具身体验与思想认知的叠加，形成身心共育。元宇

宙的创设使学生具身参与在虚拟空间创建的场景中，突破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最大程度还原现实世界中难于实现的重大事件场景，

提供逼真可操作的交互场域，学生在数字世界通过交互设备形成

言行举止对元宇宙中的虚拟世界产生了真正的认知感知，与现实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同样感受真实。

（二）技术赋能：课程实践育人新空间

在当下以现代化技术群的方式来搭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

型，中华传统服饰的数字化传承，以中国服装史的理论基础，利

用三维服装虚拟设计等数字化设计及

实践环节，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例如，对中国不同历史

时期的服饰基本形制、传统图案、服饰文化及礼仪习俗等内容，

逐步完成冕服形制、秦汉深衣、隋唐袍衫、明清官服等典型服饰

的数字化虚拟复原，在结构数字复原、面料虚拟仿真、三维缝合

模拟、传统服饰形制的过程中。通过创设和形成的体验式场景，

身体和场域融合产生的新的感知互动，学生继而达到全身心沉浸

式教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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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华传统服饰数字化实践思政元素挖掘

（三）虚实融合：社会实践育人新形式

元宇宙数字技术利用新思维、新方式、新技术，重新构建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模式和路径，提出对中华服饰传承的创新和

延伸。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撑下，思政育人不仅仅依托于校园文化

阵地，可以充分校外资源，例如 3D 服饰文化博物馆、虚拟仿真技

术、可穿戴设备等等，将思政元素和数字化成果结合起来展示出

不同朝代的服饰特征、历史文化、人文思想等，增强学生的感知

体验，汲取优质的教育资源。从校内延伸校外，从线下延伸线上，

跨越时空距离将书本的知识与  文化遗产、知识技艺相结合，具身

真切的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图 2 社会实践育人思政元素挖掘

四、结语

高校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阵地，时刻坚持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合理利用大数据、信息数字化技术、AR 虚

拟技术等将新兴科学技术和传统服饰文化相结合，推动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认知能力，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

元宇宙思维将虚拟现实、沉浸交互、感知实践等联系到一起，作

为多元化多渠道传播和弘扬传统服饰的新赛道，从传统线下模式

体验向新媒体模式体验扩展，提升传统服饰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效性，改革创新数字化实践育人新举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新进程新时代新需求，是元宇宙技术赋能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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