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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提出概念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袁人们的

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袁人们对服装消

费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遥
人们所追求的不再单纯是物质的尧
生理的需求袁 而更偏向于精神的尧
心理的享受遥 服装作为生活必需

品袁已经摆脱了最初保暖御寒的基

本功能袁成为人们审美与个性化的

体现咱1暂遥 一般说来袁不同色彩尧不同

面料和不同搭配的服装带来的情

感感受是不同的咱2暂遥 影响这种感受

的是人类的两种属性袁即自然属性

和社会属性咱3暂遥自然属性如年龄尧性
别尧 种族等曰 社会属性如宗教尧职
业尧教育程度等遥 可以认为不同的

两种属性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服装

情感依靠度袁需要采取科学可靠的

方法获得这些信息遥
根据服装生命周期的不同时

期把服装情感分为 源 类院服装设计

者的情感尧服装消费者渊购买者冤的

情感尧服装着装者的情感尧服装给

他人带来的情感感受咱4暂遥由此袁本文

提出了服装情感依靠度的概念袁旨
在体现服装设计者尧消费者尧着装

者尧观赏者的服装情感依靠或依赖

强度袁 强度大小可以用分值体现袁
分值从 园 到 员园 增加袁 服装情感依

靠度越来越大遥
圆 问卷调查

服装情感依靠度网上调查设

计流程院调查网站功能分析寅调查

网站系统开发寅调查问题设计寅
对测试者进行调查寅数据统计尧结
果分析寅得出结论遥
圆援员 测试系统

本课题的研究专门建立了相

关网站袁网址为 憎憎憎援糟造燥贼澡蚤灶早葬枣枣藻糟贼援
糟燥皂袁 并自行研发出服装情感依靠

度测试系统遥
测试是基于互联网的袁 任何人

注册后都可以进行投票遥 用户注册

时必须填写自己的性别尧出生年尧职

业尧籍贯尧民族尧文化程度等袁这些注

册选项是根据人的两种属性设计

的遥 其他选项除了用户名和密码外

为非必填遥了解测试者的基本情况袁
便于下一步的信息处理和分析遥 测

试者基本信息见表 1遥
圆援圆 问题设计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袁共设计

了 源 个基本选项袁即 源 种情感的调

查问题遥
葬援 您认为自己购买服装时依

靠自己的情绪或情感吗?
遭援 您认为自己每天着装依靠

自己的情绪或情感吗?
糟援 您认为其他人的服装能给

你带来一定的情感感受吗?
凿援 如果您是一位服装设计人

士袁您认为在设计服装时依靠情感

的程度有多大?
测试者对问题野a.您认为自己

购买服装时依靠自己的情绪或情

感吗?冶 打分投票的界面如图 员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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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遥 其他问题均是类似的界面遥
圆援猿 调查主体

测试前袁对测试者需要了解的

内容袁比如测试的意义尧测试的方

法尧测试的过程等通过网站或面对

面讲解清楚袁以减少盲目投票遥
目前的测试对象多为北京的

教师和学生遥 对学生的测试袁一般

是在机房课堂上进行的袁测试前任

课教师把测试需要了解的内容进

行讲解袁然后学生通过网络访问网

站袁进行投票遥 对教师的测试一般

是通过熟悉测试流程的教师或学

生一对一尧面对面讲解袁使之了解

后注册投票遥
猿 结果分析

由于该系统是一个网络信息

系统袁 测试者可以随时打分测试袁
所以说统计结果也是实时动态更

新的遥 这就保证了测试数据是和一

定时期密切相关的袁可以反映一个

时期服装情感的依靠强度袁并且数

据结论应该是真实可靠的遥
通过网站后台袁点击每个问题

的野查看人员统计结果冶袁可以对每

个问题按性别尧年龄尧职业尧籍贯尧
民族尧文化程度等项袁分别进行数

据统计遥 表 员 中只列出了性别尧年
龄尧 职业 3 项数据和汇总数据袁其
他的还有按地域尧民族尧学历的统

计袁篇幅有限袁此处不详述遥
由表 员可知袁 截止目前最多项

目共有 圆愿员人参加了测试袁 购买服

装时情感依靠度大约是 缘援远3曰着装的

情感依靠度大约是 源援苑4曰他人着装给

人带来的情感依靠度是 远援猿怨曰设计师

设计服装时情感依靠度是 苑援猿缘遥
源 结束语

在服装整个生命周期处处体

现服装情感的事实下袁有必要关注

设计者尧消费者尧着装者尧感受者的

服装情感强度袁并因此提出了服装

情感依靠度的概念袁同时利用网上

打分投票系统对测试者进行了测

试袁 测试结果可以反映某一个人尧
某类人群渊性别尧年龄尧职业尧籍贯尧
民族尧文化程度冤或一个时期的人

对服装情感的依靠强度袁可以为服

装设计者尧企业尧商家和消费者的

决策判断提供参考遥
目前袁测试数据大多来源于学

生和教师袁相信随着时间的延长尧越
来越多不同背景尧 对服装情感感兴

趣的人员通过网络访问该网站进行

测试袁测试数据将继续增加袁从而更

全面地反映当前不同背景下人们的

服装情感依靠或依赖强度情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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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问题
情感感受度 设计时依靠度

分数 人数 平均分值 分数 人数 平均分值 分数 人数 平均分值 分数 人数 平均分值

性别
男 235 41 5.73 198 40 4.95 266 40 6.65 172 21 8.19
女 1 346 240 5.61 1 109 236 4.70 1 498 236 6.35 828 115 7.20

年龄

20 岁以下 1 165 205 5.68 964 201 4.80 1 303 201 6.48 731 100 7.31
21耀30 岁 388 72 5.39 322 71 4.54 441 71 6.21 263 35 7.51
31耀40 岁 15 2 7.50 11 2 5.50 9 2 4.50
41耀50 岁 13 2 6.50 10 2 5.00 11 2 5.50 6 1 6.00

职业

农民 10 2 5.00 4 1 4.00 6 1 6.00
知识分子 46 8 5.75 31 8 3.88 48 8 6.00 37 5 7.40
在校学生 1 515 270 5.61 1 272 266 4.78 1 705 266 6.41 956 130 7.35
公司职员 10 1 10.00 0 1 0 5 1 5.00 7 1 7.00

总数 1 581 281 5.63 1 307 276 4.74 1 764 276 6.39 1 000 136 7.35

着装时依靠度购买时依靠度

表 1 按测试者性别尧年龄尧职业等属性的依靠度统计结果

图 1 服装情感依靠度的一个测试界面

您认为自己购买服装时依靠自己的情绪或情感吗钥
完全不依靠选择 0袁依靠度越大分值越大遥

答案院
1尧选分院5 说明院不依靠或依靠很小袁请选择 1袁依靠度越大分值越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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