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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目前国内运动鞋设计多以仿版为主，这其中国内品牌仿国际品牌、二三线品牌仿一线品牌的现象
非常普遍。
真正能将自主创新与品牌建设联系起来的本土企业寥寥无几。
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建设离不开强大的设计研发能力，在设计上要想跳出仿制的圈子走自主研发的路
，设计人员就必须要懂得造型原理、色彩搭配规律，还要具备科学合理的设计构思方法和将各类设计
元素整合运用的能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的运动鞋生产企业在设计研发方面存在着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方面设计
人员专业基础知识比较薄弱，另一方面是对设计创新认识上的缺失。
专业运动鞋设计理论研究上的滞后，是造成这两种情形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此，本书通过对运动鞋基础知识以及造型设计相关理念的介绍，希望能给广大运动鞋设计从业人
员提供一定的理论帮助。
设计人员从事运动鞋的造型设计离不开对脚型和运动规律等相关知识的理解与学习，本书以脚的运动
、运动的类型及规律等运动鞋设计生产中最基本的内容开始讲起，分别阐述了以运动为主要诉求点的
运动鞋楦的特征、运动鞋的运动因素以及运动鞋造型设计中的形态与色彩的动感因素。
除此之外，书中还对运动鞋样板制作、工艺加工、材料性质、大底装配等进行了介绍。
从设计理论来看，运动鞋在生产制造环节上又符合一般工业产品的性质，因此，本书又将运动鞋的造
型设计与工业设计的相关理念联系起来，将这一具体工作放在工业设计的大背景中去处理，以求设计
人员在设计理念上要有高度和广度。
在理论的应用上，通过典型实例来阐述是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所着重突出的一点，针对不同种类运动鞋
的设计分析和设计案例，让初学者能够灵活运用各种设计元素和合理的设计构思方法，自行创作不同
的造型款式。
运动鞋的造型设计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设计者还要综合考虑市场、消费者、生产等要素，明确从设计
到产品的过程。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东白云学院高士刚老师的帮助和支持；安踏（中国）有限公司的康汉
杰、特步（中国）有限公司的章杰峰、361°国际有限公司的幸小凤参与了第七章第二节相关内容的编
写，并提供了部分图片资料；还得到了东华理工大学鞋类设计教研室同事们的大力支持，中国纺织出
版社向映宏先生和华长印先生对本书出版给予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自身水平有限及各种因素的局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不妥之处，还望广大读者提出建议和批评
。
魏伟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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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教育鞋类与皮具设计专业教材，教材面对的主要读者是高等院校鞋靴设计专业师生。
书中介绍了脚及其运动规律、运动鞋设计基础、造型设计、色彩搭配与设计、造型的创意设计、设计
表现等内容。
本书配有大量的示例图片，效果直观、文字通俗易懂。
适合作为教学用书，同时也可供广大制鞋行业及从业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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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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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脚及其运动规律每一双鞋都是针对脚而设计的，脱离了脚去谈鞋的设计和制作
没有任何价值。
鞋做出来能不能穿要比好不好看重要得多，这是鞋存在的根本。
因此，在进行鞋的设计之前，要先对脚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掌握脚的相关基础知识，是鞋类设计人员、生产者以及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脚不仅是人体中重要的负重器官，同时还是运动器官，它具有一定的形态、特定的结构和运动规律。
了解脚的基本结构、机能以及运动规律，对运动鞋设计人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节 脚型与脚的结构脚是人体中一个极为复杂的器官，对它的了解不能只停留在外观形态的层面上
，鞋类设计工作中有很多内容都要求设计者对脚的结构要有深入的了解。
设计者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深对脚的认识：脚的外观（图 1-1）、脚的骨骼、脚的关节、足弓、脚的
肌肉。
一、脚的结构（图1-3）1. 脚跟脚跟处在脚的最后端，又称脚后跟。
外形近似半圆球体，为人体中主要的承重部位。
人在正常站立时脚跟所承担的重量约占人身体重量的1/2，在不同的运动状态下脚跟所承受的力是不断
变化的。
2. 脚踝脚踝是人体下肢重要的部位，分为内踝和外踝。
在外观上看分别为两个半球状的突起，而且内踝的位置要比外踝靠上些。
3. 脚掌又称为前脚掌，与脚后跟一样是人体中重要的承重部位。
人静止站立时前脚掌承担人身体重的1/2重量，运动时自脚后跟脱离地面起脚掌承受的人体重量越来越
大，到前脚掌脱离地面的瞬间达到承重的最大值。
4. 脚背俗称为脚面。
从外观上看这是一个向上拱起的面，鞋面的紧实、宽松程度对此部位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5. 脚弯连接脚面和小腿的部位。
将脚屈起来的时候会发现此处有很深的横向褶皱，这同时也是小腿以下活动幅度最大的部位。
6. 脚趾脚趾在脚的最前端。
在站立和运动时对人体起平衡和支撑作用，在不负重的情况下向上弯曲，与脚底平面形成 12°~15°
的夹角。
7. 腰窝腰窝位于脚背以下，分为内腰窝和外腰窝。
以正俯视角度观察，脚的内、外侧轮廓线中最凹处即为腰窝，自脚底方向观察则更为明显，此处结构
稳定。
因此，在鞋的设计制作中多作为接帮位置。
图 1-3 脚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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