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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装结构设计是服装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以学习服装结构基本规律为主要内容。其专业内容针对生产实

践、实用性强。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传统式的服装结构设计课程尚存着一些不足,服装院校应当运用信息化技术教学的

方式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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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的教学模式可以描述为:以学生为中心,在

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中,学生可

以充分发挥创造力以及调动热情参与其中,并能够增

强逻辑思维构建知识框架解决实际问题。服装结构设

计课程采用信息化教学能够有效提高课堂教学工作效

率,教师的讲课更为连贯,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

与掌握。同时,利用信息化教学,学生可以参考更多的

服装设计和服装结构方面的资料,进而推动学生的思

维能力及设计理念,有利于学生思维随着服装市场的

变化而转变。

1 传统授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 授课方式单一,学习效率不高

传统课堂教学大都以教师的示范解说来引导学

生,课堂上教师是主动者、支配者,学生是被动的、服从

者,学生缺乏主动性。课堂上一味地作图练习,基本是

教师讲一步,学生跟着画一步,稍微不留神可能就跟不

上了,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上课方式机械枯燥乏

味,学生对于知识点生搬硬套,缺少自己见解,久而久

之便失去了对这门课程的兴趣[1]。

1.2 教学内容与市场流行脱节

传统课堂上,教师讲解示范的内容均是常用的基

本服装款式,有些课程会涉及一些款式的变化,但很少

有教授服装消费市场上流行的服装款式。传统课堂

上,教师会将原型按步骤绘制在黑板上,学生在教师讲

课的时候抄写在笔记上。这样一来,学生错过了必要

的理解,仅会按照教师所教的款式规格进行绘图。倘

若服装款式号型发生变化,学生就会无从下手,不能够

灵活运用知识。

服装结构设计原本就是消费市场服装样式设计的

延续,因为传统服装结构设计讲课形式的弊病及课时

的限制,学生在做毕业设计和后续的工作中,结构制版

能力不足,不能应对服装款式的千变万化,碰到款式稍

微复杂一点的服装,对其进行结构设计时就会不知从

何下手[2]。

1.3 学生缺少实践机会

与其他专业相比,服装专业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学
生不仅要学习掌握课程知识,还要进行更多的社会实

践。在仅有的服装结构设计课堂上,缺失了内衣、配饰

结构设计课程,并且实践课很难深入开展,导致学生对

所学的知识不能巩固加强。服装结构设计不再是停留

在纸张上,将纸张转化为实体服装才最为重要。受学

时限制,学生很难对设计进行立体-平面-立体的实

践操作[3]。

2 服装结构设计应用信息化教学的方式

2.1 构建网上学习平台

学生课前可以用网上学习平台进行预习,教师可

以通过收集分析学生的预习情况进行备课,教师能够

清晰地了解到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对于学生的

集中错误进行深入的解析。还可以通过直播平台来指

导演示结构制图的实践操作,这样便于学生观察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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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懂的结构部分,解决学生看不清楚的传统问题,提高

学生学习效率。同时,通过网上平台,同学与同学、同

学与教师间更加方便交流,解决课上遗留的问题,减少

传统教学中学生不敢提问的情况。不仅学生的疑难杂

症可以在课后网上讨论区有效解决,还可以分层布置

课后练习,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极大提高

时效性。

2.2 CAD软件在教学中的应用

传统的手工绘图无法在有限的黑板空间中清楚地

显示整个绘图过程。在进行服装CAD教学的过程中,

可以使用相应的工具随意调整屏幕尺寸,以清晰显示

实际操作的全过程。同时,教师通过使用服装CAD控

制屏幕演示过程,可以照顾到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并

且不会出现人们互相推挤、互相阻碍、看不到演示的现

象。在服装CAD教学中,放码、省道转移、展开、拷贝、

对接等操作非常灵活,如复制拷贝原型、省道转移更加

精确方便等,这些都是服装CAD的优势所在[4]。

2.3 3D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

在课程中引入3D虚拟仿真技术后,对教学内容进

行数字化处理,通过3D模型可以有效地演示实际教学

的仿真结果。同时,由于可以在电子设备上观看视频

和图片,因此学生可以多次观察过程的细节,并可以根

据需要放大、缩小、快进和暂停。3D模型甚至可以旋

转360°以防止出现盲点,如图1所示。这种教学方法

既可以减轻教学负担,又可以保证学生根据自己的理

解进度进行学习,不仅减轻了教师的工作量,而且使教

学中心更加集中[5]。

图1 3D虚拟仿真模型

2.4 Flash软件在教学中的应用

在服装结构设计中,很难掌握省的转移、打褶、分

割等方法以完成服装结构变化的方法。使用动画显示

一系列图案结构设计过程,例如图案切割、变形和轮廓

校正等,便可一目了然。

Flash软件可以在矢量动画的制作中发挥积极作

用,这是其他软件无法比拟的:其帧动画技术很特殊,

并且具有专业的矢量动画设计功能,可以满足收集编

辑和设计的实际需求,或者脚本程序的实现控制了复

杂的动画。压缩后的素材库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可以

最大程度地提高动画设计师实际工作的便利性。矢量

动画技术在缩放状态下仍可保持良好的图像质量,这

对细节的更精确表达很有帮助;其次,借助专业的Ac-

tionScript编程语言,其交互功能变得更加强大,并且

可以以更简单的操作方式进行操作,从而极大地方便

了用户的实际工作需求,这也是PPT或 Authorware
难以达到的。当然,从课件增值的角度来看,Flash软

件可以将课件中使用的各种材料整合到库中,从而可

以实现不同课件之间的文件处理,并且可以打包进行

本地操作或网络共享,便捷了多媒体课件的制作[6]。

3 结语

通过信息化平台和技术,改变了传统服装结构设

计课程单一的课程教学模式,使得学生更加积极主动

学习掌握服装结构设计专业技能知识,使服装结构设

计更加简捷易懂和生动,让学生打开思维适应新的服

装市场需求。期盼真正让信息化课堂教学普及到广大

普通学校,达到人人信息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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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formofClothingStructur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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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Clothingstructuredesignwasacompulsorycourseofclothingspecialty,whichtookthebasicrulesofclothingstructure
asthemaincontent.Itsprofessionalcontentwasaimedatproductionpracticeandhadstrongpracticability.Withtherapiddevelop-
mentofsocialinformation,therewerestillsomedeficienciesinthetraditionalclothingstructuredesigncourse.Clothingcollegesand
universitiesshouldusetheinformationtechnologyteachingmethodtosolvethis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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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绒棉/50%细绒棉纺制集聚纺纱线,按照精梳吨纱用

棉量1250kg,每吨配棉可以从19000元降低16200
元,每吨精梳纱减少了3500元;若采用50%长绒棉/

50%细绒棉代替纯长绒棉纺制集聚纺纱线,每吨精梳

纱预计减少5000元。在满足纱线质量的前提下,降
低长绒棉含量,可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4 结语

通过选择不同比例的新疆长绒棉和细绒棉,在精

梳准备预并工序进行长绒棉/细绒棉混和,纺制了9.7
tex的50%长绒棉与50%细绒棉、15%长绒棉与85%
细绒棉和100%长绒棉的集聚纺精梳纱,为开发长绒

棉/细绒棉精梳纱提供了新的开发思路。研究认为:随
着长绒棉含量的降低,成纱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降

低;随着长绒棉含量的增长,条干不匀CV%、细节、粗
节、棉结和单强不匀CV%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单
纱强力有明显增加;JC9.7tex采用15%长绒棉/85%
细绒棉和50%长绒棉/50%细绒棉集聚纺纱长绒棉含

量在50%以内时,重量CV和强力CV的质量水平未

出现变化,JC9.7tex长绒棉比例超过50%时,棉结的

质量水平未出现变化。根据成纱质量水平正确选用长

绒棉的比例,实现不同混纺精梳纱时差异化投入成本,
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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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ningofXinjiangLongStapleCottonandFineCottonBlendedCondensedY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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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spinningpropertyofXinjianglongstaplecottonandfinecottonincombingofcompactspinningwasresearched.The
routingformixingandspinningprocessoflongstaplecottonandfinecottonincombingofcompactspinningsystemwereanalyzed.
Afterpre-drawingprocessbyrespectively,longstaplecottonandfinecottonweremixedinproportionsondrawframeandlapma-
chine.Theblendedyarnqualitymadeof50%longstaplecottonand50%finecotton,15%longstaplecottonand85%finecotton
werecomparedwiththatmadeof100%finecotton.Theresultshowedthatwiththedecreaseofthecontentoflongstaplecotton,

yarnqualityalldecreasedtodifferentdegrees.Determiningtheproportionoflongstaplecottonreasonablyaccordingtotherequire-
mentofyarnqualitycouldreducethecostofrawmaterial.

Keywords:Xinjianglong-staplecotton;finestaplecotton;blending;compactspinning;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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