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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通过对染整工艺学(二)课程进行学情分析,基于该课程内容进行设计,完

善课程知识体系。通过改革该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突出教学实践,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通

过对课程进行改革探索,推进该课程“双一流”建设,提高高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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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家提出“双一流”学科建设,首先是要基于

人才培养建设“双一流”教学课程[1]。轻化工程学科实

践性较强,染整工艺学(二)是轻化工程专业的学位课

程,是在学生学习纤维化学与物理、染整工艺学(一)的
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各种染料的染色机理、染色工艺控

制机制及印花过程、印花工序调控机制。该课程需要

结合传统理论,对当代染色及印花新型工艺进行创新

设计及过程控制,在轻化工程专业课程设置中占有举

足重轻的位置[2-3]。随着当前“双一流”课程改革的要

求,染整工艺学(二)课程经历了长期课程教学实践与

改革,以适应当代染整行业的新需求。以该课程教学

改革为例,基于该课程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学情分析,优
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并且突出教学实践,结合网络

教学资源,完善教学知识体系,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

1 染整工艺学(二)课程学情分析

染整工艺学(二)是大四上学期学生必修课程,课
程内容较为完整。其基本内容是将染料的化学基础知

识、染色基本理论与染色工艺及印花工艺相融合,重点

阐述各类纤维纺织品染色和印花的工艺原理、工序设

计及过程控制。大四学生在修这门课之前已经具备相

关专业基础,包括各种纤维的物理与化学性质、纱线及

织物的前处理(退浆、煮炼、漂白等)、织物后整理相关

内容。该课程建设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各种染料的染色

机理及染色工艺控制机制。但先前的教案及上课重点

集中在各种染料的现成染色工艺,包括使用的染色助

剂、温度、浴比及染色曲线控制,传授知识趋于表面化,
无法体现教学的先进性和科学性。随着印染行业对于

低盐、低助剂、少水工艺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对于小批

量、多品种、多功能、高智能绿色纺织品的需求越来越

高,且印染企业所使用的染整设备和助剂日新月异,纺
织品(纤维、纱线或织物)对应的染整工艺早已发生变

化,因此对本专业学生的基础知识、实践能力及变通创

新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学生来说,学生毕业走向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参加工作成为应用型人才,此
时学生的需求是要基于课本染料工艺及理论,结合自

身实践,提高动手能力;二是考研需求,此时学生需要

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结合创新思维,提高科研能力。
因此,课程建设目标需要着重强调三点:(1)扎实的染

色理论基础;(2)较活跃的创新思维;(3)较强的实践能

力。

2 染整工艺学(二)课程改革探索

2.1 设计课程内容,完善课程知识体系

结合染整工艺学(二)课程建设目标,基于培养学

生扎实的染色理论基础,增加了染色基础理论部分的

学时;基于培养学生较强的实践能力,同步配套了相应

的染整工艺学(二)实验课程;基于培养学生较活跃的

创新思维,将最新科研成果融入课堂教学,并在课后设

置开放性作业,让学生查阅文献,进行创新探索。将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教学理念付诸实施,经过

改革后该课程共72学时,其中包括染整概况绪论(2学

时),染色过程及在溶液中的性质(6学时),染色热力

学基础(8学时),染色动力学基础(4学时),直接染料

染色性能、上染纤维素纤维基础理论及染色、固色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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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时),活性染料结构、染色性能、基础理论及固色

分析(6学时),还原染料及硫化染料染色过程和染色

原理及工艺分析(6学时),酸性染料染色种类、上染蛋

白质纤维原理及染色工艺(4学时),分散染料溶液特

性、染色原理及染色方法(4学时),涤棉混纺织物的染

色(2学时),阳离子染料上染腈纶纤维基本理论及染

色工艺(4学时),印花总论(4学时),印花原糊性能及

各论(4学时),涂料印花组成、机理及工艺(4学时),活
性染料直接印花(2学时),涤纶及涤棉混纺织物的印

花方法(4学时),综合印花总论(2学时)。相对应的染

整工艺学(二)实验课程同步进行配套,例如学生在课

堂学习完直接染料的相关内容,就进入实验室进行直

接染料实验课程实践,并结合课堂理论知识分析实验

过程中各因素的影响,最后基于当前低盐少水的工艺

要求,对现有的工艺进行创新性改进探索。其实验课

程包括直接染料染色(4学时)、活性染料染色(4学

时)、还原染料染色(6学时)、分散染料染色(4学时)、
阳离子染料染色(4学时)、酸性染料染色(4学时)、棉
织物活性染料直接印花(4学时)、涤/棉织物分散/活

性染料同浆直接印花(4学时)、扎染(6学时)。其主要

目的是辅助学生掌握各类染料染色的方法,以及电解

质、pH值、染色温度对各类染料上染的影响机制;掌握

活性染料和分散染料的直接印花方法、混纺织物同浆

印花实验理论和效果控制机制。此种内容改革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

2.2 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为提高学生的兴趣点和参与度,需要在教学方法

多样化上下功夫。首先要保障高质量和高直观性的课

件,另外在课堂教学中,采用案例式、启发式、探索式、
讨论式等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在每一个章节结束,
设置涉及学术前沿的开放主题,分组进行讨论或分组

进行PPT介绍。一方面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培养

学生团队协作的精神,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学习能动性,
另一方面促使学生利用知网、百度等资源拓展知识面,
从更深更宽的层面掌握课本内容,以有利于延伸到将

来的创新设计中。在课堂授课前,教师需认真梳理课

堂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精心设计教学环节,推荐选用

BOPPPS模式,即导入课堂主题———学习目标———前

测———参与式学习———后测(结合超星学习通预先设

置好的章节测验)———课堂小结。另外,该课程利用超

星学习通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超星学习通平

台上预先上传课堂资料和教学资源,以及工厂实际生

产的视频资源,使学生更直观掌握各种染料的实际染

色工艺流程,具体课程设置如图1所示。在课堂教学

中利用在线签到、摇一摇选人、分组讨论及课堂随测,
并自动记录学生的综合平时成绩,提高教学效率。

图1 课程章节设置及活动

2.3 突出教学实践,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染整工艺学(二)实践性较强,在讲授理论知识的

同时需要结合实践,直观理解教学内容。我们基于以

下三个方面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第一,在课程设置中

同时配套染整工艺学(二)实验课程,学生可以自己动

手感受染料的染色过程及工艺参数的影响。第二,在
课堂教学中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提高

学生的实践创新意识。如在讲授分散染料上染涤纶纤

维的染色方法时,提到涤纶纤维刚性较强,玻璃化温度

较高,分散染料一般需要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染色,无疑

增加了染色成本和环境承载能力。因此,最新研究将

涤纶纤维改性,通过在其聚合阶段引入酸性基团和柔

性链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纤维的柔性和吸湿性,
降低其玻璃化温度,使其可实现阳离子低温染色,提高

了其穿着舒适性的同时,降低了染色助剂使用量和染

色成本。这样的科研实例,可以让学生更深刻掌握纤

维和染料之间的结合机制,并通过染料改性或纤维改

性创新性改变其染色方法和染色工艺,提高其工程实

践效果。第三,通过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传本学院实

践教学视频及实践基地图片,为学生下一步的生产实

习和实践打下基础,提高其后续实践能力。

2.4 考核评价方法多样化改革

基于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学生课程考核

评价方法也对应进行改革。舍弃之前“重结果轻过程”
的学习评价模式,将平时成绩的比重增加到40%,并且

平时成绩主要包括课程视频(10%)、章节测验(25%)、
章节学习次数(10%)、讨论(5%)、作业(25%)及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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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通过超星学习通实现了线上直接评价平时成

绩,具体如图2所示。结合最终的期末成绩(60%)综
合评价学生的课程成绩。其中平时成绩中的课程视频

包括课堂导入视频、实践基地视频及课件视频资源,其
目的是为了在预习阶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

学习过程增加学生的直观效果;章节测验所占比重较

大,可以有效评价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为提高章节测

验成绩,学生需要做好预习,并参与到课堂教学过程;
章节学习次数和作业是为了促使学生在课下能够进行

有效复习;讨论环节是为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视频

签到基本在上课5min内打卡完成。超星学习通可以

直接在这几项设置中综合给出平时成绩,并且平时成

绩设置透明化,学生可查看其他学生的平时成绩,了解

差距,进行查漏补缺。这种动态监测及动态完善的平

时评估教学机制,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和主

动学习热情。对比改革前后课程的测试成绩,学生的

综合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

该课程改革的满意度也大大增加。

3 结语

在国家建设“双一流”学科的背景下,基于染整工

艺学(二)课程学情分析,对该课程进行改革探索,包括

对课程内容进行设计,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突出

教学实践,完善课程知识体系,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实践能力。但本课程在国际化建设、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方面仍有一些不足[4],需以学生为中心不断摸索

前进,立足实际,促进该课程双一流建设。

图2 学生平时成绩各项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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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national"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thepupildescriptionofthecourseofdyeingandfin-

ishingtechnology(II)wasanalyzed,thecurriculumcontentwasdesignedandthecurriculumknowledgesystemwasimproved.The

creativeabilityofstudentswasdevelopedthroughreformingtheteachingmethodandteachingmodeofthiscourse.Thepracticalabili-

tyofstudentswasimprovedbasedonhighlightingteachingpractice.Throughthereformandexplorationofthecourse,the"double

first-class"constructionofthecoursewaspromotedandthequalityofundergraduatetrainingwas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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