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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更好地探索与实践服装结构与工艺课程思政教学,通过检索、梳理和分析课程思政相关文献,将现行课程

思政建设总结为宏观角度的探索、专业建设层面的讨论和具体课程的实践研究三个方面。基于服装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探

索与实践研究相对缺失的现状,以“女装结构与工艺”课程为例,对其课程概况、教材建设、在线课程建设等方面进行纵深

和横向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思政案例进课堂、教学内容融合思政素材等可行性实践路径,最后通过教学成果和

教学反思,肯定了思政教学方法在专业课教学改革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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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教书育人的全过程,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门

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1]。2019年3月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再次强调了课程思政的重要性,指
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

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

程全方位育人[2]。课程思政教学建设有助于培养大学

生牢固的爱国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专

业课课程思政的执行,在更好地实现传授专业技能的

同时,培养了学生知识报国、协作共享意识。

1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背景

2004年以来,中央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文件,在各级政府和院校的不断探索下,逐步形成课

程思政理念,即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

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

教育理念。高等院校作为课程思政教学的排头兵,从
国家意识形态战略高度出发,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

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
通过中国知网对课程思政教学研究背景进行梳

理,首先是从宏观角度探索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的方法

路径和策略。杨静娴等提出基于教育赋权理论的思政

课分众教学模式[3],该研究是针对高校思政课本身进

行思政育人的一种新探索,对其他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黄磊提出专业课教师在教

学目标设计过程中需合理增加政治素养的教学目标,
充分挖掘思政教育元素,并积极融入到专业课教学过

程中[4]。顾晓英指出教师是做好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的关键所在,应充分发挥教师思政教改的主体作用,
通过各项规章制度、鼓励政策激发高校教师进行思政

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5]。李寒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教育内化是高校思政教学的关键[6]。基于思

政教学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较丰富,能够较好地对整

体课程思政教学提供方向性、策略性的指导。
其次是基于专业建设层面进行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的探索。刘圆圆指出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要基于技能目

标,团队协作集体备课完成系列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

更新完善,最后通过校、院、系三级联合培养专业课教

师的思政教学能力[7]。周冠琼将抗疫思政元素融入英

语专业课程教学,不仅让学生成为受众感受中国的集

体智慧和凝聚力,更能够使学生成为抗疫故事的讲述

者、传播者,使其自觉承担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

任[8]。该类研究提出了相对详实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路径,对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具有积极影响。
最后是关于具体课程的思政教学实践研究。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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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体育类课程思政之问、之质、之思三个方面提出

课程思政教学的设计方法、教学内容选取、教学要义

等[9]。高兰英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广告美学”课
程思政教学内容设计做出深入浅出的解读,强调思政

教学的价值引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三位一体教

育功能[10]。该类研究针对某门课程展开,更深入详尽

地阐释了专业课课程思政如何做、如何做好、如何反

思,达到了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动态、循环、提升的目的。
“女装结构与工艺”课程是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

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近年来各个院校围

绕该课程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等

方面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并取

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针对该课程思政教学探

索与实践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基于此,在梳理和总结

课程思政建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福州大学服装系

“女装结构与工艺”课程教学改革为例,对课程思政教

学进行探索与实践研究。

2 “女装结构与工艺”课程教学现状

2.1 课程思政概况

针对开办纺织服装专业历史比较长或以其为特色

的纺织服装类专业高等院校开设课程的调查统计,通
过调查结果可知,每个院校的课程建设侧重点各不相

同,例如北京服装学院的专业课程群建设措施,东华大

学实行专业课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融合统一、国家级精

品课程建设策略,武汉纺织大学和浙江理工大学的

MOOC课程建设措施,西安工程大学和苏州大学在积

极进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天津工业大学则注重精品

课程建设工作,中原工学院全力实施卓越班计划,这些

特色都对“女装结构与工艺”课程教学改革起到指引和

促进作用,通过信息检索,各个院校都在综合各种资

源,努力打造思政教学典型案例课程。
这8所专业院校之外,还有江南大学、温州大学等

院校在纺织服装学科建设中取得卓越成效。福州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开办历史与其他院校相比并不

短,目前教学场地建设主要集中于厦门集美校区和晋

江科教园,具有较为先进的教学设备和比较雄厚的师

资力量,特别是晋江教学场地建设能够更好地对接属

地服装企业公司,为学生实习实训和产教融合提供更

为便利的条件。福州大学“女装结构与工艺”课程计划

开设课时为72课时,教学内容主要集中于女裤、女裙

和女上衣结构设计与工艺制作,已进行多轮教学改革,

2020年根据学校政策,由教务处牵头组织,开始着重

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的更新与完善。

2.2 教材比较分析

针对从教过程中所采用过或购买拜读过的教材进

行比较分析,从教材内容来看,很多教材都是由浅入

深,涵盖人体测量、原型制作、结构纸样设计变化规律、
成衣结构纸样设计等,对初学者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
但一般的教材都比较侧重结构纸样设计部分,工艺制

作部分需要另行购买参考书籍或依靠教师课堂示范。
此外,大部分教材范例集中于女裙、女裤、女衬衫、

女西装等,对中国特色服装结构设计的范例讲解过少,
少部分教材内容会涉及到旗袍结构设计,但其他变化

款式的介绍几乎没有,因此根据福州大学教务处相关

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做到不迷信于教材,综合应用各个

教材的优势,并补充属地民族特色服装结构与工艺相

关教学内容。

2.3 在线课程建设比较分析

近年来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推动,崭新的教学形

式和现代技术得以融合应用,在线课程和在线开放资

源建设就是其中常见的先进形式,特别是2020年新冠

疫情的影响,学校、老师和学生都深刻认识到线上课

程、混合课程建设的重要性和便捷性。就中国大学

MOOC、爱课程平台的相关课程进行比较分析。
目前在中国 MOOC、爱课程、学堂在线等平台开

设服装结构与工艺课程的院校有浙江理工大学、南通

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江西服装学院等,从在线课程建

设来看,这些院校无疑走在了前列,特别是浙江理工大

学从“服装结构设计基础”课程到“女装结构设计”课
程,再到“立体裁剪”课程,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

在线课程体系,此外、江西服装学院的在线课程建设也

已经完成3门,包括“服装结构设计”“服装CAD”“工
业样板设计”。从内容上来看,这些在线课程与教材建

设相一致,具备体系化的课程内容。但是也如教材建

设一样,在线课程对中国特色或者具有代表性的服饰

的示范讲解并不丰富,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为课程思政

教学建设留下了较大的改革空间。

3 “女装结构与工艺”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探索

福州大学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各级的教育思想

方针,多次下发文件鼓励教师进行思政教学探索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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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不断更新和完善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女装结构与

工艺”课程组主要从思政案例的挖掘、教学内容与思政

建设融合等方面进行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努力做到

对标对本,基于思政教学视阀修订教学大纲、教案、教
学课件、教学评价指标等文件。

3.1 思政案例进课堂

关于思政案例的挖掘,可以归纳为时政新闻案例、
名人事迹案例和传统文化3个方面,笔者在“女装结构

与工艺”课程中所使用的思政案例见表1,这些案例与

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紧密相关,通过微课形式导入课堂

教学,能够在讲授专业课的基础上,更好地引导学生培

养爱国精神、工匠精神、协作精神等。
表1 “女装结构与工艺”课程思政案例

序号 案例类别 案例名称 培养目标

1 时政新闻类
时尚的温度:北京8分
钟表演服装

增强学生专业自信心和自
豪感、时尚与科技融合报
效祖国、以人为本的设计
精神

2
永恒的中国红:嫦娥五
号织物版五星红旗

增强学生专业自信心和自
豪感、科技报国理想信念、
工匠精神

3 名人事迹类
为第一夫人定制服装:
马可的创作故事

引导 对 中 国 手 工 艺 的 思
考、提升学生民族自信心
和自豪感、提升学生创新
创意设计意识

4 传统文化类
诗经·国风·秦风·
无衣

协作精神、团结友爱精神、
攻坚克难精神、分享精神

5 杜甫《丽人行之一》
传统手工艺的精湛、对美
好事物的发现、对青春时
光的惜取

3.2 教学内容与思政建设融合

除思政案例挖掘之外,课程组还积极将教学内容

与思政建设相融合,该课程从3个方面将教学内容与

思政建设相融合,第一方面是女装结构设计知识板块,
加大中国代表性或者特色服饰结构案例的教学,例如

旗袍结构设计;同时将属地民族特色服饰结构设计融

入课堂教学内容,例如福建渔女服饰结构设计。第二

方面是工艺设计知识板块,在完成成衣工艺制作的教

学环节,鼓励学生手工制做旗袍或者具有地域特色的

服饰,融入中国传统手工艺,例如盘扣、盘花、刺绣、包
边等传统手工艺。第三方面是知识分享板块,以汇报

交流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分享,
引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对学生进行熏陶,有意识地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积极向上的设计观,关注国潮设

计,为中国设计贡献力量。

3.3 教学成果与教学反思

课程思政并不是死板地将思政案例生搬硬套,对

学生进行说教式教学,而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用动

图、小视频等融合教学,提高课堂活跃度与思政内容的

趣味性,实现对学生润物细无声的思政教育。通过多

轮的教学改革,发现专业课思政教学的执行使课程内

容更加丰富、课程的层递性更强,学生的课程反馈变得

更为积极主动,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会主动尝试应用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并积极协作、共同进步,教学成

果与以往相比质量明显提升。受指导学生的代表性创

作见表2,从这些创作中,能比较清晰地感受到思政教

学的功用,学生能够主动挖掘传统文化元素,并在创作

中进行深入解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深入践行专业课

思政教学,努力探索出更加适合服装专业课程思政教

学的活态、可循环、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
表2 学生代表性创作

序号 成果名称 示例 备注

1
《凤 凰 于
飞》系列服
装创作

用中国传统凤凰
纹样 元 素,结 合
中 国 传 统 的 披
风、云 肩 等 款 式
进行创作。

2
《遗墨·犹
新》系列服
装创作

以中国活字印刷
术为 灵 感 来 源,
将其应用于系列
服装 创 作,制 作
工艺结合立体刺
绣。

3
《傩 戏 人
生》系列服
装创作

以傩舞元素为创
作灵感,将傩舞、
傩面具以解构的
形式应用于设计
中。

4 结语

设计类专业课在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应该最

大程度赋予学生积极向上的设计师价值情感态度,教
师在专业课思政教学建设的过程中,需立足区域、放眼

全局,将本土特色文化元素、非遗元素和中国传统优秀

文化元素巧妙融入课堂,实现对学生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的思政教育。“女装结构与工艺”课程思政教学的探

索与实践在坚持专业本色的同时,擦亮思政底色,更好

地做到为党、为人民和为社会需要培养创新型、职业

型、综合型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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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betterexploreandpractice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ofclothingstructureandcraftcourse,

throughsearching,combingandanalyzingtherelevantliteratureof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thecurrentcur-

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wassummarizedintothreeaspects:explorationfromamacroperspective,discussionat

thelevelofprofessionalconstructionandpracticalresearchofspecificcourses.Basedonthecurrentsituationoftherelativelackofex-

plorationandpracticalresearchon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ofclothingcourses,takingthe"women'sclothingstruc-

tureandcraft"courseasanexample,anin-depthandhorizontalcomparativeanalysisonitscourseoverview,textbookconstruction

andonlinecourseconstructionwerecarriedout.Thefeasiblepracticalpathssuchastheintroductio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pro-

gramsintotheclassroomandtheintegrationofteachingcontentswithideologicalandpoliticalmaterialswereputforward.Finally,

throughteachingresultsandteachingreflection,thevalueandsignificance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methodsinthepractice

ofprofessionalcourseteachingreformwereaf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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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principleandtechnologicalprocessofmeltblownclothproductionwereintroduced.Thematerialselection,micro-

porousdesignandprocessingmethodofthecorecomponentspinneretinthemeltblownmodulewereintroduced.Theprocessingdif-

ficultiesofspinneretmicro-holeswereexplained.Theproblemsencounteredintheproductionprocessofmicrofibersandthedifficul-

tiesintheproductionofmeltblownclothwere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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