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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特点,对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重新审视“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的教学目

标,借助文献查阅、访谈及观察等方法,解读学情,并基于学情及社会需求重构课程,开展了“学生全程参与”的教学探索,

并以“不一样的体验”实现了学生兴趣的激发与潜能的挖掘,促学效果较为明显,为后续课程的多元改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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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一流本科课程

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2019〕8号),提出“课程是人

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

量”,再次表明了课程建设的重要性,即课程虽隶属微

观,然是关乎宏观的战略大问题[1]。以学习中央、地方

及学校文件精神为切入点,通过文献查阅、访谈、观察

及实践等方法,先后对“服装专业英语”、“服装结构设

计”等课程开展了教学探索,获取了“学情、课情、人情

三位一体”的基本改革思路。立足该思路,重新审视

“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的教学目标,凸显课程的

“综合”属性与“实践体验”特点,强调与企业模式的“零
对接”,开展了“学生全程参与”的教学探索,取得了一

定的教学效果。

1 “成衣综合设计及实践”课程的教学探索思路

“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是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开

设的一门实践课程,开设于第6学期,是立足于服装设

计、营销、结构及工艺制作类课程的一门综合性课程,
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性、教学形式的多样性与教学过

程的闭环性(分析—实施—汇报总结—反馈)是有效提

升教学效果、丰富学习体验的重要保障。为此,基于

“学情、课情、人情三位一体”的改革主张,借助“看、思、
析、做、展”的五步实施过程,开展了该课程的有益探

索,具体思路如图1所示。

1.实时关注
2.动态教学

1.多看多听，关注团体与个体差异
2.多问多聊，开展“加码、减负” 人情滋养：亦师亦友，营造和谐氛围

1.课内知识：营销、设计、结构、服装CAD、工艺、生产管理等
2.课外知识：摄影、视频剪辑等

1.案例贴合实际
2.过程贴合实际
3.思维贴合实际

1.“逛”开端，“做”落实，“展”结尾
2.看中思，思中析，析中做，做后展，展中学，学而知新 人情滋养：

1.赏识思维，亦师亦友
2.就地取材，贴近生活
3.聊天讨论，轻松自然

课前

课中

课后
学情

教学探索

课情

看

思

析

做

展

知识、能力与素
养的有机融合

知识串联

真实模拟

循序渐进

主题确定：全员参与共同确定

具体实施：
1.调研、讨论定风格、款式
2.分工协作定结构、工艺及文案
3.互帮互助下的成衣制作
4.集思广益中的出彩展示

效果评价：
1.“过程+成果”的双轮模式
2.“教师+自评+互评”的多主体参与

全程参与

图1 “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的教学探索思路

2 “成衣综合设计及实践”课程的教学探索诠释

2.1 学情分析

古有《论语》、《学记》、《尽心上》等强调“因材施

教”,今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及OBE理念重申“以
学生为中心”。由此可知,深入、全面地关注和了解学

生,并能以课程教学为载体,实现师生在教学场景中的

“共情”,继而实现校园多场景的“情生共智”是十分关

键的,且极具挑战性。为此,采用课上、课下观察,个案

追踪与访谈,组建志愿者团体(项目/竞赛团队)等形

式,实时获取学情数据,并结合相关文献及思考予以分

析,从共性与个性两个视角给予教学策略应对。
根据课程大纲要求,课程以项目形式组织教学过

程,即开课前由教师设定遴选原则,学生在遵循原则的

基础上,自主确定项目主题。其原则为(1)坚持环保

性、使用性理念,衣要可穿、能穿、爱穿;(2)季节性考

虑,便于后续效果展示。
综合班级人数、学生意愿等因素,该课程确定的项

目主题为连衣裙和休闲外套。以连衣裙项目为例的学

情分析及应对策略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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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的学情分析及应对策略

学情分析 应对策略

课前

1.班级学生整体踏实,进取心
强,且女生的综合素养更佳;
2.项目组中有女生20人、男生

1人,学生的专业知识储备水平
高;
3.以宿舍为单位遴选项目主题
的现象普遍;
4.多课程融合、解决专业综合
问题的机会偏少

1.打 破 宿 舍 圈,随 机 组 建 团
队,产生 负 责 人,创 造 交 流 机
会,克服社恐问题;
2.打 破 课 本 体 系,强 调 生 活
化、日常化,以“逛网”为手段,
增加趣味性,提升交流频次,保
障学生的学习投入;
3.打破“课程圈”,以连衣裙项
目任务为载体串联先修课程知
识,注重知识、能力与素质的有
机融合,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
践反哺真知的良性循环

课中

1.个别学生融入陌生团队的适
应性不够;
2.团队成员的优势各不相同,
团队分工能因人而异,注重个性
发挥;
3.团队合作中,善于集思广益;
4. 部 分 学 生 “勤 学、善 思、善
问”,部分团队“敢想、敢试、敢创
新”;
5.学习的欢乐程度存在差异化

1.兼顾“人情”,适当调整团队
组成与负责人;
2.汲取团队的好做法,并及时
推广、发布;
3.适当“加码、减负”,做好任
务量与形式的因材施教;
4.正面思维看待学生学习中
“成与败”

课后

1.大多学生能以高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确保课后作业的较高水
准;
2.项目下的21名学生具备善
始善终思维,但意识强弱有别

1.课程总结坚持“情中肯定,
理中剖析”原则,强调获得中激
发进取意识;
2.借助访谈、问卷等形式引导
学生反思学习,培养其“回头
看”意识

2.2 课情解读

“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强调综合性、连通性

与融合性,其实践任务的“两性一度”[2]极为凸显,但限

于学生专业基础的差异化,实践任务必须遵照“循序渐

进、层层递进”原则,确保教学过程的张弛有度和学生

思维的坡度发展。为此,课程坚持弹性模式,确定了

“基本量+绩效量”的实践任务。具体诠释见表2。
表2 “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的实践教学任务诠释

基本量 权重 绩效量 权重

1.调研报告

2.工艺单制作

3.技术资料整合

4.成果汇报

5.成衣制作

85%

1.调研款式的有益创新

2.依照企业生产模式制作工艺单

3.成果汇报形式多样化、新颖化

4.成衣展示别出心裁

15%

  认知心理学最新成果显示,知识的获取并非行为

主义者理解的“刺激—反应、讲授—记忆”过程,而是通

过专业活动主动建构的过程[3]。为此,课程借助“看、
思、析、做、展”,帮助学生逐步形成自我知识体系,进而

实现知识、能力与素质的有机融合,具体如图2所示。

2.3 人情滋养

教学活动实质上是通过人与人有效沟通、交流实

现知识的传递与丰富[4]。因而,人与人间“情”能促生

有温度的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让其从课堂旁观

者变为参与者、实施者。具体做法如下:

实践任务

看

思

析

做

展

首次网调:定团队连衣裙风格

二次网调:看款、搭配、面料、结构工艺

1.调研报告
2.新款式图

看中思:风格遴选依据，款式特色、不足

思中动：找同款不同面款、找类似款，汲取灵感变款

结构解析:看款定尺寸，形成首版;看样调尺寸，逐步形成终版

工艺解析:看款定、看样定，尝试采用新工艺

成衣解析:面料对结构、工艺参数的影响

做纸样:ET软件，结构图、工业样版图、排料图

做样衣:坯布制作样衣，调款式及结构、工艺参数

做成衣:面料制作成衣，定最终工序流程、看终极效果

人台试穿:技术视角评版型、工艺及面料选用的合理性

真人试穿:销售视角评服装的可接受性

文本资料展:调研报告、工艺单、技术资料

成果汇报展:PPT、视频制作，现场汇报

1.样衣及全套纸样
2.或衣及全套纸样
3.样衣、成衣排料图
4.整套技术资料

1.调研报告
2.工艺单
3.技术文案资料
4.1:1连衣裙纸样
5.21件成衣
6.过程视频
7.实习报告

1.照片
2视频
3.文本
4.讲解演绎

1.工艺单
2.ET结构图

图2 “看、思、析、做、展”的具体诠释

(1)用“为母之心”履“为师之职”,多视角观察并读

懂学生,发掘学生的闪光点,并通过赏识、鼓励等方式,
让其在愉悦氛围中心甘情愿地接受加码,且自豪感会

油然而生,自信心和主动学习的动力会更足。
(2)教学相长、“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思维贯穿始

末,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不做即刻回答,而是采用“你们

团队的看法是什么?”、“用坯布试样后,也许问题就没

了”、“这个问题很新颖,我的观点是……”等探讨模式,
为学生创造更多深度参与学习的机会,激发其学而思

的积极性,不断强化其团队合作及手脑并用的意识与

习惯。
(3)源于服装的生活属性,“就地取材”的案例教学

法要深入身心。借助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现场同学

的着装或某销售平台上的服装照片)案例去解学生之

困惑,既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又能拓展其解决问题

的视角,并帮其养成善于观察并发现美好的习惯。

3 “成衣综合设计及实践”课程的促学效果

注重过程体验、坚持成果导向是当下课程建设的

重要标准。为此,从项目中21名学生课程体验、获得

感及课程探索中产出三个方面展开本次课程探索的教

学效果分析。

3.1 体验感分析

课程探索以“学生全程参与”设置教学环节,以破

圈思维构建学习团队,以“两性一度”标注安排实践任

务,以赏识教育实现情生共智。整个过程体验深度与

广度循序渐进,氛围和谐而友善,这在问卷调研中得到

了很好印证,21名同学参与讨论,发表了对该课程学

习的认知和感想[5]。
(1)破圈建立团队,虽有“阵痛”,但收获的惊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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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平“痛感”。同时,团队成员的默契配合、互帮互助让

每个人都收获了超越课程的深情厚谊。
(2)实践任务的“两性一度”带给大家压力,但团队

的集思广益、分工协作又化解了困扰,整个过程有张有

弛,收获很多,且对后续课程的学习具有辐射作用。
(3)多视角、多主体的效果评价带给大家“第一次”

的体验,更让学生拓展了视野,领略了“天外有天,人外

有人”,拓展了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

21名学生参与讨论的摘选如图3所示,体验感如

图4所示。

图3 课程体验感受摘选

A.好，获得了综合运用知识的机会，体会了团队合作的优势与快乐，成长了很多

B.较好，成长了一些

C.一般，虽然有收获，但太辛苦了

D.较差，团队合作的形式不太喜欢，任务工作量有些大

E.差，团队合作的形式不喜欢，任务工作量太大，有些吃不消

17人 81%

4人 19%

0人 0%

0人 0%

0人 0%

图4 课堂体验感调研

3.2 获得感分析

好的体验是获得感营造的基石,课程通过学生全

程参与打造了学习的体验之旅,借助问卷调研切实了

解学生的获得感,如图5所示。同时,批阅实习报告等

文本资料时,有18名学生撰写了超过1页的实习心

得。一个学生这样说,“两周的实习虽短暂,但经历了

从选款、定款、分析款式、定规格尺寸、打版、做样衣、调
版、选购面辅料、配饰到做成衣的全流程,更尝试了调

研报告、工艺单及整套技术资料的撰写,还学会了拍美

美的照片、做有个性的PPT、编辑属于我们美好回忆的

视频,每个环节大家都配合默契,遇到问题一起攻克,
不言放弃,力争做到最好,这是这个夏天最美的体验,
大家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还有一个同学这样

说,“老师说自己是学生的领路人,这让我超级感动,也
对我启发很多,我觉得那才是老师和学生的相处模式,
互相学习,老师就是路边的栅栏,我们走偏了老师就阻

挡一下,一直给我们正确的方向。”言语中透露了对课

程探索的极大认同。
A.收获满满

13人 61.9%

B.收获较多

C.收获—般

D.收获少

E.没收获

7人 33.3%

1人 4.8%

0人 0%

0人 0%

图5 课程收获感调研

3.3 产出情况分析

由图2、表2可知,该课程以团队为单位产出调研

报告1篇、工艺单1份、技术资料1份、实习报告若干

份(团队成员每人1份)、汇报PPT及相关材料1套、
坯布样裙1条、连衣裙若干条(团队成员每人1条)、协
作过程记录1份、1∶1工业纸样1套。图6为部分团

队的汇报PPT缩影,图7为部分成果的评价结果。
由图7可知,师生对成果或表现的态度及标准存

在偏差,个人情感所占比重亦不相同,某种程度上教师

评分的客观性要弱于团队评分。例如成果汇报的评分

中,教师因看到团队的通力配合、成果的多姿多彩及主

讲人的精神风貌,不自觉就将起评分定为90分。然团

队互评中,每个团队都会以自己团队的战果为参照物,
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我们团队是最棒”的情结,因而分

数评判中会“高标准、严要求”,这就出现了教师评分均

在优秀等次,而团队互评均在良好等次。虽有偏差,但
整体看法与认知是趋于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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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款连衣裙分析

小组自我评价
优点：

小组成员之间积极参与、配合默契，遇到疑难点共同进行
商量讨论。

成衣最终的效果达到预期要求。
制作成熟，成衣可日常穿着

缺点：
面料采购不太理想，出现褶皱、掉色、粘毛、熨烫易极光，袖

山不够饱满等现象。
缝制工艺有欠缺，有些结构处理的不到位（如省尖点)。

图6 汇报PPT缩影

第1组(6人) 90分

教师评价89分，组间互评89分，自评97分

第2组(5人) 91分

教师评价90分，组间互评90分，自评95分

第3组(5人) 92分

教师评价91分，组间互评91分，自评97分

第4组(5人) 93分

教师评价93分，组间互评91分，自评98分

第1组(6人) 86分

教师评价90分，组间互评82分

第2组(5人) 89分

教师评价96分，组间互评84分

第3组(5人) 89分

教师评价92分，组间互评86分

第4组(5人) 92分

教师评价96分，组间互评88分

图7 部分环节的过程评价

4 结语

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契机,坚守立德树人本质,
通过课程教学的不断探索,走好高等教育的“最后一公

里”。就“成衣综合设计与实践”课程而言,其关注学

情、厘清课情、输入人情的教学探索极大丰富了学生的

学习体验,增强了其获得感,实现了单课学习到多课交

叉融合式学习,达到了知识、能力及素质相互融合的目

的,是提升教学效果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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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Explorationof"ClothingComprehensiveDesignandPractice"
undertheThoughtsof"BreakingCircle"

WANGHong-ge,ZHUYe
(HenanUniversityofEngineering,Zhengzhou451191,China)

  Abstract:Combinedwiththecharacteristicsoffashiondesignandengineering,theteachingobjectivesofthecoursenamed"cloth-

ingcomprehensivedesignandpractice"werereexaminedaccordingtotheprofessionalcertificationstandardsofengineeringeducation.

Withthehelpofliteraturereview,interviewandobservation,thelearningsituationwasinterpreted.Basedonthelearningsituation

andsocialneeds,theteachingexplorationof"students'fullparticipation"wascarriedout.Thestimulationofstudents'interestand

excavationoftheirpotentialwereachievedbyapplying"differentstudyexperience",andtheeffectofpromotinglearningwasobvious.

Itlaidafoundationforthediversifiedreformoffollow-upcourses.

Keywords:analysisoflearningsituation;interpretationofclasssituation;fullparticipation;feelingnourishment;learningpro-

motion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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