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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促使价值塑造内化于课程教学,凸显协同效应,为服装专业教育中思政教育的全覆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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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及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

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关于深化新时代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等,为各高校构建“三全育人”

大格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明

确了以水滴石穿、润物无声之势扎实推进课程思政的

体系化建设方向。在此背景下,河南工程学院服装学

院结构课程组以课程群系统化建设为目标,以点促面,

探索了“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本质,基于专业人才

培养特点和能力素质要求,深入挖掘了课程思政教育

元素,形成了“同源激发、层级渗透”的课程实践特色,

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1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及思政建设历程

“服装结构基础”是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一门学

科教育类课程,是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群的先行课程,开

设于第三学期。课程基于工学思维围绕“服装—人—

环境”系统,以“一件衣服的诞生”为切入点,主要讲解

基本概念与规则、人体与原型理论、制图方法与技巧等

内容,旨在帮助学生建构人体特征与服装造型、平面讯

息与立体呈现的映射体系,进而具备将抽象思维、定性

描述转化为具象表达、定量展示的能力,是服装结构设

计课程群其他课程顺利开展的保障,更是为学生后续

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和复杂工程能力的训练提供重要

支撑。

多年来,“服装结构基础”课程对接“文化强国”“可

持续发展”“智能制造”等国家重大战略,充分挖掘课程

思政内涵和价值引领作用,从“讲中引”到“讲中现”再

到“讲中融”,以点促面,逐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课程

思政建设历程见表1。2019年,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为契机,“服装结构基础”课程以满足毕业指标点

为出发点,对课程目标进行了修订与完善,使得知识目

标、能力目标与思政目标齐头并进。

(1)知识目标 了解服装与服装工业的历史变迁;

熟练掌握人体特征量化表达的技巧与方法;深刻理解

服装三维造型、二维平面与人体特征的映射关系,主要

包含基本概念、制图规范、原型构成原理及结构变化机

理。

(2)能力目标 掌握结构变化的技巧与方法,养成

自主学习、善于观察的习惯,初步具备款式分析及结构

实践的能力。

(3)思政目标 对接“文化强国”“可持续发展”“智

能制造”等国家重大战略,以史话服饰,中西合璧,感知

服饰变迁中的社会烙印,理解中西服饰中工学思维、

“折”学理念的深刻内涵,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求知探

索欲,引导学生树立爱国敬业、守正创新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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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建设历程

发展阶段 实施策略 典型案例

初期阶段
讲中引,即随机方式引入历史故
事、人物传记、社会事件等以丰
富知识传授

案例1:讲“服装制图规则”时,引入“规矩”的由来、大禹治水和鲁班尺的故事;
案例2:讲“原型种类”时,引入国内代表性原型创立者的个人故事(东华大学张文斌教授、北京服装
学院刘瑞璞教授)

完善阶段

讲中现,即对接某个或某些知识
目标凝 练 思 政 元 素,将 历 史 故
事、人物传记、社会事件等编入
授课环节

案例1:为强化学生的专业认同感与自豪感,开课前借助学习通平台发布主题讨论,从“华服盛世”、
宇航员的着装到“你我日常装饰”谈服装的重要性;
案例2:为培养学生珍视亲情、感恩母爱的孝道情怀,讲“服装制作方式”时,引入《游子吟》,诗情画意
中体味古今服装制作方式的不同

升级阶段

讲中融,即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
素,以“同源激发”“层级递进”等
方式实现教学环节的全融入,达
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
领同向同行的目标

“同源激发”案例:由线上销售模式的预售现象引出知识点(服装制作模式)并深入讲解,再以此引出
思政元素(发展的眼光与思维);
“层级递进”案例:第一章课程前言,讲“人—服装—环境”系统中“服装”要素时,以主题讨论为手段,
引导学生从“①服装的功能视角,即保护、装饰与标识;②服装与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视角;
③服装美之于美好生活的视角;④服装工业之于国家发展视角”4个方面展开服装重要性的探讨。
课前发布任务,分组搜集素材、展开讨论,形成小组汇报观点(引入—思考—运用);课中通过小组汇
报、组间质疑、教师点评,完善与丰富小组结论(运用—思考);课后督促学生深度阅读文献,充实并
完善小组成果,参与组间互评(思考—内化)

2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建设内容

2.1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课程组教师基于课程与毕业指标的支撑关系,对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的章节、思政映射、教学设计等进

行梳理,选取典型章节予以说明,见表2。

2.2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的关键元素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开设于第三学期,是继“服装

专业导论”课程后学生接触的专业核心课程,肩负着打

牢基础、激发兴趣、讲好华服故事的责任。切实发挥

“课前、课中、课后”的主渠道优势,秉持中国心、饱含中

国情、充满中国味,在传承与创新中传播中国华服声

音,这是挖掘与梳理课程思政元素的立足点。凝练的

关键思政元素如下。
(1)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从“黄帝垂衣裳而

治天下”到如今服饰的绚烂多彩,“天人合一”的中华服

饰观历久弥新,迸发出“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
此思政要素的运用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即①借助视

频、图片等引导学生完成我国服装史的纵向学习,使学

生领略传统服饰文化的精彩与辉煌,强化学生的历史、
文化认同感[1];②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间的服饰演

变,借助服饰这一缩影帮助学生感知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强化学生的政治认同与民族自豪感;③以“新
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为引子,引导学生了解

纺织服装行业的历史进程、发展现状和趋势,增强民族

自豪感与自信心;④从“规矩”由来看中国测量技术发

展史,领略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人的科学思维;⑤从“纨
绔子弟”看裤子的演变史,帮助学生感知古人敬物节俭

的朴素意识和由此演化出的“折”学思维。

表2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章节 思政映射 教学设计

第一章
课程前言

①专业认同感与自豪
感

②社会责任意识、价值
判断与导向

③文明逛网、传递正能
量

④理性消费、低碳生活

⑤珍视亲情,感恩母爱

⑥民族自豪感、文化自
信心

⑦不断探索、守正创新

⑧求真务实,科学严谨

课前预热:
主题讨论1:服装重要性的探讨
主题讨论2:快时尚品牌的可持
续发展
课中引导与深化:
①手机逛网,分享网购经历

②古诗“游子吟”中的服装制作

③传统服饰加工模式探究(引发
深度思考)
课后强化与深入:
①专业视角刷古装剧,分享自己
的见解

②“汉服”销售网调,分组撰写调
研报告

第二章
人体 体 型 特
征与测量

①民族自豪感、文化自
信心

②探索奋斗、无私奉献

③科学与人文,美美与
共

④“吾辈自强”的责任
感与使命担当

课前预热:
主题讨论:测量技术的发展及灿
烂文明成果
课中引导与深化:
①分享“大禹治水”故事

②梳理传统服饰与人体数据的关
系

③古代裁缝的故事

④三维测量技术及设备的发展,
中外对比分析
课后延伸:
现行号型标准与未来量身定制的
匹配度思考

第四章
女装 原 型 构
成原理

①与时俱进的探索精
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

②不畏艰辛、奋斗进取
精神

③“我辈自强”的时代
使命感

④规矩制图、规矩做人

课前预热:
日本文化原型的演变历程
课中引申:
①中国原型的发展及现状

②东华原型的演变及创始人张文
斌教授的奋斗故事

③设置衣身原型的挑刺环节
课后强化:
跟画作业抽查与批改,组间互改,
教师总改:“从严”“从细”“从精”
的要求,师生共找学生衣身原型
中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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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章节 思政映射 教学设计

第七章
裤装 结 构 设
计原 理 与 方
法

①追溯本源,增强民族
自豪感

②心系社会,树立现代
环保意识,强化社会责
任感与担当精神

③团队协作,成果共享

④攻坚克难的探索精
神

课前预热:
视频导入:涤纶裤的一生,引导学
生思考自己的着装习惯
课中浸润:
①“纨绔子弟”的由来(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穷裤及裤中的“折”
学思维)
②“折”学思维案例解析
课后升华:
①白裤的实践实现与问题思考

②“折”学思维在现代服饰中的演
绎探索

  (2)使命担当意识。讲“三维测量技术及设备”时,
分析中外技术及设备在测量精度、稳定性、数据匹配与

兼容性等方面的差别,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弱肉强食、
强者生存”的深刻内涵,激发学生的自强意识,树立“我
辈自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担当。

(3)工匠精神。讲“原型演变”时,通过文化原型的

八代更迭,折射出服装人的探索进取及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同时,借助国内代表性原型创立者的故事(东
华大学张文斌教授,北京服装学院刘瑞璞教授)传递出

服装人不畏艰辛、奋斗不息的专注与执著。
(4)社会责任感。衣食住行,衣为先。长期以来,

纺织服装作为我国传统支柱产业之一,在国民经济发

展及出口创汇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力量。在绿水青

山、美好生活的新征程上,纺织服装行业责任与使命再

度升级,文化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业已成为主流形

态,考虑生产、设计及使用环节中的资源利用率问题,
减少水污染、碳排放,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诉求,
无疑要求服装从业人员、消费者勠力同心,携手共进。

3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思政的实践特色

3.1 “同源激发”模式下课程思政的润物无声

“同源激发”是用同一社会热点、新闻事件等引出

知识点与思政元素[2],借助两者的同根同源性实现课

程思政的润物无声,并做到了显性传授与隐性传播的

自由切换,更有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优势。以“服装

制作方式”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以线上销售平台中的预售现象为切入点,通

过课前调研获知学生对此种现象的认可及熟知情况,
进而引出“服装制作方式”中“单件制作、批量生产”知
识点,采用视频及流程图的形式直观呈现两种制作方

式的特点、异同。

其次,在讲“单件制作”时,通过《游子吟》中的密密

缝,引导学生思考古今“量身定制”的区别;同时,对比

当下岗位设置,思考“母亲”在制衣事件中角色定位,进
而感知行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密不可分。

第三,在讲“批量生产”时,通过郑州女裤企业生产

模式的变迁,引导学生思考“量身定制”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具体形式,理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是服装行

业发展的源动力。
第四,再观预售现象,引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

通过APEC新中装的解读,厘清每套服装、每个细节中

蕴含的“传统到现代的漫长故事”,结合先前导入的纺

织服装工业发展史,帮助学生理解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对服装及服装工业发展的巨大影响,引导学生用发展

的眼光看待社会及行业变迁中的各种现象及事件。
第五,为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内化吸收,

“预售模式下的服装诞生过程及优劣势分析”会以小组

作业模式予以安排,培养学生查阅文献及学以致用的

能力。

3.2 “层级渗透”思维下课程思政的水滴石穿

“层级渗透”是将同一思政元素在不同的授课环节

以“引入—思考—运用—思考—内化”的方式进行逐步

渗透,内化于脑、于心。以“人—服装—环境”系统中

“服装”要素讲解时,以“服装的重要性”为主题从4个

举证视角开展课前讨论、课中汇报、课后完善等系列教

学活动。教学设计及布局如图1所示。

主题讨论:
服装的重要性

① 4个视角的内涵

②是否有第5个视角

①分视角搜集各类素材;

②素材梳理与总结;

③讨论中见真知;

理解与共识

课前 课中 课后

分工与协作

总结与呈现

①甄选精彩素材

②提炼核心观点

③运用最佳形式

④呈现最棒成果

小组汇报

组间质疑

教师点评

学习与反思

碰撞与升华

总结与启发

溯源求证

总结提炼

组间互评

思考升华

内化于心

学思共促

图1 “服装重要性”主题讨论的教学设计

本教学案例中,通过“服装重要性”这一主题,引导

学生立足服装的本质属性,不断拓展视域范围,以图文

例证模式厘清服装的内涵与外延,帮助学生领悟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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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艺术、科技的美美与共,深刻理解“天人合一”服饰观

在现代服装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进而强化其专

业认同感与自豪感,提升专业学习兴趣与自信心。

4 结束语

“服装结构基础”课程坚持 OBE理念,以立德树

人、铸魂育人为根本任务,注重学生的学习体验与效果

产出,以故事、事件、人物等架构多元化的思政元素体

系,采用主题讨论、问题探究、实践练习等多维度的组

织方式实现了课程目标、思政映射及教学设计等环节

的有益探索,形成了“同源激发、层级渗透”的课程实践

特色,凸显了课程思政的协同效应,为服装专业教育中

思政教育的全覆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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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of“theBasisofClothingStructure”

WANGHongge,CUIJing,ZHUYe
(SchoolofFashion,HenanUniversityofEngineering,Zhengzhou451191,China)

  Abstract:Benchmarkingtheeducationalconceptandteachinggoalof"curriculumcarries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i-

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residesincurriculum",basedonthecurriculumcontentof"thebasisofclothingstructurefounda-

tion",aimingatpeople'spursuitofabetterlife,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elementsofthecurriculumwereexcavated

deeply,the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resourcedatabasewasbuilt,andthecurriculumpracticecharacteristicsof"

homologousstimulationandhierarchicalpenetration"wereformed,whichwillpromotetheinternalizationofvalueshapingincurricu-

lumteaching,highlightthesynergisticeffect,andprovidereferenceforthefullcoverage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cloth-

ingprofessionaleducation.

Keywords:thebasisofclothingstructure;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prac-

tice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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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ExplorationofVirtualSimulationTechnology
inCurriculumofClothingDesignandCraftsmanship

WANGJia
(ChangzhouVocationalInstituteofTextileandGarment,Changzhou213164,China)

  Abstract:Areformschemeofintegratingvirtualsimulationtechnologyintothecurriculumsystemofclothingdesignandcrafts-

manshipwasdescribed.Theadvantagesofvirtualsimulationtechnologyindifferentprofessionalcourseswereanalyzed.Thisresearch

washelpfultosolvethetypicaldifficultproblemsinprofessionalteaching,andaimedtoimprovetheefficiencyofclassroomteaching
andcultivatestudents'comprehensivepracticalabilityandinnovationability.

Keywords:virtualsimulationtechnology;teachingreform;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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