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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足于新文科跨界融合特点,分析高校服装专业人才培养现状,探索服装专业跨界融合人才培养路径,以期

为服装专业人才培养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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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教育部联合13部门共同启动“六卓

越一拔尖”计划2.0,包括新文科在内的“四新”人才建

设正式启动。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

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宣言要求打破学科专业壁垒,
推动专业交叉融通。新文科之“新”是指在保留传统文

科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将新技术

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1],培养超越现有专业局

限与学科局限、专业素养高、学术能力精、综合实力强、
有创造视野的新人才[2],跨界融合是其最显要和核心

的理念[3]。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社

会需要更多高层次、具有复合知识结构和创新实践能

力的服装专业人才。深入贯彻跨界融合的教育理念,
培养具备综合素质和多元知识的新时代服装人才,成
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服装专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

向[4]。

1 高校服装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目前,高校服装专业人才培养仍面临一些现实困

境,例如课程体系跨界融合不足、教师跨界协作不足、
实践教学平台育人功能不佳等。

1.1 课程体系跨界融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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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专业多归属于艺术学、设计学学

科门类,就目前而言,大部分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普遍以

设计、艺术学科为主,例如服装设计学、服装学概论、服
装结构设计、服装工艺学、现代设计史等,课程的设置

一般局限于本专业与本学科,对于其他学科和领域,尤
其是理工类课程的引入较少,这与新文科的学科交叉、
跨界融合的理念不符,与当前服装产业对复合型应用

人才的要求不符。

1.2 教师跨界协作不足

高校服装专业的教学任务主要由该专业内的教师

独立完成,课程教学相互独立,本专业间、跨专业间教

师沟通较少,缺乏协作。例如,服装结构与工艺相辅相

成,相互影响,但是结构、工艺教师却极少出现在相互

的教学中[5];数字化服装课程少见有计算机、人工智能

等专业教师出现。如此相互孤立的教师团队关系,不
利于学生对服装专业各门课程知识的整合和融会贯

通,更不利于跨专业知识对学生多样化创意灵感的激

发。此外,专业教师偏向于专业知识教学,对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涉及较少。而思政教师虽然对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较多,但是授课过程中缺乏从服装专业角度

对学生进行引导和启发,导致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融

合度不高。

1.3 实践教学平台育人功能不佳

目前,很多高校对文科专业特别是服装专业实践

教学认识不深,重视程度不足,针对性、系统化的实践

课程开发较少,导致社会实践与理论教育脱节[6]。对

实验室、实训室建设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所建的实验

室综合性和先进性不够,特别是在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的开发与建设上相对滞后[7]。校企合作不足,校外实

践基地建设不足,教学过程与行业生产实际联系脱节,
理论与实践脱节,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实践教学平

台,服装专业人才培养成效不佳。

2 新文科服装专业人才跨界融合培养路径

以服装产业人才需求为导向,以新文科跨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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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为依据,秉持服务地方经济的原则,探索通过构建

多学科交叉互融的育人模式、重塑新文科跨界课程体

系、组建融合协作教师团队、搭建多元融合实践育人平

台,实现服装专业人才跨界融合培养的路径。

2.1 构建多学科交叉互融的育人模式

跨界融合是新文科提倡的理念,也正顺应新时代

的发展节奏。依据服装行业企业对新文科服装专业人

才提出的新需求,探索构建以“文、工、艺”为主体,“经、
管、法、理”等多领域、多学科、多专业交叉互融的人才

培养模式[8],注重艺术与科学、设计与技术、传承与创

新的融合,促进不同学科专业思维与专业知识相互碰

撞、相互激发、相互协作,培养具备跨界学习能力、知识

复合、学科综合、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服装专业人才[9]。

2.2 重塑新文科跨界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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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保障服装专业

人才培养效果的关键。

2.2.1 思想政治课程与专业课程融合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服装专业人才思想道德教

育,与“课程思政”的育人价值导向具有内在一致性,将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契合新时代人才培养的

方向。以服装专业课程教学为主线,在服装史、服饰文

化、服装图案、服装设计师、服装品牌、服装品质等专业

课程教学中挖掘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理论自信和文

化自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就业观。
在专业实践教学中引导学生爱岗敬业、敢于担当、勇于

钻研等。

2.2.2 专业课程与跨学科专业交叉课程、通识课程融合

在保持服装专业特色的前提下,以专业课程为基

础,建立与专业课程相融合的跨学科专业交叉课程、通
识教育课程。在顺应服装行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大

数据、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和产业变革的背景

下,探索开发具有服装专业特色、高科技、跨学科、跨专

业的学科专业交叉课程[10],实现服装与艺术、科技、文
化等的有机融合。通识类课程,如美术基础类、艺术设

计类、人文素养类、经管法律类等课程,旨在培养学生

的审美观、价值观,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人文修养和

道德素质。

2.3 组建融合协作教师团队

学生专业能力的拓展与核心素养的养成离不开教

师的指引。在新文科背景下,服装专业跨界融合人才

的培养需要有一支融合型的教师团队,包括本专业教

师融合、跨学科专业教师融合、校内外教师融合等。

2.3.1 本专业教师融合协作

本专业教师融合协作需要打破传统教学设计中各

课程独立教学的桎梏,提高课程教师、教学之间的关联

性、协作性。服装专业课教师可以根据学期或学年课

程安排,在开课前就课程上课顺序、内容、教学方法、作
业形式等进行讨论,逐步形成市场分析、款式设计、结
构制版、成衣制作、发布会、市场营销等环节,实现作

品—产品—商品的现实转化,专业理论与实践交融,内
容连贯,环节相扣,从而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拓宽专

业知识面,增强专业能力。

2.3.2 跨学科专业教师融合协作

跨学科专业教师融合是指打破学科专业限制,以
开放性的态度,积极吸纳艺术、文科、工科、计算机等其

他学科专业教师加入教学团队,通过不同学科专业人

才之间的交流对话、磨合沟通,形成默契的教学协作关

系,促进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和创新发展。充分发挥

多学科背景下教师团队知识体系优势,为学生提供综

合性、跨专业的学习平台,促进学生系统化、综合性知

识体系的形成[11]。

2.3.3 校内外教师融合协作

目前高校服装专业教师大多以学术型为主,缺乏

服装企业工作经验。而企业工作人员行业实践经验丰

富,但没有教师专业职称。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教师

团队,应该打破师资选拔藩篱,组建校内跨专业教师和

校外服装企业教师融合的教师团队,通过联合授课实

现教学过程对接工作过程,使教学与时俱进,有助于学

生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

2.4 搭建多元融合实践育人平台

随着新文科建设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环境对人才培

养的新要求,高校文科专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实验

需求[12],尤其是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服装专业。因

此,服装院校应提高认识,加大实验室建设投入,加强

校企合作。立足专业特色,结合服装产业发展,搭建基

于学科交叉融合,以学生为中心、多学科交叉融合教师

团队为主体、多学科交叉融合项目为牵引,涵盖校内实

验实训与校外实践教学、虚拟实验与现实实验有机融

合的多元化实践育人平台,让学生在实践中建构知识

和能力,有效提升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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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新文科建设是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

举措,是国家对学科建设为适应新时代发展而提出的

要求。服装院校应立足于新文科建设新要求,结合自

身发展目标和定位,贯彻跨界融合理念,以守正创新、
交叉融合、协同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

度融合。通过构建多学科交叉互融的育人模式、重塑

新文科跨界课程体系、组建融合协作教师团队、搭建多

元融合实践育人平台,全方位、多角度提升学生的专业

素养和综合应用能力,培养高质量复合型服装专业人

才,精准满足社会需求,更好服务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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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cross-disciplinaryintegrationofnewliberalarts,thepresentsituationforthecultivation

ofgarmentprofessionaltalent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wasanalyzed.Thecultivatingpathforthegarmentprofessionaltalents

basedoncross-disciplinaryintegrationunderthebackgroundofnewliberalwasexplored,toprovidereferenceforthestudyofthecul-

tivationofgarmentprofessional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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