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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纺织产业链各环节运行不顺畅、纺织毕业生不适应企业需求、本专业就业率低等问题,通过构建企业云

平台共建共享机制,对纺织类专业核心课进行线上实践教学探索,使学生足不出户就能实时参与到企业的生产、服务及销

售等相关环节,让学生了解纺织市场动态,熟悉企业运营过程,掌握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方法,浸润企业文化。经过探索

和实践,显著提高纺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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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纺织行业现状与存在问题

纺织行业是一个产业链较长的行业,包括纤维、纱
线、织造、印染、后整理等多个环节,从行业目前的发展

状况来看,政府到企业的共识主流一直是以好设备、大
规模、低成本、以大为强的理念,生产所涉及的每个环

节都各自为政,缺乏各环节之间的互通有无和精通各

环节的专业人才,以致造成的现状是整个行业中低档

产品是主流,特色品牌、特色产品比例极小,这种现状

和格局对我国纺织产品的健康持续发展十分不利。在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每个生产环节的高效、顺畅

都需要产业链上下游的通力合作[1]。为此,以云计算、
大数据为基础的纺织企业云平台应运而生。

纺织企业云平台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管理与运

营、外部的营销与服务以及产业链的上下贯通3个方

面。企业内部管理与运营主要围绕企业的“人财物”等
核心资源管理方面,通过优化内部资源的配置方式以

及内部工作流程的协同,改善内部员工的工作体验,进
而提升企业内部整体运营效率。外部的营销与服务主

要利用在线的手段开展营销和服务方面的工作,在线

营销关注如何利用互联网手段实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从传播、订购、支付到最终交付全过程的在线支撑;在
线服务则关注为目标客户提供实时、在线、富媒体形

态、多渠道接入且极致的互联网化服务体验。产业链

的贯通主要是利用互联网的手段实现价值链路上企业

之间信息共享与流通,通过加速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

政府之间信息的流动,优化产业链上各个企业节点的

供需平衡,实现价值最大化[2]。

目前,纺织企业面临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但学校

却在纺织专业招生困难。主要矛盾在于刚走出校门的

学生在短期内不能适应企业的需求,企业需要学生能

迅速投入到生产活动中,而学生力不从心。学生和企

业都看不到发展的希望,进而导致学生不愿在此行业

就业,企业也觉得无能为力。学校一直强调的“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不能满足企业生产与人才紧缺的时效

性,如果利用纺织企业云平台进行专业课教学,可使学

生的学习过程与企业的实时生产同步进行。

2 构建企业云平台“共建共享”机制

纺织企业云平台包含企业内部管理与运营、外部

的营销与服务以及产业链的上下贯通,涉及内容多、范
围广,其中不乏商业机密。学校与企业共同商讨,构建

云平台共建共享机制。由于纺织产业流程长、环节多,

有的纺织企业只完成某几道工序,如纺纱厂、织布厂、

染厂,有的纺织企业包含全流程的工序,这样在选择合

作企业方面要重点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尽量选择

流程相对较全的企业进行共建共享,因为原材料、纺
纱、织造、性能检测及后整理对应的各门专业课在企业

的云平台中都能够有的放矢,实现了学生对纺织半成

品及最终产品从微观到宏观的切实体验。另外,学校

与企业的合作数量不能太多,以减少双方在交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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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条条框框、繁文缛节;二是企业要具有一定规模,

因为规模化的企业往往云平台建设得也比较完善,在
校企合作、产能发挥及人才需求方面愿望更迫切、配合

更积极、成效更显著,企业希望在共建共享过程中,培
养日后真正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才。

企业内部管理与运营版块,在不影响企业的正常

生产情况下,对学生不能参与的版块实施拦截或加密,

学生可以选择性地将企业的生产任务作为学习任务,

不但可以为企业分担繁重的生产压力,还能接触到企

业的真实案例。学生有创意、有价值的“作业”可以被

企业采纳,学生能否为平台添加素材,作为课程考核评

价的一部分,以此鼓励学生积极探索创新创业之路[3]。

在外部营销与服务版块,学生在了解企业的对外合作

过程与服务项目时,还可以为企业开拓更宽广的销售

渠道或检测服务等。在自媒体盛行、直播带货大有作

为的营销潮流中,学生因为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强大

的信息素养、时尚的艺术气息而具有主播的先天优势,

无疑是企业的另一个销售窗口,这种方式在很多企业

都是求之不得的。利用学校先进的检测仪器和打样设

备,帮助企业进行纺织原料、半成品及成品的性能检

测、中样试纺、小样试织,既能减轻企业的生产压力,提
高生产效率,又能弥补企业的设备不足、人员不足,从
而实现互惠互利、校企双赢。在产业链的上下贯通版

块,学生可以作为产业链上下游的“观察员”和“通信

员”,做好各分厂或各车间的信息收集、整理和汇报工

作,协助企业进行生产调度、进度管控、货物交期。尤

其是对于有外贸订单的企业,在此过程中,学生的“纺
织英语”和“纺织品外贸跟单”课程的线上实践也能真

正地学以致用。当然,学生在企业云平台的线上实践

中,收获的不仅是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有效提升,企业也

会根据他们完成的工作量和产生的经济效益给予相应

的提成或奖励,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职业认

同感和职业情怀。

3 线上实践教学实施

利用纺织企业云平台,构建云平台“共建共享”机

制,形成纺织专业课线上实践教学模式,使学生足不出

户就能实时参与到企业的生产、服务及销售等相关环

节,实现纺织专业课的线上实践,让学生了解纺织市场

动态,熟悉企业运营过程,掌握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方

法,浸润企业文化。通过学生的实践创新,为企业云平

台添加素材,将学生的实践成果与市场对接,并进行成

果转化,为企业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在校企双方合作

的基础上达到共赢。

3.1 制定系列化线上实践教学实施方案

以纺织生产流程为主线,每一门专业核心课对接

纺织企业云平台的一个车间版块。研究课程内容与相

应企业云平台版块的衔接关系,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

方案,且随着企业运行实时更新教学内容。如“纺织材

料检测”和“纺纱工艺设计与实施”课程对接纺纱车间

或纺厂版块,“机织工艺设计与实施”课程对接织造车

间或织厂版块,“织物分析与小样试织”课程对接设计

部版块,“织物性能检测”课程对接检测部版块等。考

虑可行性和有效性,每门课制定详细的线上实践教学

实施方案。先以一到两门课对应的企业云平台版块进

行探索,如“织物分析与小样试织”和“机织工艺设计与

实施”课程,然后推广到其他几门专业核心课的实施

中。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提高,最终

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高职院校线上实践教学模式[4]。

3.2 线上实践教学过程案例

我校与南通纺织控股集团纺织染有限公司率先开

启合作,该公司经营范围广,包括加工生产高档服饰面

料、辅料、纺织品、针织品等,涵盖了从纺织原料到成品

的全流程生产过程。首先进行试点的专业核心课程是

“织物分析与小样试织”和“机织工艺设计与实施”。在

企业云平台“产品展示———面料”模块,同学们进行“面
料分析与小样试织”任务的选取和接收,该任务属于课

程第二情境内容。为了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公司为学

生提供了相应的实物面料进行分析与试织对比。学生

将分析结果与试织作品上传到云平台专有模块,同时,

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再将创新后的设计方案和

小样作品上传到新品库,供企业选择。在企业云平台

“智能工厂———织厂”版块,点击进入络筒车间、整经车

间、织造车间等子平台,每个车间对应“机织工艺设计

与实施”课程的一个情境教学内容,教师可以将车间里

正在运行的工作任务下达给学生,如果遇到不太清楚

的情况,也可以跟车间主任取得联系,进行沟通,以便

能高质量地完成企业的任务。例如该企业接收了一府

绸坯布订单,数量15000m,产品规格为172/13×13/

520×290,交期为签订合同30天内,目前订单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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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天,到达了整经车间。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进

行整经工艺设计,然后将工艺参数录入到车间的“学生

版块”中,由企业导师评价学生设计的工艺是否合理,
如果导师评价很好,就会将学生设计的工艺参数纳入

到企业的“工艺库”中,供企业借鉴或采纳[5]。

4 实施成效与改进措施

学生学习的任务与企业真实的工作任务相融相

通,让学生锻炼了扎实的专业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工作

经验,浸润了深厚的企业文化。通过云平台历练过的

学生在企业里均是技术骨干,被企业委以重任。学生

与行业最新生产动态密切接触,拓宽了就业渠道和就

业竞争性,在后续的顶岗实习中更倾向于选择合作企

业,能非常顺利地胜任相应的工作岗位。企业云平台

线上实践实行两年来,在该企业的就业人数有了明显

提升,麦可思数据显示,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评价满意度

较高。企业从学生提交的设计方案和创新作品中获得

所需,节省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学生也

从中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从而达到校企双方共赢。
利用企业云平台进行线上实践的过程中,也发现

了一些问题。从云平台里获取的工作任务与课程内容

的系列化不太匹配,企业的订单是一个相对较大的任

务,而课程的内容更精细化、具体化,在两者的结合上

可能要找到多个切入点,并且要与线下实践相结合来

完成。因此就要求教师在制定教学实施方案时,能够

细化到每次课、每个教学环节及其对应的教学内容,才
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此外,涵盖纺织全流程

的企业不多,大部分纺织企业都是独立的纺厂、织厂、
染厂,因此在选择合作企业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后期可

以尝试与多家企业合作进行实践,以解决此问题。

5 结束语

对于纺织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来说,利用该平台进

行信息化教学,不但是机遇,也是挑战。平台中所呈现

的信息都是最贴近企业的,对于纺织企业的各个工作

岗位应具备何种资质和素养,通过平台中的真实案例

都能找到答案。将企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融入到

平台中,利用互联网技术,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了解企业

思路和发展趋势,教师安排给学生的作业可以是某个

工厂真实的生产任务,从而真正体现了工学结合,这样

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才能更快适应纺织企业的工作。在

疫情时期,尽量减少人员外出和聚集,学校安排学生进

行企业线上实践,不但是一项创新举措,也是顺应“互
联网+教学”的新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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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ExplorationandImplementationof"OnlinePractice"
ofHigherVocationalTextileBasedonEnterpriseCloud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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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viewoftheproblemsthateverylinkoperationinthetextileindustrychainisnotsmooth,textilegraduatesdonot

meettheneedsofenterprise,professionalemploymentrateislow,throughbuildingenterprisecloudplatformsharingmechanism,

teachingexploringof"onlinepractice"fortextileprofessionalcorecourseswascarriedout,sothatstudentscanparticipateinthepro-

duction,serviceandsalesofenterprisesinrealtimewithoutleavinghome,understandthetextilemarketdynamics,befamiliarwith

theenterpriseoperationprocess,masterthemethodtosolvethepracticalproblemsoftheenterprise,infiltratetheenterpriseculture.

Throughexplorationandpractice,thecultivationqualityoftextiletechnicaltalentshadbeensignificantlyimproved.

Keywords:enterprisecloudplatform;onlinepractice;co-constructionandsharing;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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