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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专业是艺术性与实践性融会贯通的学科,艺

术审美、潮流时尚与市场应用并存。目前,本科层次服

装专业实践教学存在教学模式单一、课程设置体系不

完善、学生创新力拓展不够等问题。为了培养学生专

业技能与创新实践应用能力,工作室教学模式在高校

中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纵观目

前高校服装专业工作室教学模式,发现本科层次教育

主要集中在专业技能实训环节,部分课程以工作室项

目形式完成教学与教学评价;硕士学位实践教学,部分

有良好产业资源的高校尝试工作站、研究院所等人才

培养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可见,工作室教学模式适

用于服装专业实践教学。以地方高校服装专业学位教

育为出发点,结合地方民间传统技艺,从职业教育角

度,探索服装专业“织染”工作室教学模式链接服装专

业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 国内外实践教学模式研究现状与服装专业

工作室教学现状

  教学模式最早由美国学者乔伊斯和韦尔提出,乔

伊斯的《教学模式》初步为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搭

建桥梁。

1.1 国外大学主要实践教学模式

(1)德国“FH”职业教育模式,即“企业主导注重实

践过程管理型”。该教学模式为德国高等专科学生提

供学校与企业两个学习场所,企业在实践教学过程中

起绝对主导作用,强调学生实用性基础理论与实践应

用能力培养[1]。

(2)英国“三明治”实践教学模式,即学生一段时间

在校学习,一段时间到工厂实习和工读交替进行的教

学计划[2],强调能力教育,推行自主学习,注重“从做中

学”,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去体验。

(3)美国创新创业取向的实践教学模式,美国高校

创造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实践教学模式,有实习—见

习模式,以案例、问题、项目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产学研

模式,合作教育模式和社区服务模式[3]。

以上是国外高校比较主流的实践教学模式,并且

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人才培养效果。

1.2 我国高校服装工作室学位教学与人才培养

我国高校学科教育实践教学主要集中在实验室教

学、实训室教学、见习实习、艺术考察、毕业设计(论文)

等主要课程环节,实践教学过程管理则主要以工作室

教学、项目教学、情境教学等现代教学方式为指引,实

践教学效果参差不齐。

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工作室模式在高校得到

了较为普遍的应用。早在2008年就有学者对高职院

校服装设计专业工作室教学模式进行初步探索。学者

徐强(2008)认为工作室教学模式既注重独立的专业知

识研究,又注重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相互渗透,具有融合

性、开放性、互动性、可选择性等特征,能够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的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臧丽(2008)认为工作

室教学是以师生日常生活状态全接触为特征,学生通

过工作室一体化教学新模式的训练。参与教师社会生

产实践课题研究或在教师指导下完成设计实践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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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及社会实践能力。学者周琴(2009)基于高技能型创新

艺术设计人才培养这一理念,从继承与发展两个角度

入手,对工作室制主题教学模式、教学目标和课程结构

改革进行了一些新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以上工作室教学模式主要在高职与本科层次教学

中得到运用与实践。但同时,国内服装产业转型使得

对高层次时尚人才的需求增加,国内高校服装设计专

业研究生教育中存在高端人才低端化问题[4]。当前服

装类硕士毕业生在动手能力与创新创意能力的满意度

呈下降趋势,研究生缺乏就业核心竞争力,如何提升服

装专业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满意就业、高质量就业,成

为未来服装专业人才培养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2 地方高校服装专业织染工作室的创设思考

2.1 地方高校“织染”工作室创设的必要性

建立高校工作室的最大优点是辅助传统教学解决

专业学习的实战问题,它是理论和实践联系的场所,是

课堂知识与商业实践相结合的枢纽[5]。

2.1.1 有利于服装专业课程体系的完善

服装专业课程体系中通常设置辅助并拓展专业素

养选修课程,例如刺绣、扎染、蜡染等织染类课程,为学

生提供多元化的服装设计手段和方法,增加新的设计

视角和艺术语言,创造服装产品新的研发点和增长点,

拓宽就业方向与职业范畴。然而,地方高校往往受限

于服装专业培养目标,织染类课程设置局限在本科层

次培养教学体系中,课程单一,课程教学内容较浅,不

利于教学内容的层次化深入与教学成果的深度转化。

拟采用“织染”工作室教学模式,完善服装课程体系配

置,贯通本科与研究生层次开设课程,在服装专业学位

教育培养中进行层次化、体系化、可持续化及特色化培

养显得有章可循。

2.1.2 有利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用人招聘会上,开出“具有专业实践经验”“具有企

业工作经历”工作要求条件的企业不在少数,缺乏专业

实践经验成为了应届大学生很难跨越的障碍[6]。通过

“织染”工作室实训项目或商业项目深度参与课程实践

学习,学生可以完成专业知识的学习,并同时接触和熟

悉公司项目管理与运作,为就业和创新创业积累切实

有效的专业实践与企业工作经验。

2.1.3 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地方本科高校服装专业发展具有天然地缘特性,

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进高校,成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与发展的一种特别传承模式———高校传承模

式。依托高等院校服装专业,以“织染”工作室教学模

式设置非物质技艺传承课程,学生通过选修进行普及

性或深度性学习与研究,提高艺术审美,保护、传承、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技艺创新人才。

2.1.4 有利于工作室服务于地方经济

依托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设立基于服装专

业学位教育的“织染”工作室,可以通过工作室与地方

文旅产业结盟,承接文旅产品创作或市场运营等项目,

为地方输送设计人才,积蓄文旅产业人才,促进当地文

旅产业的特色发展。

2.2 地方高校“织染”工作室创设的可行性

以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服装专业为例,作为

川南自贡地方高校,专业产业依托优势不明显,但社会

资源丰富,民间传统特色技艺享誉国内外。自贡有全

国恐龙之乡、南国灯城、千年盐都的美誉,自贡三小绝

为扎染、龚扇、剪纸,亦是名满全国,再拓展到西南地

区,蜀绣、织锦、夏布、羌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更是

丰富。服装专业人才培养始终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

的变化以及产业人才市场的需求做调整,自2004年起

至今,服装专业办学注重地方传统民间技艺,开设“扎

染”选修课程,更是在2020年9月牵手自贡扎染国家

级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晓平在四川轻化工大学

李白河校区美术学院设立大师工作室。与此同时,美

术学院师生积极申报各级各类与扎染、剪纸等相关的

课题,从扎染技艺、扎染服饰、扎染手工产品、扎染市场

国内国际化、扎染人才培养等内容多角度、多维度探索

与研究。其中,2017年的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贡扎染’技艺传承人才培养”,为自

贡扎染技艺传承与人才培养作出巨大贡献。各级各类

大赛项目亦助力扎染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四川轻化工

大学美术学院携手自贡市扎染工艺有限公司,举办了

2019年“玉和祥·自贡扎染杯”第一届扎染设计大赛。

从以上举措来看,高校服装专业依托地方特色民

间传统技艺办专业特色,具有相关课程开设办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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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力量、前期课题、社会环境,以及政府力量和国家

政策的支撑与支持,为进一步夯实服装专业学位教育

特色发展,创设“织染工作室”为服装专业本科,以及拟

建设的硕士研究生不同层次学位教育提供了厚实土壤

与可行性条件。

3 地方高校“织染”工作室创设建议

服装专业艺术硕士学位教育以职业需求为背景,

以应用、协同的培养模式为核心,以职业需求为导向,

结合服装专业特色,细化研究方向,注重交叉渗透的弹

性课程设计。在此基础上,需要树立服装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品牌意识,逐步搭建教育的国际化平台[7]。

3.1 构建特色职业教育学位体制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需要,以及服饰消费理

念的多元化和服饰时尚的多变,随之而来就是高校人

才培养目标的调整,服装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调整主要

通过专业课程改革来推动。

地方高等院校服装专业办学因为地域、产业局限

等原因,寻求专业特色来打造专业特点与知名度,形成

良好的品牌效应,以满足学位教育与现代职业教育需

要,可以成为专业发展改革思路。

以四川轻化工大学服装专业创设“织染工作室”为

例,织染工作室课程考虑分层设计:一是在本科层次以

必修课或选修课形式设置扎染、蜡染、特色织造、织染

创意设计等课程;二是硕士研究生课程考虑结合地方

资源与学校师资,设置织染历史、印染设计、织染创意

设计、织染数字化创意设计等课程,是本科课程的理论

化升华和实践能力的提档升级。

需要注意的是,织染工作室课程选修需要以进阶

模式设置,并有所选择接纳跨学科本科学生或跨专业

报考的硕士研究生,只有学生先期课程达到一定的绩

点水平,才能选修更高一级或综合性更强的课程,一方

面,保护并引导学生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打通本科与

研究生教育之间的藩篱,以保证工作室的教学效果和

学生能力提升,着实提高本科生与研究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以及能力提升的延续性与层次化,并且保证学位

层次教育的能力递进,贯通不同层次学位教育人才培

养目标的异同,以满足本科职业教育需要,以及服装专

业艺术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学术研究层面的基本要求和

职业教育更高层次的需要。

3.2 创设织染工作室教学资源

3.2.1 构建织染工作室师资力量、管理团队

服饰是艺术与工艺技术的融合,两者相互贯通,相

促相长。工作室需要由不同科目的教师来共同承担,

既要有服装专业本科、研究生教学的教师和导师参与

其中,也需要吸纳其他专业教师,例如平面设计、国画

等美术类教师,经济管理和人文心理学方面教师,知识

与技术相互渗透,以保证工作室每门课程内容的系统

性和完整性,实现综合性培养目标。因此,织染工作室

教师以团队的形式构建,织染工作室的课程与项目主

要由具有服装、扎染、织染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教师与研

究生导师担任,并从本科课程教学层面与研究生教育

导师层面推选1~2名教师,主管织染工作室教学与项

目管理的开展工作,以及负责工作室建设规划等。

织染工作室在师资力量建设上,以校内教师为主,

但不局限于校内,寻求与企业和民间技艺大师的合作,

以合作的形式深度参与服装本科、硕士研究生职业教

育规划、课程设置、教材开发、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新

课程开发、订单培养等。依托织染工作室培养机制,探

索高校特色学徒制教育,培养具有服装与服饰专业素

养的特色织染技能人才或具有综合织染技艺的特色服

装与服饰设计人才。

3.2.2 增设工作室设备和多媒体教学设备

织染工作室涉及传统扎染、蜡染、型染、编织、丝网

印等技术实践操作,要了解和掌握各类技艺操作,必须

配备相应的教学实训材料与设备,以工作室形式进行

安置与逐步建设完善。同时,工作室需配备多媒体教

学设备,例如投影仪、电脑等,以方便教师采用现代化

多媒体教学方式进行理论讲解和示范教学,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的同时,提高教学效率,方便学生自主学习、

教学讨论、教学成果展示等。当场指导当场解决问题,

远程网络教学,可以丰富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实现

“线上线下”一体,“教—学—做”一体,保证教学效果。

3.2.3 鼓励参赛、参展、参与项目、参加职业资格考试

作为织染工作室,能让学生得到织染技艺与织染

文化熏陶,在理论、文化和实践层面得到综合性的锻

炼,拓宽服饰创新技艺手段与思维,具备织染技术人才

素养。工作室在教学过程和日常管理中,可以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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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义组织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种形式的服

饰设计大赛、织染技艺大赛及职业技能大赛,以赛带

教、以赛促学。另外,组织工作室教学或项目作品日常

展览,参加各种展览展会、行业论坛,接触行业新工艺

与新技术。同时,组织学生参与各种职业资格考试,亦

是专业学位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3.3 开展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深层教学

深层教学是对已有知识的评估、比较、分析、判断

的综合性思维过程。在时尚专业教学过程中,深层教

学的对象不是琐碎的设计灵感与素材,而是整体的、相

互联系的设计元素,以及隐含在信息背后的深刻原理、

规律乃至思考模式。工作室普遍开展项目教学、情境

教学、模块化教学,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课堂教学质量得到明显提升。为了强化织染工作

室学士学位教育层面效果,以及深化专业硕士教育更

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效用,以先进教学理论为指引,显得

十分必要。织染工作室课程设置应用深层教学方法为

指引,引进先进的国际化教学理念,教学内容上构建

“基础课程驱动,实践研究联动”的课程体系,以提高高

层次人才的思辨力、逻辑研究能力、创新创意力和研究

能力。尤其是服装专业研究生教育,在保持研究生的

设计和创意能力的基础上,需加强培养研究生的思辨

能力、研究分析能力、调查研究的技术与能力、口头及

笔头表达能力。

3.4 政府助力、企业结盟,办出学位教育特色

普通高校具备信息传播、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等

多方面的独特优势,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提供智力支持[8]。

凝结了人类劳动与智慧的传统非物质文化技艺,

需要我们在新时代做好非遗传承人,更需要历久弥新。

地方高校“织染”工作室的设立,得益于地方传统文化

积淀的浓厚人文氛围与社会环境,工作室可以在课程

设置、教学、人才培养目标、人才评估等建设方面借力

地方国家级、省级及市级非遗传承人和地方企业等师

资与社会力量支持。工作室基于本科与研究生学位教

育贯通式培养理念,把织染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

料的整理、保存与创新应用等纳入日常工作室教学内

容与课题申报中,加强服装专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渗透,形成非遗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氛围,逐步推进织

染类非遗相关课程的建设;以织染工作室课程为载体,

依托地方政府关于非遗保护的相关政策,以地方产业

发展为导向,开展教学与学术科研工作,让高校师生切

实参与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充分调动

学生参与非遗技艺相关创作的热情,积极参与艺术作

品创作、视频宣传创作、地方文旅产品创作、作品展或

各级各类比赛和市场项目等,促进地域性非遗的传承、

保护与传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织染类传统技艺的传

承、创新提供复兴的社会舆论与制度基础。

4 结束语

结合地方产业局限与地方高校特色发展的需要,

高校工作室人才培养与建设面临机遇与挑战。地方高

校服装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链接好学生实践能力与市场

需求,分析国内外服装行业发展态势,结合地方服装产

业现状,响应地方政府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

策的全力支持,做好学生专业综合能力培养定位,调整

学生教育教学模式,利用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资

源与地方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建设服装专业特色,

培养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的服装人才,促进地方

高校专业与产业发展,加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

质量传承、发展与传播。因此,基于深度教学、多层次

学位教育模式的地方高等院校“织染”工作室创设具有

可行性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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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of"WeavingandDyeing"StudioforFashion
MajorinLocalCollegesandUniversities

SHAOXiaohua,LIShangshu
(ArtCollege,SichuanUniversityofScience&Engineering,Zigong643000,China)

  Abstract:Inviewofthecurrentsituationoftalenttrainingmodessuchasacademicresearch,studios,workstationsandresearch

institutesindegreeedu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startingfromthecurrentsituationandexistingproblemsofthe"studio"

teachingmodeofclothingmajor,thenecessityandfeasibilityofcreatinga"weavinganddyeing"studiohighlyrelatedtoclothingma-

jorwereexplored.Thecorrespondingcreationstrategyof"weavinganddyeing"studiowasputforward.

Keywords:localuniversity;clothingmajor;weavinganddyeing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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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ProtectionandMonitoringSystemforAutomatic
SwitchingofDualPowerSupplyinServer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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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ofElectronicandInformationEngineering,NantongVocationalCollege,Nantong226000,China;

2.Freudenberg&VileneInterlinings(Nantong)Co.,Ltd.,Nantong226000,China)

  Abstract:Thedesignedpowercontrolcabinetadoptedtwoindependentpowersupplies,oneforuseandoneforstandby,which

wereconnectedtothedualpowerswitchgroup,andthenthepoweroutputfromtheswitchgroupwassuppliedtotheserverofthe

plant.TheremotemonitoringmoduleconnectedthedualpowerswitchandelectricenergymeterthroughModbuscommunicationto

effectivelyobtaintheswitchstatusandloadcurrentvalue,thenremotelysentdatatothecloudplatformthroughtheon-siteWificon-

nection.ManagerscanremotelymonitorthestatusoftheserveronlybyusingthecomputerormobileAPP.Incaseoffailure,they
canalsogetthealarmmessagethroughmobileSMSandrecovertheon-siteequipmentintime,soastorealizetheuninterruptedpow-

ersupplytotheserverloadandmeettherequirementsoftheworkshopproductionprocess.

Keywords:dualpowersupply;remotemonitoring;SMS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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