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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装结构课程作为服装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结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模式进行教学改革,将课程划分为14个主

要模块,结合每个模块的主要知识点,将智育、德育、美育和劳育融入整个教学过程,在完成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同时,

完成素质目标。通过四育并举,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专业自信心,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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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2020、2021年工作要点,以及2019、2020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都明确指出了要加快推进教育信息

化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司长吴岩在教育部召开的2020年首场教育金

秋系列发布会上也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全面深入推进“四新”建设,强化应用型人才培

养,打造五类“金课”。服装结构设计是服装生产的一

门重要专业技能,因此“服装结构设计”课程在服装类

高校中有着重要地位,如何在教学中将立德树人和应

用型人才培养有效结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本文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

1 教学现状分析

国内各类服装院校针对“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的教

学改革,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信
息化教学资源逐渐丰富,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通

过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以及各大主要在线教学平

台,如“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学银在线”“智
慧树”等的调研发现,近几年服装结构设计课程在线教

学资源虽然数量在逐渐增加,但总体占比非常小,如在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一流课程”中的占比为

0.106%,“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

一流课程”中的占比为0.115%(截至2021年8月的数

据)。第二,教学改革注重课程的整合。服装结构设计

课程在教学中处于承上启下的环节,与前后课程的关

联性极强,在传统教学中,这些相关课程都是按顺序先

后独立开设,为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一些院校逐渐尝试

进行课程整合,如结合信息化手段将服装结构课程与

CAD课程进行整合[1-3];将结构、立体裁剪、工艺、工业

制版等相关课程进行整合[4-5]。第三,逐步融入课程思

政。各大高校近两年逐步开始把课程思政融入到服装

结构课程的教学中,例如针对某一特定教学目标的思

政,虞紫英的“旗袍结构设计”专题教学[6];将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与专业知识的融合,强化学生对唯物主义

辩证法的理解及应用[7];在服装结构教学中融入工匠

精神、传统文化、职业素养等[8-11],进行全过程的思政。

第四,将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在教学改革中,该技术可以

清晰地展示二维裁片之间的相互结合关系,以及在形

成三维服装过程中裁片立体化变形过程,同时也很好

地表 达 了 纸 样 上 的 关 键 点 与 人 体 之 间 的 对 应 关

系[12-13],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各大高校在服装结构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中虽然取

得一定的改革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很多改

革者在尝试信息化教学改革的同时,都忽略了传统教

学方法的重要性。服装结构设计传统的板书制图,虽
然存在一些弊端,但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制
图过程清晰且灵活,教师可以在示范过程中,根据学生

的现场反应,随时调整示范的顺序和内容;第二,这种

示范也可以加强教师的专业基本功;第三,学生在跟随

教师画图的过程中,既锻炼了动手能力,也更加易于集

中精神,特别是在手机逐渐侵蚀课堂的情况下,通过传

统的跟随式画图与思考,可以让学生更加专注于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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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没有考虑学生的全面发展。上述改革方式

基本可以概括为德育———思政教育、智育———专业教

育两个方面。湖南工程学院(以下简称“我校”)一直以

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学生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的

培养是重中之重,而服装结构本身又是科学与艺术的

结合体,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也必不可少,因此,在德

育和智育的基础上,审美教育和劳动教育也需要在课

程中体现。
综上,在结构课程教学中,可以把传统教学、信息

化教学、课程整合与课程思政进行融合,通过德育———
思政教育、智育———专业知识教育、劳育———劳动能

力、美育———审美教育,四育并举,共同促进课程教学

模式的改革,这就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3 服装结构设计教学改革实践

“服装结构设计”课程作为我校服装设计与工程和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共分为三个阶

段,三个学期连续开设:“服装结构设计(1)”开设在大

二上学期,主要涉及服装结构设计基础知识、基本原理

和常见的男女下装结构设计与制图;“服装结构设计

(2)”开设在大二下学期,主要涉及女上装结构设计与

制图;“服装结构设计(3)”开设在大三上学期,主要涉

及男上装结构设计与制图。

3.1 教学目标

根据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特色,从德、
智、美、劳4个角度出发,确立具体的课程目标。以“服
装结构设计(2)”为例,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知

识目标:通过线上自学和线下精讲,结合讨论法、案例

法、示范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系统掌握女上装结

构设计领域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最新前沿知识,并从实

践入手,具有完成衣身、衣领、衣袖和女上装经典款式

结构设计的能力;能力目标:通过线上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通过线下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提升其思辨能力和创造能力;素质目标:通
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欣赏和实践性环节,培养服装行

业具有新时代工匠精神、热爱中国传统文化、遵守职业

伦理、善于专研、承担社会责任的创新应用型人才。

3.2 教学内容

将课程划分为14个主要模块,每个模块除主要知

识点,也就是智育教育,还明确了德育、美育和劳育的

主要融入方法,将四育贯穿课程的整个过程,见表1。

表1 

主要章节 (智育)知识点 德育、美育、劳育融入方法

服装结构设
计基础知识

基本概念、术语,
制图工具和材料,
人体测量

通过观看高定服装制作视频,了解服
装版型师、设计师在工作中认真细致
的态度,激发学生求真务实、认真学习
的信念

裙装结
构设计

裙装结构设计原
理,各种常见裙子
结构设计

以大国工匠———服装“骨骼”塑造师郭
军伟的事迹,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通过各类裙子结构设计与样
衣制作,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通过教室和实验室卫
生管理,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

裤装结
构设计

裤装结构设计原
理,各种常见裤子
结构设计

通过不同类型裤子的制图示范,给学
生传递教师自身严谨治学的态度;通
过优秀革命题材影视剧片段欣赏,如
《辛亥革命》中人物的服装造型,引导
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探索,
使学生感受美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
通过教室和实验室卫生管理,培养学
生的劳动意识

女上装
原型理论

女上装原型的建
立与分析

通过原型发展和分类的介绍,强调中
国原型和中国创造的重要性,激励学
生科技报国的热情;通过最新流行服
装图片与视频欣赏,让学生深入体会
服装中艺术与科学的辩证统一关系

女上装
衣身结构

省道和褶裥的变
化处理,衣身结构
变化

通过省道和褶裥的变化设计,提升学
生的审美素养;通过经典和流行旗袍
图片与视频的欣赏,培养学生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热爱,提升文化自信;通过
旗袍的款式、结构设计与样衣制作,培
养学生创新设计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通过教室和实验室卫生管理,培养
学生的劳动意识

女上装衣领
结构设计

无领、立领、翻领
结构设计

通过中式立领的欣赏与学习,培养学
生对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热爱;通过
不同类型领子的结构制图与样衣试
制,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女上装衣袖
结构设计

装袖、连袖、分割
袖结构设计

通过舞蹈《唐宫夜宴》片段的欣赏,提
升文化自信;通过中、西式连袖的对比
学习,引导学生对中西文化的辩证思
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提升服饰
审美能力的同时增强学生的爱国情
怀;通过不同类型袖子的结构制图与
样衣试制,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女上装结构
综合设计

女衬衫、女西装结
构综合设计

结合“新疆棉”等事件,分析中国服装
落后的原因,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通过女上装综合结构设计结构与制
作,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通过教室和实验室卫生管
理,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

男装结构
设计基础

男装基础理论,男
装规格设计

阐述中国男装的发展历史,结合图片、
视频等比较中西方不同的男装服饰文
化,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通过男装

TPO原则的讲述,提高学生的着装礼
仪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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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章节 (智育)知识点 德育、美育、劳育融入方法

男装基础纸
样的建立及
衣身变化

男装衬衫和套装
原型的建立,男装
衣身结构变化原
理

通过中国男装原型和日本男装原型的
对比,以及中国男装的发展现状分析,
尤其是男装结构研究尚需解决的一些
问题,培养学生技术报国的信念

男衬衫
结构设计

男 衬 衫 衣 身、衣
领、衣袖结构设计

结合相关服装质量标准规定,介绍我
国男衬衫的规格尺寸以及结构、工艺
标准和要求,培养学生的标准和规则
意识

中山装
结构设计

中 山 装 衣 身、衣
领、衣袖结构设计

结合“走向共和”“这里是北京:服装上
的中国”等视频片段,了解中山装发展
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让学生通过服饰
了解革命历史与文化精神,提高思想
觉悟,增强民族自信和自豪感

男西装
结构设计

男 西 装 衣 身、衣
领、衣袖结构设计

通过案例教学讲解我国优秀男装品牌
如雅戈尔、利郎、圣得西、柒牌等男西
装结构设计方法,培养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通过与国外男装的对比,客观认
识我国男西装在技术上的不足,鼓励
学生勤思考,探索解决方案,培养其勇
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在样衣试制环
节通过实验室卫生管理,培养学生的
劳动意识

男大衣
结构设计

男 大 衣 衣 身、衣
领、衣袖结构设计

分析男大衣结构设计细节,对比数据
细微变化带来的款式变化,引导学生
重视结构版型中的数据重要性,培养
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

3.3 教学设计

以学生为中心,探索形成三段式混合教学:课前,
进行线上自主学习并完成前测和课前资料准备;课上,
采用欣赏法、BOPPPS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讨论教学

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每次课都有至少一个以上的个人

或小组任务,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将传统的板书示

范,结合线上、线下二维CAD示范、人台和三维试衣示

范等多种示范方法,提高课程示范的灵活性、趣味性和

科技性;课后,以线上自主复习、作业评阅、直播答疑等

形式进行知识巩固。
以“连袖结构设计”这一小节为例,这部分内容在

“服装结构设计(2)”课程的教学安排中处于中后段,学
生已经具备女上装结构设计的基本知识,以及衣身结

构设计、衬衫袖、西装袖等装袖结构设计的方法,因此

该小节主要是突出连袖和装袖的结构区别。引入

BOPPPS教学模型,以下为各个环节的具体设计。

3.3.1 导入

BOPPPS模型的导入环节指向创设情境激发学生

的参与动机[14]。本次教学通过舞蹈《唐宫夜宴》进行

导入,该舞蹈是河南卫视2021年春晚的一个节目,以
其诙谐幽默的表现方式,一经推出就赢得了观众的喜

爱。视频中出现了唐朝典型的襦裙造型,以及一些国

宝级的文物,如《捣练图》《妇好鸮尊》《贾湖骨笛》等,通
过该舞蹈视频片段及相关图片的欣赏,一方面可以培

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热爱,并据此引入“连
袖”的概念,另一方面通过《捣练图》流失海外这一情况

的介绍,增强学生科技报国的信念。

3.3.2 学习目标

教学目标的明确有助于引导学生进行参与式学

习。本次教学基于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法,设计了从

低阶到高阶三个层次的目标:低阶目标,理解连袖的基

本概念、款式特点和结构特点;中阶目标,能够完成基

本款连袖的结构设计;高阶目标,能够结合流行趋势,

在小组合作的基础上,设计并完成连袖结构综合设计

与样衣制作。

3.3.3 前测

前测有多种方式,如提问、测验、头脑风暴、集体讨

论等,通过前测可以了解学生的兴趣和对知识的掌握

情况,帮助教师调整教学内容深度和进度。本次教学

主要采用以下方式完成前测,一是课前通过超星学习

通进行的线上测试,了解学生对于前面章节相关知识

的掌握程度;二是在导入环节中穿插课堂提问。

3.3.4 参与式学习

学生进行全程式参与,首先是在理论讲授阶段,教

师进行线下连袖制图示范,学生进行同步的跟画练习,

一方面加深知识点记忆,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动手能

力;二是在分组任务阶段,通过连袖结构分组设计,提
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以及综合设计与制作能力。

3.3.5 后测

后测主要测评学生学了什么,是否达成了学习目

标,包括专项测试、效果自评等多种方式。在本次教学

实践中,主要采用以下方式,一是分组任务展示,完成

课堂小组任务后在课堂和超星学习通平台进行展示,

小组之间相互评议;二是布置相应的课后作业考查学

生高阶能力。

3.3.6 总结

总结的作用是总结课堂内容、帮助学生整合学习、

引导学生反思内容、预告下堂课内容[15]。本次教学最

后总结了连袖的主要结构特点,以及连袖与装袖结构

的主要区别,并引入下次课程———分割袖的内容,同时

重点对学生小组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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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经过三个年级的教学改革,通过对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集体或个别访谈,结合线上教学数据等,发现课

程教学改革效果明显,学生普遍认为课程变得生动有

趣,学习的自由度增加了,在学到专业知识的同时明确

了未来发展方向。例如,学生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提升

服装 行 业 在 国 际 的 影 响 力,这 一 比 例 2019 年 为

49.8%,2020年为60.7%,2021年为75.8%,说明学

生的专业自信心有了明显的提升。另外学生的综合评

教分数2019年为91.18,2020年为93.82,2021年为

96.70,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学生对课程的认可度在

逐步加强。将德、智、美、劳四育培养融入服装结构设

计课程教学中,可以更加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提升自信心,未来希望能进一步推广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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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TeachingReformofOnlineandOfflineClothingStructureDesign
GUOHong,ZUOYanwen,ZHAOYanmin

(CollegeofTextileandFashion,Hu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Xiangtan411104,China)

  Abstract:Clothingstructurecourseisthecorebasiccourseofclothingmajor.Teachingreformwascarriedoutcombiningwiththe

onlineandofflinemixedmode.Thecurriculumwasdividedinto14mainmodules.Combingthemainknowledgepointsofeachmod-

ule,theintellectualeducation,moraleducation,aestheticeducationandlaboreducationwereintegratedintothewholeteaching

process.Atthesametimeofaccomplishingthegoalofknowledgeandability,thegoalofqualitywasaccomplished.Itcaneffectively

stimulatestudents'learningenthusiasm,enhancetheirprofessionalconfidence,andlayagoodfoundationforthecultivationofapplied

talents.

Keywords:mixedteaching;garmentstructure;informatization;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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