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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时装画技法”课程教学改革现状出发,分析 OBE和混合式学习理念的基本要义和实施原则,提出基于

“OBE+混合式学习”理念的课程教学设计理念和实施步骤,重点围绕定义学习成果、优化教学内容、确立教学组织形式、

制定教与学活动、设计学习资源、构建评价体系六大环节,就如何进行“时装画技法”课程教学设计进行具体阐释,以期为

提升“时装画技法”课程教学质量提供指导,为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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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国家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国标遵循突出学生中心、
突出产出导向、突出持续改进三大基本原则[1],产出导

向就是 OBE,这标志着 OBE理念已成为我国高等教

育改革的主流理念。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中提出要“充分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丰富并创新课程形式”“创新人才培养方

式,推行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合作式等教学方式,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2]”。新形势下,应用新

理念新方法开展教育教学改革,探索符合国家教育方

针、满足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广大教育工

作者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时装画技法”课程教学改革现状

时装画是以服装为表现主体,展示人体着装后的

效果、气氛,并具有一定艺术性、工艺技术性的一种特

殊形式的画种,是衔接服装设计师与工艺师、消费者的

桥梁[3]。“时装画技法”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服装

与服饰设计专业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大一

学年的第二学期开设,对学生的专业成长与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不少学者针对“时装画技法”课程教学

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整体来看,科学、系统应用新教

育理念、教学模式进行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较少,研究

成果以教学心得、经验总结类居多,如周双认为应该

“将理论知识教学与市场的要求紧密结合,使得这门课

程能真正拉近学生与企业之间的距离[4]”;余子砚指出

应该“在互动式教学的过程中提升教学效果[5]”;程雪

认为“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懂得设计技巧,还要让其懂

得如何透过技法传达出设计理念[6]”;董楚涵认为“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在注重基础技法讲解的同时,

运用开放性思维,在时装画的表现上引导学生进行创

新,以适应将来复杂的市场就业环境[7]”。此外,课程

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如
阮诺男指出“我国高等院校服装设计专业的服装画课

程教学往往偏重时装绘画的造型基础和画面的整体艺

术美感,而在服装画的应用性、时尚性上有所欠缺[8]”;

郑晶认为“时装画技法”课程教学存在“教师在教学内

容上有意规避学生认知上的不足、教学环节存在重

‘学’不重‘用’的弊端[9]”等问题;叶露认为在“时装画

技法”的课程教学中存在“将临摹作为课程训练的关

键,忽视了服装画面的时尚性和创意性表达[10]”的问

题;尹录英认为“国内时装画技法教学过分强调线条的

流畅和谐、整体的表现力等,而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不

够,当学生表达设计构思时常觉得力不从心[11]”。

在多年的教学中发现了一些“时装画技法”课程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学时设置不合理、教学方法陈

旧、学生能力与企业要求有差距、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不

足、考核评价机制单一等,借鉴吸收相关研究成果,分
析比较新思想、新理论、新模式,发现OBE理念和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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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学习理念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为

此,将OBE理念和混合式学习理念引入“时装画技法”
课程教学中,对课程教学进行设计与重构,以期提升学

生课程学习效果,助力提高服装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2 理论支撑

2.1 OBE
OBE是 成 果 导 向 教 育(Outcome-BasedEduca-

tion)的简称,于1981年由美国学者威廉·斯派迪

(WilliamG.Spady)提出,是指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

目标是学生通过教育过程最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12]。
这里所说的学习成果并非学生成绩分数,而是学生学

习历程结束后真正拥有的能力[13],不仅指学生认知的

内容,还包括实际应用的能力和其中涉及的情感因素。
在理念上,OBE是一种“以生为本”的教育哲学;在实

践上,是一种聚焦于学生受教育后获得什么能力和能

够做什么的培养模式。一切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和课

程设计都是围绕实现预期的学习结果[14]。OBE的实

施有四条原则:一是清楚聚焦学生课程学习完成后能

实现的最终学习成果;二是提供支持扩大学生学习机

会和成功机会;三是对学生的成功寄予较高的期待;四
是从最终学习成果出发反向进行课程教学设计[15]。

2.2 混合式学习

混合式学习(BlendedLearning)就是要把传统学

习方式和在线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教师引

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体现学生作

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16]。混合

式学习具有学习资源供给灵活、支持个别化学习及提

高教学效率等特征,“活动与资源设计”是课程设计中

最能够体现混合式学习课程特点的环节[17]。国内外

混合式学习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各界已基本达成了

共识:混合式学习正在成为未来教育的“新常态”[18],
疫情期间“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更是得到大面积使

用和师生的肯定,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

2.3 理论启示

2.3.1 设计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在进行课程教学设计时,要坚

持以学习者为中心,在课程教学设计过程中确立学生

的中心地位,贯穿体现在课程教学设计的所有环节;要
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充分考虑教师角色的变化,教师不

再是单一的知识传授者,更应注重发挥线上学习的引

导者、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学习资源的提供者的作用;
要坚持以系统方法为指导,确立系统思维,把整个课程

教学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设计,考虑各要素之间

的关系,优化组合实现功能最优;要坚持以学习成果为

导向,将学习成果作为教学设计的起点,课程教学设计

所有工作要紧紧围绕促进学生实现学习成果来进行;
要坚持以学习资源为支撑,设计开发全过程、多类型的

学习资源,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促进教与学活

动的有效实施;要坚持以学习评价为保障,充分发挥学

习评价的导向功能和反馈调节作用,持续改进优化课

程教学设计方案。

2.3.2 设计思路

依据以上理念指导,结合教学设计过程四要素学

习者、目标、策略、评价和 OBE教学设计反向原则,提
出如下课程教学设计实施步骤:定义学习成果→优化

教学内容→确立教学组织形式→制定教与学活动→设

计学习资源→构建评价体系,如图1所示。

毕业要求

目标

职业素养 培养目标 学习者课程目标

定义学习成果

知识 技能 态度

策略

优化学习内容

理论知识 技法技能 设计创造

确立教学组织形式

线上学习 线下学习

制定教与学活动

教学方法 学习活动 教与学过程

设计学习资源

课前 课中 课后

评价

构建评价体系

形成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修
改

图1 课程教学设计实施步骤

3 “时装画技法”课程教学设计

3.1 定义学习成果

学习成果代表一种能力结构,内外需求是定义学

·95·     2022年第9期             教学研究




习成果的关键,具体到课程层面的学习成果可以从五

个方面来考虑定义:一是职业素养,代表着行业与用人

单位对学生的能力要求,也是学生预期学习成果的最

高期望;二是培养目标,培养目标是专业人才培养的基

本方针与根本目标,学生预期学习成果的定义要以其

为根本指导;三是毕业要求,毕业要求是对学生毕业时

所应该掌握的知识和能力的具体描述,是本专业的预

期产出成果,课程层面的学习成果是毕业要求的具体

细化和有力支撑;四是课程目标,课程目标是学生预期

学习成果的直接来源;五是学习者,学生的基本特征、
初始能力等都是定义预期学习成果的重要依据,可通

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形式了解学生有关信息。
综合考虑职业素养、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

标等因素,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到的学生知识基

础、学习风格、学习方式偏好、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信

息和“时装画技法”课程实际,采用“KSA”能力素质模

型来概括学习成果,从知识(Knowledge)、技能(Skill)
和态度(Attitude)三个维度进行预设学生学习成果的

具体表述[19],见表1,知识和技能属于显性学习成果,
态度属于隐性学习成果。

表1 学生学习成果

维度 形式 内容

知识
小组汇报

PPT

K1.了解服装画的起源及发展

K2.了解服装画的代表人物

K3.掌握时装画的概念、类别、功能、艺术风格

K4.了解时装画在服装设计与制作流程中的地

位

K5.掌握各种绘画工具及其特点、性能

K6.掌握人体比例及动态知识

技能

小组汇报PPT
学习档案

专题作业

测评作品

参赛作品

S1.能够熟练掌握各种绘画工具的表现方法与

技巧,并能娴熟运用

S2.能够正确绘制时装画人体

S3.能够熟练绘制时装画线条,准确表现服装款

式及配饰

S4.能够针对不同材质找到相匹配的表现工具

S5.熟练掌握时装画中不同服装面料及服装配

饰的表现手法与技巧,并能娴熟运用

S6.熟练掌握时装款式图表现技法,能够正确绘

制各种生产级标准服装款式图,准确交流服装

工艺信息

S7.能够准确表达设计理念与构思

S8.能够应用信息技术手段检索信息、表达思想

态度

小组学习

评价量规

自我评价表

A1.形成个人职业目标和职业发展规划

A2.培养职业素养:观察力、精益求精、创新意

识、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A3.培养自主学习意识和热爱学习的态度

3.2 优化教学内容

“时装画技法”课程艺术性与工艺技术性并重,其

核心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以绘

画的方式准确表达设计思维;二是通过学习使学生能

够准确交流服装工艺信息,为后续版型制作、服装生产

提供依据。依据预设学生学习成果、课程教学大纲、课

程学习重点及后续专业课程安排,对课程教学内容及

学时安排进行优化,删除“电脑时装画的表现”章节内

容,增加“服装款式图的表现方法”章节内容,压缩“时

装画人体绘画”专题的学时,增加“服装材质表现技法”

和“服装款式图的表现方法”专题的学时。将优化后的

教学内容分为理论知识、技法技能、设计创造三个层

次,按学习专题的方式进行组织编排,见表2。

3.3 确立教学组织形式

课程学习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模

式,以线下学习为主导,线上学习为辅助。线下学习以

班级教学和个别指导为主,线上学习以自主学习和小

组学习为主,线上学习是线下学习的完善和延伸,两者

有机结合。

线上学习组织主要是建立学习平台和学习小组,

考虑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平台工具的便捷性、易

用性,利用网络交流工具 QQ群搭建课程在线学习平

台“时装画技法”课程学习群,群成员为班级全体学生

和授课教师。建立合作学习小组时结合“定义学习成

果”阶段学生问卷调查了解到的学生学习风格、学习方

式偏好、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及网络学习条件保障等情

况,采取自愿组队与教师指定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

结成合作学习小组,每组3~4人,推选组长,组长督促

组员的在线学习和课后作业。建立小组在线学习交流

平台QQ群,群成员为本小组成员和授课教师。

3.4 制定教与学活动

教与学活动设计是课程教学设计的关键,在设计

时要充分考虑学习内容和教学组织形式的特点,选择

恰当的活动使学生成功获得预期的学习成果,教与学

活动主要包括教学方法、学习活动和教与学过程3个

方面。

3.4.1 教学方法

理论知识层次的内容主要采用讲授法、提问法和

任务驱动法;技法技能层次的内容主要采用讲授法、演

示法、任务驱动法和案例教学法;设计创造层次的内容

主要采用任务驱动法和案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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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课程学习内容

内容
层次

专题 学时 学习要点
学习
成果

理论
知识

时装画
基础概论 4

1.时装画的起源及发展

2.时装画的代表人物介绍

3.时装画的概念、类别、功能、艺术风
格

4.时装画在服装设计与制作流程中
的地位

K1、
K2、
K3、
K4、A1

绘画工具
与材料 4

1.钢笔工具

2.彩铅工具

3.炭笔工具

4.马克笔工具

5.水彩工具

6.水粉工具

7.纸张

K5、S1

时装画
人体绘画 8

1.服装人体结构及比例

2.服装人体姿态的表现

3.服装人体局部表现(头部、手、足)
K6、S2

技法
技能

时装画的
基础表现

技法
8

1.线条的表现

2.褶皱的表现

3.配饰的表现
S3

服装材质的
表现技法 28

1.绸缎的表现

2.皮革的表现

3.格子呢的表现

4.纱与蕾丝的表现

5.针织的表现

6.棉麻的表现

7.牛仔的表现

8.毛皮的表现

9.镂空面料的表现

10.图案面料的表现

11.服装饰物的表现

12.多种材质与风格的综合表现技法

S4、S5

服装款式图
的表现技法 28

1.生产部门款式图赏析

2.款式图的结构与比例

3.领子的表现

4.肩部的表现

5.衣身与袖子的表现

6.前门襟的表现

7.裤子的表现

8.裙子下摆的表现

S6

设计
制造

服装创意
效果图 4

1.创意效果图

2.综合材料图

3.引用全国时装画比赛要求,举办班
级时装画比赛

S7、
A1、A2

3.4.2 学习活动

理论知识层次内容的学习主要采用记忆、合作学

习和任务驱动法;技法技能层次内容的学习主要采用

练习、赏析、合作学习、案例学习和任务驱动法;设计创

造层次内容的学习主要采用案例学习、任务驱动法和

创意设计。

3.4.3 教与学过程

教与学过程主要分为课程教学过程和专题学习过

程两个层次,课程教学过程分为课程准备、课程实施、

课程评价三个阶段,专题学习过程分为课前、课中、课

后三个阶段,见表3。

(1)课程学习过程

课程准备。课程学习前,教师建立课程学习 QQ
群,上传课程学习评价表和课程介绍,课程介绍主要是

将课程概况、教学组织、课程考核等情况向学生进行说

明。引导学生建立合作学习小组,推选组长,建立小组

QQ群,在群内上传小组学习评价表、小组成员评价表

和自我评价表。

课程实施。课程学习过程中,依据学习专题线性

顺序安排,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开展

专题内容的学习。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收集学生反馈信

息和教学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归纳,用于在课程结

束后完善教学设计方案、更新在线学习资源。

课程评价。学习完成后,针对课程学习情况向班

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课程资源、学习活

动、教学组织保障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同时完成学生学

习的总结性评价。

(2)专题学习过程

专题学习时,首先进行课前线上学习。教师在课程学

习群上传专题学习建议、教学课件、知识点讲解视频等课

前学习资源,安排小组学习任务,组织线上学习活动。学

生根据任务安排利用学习资源完成学习内容的预习,通过

与学习小组伙伴的分享、讨论,加深对相关知识内容的认

知,这一阶段是学习内容的预习阶段。然后进行课中线下

教学,教师首先随机抽取学习小组,检查小组学习任务完

成情况,梳理学习难点及问题。然后依据专题内容、教学

课件、作品案例等对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对表现技法进

行现场演示,对学生随堂练习进行指导,这一阶段是学习

内容的全面掌握与巩固阶段。最后是课后线上学习,学生

通过拓展资源、作品案例的学习以及课堂作业的交流、讨

论,对专题所学进行反思,通过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式

发现学习存在的不足,这一阶段是学习内容的总结提高阶

段,过程具体活动安排见表3。

3.5 设计学习资源

根据教学内容和教与学活动安排,进行各专题学

习资源的设计与开发,学习资源主要包括专题学习建

议、教学课件、知识点讲解视频、作品案例、专题拓展资

源等,按照课前、课中、课后的形式组织呈现,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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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专题学习教与学活动

专题
教师 学生

线上学习 线下学习 线上学习 线下学习
学习成果

时装画

基础概论

开发、上传学习资源;发布学习

任务;引导、组织、监督线上学习
讲授、提问

阅读、记忆、合作学习、
完成任务

听讲、汇报
K1、K2、K3、K4、

S8、A1、A2、A3
绘画工具

与材料

开发、上传学习资源;发布学习

任务;引导、组织、监督线上学习
讲授、提问

阅读、记忆、合作学习、
完成任务

听讲、汇报、练习 K5、S1、S8、A2、A3

时装画

人体绘画

开发、上传学习资源;发布学习

任务;引导、组织、监督线上学习

讲授、演示、提问、个别

指导、案例教学法

案例学习、赏析、合作

学习、完成任务

听讲、汇报、练习、完成

任务
K6、S2、S8、A2、A3

时装画的

基础表现

技法

开发、上传学习资源;发布学习

任务;引导、组织、监督线上学习

讲授、演示、提问、个别

指导、案例教学法

案例学习、赏析、合作

学习、完成任务

听讲、汇报、练习、完成

任务
S3、S8、A2、A3

服装材质的

表现技法

开发、上传学习资源;发布学习

任务;引导、组织、监督线上学习

讲授、演示、提问、个别

指导、案例教学法

案例学习、赏析、合作

学习、完成任务

听讲、汇报、练习、完成

任务
S4、S5、S8、A2、A3

服装款式图

的表现技法

开发、上传学习资源;发布学习

任务;引导、组织、监督线上学习

讲授、演示、提问、个别

指导、案例教学法

案例学习、赏析、合作

学习、完成任务

听讲、汇报、练习、完成

任务
S6、S8、A2、A3

服装创意

效果图

开发、上传学习资源;发布学习

任务;引导、组织、监督线上学习

讲授、个别指导、案例

教学法
案例学习、完成任务

听讲、汇报、练习、完成

任务
S7、S8、A1、A3

表4 课程学习资源

内容层次 专题 资源名称 资源呈现 类型

理论知识 时装画基础概论 专题学习建议 课前 文字

课本 课前、课中、课后 文字、图片

教学课件 课前、课中、课后 文字、图片、视频

知识点讲解 课前、课后 视频

拓展资料 课后 图片、文字

绘画工具与材料 专题学习建议 课前 文字

课本 课前、课中、课后 文字、图片

教学课件 课前、课中 文字、图片、视频

知识点讲解 课前、课后 视频

作品案例 课前、课中、课后 图片

拓展资料 课后 文字、图片

技法技能 时装画人体绘画 专题学习建议 课前 文字

课本 课前、课中、课后 文字、图片

教学课件 课前、课中 文字、图片、视频

知识点讲解 课前、课后 视频

作品案例 课前、课中、课后 图片

拓展资源 课后 文字、图片

服装画的基础表现技法 专题学习建议 课前 文字

课本 课前、课中、课后 文字、图片

教学课件 课前、课中 文字、图片、视频

知识点讲解 课前、课后 视频

作品案例 课前、课中、课后 图片

拓展资源 课后 文字、图片

服装材质的表现技法 专题学习建议 课前 文字

课本 课前、课中、课后 文字、图片

教学课件 课前、课中 文字、图片、视频

知识点讲解 课前、课后 视频

作品案例 课前、课中、课后 图片

拓展资源 课后 文字、图片

服装款式图的表现技法 专题学习建议 课前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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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内容层次 专题 资源名称 资源呈现 类型

课本 课前、课中、课后 文字、图片

教学课件 课前、课中 文字、图片、视频

知识点讲解 课前、课后 视频

作品案例 课前、课中、课后 图片

拓展资源 课后 文字、图片

设计创造 服装创意效果图 专题学习建议 课前 文字

课本 课前、课中、课后 文字、图片

知识点讲解 课前、课后 视频

教学课件 课前、课中 文字、图片、视频

作品案例 课前、课中、课后 图片

拓展资源 课后 文字、图片

  学习建议主要是对专题学习方式的建议,如理论

知识的内容,建议学生以记忆为主,技法技能层次的内

容建议学生以练习为主,设计创造层次的内容引导学

生进行创意思维。教学课件和知识点讲解主要是针对

具体学习专题内容开发的资源,供不同学习进度、接受

力的学生学习使用。作品案例主要是往届学生课堂练

习、作业练习、毕业设计作品以及全国时装画艺术设计

大赛获奖作品,用以开拓学生视野。拓展资源主要是

一些网络公开教学视频、网络文章以及时装画资源网

站,设计创造层次的拓展资源还包括一些时装画比赛

信息,鼓励学生积极关注专业比赛,了解行业水准要

求。

3.6 构建评价体系

课程评价体系主要由过程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构

成,见表5,其中过程性评价以各学习专题为中心展开,
主要考察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参与情况,最终通过平

均分的形式按比例计入课程学习评价表。总结性评价

以学习测评的方式完成,主要考察学生预期学习成果

的综合运用能力,是对学习成果的高期待,各项按比例

计入课程学习评价表。

表5 课程学习评价表

评价维度 评价对象 评价内容 标准 评价主体 计分

学习活动(投入)(30%) 线上学习(60%) 合作学习(50%) 小组学习评价表、小组成员评价表 教师、学生 9%
自主学习(50%) 自我评价表 教师、学生 9%

线下学习(40%) 出勤(40%) 考勤表 教师 4.8%
课堂参与(60%) 回答问题、课堂演示 教师、学生 7.2%

学业考评(70%) 学习档案(12%) 课堂作业(12%) 8次 教师、学生 8.4%
专题作业(18%) 平时作业(18%) 3次 教师 12.6%
综合测评(30%) 期中作业(30%) 1次 教师 21%
综合测评(40%) 期中作业(40%) 1次 教师 28%

能力拓展 拓展加分 参加比赛 入围或获奖 教师 额外加1~5分

4 结束语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作为时下主流教学

理念的OBE和混合式学习为课程教学提供了新思路。
教学设计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通过定义学习成

果、优化教学内容、确立教学组织形式、制定教与学活

动、设计学习资源、构建评价体系等环节对“时装画技

法”课程教学进行设计,将有力促进 OBE和混合式学

习理念与课程教学实践的紧密结合,进而推动提升学

生课程学习效果,使学生在专业能力、学习能力、团队

合作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得到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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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CourseTeachingBasedontheOBE
ConceptandBlendedLearningConcept
———TakingtheFashionIllustrationasanExample

PENGXiaojia
(SchoolofArts,Lanzhou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Lanzhou730020,China)

  Abstract:Basedontheresearchstatusoftheteachingreformoffashionillustration,thecharacteristicandimplementationprinci-

plesofOBEconceptandblendedlearningconceptwereanalyzed.Curriculumteachingdesignconceptandimplementationstepsbased
ontheOBEconceptandblendedlearningconceptwereproposed.Thedesignofcourseteachingwasdiscussed,whichinvolveddefi-
ningstudentlearningoutcomes,optimizingtheteachingcontent,establishingtheteachingorganizationform,formulatingteaching
andlearningactivities,designinglearningresources,andbuildingtheevaluationsystem.Thesuggestionsandpracticeswouldprovide

guidanceforimprovingteachingqualityandprovidereferencefordeepeningteachingreformoffashionillustration.
Keywords:OBE;blendedlearning;designofcourseteaching;fashion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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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ofPolyesterSizingwithButylAcrylate-styreneCopolymer
CHANGHua,YAOYijun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Butylacrylate-styrenecopolymer(BMA-St)slurrywaspreparedbyemulsionpolymerization.Thecompatibilityof

BMA-StslurrywithacetatestarchandPVA0588wasstudi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characteristicpeakofestergroups(1156

cm-1)andthebenzenering(763cm-1)wereexistedinFTIRofBMA-Stcopolymer.Whentheratioofabovementionedsizingagent

wascontrolledas15∶2∶3,comparedwithBMA-Stslurry,theadhesiveforceofthemixedslurryfilmwasupto164.08N,andthe

bucklingresistancewasincreasedby1.30%.Theviscositystabilityandsizingreinforcementratiowereincreasedby2.40% and

6.00%respectively.Thehairinesslossratewasdecreasedby10.85%,whichdemonstratedthatthesyntheticsizewasmoresuitable

forsizingpolyesterroving.

Keywords:BMA-Stsizing;sizingfilmproperty;sizing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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