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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在线金课”建设的标准下,分析“服装材料应用”课程的现状与建设目标,探索基于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教

学改革,提出课程内容设计、教学模块设计、思政元素设计、教学形式设计、评价方式设计等五大措施,为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的实施提供保障。

关键词:在线开放课程;教学改革;服装材料应用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22)11-0062-03

收稿日期:2022-03-29
基金项目:2020年“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2020ZJJGLX114);2020年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线
上金课”建设项目《服装材料应用》;“2019年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优秀青年骨干教师”项目

作者简介:王 佳(1982—),女,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服装数字化
技术、服装专业教学改革,E-mail:wangjia@cztgi.edu.cn。

  从2010年教育部提出要“建立新型信息化教学观

念,改进教学方法,创新在线和传统合理混合的新型教

学模式”,到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进入教育

信息化2.0时代,信息化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深远影

响”,再到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教育改革的紧迫性

再次凸显,“发展基于信息技术的线上线下结合”的教

育模式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指将线上网络课堂和线下

实体课堂相结合,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引导学习的教学

模式,如何建好并用好在线课程资源已成为各高校进

行课程建设日益重视的问题[2]。“服装材料应用”课程

作为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群中的共享专业基础课程,

2021年被认定为我校“线上金课”进行建设,以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为目标,以学生为中心,建设课程资源,改
革教学模式,强化能力应用,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教

学,将是服装材料课程打造“金课”的重要举措,为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实施提供保障。

1 现状与建设目标

“服装材料应用”是服装专业学生获得服装材料基

础知识和能力的主要课程,是贯穿时尚设计、面料开

发、服装生产和营销全过程的基础性和实用性紧密结

合的课程。作为接触专业的第一门基础课,“服装材料

应用”对学生专业知识、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具有重

要影响。长期以来,该课程教学中理论环节较长,由于

课时受限,加上缺乏数量足够的各类面辅料实物,课堂

上学生可参与的实践活动较少,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等

问题日益显现,PPT课件、课堂提问和书面考试等传统

的教学方式,已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枯燥乏

味,课后缺乏与老师沟通互动的有效平台,直接导致学

习效率低下。
“服装材料应用”课程建设改革的目标是以“建构

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为主线,以课

堂和课程平台为载体,教师进行循序渐进地引导,教学

环境更加灵活,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教学手段更加多

样,师生交流更加畅通,学习反馈更为全面。在知识的

架构和能力的实践中,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

尚的道德情操,提升职业素养[3]。

2 建设举措

2.1 “岗位需求+学生需求”的课程内容设计

通过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群下专业岗位对服装材

料课程需求的调查研究,以“必需”“够用”“创新”为原

则,遵循学生学习规律,构建基础篇、应用篇、创新篇三

部分内容。基础篇涵盖服装材料纤维、纱线和服用织

物染整等基本理论知识,主要讲解基础知识与技能;应
用篇以典型服装为载体,系统、全面、深入地介绍服装

面辅料的实践运用,形成课程核心技能;创新设计篇加

入传统和现代面料再设计的方法,既弘扬传统文化,又
反映新技术,体现技艺结合、科技赋能,拓展课程学习

视野,培养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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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场景应用+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块设计

服装的穿着,既离不开人,也离不开环境。在消费

者对服装适用性要求不断提高的今天,服装的场景应

用不断被细分,面对新材料的层出不穷,要游刃有余进

行特定环境下服装的设计生产,就需要具备扎实的服

装材料运用的能力。根据课程目标将职业岗位群实际

工作任务和场景联系起来,建立学习情境,在各个教学

模块,以“职业岗位———应用场景———工作任务”为主

线设计框架,重在教会学习者根据岗位要求,分析具体

场景下的服装穿着要求,产生“环境———服装———面辅

料”的逐级联想,掌握正确运用服装材料的技能。

2.3 “多面渗透+有的放矢”的思政元素设计

在进行课程思政内容设计时,根据人才培养目标

和课程特点,将爱国情怀、个人修养、科技自信三方面

的思政元素和课程内容有机结合。在基础篇中,主要

讲述的是基本知识,将思政元素直接融入知识点,从石

器时代的兽皮树叶,到陶器时代的素有“中国草”美誉

的麻纤维,再从青铜时代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的丝织

品,到大工业时代的锦纶塑料,每一种新材料的发明和

使用,都承载着一代又一代技师们的才智,传承着中国

的纺织文明,将工匠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激发学生的

家国情怀、民族自信。
应用篇将思政元素与学习任务融合渗透。例如在

“休闲服装面料的应用”模块,通过对休闲服装穿着场

合的认知,和近年来消费者健康生活、经济环保消费理

念的分析,讨论适宜的服装面料,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嫁接到面料的取材中。休闲装作为目

前最主要的日常着装之一,其适用场合广泛,需求量

大,作为未来服装行业的中坚力量,学习者们应牢固树

立和自觉践行绿色发展之路。
创新篇学习的重点是对面料的传承设计和智能设

计,既讲述刺绣、扎蜡染等传统面料设计技艺,又包含

虚拟仿真等智能科技技术,思政元素通篇融合,让学习

者不仅敬仰古人的智慧,产生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又
将前沿科技引入课程,增加专业自信、科技自信。

2.4 “多元手段+虚拟仿真”的教学形式设计

充分应用信息技术,增加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延展

学习的时间与空间。通过微课视频、学习任务单、作业

库、拓展任务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与个性

化学习。通过网络进行交互式学习交流,是00后学生

普遍乐于接受的方式,网络投票、摇一摇选人、抢答、闯

关测试等课堂形式,增强了课堂趣味性,提高了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通过平台数据的统计分析,也能使教师

了解学生的疑点、难点和主要问题,更加有针对性地进

行指导。
“服装材料应用”课程的开设就是让学生认知服装

材料,并且具备实践应用的能力,但在教学中学生很难

将材料特性与服装款式、版型风格及工艺要点串联起

来。虚拟仿真技术的介入,建立了二维面料和三维服

装一一对应的关系,通过“试衣模块”可以实现面料的

“即换即现”,直观对比不同类型面料下的服装外观,加
深各类面料特点的理解,进行准确应用,还可以自主改

变面料的物理机械性能,建立面料性能与服装外观的

对应关系,让学生明确服装材料选择的原则,提高服装

面料应用的合理性。

2.5 “客观可视+多方参与”的评价方式设计

“服装材料应用”课程评价利用在线平台的智能数

据分析,为强调过程考核、体现多元评价、保证评价的

信度与效度提供了可能。考核重视学习的全过程,避
免临时抱佛脚准备考试或担心一次考试不理想决定整

门课程不及格的弊端,让学生解放思维去探究理论知

识。评价主体不再局限于教师,由学生,甚至可邀请企

业专家多方参与。课程总评成绩由线上成绩+线下实

践两方面组成,评价内容更侧重于体现学生的综合能

力。

3 教学实施

以第二篇“针织面料应用”模块为例,进行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设计。

3.1 学习任务

创设“企业设计师要为一款1~3年级学生的校

服,选择合适的针织面料”为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带着

任务在实践中探索学习。

3.2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分为知识目标、技能目标、素质目标,见
表1。

3.3 学情分析

教授对象为高职一年级学生,在学习该内容前,学
生已经理解了服装面料的服用性能,掌握了各类面料

的特点,这些都能够有效保障学生的自主学习效果。
对往届学生的学习分析,选择面料时,无法准确、全面

描述选择原因,不明白面料的规格表示,面料选择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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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往往需要制成成衣后才能验证,耗费一定人力、
物力、财力。

表1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理解校服的内外质量要求

2.掌握针织面料规格的表示及含义

技能目标 能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校服面料的准确选取

素质目标 1.培养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

2.培养全面综合分析问题、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职业能力

3.4 教学设计思路

以夏季运动风校服面料的选择为例,从分析相关

标准、穿着需求、服用性能、面料规格、成衣效果、成衣

要求等要素出发,确定校服的内在功能和外观要求,结
合二维动画和三维服装仿真系统,直观展示面料规格

参数与服装“神形”之间的关系,突破了教学难点,为最

终选定合适的面料提供有效帮助。教学过程环环相

接、层层递进,使面料选择的过程清晰完整、重点突出。

3.5 实施过程

(1)课前———任务初探,在课程网络平台布置学习

任务:根据校服效果图选择合适的针织面料。教师明

确学习要求,学生登录平台接受任务,思考、讨论、完成

课前任务。教师在平台对学生课前学习效果的评估与

监控,了解每一名学生知识点掌握的“盲区、盲点”和难

点问题,为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授课做准备。
(2)课端———情景导入展示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

校服,欣赏多彩面料的魅力,激发学习兴趣。
(3)课中———归纳课前任务完成中的问题,通过分

析原因、解决途径、任务总结等环节,从查阅国家标准,

分析穿着需求,到细化服用性能,理解规格参数,再到

预判成衣效果,考虑成本要求,形成闭环,按照工作任

务流程,一步步引导学生不断探究,形成校服面料选用

的实践技能,并把独立思考、科学严谨的思政元素,潜
移默化用在任务解决的全过程中。

(4)课后———巩固学习,通过平台师生可以随时进

行交流互动,释疑解惑。学生还可以阅读拓展资料,观
看校服大赛视频,拓宽对校服面料设计的知识面。

4 结束语

在线开放课程“服装材料应用”的建设与应用,丰
富了课程教学的资源,使教学组织更灵活,教学设计更

科学,信息化手段运用更多元,师生互动更有效。基于

在线课程建设的线上线下教学实践,激发了学生探究

学习的兴趣,助推了他们自主建构知识、实践创新能力

的形成,有利于良好职业素养的培养。课程改革永远

在路上,我们将在“金课”建设标准指导下继续开拓创

新,为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群下的其他专业基础课程

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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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ReformofOnlineOpenCourseof"ClothingMaterialsApplication"
BasedonOnlineandOfflineBlendedTeachingMode

WANGJia
(ChangzhouVocationalInstituteofTextileandGarment,Changzhou213164,China)

  Abstract:Thesituationandconstructionobjectivesoftheclothingmaterialsapplicationcoursewereanalyzedbasedonthecon-

structionstandardof"onlinegoldencourse".Theteachingreformoftheonlineopencoursewasexplored.Inordertoprovideguaran-

teefortheimplementationofonlineandofflineblendedteaching,fivemeasuresofcontentdesign,teachingmoduledesign,ideological

andpoliticalelementdesign,teachingformdesignandevaluationmethoddesignwere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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