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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纺织印染产业的发展趋势,对轻化工程本科专业实践教学模式进行系统性研究,通过与企业交流学习,

运用国内外专题研习教育理论,建立起与行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轻化工程本科实践教学新模式,采用团队竞赛的模式,即

构建“理论、实践与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染整工艺与检测实验》这门课程建立基础型、综合性、创新型的三位一体

的实验体系,实现轻化工程人才培养与未来职业岗位的无缝对接。

关键词:轻化工程;专题研习;团队合作;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TS195.5;G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20)07-0059-03

收稿日期:2019-12-08;修回日期:2019-12-15
基金项目:南通大学杏林学院教育教学研究基金(0316041033)
作者简介:张陈成(1985-),男,实验师,博士,主要从事染整实验的教学和

科研工作,E-mail:cchengzhang@ntu.edu.cn。

  在纺织印染工业中,染色过程的效率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技术人员的生产技能。随着国内染整技术的飞

速发展,纺织印染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具有扎实的染整理论基础,还要保证实际动手操

作能力具有一定的水准。
工程实践是理论知识和科学在产品或技术开发中

的应用。目前,随着我国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在应试教

育背景下,学生实践机会较少,工程应用能力较差,缺
乏合作和协调意识[1]。因此,实践型课程模式和教学

方法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1 设计思路与理念

轻化工程专业实践性强,而染整工艺实践教学在

整个专业教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其他

专业理论课程不同,开设《染整工艺与检测实验》课程

的主要目的是加深学生专业理论课程的消化、吸收,巩
固已学到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专业实验的

动手能力,为培养染整工程技术人才提供良好的实践

环境。
为此,我们采用专题研习的方法(PBL,Project

BasedLearning)作为《染整工艺与检测实验》的教学思

路[2]。该教学模式是以学习染整工艺技术为基础,以
纤维化学与物理、染料化学、染整助剂化学、染整工艺

原理和染整设备等理论知识为中心,针对工艺中某一

项目(即课程中某一实验)结合实际工厂操作流程,通
过多种资源开展实验教学活动。该方法通过特定项目

的学习活动,改变了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互动

教学法,使得学生掌握了总体任务,分解实施步骤,从
而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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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PBL教学内容体系

2 教学方法实施过程

2.1 基础实验室建设

为了结合生产企业发展以及轻化工程专业人才的

需求特点,以《染整工艺与检测实验》课程内容为主要

研究对象,模拟实际的企业流程系统,将教学实验室布

局尽可能贴近实际生产。同时根据“方便适用,安全环

保”这一理念,通过合理布局,使得实验室功能明确分

工[3]。结合染整基础实验室的特点,所选实验项目的

要求和工业设计规范,确保学生在使用实验室时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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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实验室分三大区域:基础实验室、工艺与检测实验

室以及仿真实验室,其布局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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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轻化工程专业综合实验室布局图

2.2 工程实验教学体系

从教学资源的角度,结合学校、学院已有的教学资

源,对实施的实验教学进行跨专业、跨学院,甚至跨校

际整合,并将科研方法引入实验教学中,形成“课内问

题引导式教学,课外专题大作业实践、实验室开放课题

研究、以及面向社会实际生产研讨”等系统教学模式,
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采用“基础型实验

-实际应用型实验”阶梯式实验安排任务(表1),充分

发挥“新工科”工程实验教育的特点和优势,提升学生

基础理论、方法技能、实践应用以及设计创新能力,让
学生实验操作更好地贴近工业实际生产。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求学生课前认真预习,提前

摸清本次实验课需要做的内容,怎么做。课堂上,在做

实验之前,实验指导老师对学生讲解本次实验的目的、
内容重点以及实验需要注意的事项,确保安全第一,并
对实验内容有全面的了解,保证染整实验顺利进行。
在做实验期间,要求每个学生都能动手操作,理论结合

实际,真正获得该实验结果。课后,做完实验,要求学

生写实验报告,除了必要的实验步骤,最后需要对本次

实验进行讨论总结,提出自己的观点,才能对本次实验

内容有真正的消化、吸收。

表1 开设实验项目一览表

分 类 实验项目 目 标

基础型 纺织纤维的定性鉴别
染料吸收光谱及浓度的测定
表面活性剂含固量和浊点测定
棉织物的丝光(丝光效果的测定)
涤纶织物碱减量处理及碱量率测定
天然纤维合成纤维混纺织物的纤维含量测定

掌握基本操作,为后续工艺实验奠定基础

前处理(实际应用) 棉织物的退浆
棉织物的煮练
棉织物次氯酸钠漂白、织物白度和强力测定

染色印花工艺(实际应用) 棉织物过氧化氢漂白、织物白度和强力测定
涤棉混纺织物退煮漂一浴法前处理及效果测定
涤棉混纺织物的热定形及定形效果测定
棉织物的直接染料染色及上染性能测试
棉织物的活性染料染色及工艺条件影响
棉织物的还原染料染色及染液检验
酸性染料染色及工艺条件比较
腈纶纱线的阳离子染料染色
涤纶织物的分散染料染色及染色工艺比较
棉织物的活性染料直接印花及助剂的影响
涤/棉织物分散/活性染料同浆印花
棉织物活性染料防染印花及工艺比较
扎染

掌握棉、涤/棉等产品从坯布到染整成品加工的全过程,初步具有运
用所学专业知识进行纺织品染整工艺设计及系统实验的综合能力

后整理(实际应用) 织物拒水整理及性能测定
棉织物阻燃整理及性能测定
棉织物防皱整理及性能测定

2.3 创新实验教学模式

PBL教学方法中,教学任务长期单一化,学生容易

感到单调乏味,较难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思

维[4]。因此,我们在PBL教学基础上,采用团队竞赛

的模式,以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为导向,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并突出竞争与合作,旨在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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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该模式有以下特点:
(1)团队小组之间的竞争,提高了学生承受失败的

能力,帮助他们发现不足,不断完善自己,培养创新能

力;
(2)在一个团队完成一项工艺任务的过程中,存在

着分工与合作,共同的目标培养学生们强烈的合作精

神;
(3)在讨论工艺方案时,学生在团队小组中积极表

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学会理解和尊重他人,听取不

同的意见,从而培养学生积极、包容和健康的性格。

2.4 运行效果

经过5年10个学期的教学实践以及阶梯式改革,
及时更新相应实验教学设备,创新型PBL教学方法已

运用在本科20个班级,共计500多位学生,并为30多

位硕士研究生以及10余位企业人员提供了科研开发

服务,提高了不同层次学生以及社会人员的实际操作

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创新开发思维和初步的科学研究

能力,为其后续毕业论文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3 结语

近几年来,运用国内外专题研习教育理论,即PBL
教学方法,与企业生产交流学习,逐步调整实验教学内

容,既注重理论教学,同时抓住实际生产操作,制定好

实验教学计划,提升实验教学在本科教学过程中的“地
位”,促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5]。在《染
整工艺与检测实验》这门课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将团队

竞赛模式引入实验教学环节中,建立了基础型、综合

性、创新型的三位一体的实验体系,真正实现了轻化工

程人才培养与未来职业岗位的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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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ccordingtothecurrentdevelopmenttrendoftextileprintinganddyeingindustry,thepracticalteachingmodeoflight

chemicalengineeringundergraduatemajorwasstudied.Throughthecommunicationandstudywiththeenterprise,andtheapplication

ofdomesticandforeignspecialstudyandeducationtheories,anewpracticalteachingmodeoflightchemicalengineeringundergradu-

atecoursewasestablished.Themodeofteamcompetitionwasadopted,toconstructthepersonneltrainingmodeoftheory,practice

andinnovation.Throughthecourseofdyeingandfinishingtechnologyandtestingexperiment,abasic,comprehensiveandinnovative

experimentalsystemwasestablishedtorealizetheseamlessconnectionbetweenlightengineeringpersonneltrainingandfutureprofes-

sionalp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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