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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从服装工艺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如何进行服装工艺教学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探讨,以期提高人才培

养的质量,满足企业和市场的需求,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促进我国服装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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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衣工艺学》课程是服装工程专业学生的必修

课。该课程一般分为成衣工艺发展的概况、生产准备、

裁剪工程、粘合工艺、缝制工程、熨烫定性、后整理等章

节,其内容涵盖了整个服装工艺过程,对于提高服装工

程专业学生对服装的认知、了解整个服装工艺过程、提
高动手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1]。传统的教学手法

一般都是通过PPT教师课堂讲授,结合服装厂参观实

习、工艺实验课等方式,完成该课程的教学任务。由于

该课程安排学时较少,学生参观实习时间短,工艺课实

践相对简单,导致学生掌握工艺过程不牢固,动手能力

差,与现代服装企业岗位需求相脱节,不利于服装工程

专业人才的培养。

1 《成衣工艺学》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1.1 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

笔者调研了国内很多开设《成衣工艺学》课程的高

校,也参考了慕课等相关教学视频,基本有一个共性问

题,即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通过这几年参考的教

材来看,主要有以下教材: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邹奉元

主编的《成衣工艺学》,中国纺织出版社陈霞、张小良主

编的《服装生产工艺与流程》,中国纺织出版社张文斌

主编的《成衣工艺学》等[2]。章节内容基本雷同,主要

内容均为成衣基础、裁剪、缝制、流水线生产设计、熨烫

定性和后整理。有的教材还增加了成衣质量控制与检

验、生产技术文件等。教师上课时一般都是通过PPT
课堂讲授,学生只能机械地记住课本上的知识。如在

进行面料的检验与测试环节,由于大部分高校没有相

应的测试设备,学生无法直观感受到面料测试中存在

的问题;在实际生产中,学生无法直接上手进行面料检

测,基本技能也无法满足企业的期望,脱离了社会对服

装类高校毕业生的实际需求。在生产流水线设计章

节,服装车间共有7个系统,分别是困扎式生产系统和

流水同步生产系统、困扎同步生产系统、集团式生产系

统、单元同步生产系统、吊挂式生产系统和模块式快速

反应缝纫系统等。学生大多数对生产系统比较陌生,

没有在企业真正见过相应的生产系统,有的系统陈旧

不能满足生产需求,已被淘汰。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的今天,生产系统也越来越现代化、智能化,生产效率

也越来越高,很多教材中还存在过时的教学内容,整个

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

1.2 授课方式单一陈旧

从目前教材的编写情况来看,很多教材中服装款

式陈旧,对于一些生产准备工程、裁剪工程、质量检测

等环节,只能通过PPT进行课堂讲授[3]。在教学的过

程中,教师只能穿插一些实景照片,布置学生一定的课

堂作业等,以完成教学的工作。但是学生大部分都是

被动接受,没有自己的设计和理解,对整个服装生产过

程无法熟悉掌握,导致教学效果差,学生容易出现厌烦

情绪,也让学生的发散思维受到限制。

1.3 课程理论内容多,实践性环节少

目前很多高等院校的《成衣工艺学》由本学院专业

教师担任授课,但是这些专业教师往往是直接毕业的

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具有较好的专业理论知识,
但是缺乏实践环节经验,不是很了解企业实际运行情

况,对企业中的设备更新换代也了解不够,有些高校实

验室也不具备很好的生产实习条件,学生无法通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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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感受掌握学习的内容。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常常

照本宣科,因为教师缺乏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在教学

中也难以做到生动和创新。

2 《成衣工艺学》课程改革研究

2.1 合理设置课程体系

根据该专业的课程设置体系,在其他时间段还开

设了《服装结构》、《服装管理学》等课程,这些课程的某

些章节与《成衣工艺学》课程中的章节有一定的重

复[4]。尤其是纸样结构和服装质量检验章节,重复内

容较多,因此课程中要尽量避免学生学习的内容重复

单一,让学生更多地了解掌握服装工艺基础知识(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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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服装工艺纵向渐进式课程体系

2.2 增加教学实践环节

教学实践环节是服装工程专业学生提高动手能力

的必修课。在讲到裁剪工程和缝制工程章节,可以让

学生进入工厂实习,时间可以是2周左右,实地观察企

业如何进行工业化裁剪,如何进行拉布,如何使用裁剪

设备。专业负责人要积极与企业进行沟通,与企业建

立良好的联系,便于安排学生就业实习。本校在实习

期间,与杉杉集团进行了沟通,让全体学生到杉杉集团

旗下的公司参观实习。让学生有了直观的感受,为学

生更好地适应将来服装类企业的需求奠定了基础。

2.3 丰富教学方式

2.3.1 互动教学法

目前的教学方式主要以课堂多媒体教学为主。学

生主动参与和上课积极性不高,低头玩手机现象普遍

存在。笔者上该课程时,讲到缝制工艺和成衣品质检

验时,现场进行实物模拟讲解。用一件西装讲解缝制

工艺的主要过程以及工艺中注意事项,让一个男生或

者人模穿上西装,就缝制工艺的各个结构进行现场讲

解。为进一步加深学生的学习效果,随机抽学生结合

模特进行工艺的讲解复述,进行课堂互动,以加强学习

效果。

2.3.2 项目课程教学法

该方法主要是在教学中,针对实践实验项目,如上

机操作项目,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以及企业的实际市

场需求进行综合分析设计。根据教学内容确立项目课

题,教师首先讲解教学内容。让学生尽快掌握该章节

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将各个环节设计成项目,让学生

主动参与,增加教学效果。例如,全班有60名学生,可
以将学生划为6个团队,每个团队10人,共同完成某

一种款式服装的设计制作,就设计先进行分析,确定款

式,购买成衣面料,完成裁剪和缝制工艺[5]。可以进行

作业分工,各司其职,让学生既能进行成衣的制作,又
能进行分工协作,最后确定成衣检验、后整理和包装。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学生能够亲自体验过程,了解掌握

其服装工艺的某一个环节加工的难易程度,通过工艺

标准,找到服装工艺中的不足,同时不断解决问题。在

该教学模式下,学生能够充分掌握设计的技能,增加对

工艺的了解,并促进对综合知识的应用,促进学生参

与积极性的提高,从而具备创新能力,提高综合技能。

2.3.3 校企协作教学法

目前校企协作的方式得到广泛认可与应用。企业

的一线员工虽然缺乏理论知识,但是有扎实的实践经

验,可以让企业的管理者或者优秀的一线员工到课堂

讲解实践环节。可以就目前企业最先进的加工工艺和

设备进行展示讲解,与学生更好地互动。也可以让学

生与企业的实际需求对接,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本

领。可以探讨与企业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建立冠名企

业班,开展定向培养,充分利用校内、校外两个资源,切
实增强服装工程专业的竞争力。但是目前校企合作教

学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比如,很多学校与企业沟通

交流不多,对接存在一定的困难,校外企业管理者资源

少,合作交流少,校外企业专家难以聘任,这些问题都

需要进行探讨研究解决,以建立校企合作机制,从而保

证教学的长效性和实效性[6]。

3 结语

中国是服装生产大国也是服装消费大国,服装关

乎每一个中国人个性化的需求,积极培养服装工程的

技能人才,提高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加强专业课的改革创新,是目前各大高校急需解决的

实际问题。服装工程专业毕业生适应企业的需求,提
高就业质量是进行服装工艺改革创新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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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通过构建技术技能纺织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改革

模式及合理优化提高技术技能素养的培养途径与方

法,校企协同系统实施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经实践证

明,该教学体系大大提高了纺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

质量,提升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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