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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纺织产业的转移,新疆纺纱规模急剧扩大,这对新疆高校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提出要求。通过对纺织工程

核心课《纺纱学》进行教学改革,采用线上慕课视频学习,线下以学生为主的“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以期提高教学效

果,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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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发《关于发展纺织

服装产业带动就业的意见》和《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

带动就业规划纲要(2014-2030)》,以及2015年以后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纺织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其中

新疆棉纺纱锭规模从2014年700万锭增长到2017年

1700多万锭(含气流纺、涡流纺)[1]。产业的发展离不

开人才,因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部,引进内地纺织专业

人才有一定的难度,培养高质量的新疆本土纺织专业

人才成为迫切需要。《纺纱学》作为纺织工程专业的核

心课程之一,如何改进教学质量,提升人才质量是需要

解决的重要课题。

1 《纺纱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我校《纺纱学》教材采用的是郁崇文老师主编的

《纺纱学》,该教材包含了棉纺、毛纺、麻纺和绢纺4个

系统的纺纱理论、设备、工艺设计和质量控制[2],课程

内容全面丰富。但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多不

足,与纺织产业转移对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不相匹配。

1.1 学生语言基础较差,课堂教学进度慢

新疆为多民族聚居地,主要以维吾尔族为主,我专

业少数民族学生占比40%,少数民族学生因日常用语

多以维吾尔语为主,教师用语如果过快学生不能完全

听懂,授课进度易受到影响,导致在规定的课程学时

内,内容深度与丰富度得不到保证。这种传统的教学

模式,不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1.2 课程教学模式单一,学生上课兴趣不高

《纺纱学》为原理讲授性课程,教师上课普遍实行

“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与学生互动不多,课堂以教师为

主,学生的参与度不够。再加上纺纱原理概念枯燥、抽
象,致使学生上课兴趣度不高,存在打瞌睡和玩手机的

现象。虽然部分教师上课前让学生将手机放入到教师

讲台一侧的手机袋里,但是学生上课的注意力、兴趣并

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1.3 传统教学模式跟不上纺织产业转移对人才的需求

新疆纺织产业规模的快速发展,对纺织工程专业

人才需求急剧加大。其中完善人才队伍,提高纺织就

业人才质量[3],加大对新疆棉纺织产业就业人员的专

业培训成为提高新疆发展软实力的重要突破点[4]。传

统“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师生互动不足,教师对学生创

新能力的启发不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对知识的探索

欲。学生专业知识不够牢固,这不利于后期专业的创

新。

2 基于慕课背景下的《纺纱学》课程的改革

二十一世纪是快速发展的时代,现代青年接触的

信息量远远大于以往任何时代。网络慕课资源丰富且

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学生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重复

性学习被较多应用在教学当中,将线上慕课资源与线

下课堂教学以“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结合,既可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对课程改革起到重

要作用。

2.1 慕课学习可解决课堂教学进度慢的问题

慕课资源是传统课程知识从线下到线上的转移,
以不同时长、碎片化的知识点完成课程的讲解。因此

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学生可根据自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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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掌握学习时长,但均需完成相应知识点的学习,线
上慕课资源的学习不占用课堂学时。学生可根据自身

学习情况自主进行学习,有利于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

握。

2.2 改变教学模式,调动学生的参与度

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教师对知识的传授,宜
应随着技术发展,不应该再是传统的“满堂灌”,而应是

结合现代教学工具,帮助学生获取知识、解决问题。将

教学方式从“授之以鱼”,转变为“授之以渔”的教学模

式[5-6]。改变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让学生参

与到学习的整个过程,使学生从传统教学的旁观者,变
成学习的主动参与者,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2.3 学生学习参与度的提高,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通过翻转课堂,教师将课程知识设置成项目式的

题目,让学生收集资料完成项目进行汇报,培养分析问

题、查阅资料、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知识表述的

能力,更好地适用于以后的工作学习。

3 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实施路径

3.1 线下课堂之前的线上慕课学习

线上慕课学习是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重

要步骤。纺纱学课程的线上慕课资源目前已有东华大

学、江南大学等学校的线上相关课程优质资源。充分

利用既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又可以开展创新教育课堂。
在开展线下课堂之前,教师要求学生进入相应线上网

络平台学习并完成相应测试题,教师从后台了解学生

的学习情况,为线下课堂针对性讲解提供数据,使学生

和教师减少课堂教学的重复性,同时学生在线上完成

基本教学知识,使学习更加自主化,节约线下课堂教学

的学时。

3.2 线下课堂的知识总结

慕课是由一个个简短的视频组成的知识点,对知

识的学习呈碎片化。该模式的学习,学生对知识系统

性的掌握来说还不够,因此在线下课堂教学中,教师应

在学生线上学习的基础上,以大章节的形式对知识进

行系统性的总结,使学生完成从碎片化的知识点学习

到系统性的掌握。如梳棉章节课程知识点主要包括两

针面梳理的基本原理、针面负荷、梳理机混合与均匀,
梳理机的除杂,梳棉机结构等,以上知识点制作的慕课

视频都是独立的,对学生整体地通过梳棉机掌握梳棉

机的梳理、除杂、均匀混合以及成条都是不容易的。在

线下课堂教学中,教师如果以梳棉机为出发点,将以上

知识点穿插进行概述性讲解和答疑,可使学生对梳棉

工序的认识与理解大大提高。

3.3 师生深层互动的翻转课堂

因线上慕课视频的学习为线下课堂节约了学时,
多出的学时可开展成师生互动性较强的翻转课堂。教

师针对每章节的内容设置若干项目的题目,将学生分

组,以团队的形式完成资料的收集、PPT的制作,在课

堂上进行讲解,教师对学生的完成情况进行点评,课堂

变成以学生为主导的课堂,大大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参

与度。如针对并条章节的牵伸原理可以设置牵伸与须

条条干之间的联系,弯钩伸直对生产实践的指导意义

等项目。让学生自主收集资料、制作PPT然后进行汇

报。通过一次次的项目锻炼学生分析问题、查阅资料、
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使他们具备较强的自我表达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及沟通能力,更好地适应今后的工作

与生活。

4 课程的考核评价

传统《纺纱学》的课程考核成绩是平时成绩(30%)

+期末考试成绩(70%),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学生在线上、线下及课余均花费了大量时间,课程考试

平时成绩的比重应相应的增加。平时成绩占比可达到

50%以上,主要包括考勤、作业、课内测验、视频学习成

绩、翻转课堂讨论成绩等。相应的期末试卷考核相应

减小占比。

5 结语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利用现有慕课视频资源,开展

“翻转课堂”是课程改革的需要。基于慕课的《纺纱学》
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使学习更加自主化。通过学习方式的改变,与网络游

戏、聊天软件、抖音视频等APP争夺时间,使学生在课

余能更多地从事有意义的学习,而不是将大量的宝贵

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同时通过“翻转课堂”使
学生在专业上花费更多的时间,提高学生专业的扎实

性,通过团队的合作提升沟通的能力、协调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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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PracticeofBlendedTeachingReform
ofSpinningScienceBasedonMOOC

FANGDan-dan,SUNXiao-ming,XIAOYuan-shu,XIONGFa-zheng,LIANGYan
(CollegeofTextilesandFashionDesign,XinjiangUniversity,Urumuqi830046,China)

  Abstract:Withthetransferoftextileindustry,thescaleofspinninginXinjiangwasexpandingrapidly,whichrequireduniversi-

tiesinXinjiangtotrainhigh-qualityundergraduate.Throughtheteachingreformofspinningscience,thecombinationofonline

MOOCvideolearningandthestudent-centered"flippedclassroom"offlineteachingmodewasadoptedtoimprovetheteachingeffect

andimprovethequalityoftalenttraining.

Keywords:spinningscience;MOOC;onlinetooffline;flipped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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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IntelligentBrawiththeFunctionofPreventingMastitis
YANGAn-ni,ZHANGYing-zi,ZHANGJi-shu*

(SchoolofTextile,ApparelandDesign,ChangshuInstituteofTechnology,Changshu215500,China)

  Abstract:Aimingatthehighincidenceofmastitisinlactatingwomen,asmartbrawiththefunctionofpreventingmastitiswas

developed.100lactatingwomenaged20-40withexperienceofmastitiswereselectedforquestionnairesurveytounderstandtheirre-

quirementsforbraappearanceandfunction.Combinedwiththesurveyresults,thephysicalelectroniccomponentdesignwasintro-

duced,andthemassagefunctionmoduleandintelligentwarningmodulewereaddedtothenursingbra,soastosolvethemilkpress-

ingprobleminlactatingwomenandpreventmastitis.

Keywords:lactation;mastitis;intelligentbra;structural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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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TeachingofClothing
CADCourseBasedonInformationTechnology

WULi-li
(CollegeofFashion,Henan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Xinxiang453003,China)

  Abstract:Therapiddevelopmentofinformationtechnologyhadgraduallyspreadtovariousindustries,andhadbecomeincreasing-

lyprominentinthefieldofeducation.Withtheimpactofthenewcoronavirusepidemic,onlinecoursesusinginformationtechnology
hadbecomeanimportantteachingmethodinthefieldofteaching.Universitieswereimportantbasefortrainingpracticalandinnova-

tiveappliedtalents.Thecombin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andtheprofessionalcourseswasanimportantmeansofteachinginno-

vation.Asacorebasiccourseinthegarmentmajor,theclothingCADcoursecouldbetterachievethetraininggoalthroughtheappli-

cationofinformation.InviewofthecurrentsituationofclothingCADcoursesinuniversities,theapplicationstrategyofinformation

technologywasproposedtoprovideeffectiveideasforcurriculumreform.

Keywords:informationtechnology;clothingCAD;course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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