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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织物结构与设计是纺织专业的核心实践课程之一,在课程教学中应用活动教学既符合纺织技术类课程教学

需要,还可让教学由单向传授转换成多向交流,调动起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实践能力。

通过总结几年来织物结构课程建设经验,提出了活动教学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创新型活动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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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物结构与设计是纺织面料设计的基础课程,目
前我校教师的教学模式主要有理论教学与小样上机织

造相结合,织物品种多媒体演示与课后组织图绘画相

结合,以及理论与具体实验相结合的方法三种。虽然

已尝试了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但是学生学习仍感觉

内容无味,提不起兴趣。老师的“一言堂”、“填鸭式”教
学模式使课堂互动越来越少,理论知识理解困难;实践

课堂没有成果,越学越难,严重挫伤了学生的自信心和

学习兴趣,甚至对自己的专业能力产生怀疑。由此更

加不愿意投入到与教师的教学活动中,直接导致教学

长期陷于一种绕不出来的不良循环。

1 织物结构与设计课程改革初探

活动教学指的是一种基于学习者“活动”的教学

观,这种教学模式强调认识活动在学习者获取知识中

所起的作用,以具体活动和获取的感性经验来促进学

习者的发展和成长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生是

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

者、构建的帮助者和促进者;教材所提供的知识不再是

教师传授的内容,而是学生主动建构的对象;媒体也不

再是帮助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是用来创设情

境、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即作为学生主动学习、
协作式探索的认知工具。学生通过主体性、探索性、创
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依靠多媒体、纺织品CAD、网
络等的帮助,将织物结构课程的知识和具体体验,课内

和课外、学校与社会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并最终以

成果作品的形式完成活动任务,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

身心和谐和健康发展,实现多学科、多知识的整合。

每年本院选拔5名优秀学生团队参加全国纺织类

职业技能大赛,团队在长达三、四个月的课外合作学习

中,专业能力有突飞猛进的提高,成绩在全国比赛中名

列前茅,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越了教师的能力,学习成

效显著。这对课题组教师有很大启发,所以开始尝试

在各个班级建立起“活化工作组”。即在学习课程时班

级学生自愿组合,以3~4人为组建团队,每个班级建

立8~9个工作组,并要求给团队起一个响亮的名称或

口号来做标记,让其有归属感。对已成立的小组内组

员要求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采取教师推荐方法或自

行设计方案,以在课堂播放相关的Video、小组成果、学
生授课、小测验、问题引发、辩论、分享经验、故事讲析、
课堂工作纸、学生互评等形式进行成果汇报或展示等。
其结果是好的成果越来越多,逐渐在同学中形成了“羡
慕效应”和“竞争态势”。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
每个小组还开放了学校专业的电脑网络机房、面料样

品库和学生作品库,学生可自由使用,教师专人监督管

理。

2 课程改革措施

2.1 构建活化工作组,建立交互式活动课堂教学模式

推进活化工作组活动,扩大其受益面。尝试应用

企业管理中的流程再造理论,对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

进行“流程”重构,以形成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环境。
打破教师与学生的界限,激发课堂上的互动学习气氛,
带动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主动听讲,独立思考,积
极表达,使学生的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得到培养。
2.2 以活动促发展,完善课堂教学方案设计

活动教学的目的是要让课堂教学充分活跃起来,
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所以其主要形式就是进行

系列学习活动设计,包括学习任务组织设计和学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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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资源设计。学习任务组织设计主要完成任务、问题

和项目活动形式设计,所以要根据课程内容各阶段特

点设计教学项目,做好教学铺垫,教学问题设计与引

入,课程相关知识穿插等。上课过程其实就是与学生

一起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课堂以讨论与协作完成课

堂教学,遵循“抛出问题→小组讨论→方案研究→总结

评价”流程完成整个课堂教学。教学环境设计主要完

成学生学习工具和学习资源的选择、收集和整合。
2.3 实施网络自主学习,激发学生探究式学习兴趣

设立教师志愿者课外辅导学生创作活动,加强课

程教学与多媒体教学互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实
施网络自主学习。在基于活化工作组的教学模式中,
课堂教学以讨论、师生合作方式探索、体验知识的难

点、要点,提高学生的课程参与度,学生必须主动将教

学项目在活化工作组内提前完成。因为分配给每门课

程的学习时间是有限的,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效率最重

要,在网络平台建设中主要完成活动教案、自学课件、
常见问题、拓展材料和自测系统等。
2.4 学习过程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相结合

加强教学过程控制,挖掘学生课下学习潜力,使学

生在课下的工作任务和课上知识学习相结合,实现交

际化互动课堂活动教学。改革学生的学习期末总成绩

的计分方法,增加学生课堂测试,并和学生活动的课堂

表现及工作组成果一起计入期末总评。配合小班教

学,作业批阅,评价内容和权重分配,抄袭现象识别和

控制等,在小组协作学习的环境下保持学习评价的公

正性。考虑综合能力和课程参与度,设计合理的评价

体系,最终实事求是地给每个学生一个公正的学习成

绩。

3 结语

从知识重组建构、组建活化工作组、课堂活动设

计、师生互动技巧、教学过程组织与监控、学习成果评

价标准及体系、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等方面展开实践探

究,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教
学场所及实验教学方面进行了深层次的教学改革创

新,把课内教学和课外教学活动协调起来,以培养高素

质的创新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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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Fabricweaveanddesignwastheprofessionalbasicpracticalcourseoftextileengineeringmajor.Theapplicationofexpe-
riencingactivityteachingcouldchangeone-waycommunicationinclassintomulti-directional-intercourse.Theenthusiasmofthe
studentscouldbeinvolvedintoteachingprocess,andthestudents'abilityofteamworkwasdeveloped.Theinnovationteachingmode
wasproposedbasedonthesummarizationofconstructionexperienceoffabricstructuredesign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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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onceptofneo-modernismdresswasdetailed.Fourdimensionsoffunctional,rational,humanities,productsand

inherentunitywereintroduced.Itaimedtoprovideausefuldesigntextforpostmoder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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