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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日本职业院校纺织品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指出日本纺织品设计专业在课程教学时注重

培养学生对技术的兴趣,课程设计注重知识的应用联系性,从而使学生不仅能够掌握相应的技能,而且还能够促进其创新

素质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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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已由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
在江苏省就启动了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而专业建设的

核心是课程建设与改革[1]。日本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

经历了长期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部分经验值得我

国借鉴。本文以日本职业院校的纺织品设计专业的课

程设置、教学内容为例,对其特色进行了一些粗略的分

析,以期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1 专业课程设置

以日本福井县立科学技术高等学校纺织品设计专

业为例,从课程类型看其课程都要有专业课、专业实践

课(实验、实习类课程,毕业设计)和技能鉴定。
1.1 专业理论课

日本的纺织品设计专业课包括设计类课程、技术

类课程、信息应用基础课程三大类课程。设计类课程

重点培养学生的图形设计、色彩搭配设计能力。其课

程有制图,教学内容包括设计制图基础、多角形、立体

制图、连续纹样,设计的概念、材料、工具、构成原理、色
彩、产品设计、视觉传达等。技术类课程重点传授纤维

产品生产加工技术,其教学内容有纤维材料、纱与布的

种类与构造、纤维,二次产品设计技术;染色技术教学

内容有染色助剂化学、染色加工,功能性纺织品、印花

技术等。
信息应用基础主要是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计算

机在设计中的应用。
1.2 专业实践类课程

日本第一学年主要是基本知识与基础技术,第二

学年与第三学年根据第一学年学习的基础技术进行产

品设计与综合技术训练。
第一年:工业基础———平面,基础设计,织物设计;

第二年:染色,织物分解设计,素描与平面构成,计算机

设计;第三年:课题研究,毕业设计,市场营销。
1.3 技能鉴定

织物设计能力鉴定,广告设计能力鉴定,计算机应用

能力鉴定,危险物品处理能力鉴定,色彩搭配能力鉴定。

2 课程特色

该校纺织品设计专业的课程特色主要有如下三

点:
(1)注重培养学生对技术的兴趣,为培养技术革新

人才打下基础。日本政府历来重视技术立国[2],学校

在培养技术人才的同时注重对学生的技术兴趣培养。
其方法主要是通过实验、实习进行体验性学习,以提高

学生对各领域技术的兴趣与关心度;从而理解工业设

计的意义与作用,培养其较宽知识面及为促进行业发

展积极参与的态度。染色技术是纺织品设计的一个重

要技术,学生在学习染色工艺时,通过对天然纤维棉、
羊毛、丝和化学纤维涤纶、氨纶、尼龙等基本染色的学

习,自已实践棉精练、漂白,然后是运用两种染料混合

染色。体会在黄、青两色染料比例不同时色彩发生的

变化。所制作样品最后用纸作成纹样在布上进行印

染。通过实际应用的综合学习,使学生亲历纹样印染

实践,不仅提高了其学习技术的兴趣,还培养其日后参

加技术革新时所需要的能力与态度。
(2)在课程教学中,加强知识应用的联系性,逐步

发展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院校的特色是培养学生的

技术应用能力[3],其关键是加强知识应用的联系性;因
此在构建实训教学内容时要注重知识应用的联系性,
分阶段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织物设计是纺织品专业

学生要掌握的一门重要技能,在学习织物设计技能时,
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织物设计基础,先学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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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斜纹、缎纹等各种组织种类,然后学习组织图表示,
最后自己作出组织图并制织织物。

第二阶段学习时让学生改变组织,制作织物。从

学生自己设计的纹样中选择,画出组织图,然后上机制

作形成纹样图,以培养学生技艺结合的能力。第三阶

段学习时进行织物分析,给出织物样品,分析调查丝的

种类,丝织组织、整理加工的方法等,以获取的数据为

基础作出该织物或相近织物的设计表。然后学习织物

性能测试,在此基础上以获得的数据为基础,选择一个

侧重点(如改变织物结构、密度、纱支、组织等)进行创

新,并制作新织物。这种从基础组织到变化组织再到

结构创新,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来提高职业技能的方法,
不仅使学生能够掌握技能,而且能不断思考、变化设

计,为培养创新素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以产品为龙头,培养学生系统的职业能力。日

本职业院校注重培养学生系统的职业能力。如日本纺

织品设计专业以产品为龙头,把产品开发、制作、营销

联系起来,系统地培养学生的产品开发能力。为了在

实践中学习产品开发技能,学生独立制定计划,进行企

画、经营、销售。自己种棉花,进行纺纱、染色、产品设

计、织造、销售等,产品开发包括概念设计、价格设定、
市场调研、促销、流通。通过棉花裁培及收获,从实物

上加深理解棉的性能。纺纱实习在老师指导下进行,

在纺纱过程中理解纱的粗细不均时易断,影响产品顺

利加工。对所设计的产品是否符合消费者需要进行市

场调研,学生自己制作调查表包括成本制作与促销、需
要材料,制作手段、分工计划,配色计划。最后是销售

总结,对成本、营利等进行总结,查找原因。通过产品

开发全过程实践,培养了学生的计划、咨询、决策等系

统化的职业能力。

3 结语

日本纺织品设计专业课程注重技术类课程与艺术

设计类课程相结合,在课程教学时注重培养学生对技

术的兴趣,注重知识应用联系性与系统的职业能力培

养;使学生不仅能够掌握技能,而且还能够促进其创新

素质的养成。这些做法值得我国的职业院校借鉴与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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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urriculumdesignandteachingcontentoftextiledesignspecialtyinJapanesevocationalcollegeswereanalyzed.Jap-
anesetextiledesignspecialtyfocusedondevelopingstudents'interestintechnologyincourseteachingandapplicationofknowledgein
coursedesign.Ithelpedstudentsmastertheskillsandpromotethecultivationofinnovativ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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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theindustrytransformation,ifcollegesanduniversitiesclothingwanttomeetthenewcom-

petitivemarketdemandforappliedtalents,itmustconstantlyinnovativeappliedtalentstrainingmode.Forthepresentsituationand

existingproblemsofappliedtalentstrainingmode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clothing,combinationwithcapacityrequirementsofap-

pliedtalentsunderthebackgroundofindustrytransformation,thenewmodeofappliedtalentscultiv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y
was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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