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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从网络课程教学总体设计、内容功能、教学手段方法、特点效果,以及认识实习、现场

教学、生产实习等实践教学两个方面,进行了针织纬编技术网络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收到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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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织纬编技术课程是本院获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

专业即现代纺织技术专业及辐射带动专业群建设项目

六大核心课程之一,也是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专业的

专业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内容以针织纬编产品各种

组织的编织方法、原理及上机工艺为主,学习各种纬编

针织机的机构及编织原理、提花圆机的选针结构及花

型设计等,要求学生在所学织物组织的基础上,能自己

设计针织产品或对针织产品实物进行分析并设计出上

机工艺。因此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要求学生具有

一定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了培养专业理论知识

扎实、基本操作技能熟练并能灵活运用设计工艺流程

等知识的技能应用型人才,本院对针织纬编技术课程

教学进行了改革,突出实践教学,减少课堂讲授内容,
并利用网络教学延伸学生课堂外的学习。

1 院级精品课程

2009年针织纬编技术课程已建设成院级精品课

程,有独立的课程网站提供安徽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精

品课程申报表、课程简介、教师队伍、教学大纲、授课教

案、作业习题、实践(实验、实训、实习)指导、指定教材、
参考文献目录等内容。同时完善了与该课程相关的各

种教学资料包括教学情境设计、学习指导、录像资料、
工程应用案例、实验实训指导、习题库、试题库等,形成

了教学资源库服务于教学。为便于学生自学、教师教

学并实现与企业、行业和社会共享,配合该项目于2012
年编写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并突出实用性的《针织纬

编技术》校本教材。该教材以理论与实践一体为主,理
论教学以技能培训为宗旨,在教学环节中着重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设计能力和生产管理能力;并督促学生

养成主动思考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习惯。通过教材

建设形成了与人才培养相适应、与课程体系相配套、与
前沿领域相协调的教材并向社会开放。高校师生和社

会学习者均可自主学习,以具备一定的研究和工作基

础。

2 网络课程教学

针织纬编技术在院级精品课程的基础上经过5年

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各项教学网络资源,于2014年建

设成院级网络课程,其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思路总结

如下。
2.1 网络课程总体设计

网络课程是指在学习过程具有交互性、共享性、开
放性、协作性和自主性等主要特征的课程。本课程通

过“情境”、“协作”等要素,建立一个“网络环境下的自

主学习”的学习机制,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在网络课

程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知识的获取不是通过教师

直接传授得到的,而是在网络学习情境下,借助计算机

的帮助即人机交互作用,通过意义构建的方式而获得

的。因此在学习活动设计、选择学习评价方式时,要特

别注重“情境”、“协作”等要素,并以此作为教学内容选

取与学习资源建设的基本原则。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

整合形成3个教学情境8个任务,使课程单元教学内

容任务化。课程单元任务设计应遵循兴趣性、实用性

和实操性原则,采取单元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的全

新教学模式。即采取单元任务驱动,教师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讨论,教师全程指导和重点难点师生共同解决

的教学方式。
2.2 网络课程内容与功能

(1)建立课程网站 针织纬编技术在院级精品课

程的基础上,将网络课程的申报表、课程简介、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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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授课教案、多媒体课件、作业

习题、实践(实验、实训、实习)指导、指定教材、参考文

献目录等作为内容,同时完善与该课程相关的各种教

学资料包括教学情境设计、学习指导、录像资料、工程

应用案例、实验实训指导、习题库、试题库等并上传到

网上,开通网上习题和答疑及网上论坛,让学生在课后

可通过网络进一步学习和交流。对于课程内容中涉及

到的不同织物组织、针织大圆机的工作原理、针织成圈

过程的运动等,用图形及动画进行演示,模拟针织工艺

中各种部件的运转过程,配以多媒体课件中的实物图

片、原理图形和文字讲解,使初次接触针织学的学生能

更快、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针织专业知识。可供校内外

学生和相关人员学习参考。
(2)建立网络资源库 收集不同组织的针织物样

片、针织物图片、内部机构图片,以及一些常用软件和

优秀课件、素材、三维虚拟仿真软件,以充分实现资源

共享[1]。
2.3 网络课程特点

网络课程的特点一是学习时间和地点上的灵活

性。学生可以不受时间、地域限制上网学习,而不必在

固定时间内到教室或守在电视机前。这无疑大大方便

了学生的学习,能使学生“零存整取”地利用时间来进

行课程学习。二是学习进度的灵活性。学生可以按照

自己的需要自主地安排课程内容的学习进度。三是表

现手段的灵活性。网络课程集传统教学模式的优点于

一身,不但使用文字和图片,而且可以录像、音响声效

等多种视频、音频手段来表现课程内容,使课程更加生

动和具有表现力。学生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全方位、立
体地感受课程内容,有利于加强理解和记忆,收到更好

的教学效果。
2.4 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改革

针织纬编技术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要介绍各种纬编组织结构、针织产品的设计、编织方法

与工艺、针织纬编设备及各组织在针织设备上的实现

过程,这些内容必须采用直观、思维、理性教学才能收

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故必须改变传统的课堂讲授的单

一教学模式,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如以任务为驱

动的模块化教学法,典型案例分析教学法,教、学、做一

体化教学法,“工学交替”教学法等。充分应用现代教

学技术手段,如多媒体教学课件、多媒体动画、VCD针

织生产过程视频、录像演示等[2]。运用现代化教学手

段,紧密结合现场教学,将组织图、结构图乃至设备图

片等清晰地展示给学生,用实物投影仪放大每一个组

织实样[3]。在讲述每种组织的编织工艺时,给学生每

一块实物,让学生自己动手拆散分析,画出编织图和上

机工艺,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

生真正掌握工艺技术的核心内容。在介绍每一种新设

备、新技术前,专业教师可制作相应的Flash动画,将
各种新型针织设备及其编织过程清楚又形象地展示出

来,在课堂上与动画同时播放,让学生将动画与录像进

行对照学习,深刻理解并掌握组织结构的形成、织针的

成圈过程等知识。在学生理解这方面知识之后,紧跟

着再安排几次现场教学,在针织生产车间分组学习,并
聘请车间的生产技术人员为学生讲授相关知识,解答

学生的疑问,巩固课堂教学的效果。
2.5 网络课程效果

(1)网络课程建设的多媒体化、网络化、虚拟化、学
习个性化、自主化、合作化,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针织纬

编技术》的丰富而广阔的学习平台和空间。使学生在

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和掌握针织

纬编技术的相关知识,也为自学此门课程的学生提供

一个合适的学习途径。
(2)把情境设计看作是教学设计的最重要内容之

一。在设计中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势,利用各种平面、
视频、声音、动画等素材为课程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人机

交互的教学环境;搜集整理出大量的图片、图形、动画

等多媒体素材,形成了素材库。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

是通过“在线测试”与“教学互动”等环节,考察学生是

否真的学会,检查过程是否完成。在学习评价方式的

选择上,采取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性评价占课程总成绩的40%,总结性评价占课程

总成绩的60%;在形成性评价中平时作业占20%,学
生在网上参与讨论占10%,学生参加学习中心所组织

的学术性活动的表现占10%。

3 实践教学改革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采取多种实践教学形式,加强

与企业合作,加大专业实习基地建立和落实,融“理、
实、做”为一体,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实践

技能,为学生毕业后尽快适应就业岗位打下良好的基

础[2]。
3.1 认识实习

在针织纬编技术课程教学中,首先以认识实习开

始,带领学生参观针织工厂,让学生了解针织生产的工

艺流程、各种设备和生产管理,使学生对针织生产过程

有一定的感性认识。
3.2 利用学院的实训场所进行现场教学

实践教学是高职教育的关键环节,针织纬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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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为此,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校

内实训室提供的设备进行现场教学,如在教学情境3
介绍典型针织机时,对针织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给纱

与牵拉卷取,传动机构、针织线圈及其成圈运动过程等

内容,采取结合校内实训室中的单面四针道大圆机和

双面大圆机进行现场讲解,以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进
一步加深对课堂理论知识难点和重点的掌握和理解。
3.3 一周的校内生产实训

聘请针织厂的技术骨干来指导学生一周的实践

课,通过在单面四针道大圆机和双面大圆机上设计一

个品种如网眼组织或组织点起皱组织,进行上机工艺

设计,编排织针排列和三角的排列和组合,织出面料并

进行分析,以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
3.4 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确保学生的实践教学效果

通过工学结合,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采用各种方式

建立和完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同时把企业岗位作为

课堂,让学生到企业实习,真正在企业中发现问题,并
与企业的技术人员一起协同解决。同时利用大中型企

业拥有的国内外一流设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来拓

宽学生的视野[4]。

4 结语

本院的针织纬编技术课程通过5年院级精品课程

建设,2年院级网络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在现代纺织

技术专业、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专业中进行了教学改

革实践,将网络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不仅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大大

提高,而且还可在课后通过网络平台与教师进一步交

流,延伸课堂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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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formandPracticeofNetworkCourse
ofKnittingWeftTechnologyinVocational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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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cultivateappliedtalents,theteachingreformandpracticeofweftknittingtechnologywerecarriedoutfrom
twoaspectsincludedtheoveralldesignofnetworkcourse,contentandfunction,teachingmethod,teachingcharacteristic,teaching
effect,andthepracticeteachingofcognitionpractice,sceneteachingandproductionpractice,goodeffectwasr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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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Lanthanumdopedtitaniumdioxidenano-solwaspreparedbysol-gelmethod,anditwasappliedtothefabricsbydipping
method,thenRucostarfinishingagentwasusedtoimprovethewaterproof,anti-oil,anti-foulingproperties.Theresultsshowedthat
theprotectivecoefficient(UPF)offabricsincreasedobviouslywiththeimprovementoflanthanumionsconcentration,theincreasing
ofwashingtimes,theraiseofbakingtemperatureandtheextensionofbakingtime;Waterproof,anti-oil,anti-foulingpropertiesof
silkfabricsgraduallystrengthenedwiththedecreaseoflanthanumionsconcentration,thereduceofwashingtimes,theraiseofbaking
temperatureandtheextensionofbakingtime.

Keywords:lanthanumtitaniumnano-sol;Rucostarfinishingagent;silkfabrics;compoundfinishing

·75·     2017年第5期             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