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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互联网+”语境下的服装生产管理课程教学改革,从教学内容、媒介、手段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教学内

容推陈出新,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实用性和系统性;引入慕课、微课等教学新媒介,采用启发引导式教学、参与式教学、任务

驱动式教学等教学新方法,取得较好教学效果。

关键词:“互联网+”;服装生产管理;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0356(2017)07-0060-02

收稿日期:2017-03-10;修回日期:2017-05-16
基金项目:河南科技学院重大教学改革科研项目(2016PUZD10);河南省教

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2016-JKGHB-0247)
作者简介:夏伶俐(1986-),女,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服装设计理论与

实践、服装生产管理等。

  服装生产管理课程作为服装专业的唯一管理类课

程,有着较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和实践性。传统授课大

多以课堂理论讲解为主,授课方式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学生对课堂理论讲解的接受能力有限,结果往往是教

师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学生的接受效果却不佳。
在“互联网+”语境下,服装生产管理课程的教学内容、
教学媒介、教学手段理应适应时代变化。传统课堂授

课这种被动的教学模式存在教学效果不佳、课堂气氛

不活跃、学习方向不明确等诸多问题,而“互联网+”语
境下的教学模式能让学生的学习不仅局限于课堂,即
通过课堂上教师对知识点的引导,课下学生再根据兴

趣利用各种互联网媒介自主学习。

1 融汇贯通的动态教学内容

在“互联网+”信息泛滥的时代,学生获取信息的

方式发生了转变,许多传统的教学流程和成功经验其

效果渐渐减弱,学生注意力集中时间缩短,且希望以较

短时间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传统教学多采用课堂

理论授课为主,课外工厂参观为辅的方式,大多数课时

为理论教学,少数课时为工厂参观[1];教学内容相对比

较固定,更新速度较慢。服装生产管理课程的内容设

置应服务社会,服务于企业需求;而现代服装企业生产

管理发展迅速,不断有新理论新方法出现,大量企业每

年在更新生产管理系统。
因此,服装生产管理课程内容不仅要与时俱进,并

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实用性、系统性。上课内容除基础

理论知识外,要注意时事新闻,国家政策倾向等的导

入。如在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有代表提出中国服装企

业的库存问题;2017年3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说

某服装品牌的定制模式为该品牌赢得众多忠实消费

者。显然,从媒体的报道中可看出国家鼓励服装定制

模式的发展,以转变传统服装企业粗犷的加工模式。

2 分层次、多样化教学媒介

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学生和教师有很多媒介获

得信息并分享信息,颠覆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2.1 慕课、微课互联网教学资源

慕课是最近几年出现的课程共享资源,随着世界

各地高等教育机构加入慕课大潮,业界对慕课的研究

也渐渐重视起来[2]。慕课是以共享化、互通化、网络化

为基础的课程共享模式,以视频形式呈现,每一个慕课

都是针对一个话题展开讲授、讨论。如今国内外有很

多优秀的慕课平台供人们学习,慕课不作为计算学分

和颁发学位的依据,而是学生获得知识和提升技能的

共享资源。微课是以阐释某一知识点为目标,以短小

精悍的在线视频为表现形式,以学习或教学应用为目

的的在线教学视频[3]。授课教师把课程内容录制成慕

课,学生课下学习,课上老师再加以引导、答疑解惑。
2.2 建设“互联网+”教学平台和互动平台

除慕课、微课等共享资源外,可利用互联网技术搭

建教学平台和互动平台,如微信公众号等。教师发布

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学生跟帖回复自己的疑问和学

习困惑等,其他学生也可针对别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

观点。这样的教学平台突破了教学功能,更多地成为

了一个互动、沟通空间。在知识碎片化背景下,学生可

利用较短时间筛选、获取知识,突破了授课时间和地点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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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动性、参与式教学手段

3.1 启发引导式教学

慕课、微课等互联网教育资源的信息共享,加上互

联网教学平台的互动学习,节省出了大量课堂时间,促
使课堂从讲授知识场所转变为师生互动场所,从而取

得更好的教育效果。由于每个学生将来的就业方向不

尽相同,学生的兴趣点也不尽一样,因此通过沟通交流

教师指导学生做能力练习,自己选择兴趣点,教师指导

收集资料、整理逻辑框架,并制作PPT。在上课时间分

享自己的学习成果,每个学生都从学习者转变为了传

授者。
3.2 参与式教学

服装生产管理是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受条件限制

在校学生往往没有太多实践机会;但很多知识有共性,
根据课程内容设计游戏环节,学生易对所讲述内容有

更深刻的理解。改变传统教师一人讲授模式,教师从

知识讲授者转变为引导者和组织者。如课程中的单件

流讲解部分,可设计书写游戏比赛;动作研究中的画圈

比赛,7S延伸的生活物品整理等。
对单件流游戏设计,一组为单件流,一组为五件

流,分两组比赛书写效率,根据工厂的岗位设计质检

员、主任等;学生在游戏中感受各自的岗位职责,体会

单件流和五件流的各自特点。
对动作研究中的画圈比赛设计,先让学生左手画

圆右手画方,学生会发现其不可行,再设计几个不同的

路线来左右手共同画圆;经过对比实验学生会发现有

一个左右手对称使用的动作身体更加容易平衡,做起

来更轻松流畅。教师再把这种身体使用原则延伸到服

装生产管理中,如平缝作业时的左右手配合,卷底边的

手势设计等。
对课程7S部分让学生分类整理个人物品,并以文

字和图片形式分别汇报展示。首先把所有物品做以分

析并制定成表格,分成常用、不常用、从不用等三部分,

根据其使用情况决定放置位置。从这样的互动中学生

会发现服装生产管理的理论不仅适用于服装工厂管

理,还可以延伸到其他工作和生活领域,这不仅是管理

知识,更是做事的方法论。
3.3 任务驱动式教学

任务驱动式教学是以完成任务的形式诱发、加强、
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以完成任务为介质加强学生的

学习成就感。任务驱动就是通过任务内驱走向动机驱

动的过程。在任务驱动式教学中学生是主体,利用互

联网提供的各种信息资源和沟通媒介,充分发挥学生

的能动性、创造性,锻炼其思维的逻辑性、合理性,教师

在整个过程中给予指导。教师在任务设计过程中需注

意任务的选择,包括其难易程度、组织方式、趣味性、实
用性等,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尽量把该课程(包括其他课

程)的大部分内容加以融合,融会贯通。
如流水线平衡讲解部分,学生可分组进行。从跟

踪品牌,设计款式图到制作工艺单、绘制流程图,最后

至生产线平衡。完成任务的过程就是在学习和检验知

识,学生会对其所学知识结构从新审视并加以整理。

4 结论

在“互联网+”语境下服装生产管理课程的上课主

体学生、企业管理条件、信息获取方式等都发生了改

变,院校和教师必须分析新时代学生的心理特征,善于

利用互联网所提供的各种信息资源来达到理想的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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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ReformofClothingProduction
ManagementintheContextof“Internet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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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teachingreformofclothingproductionmanagementwasstudiedbasedon“internetplus”fromteachingcontent,

teachingmediaandteachingmeans.Teachingcontentshouldbenew,advanced,practicalityandsystematicness.Newteachingmedia
suchasmassiveopenonlinecourseandmicro-lecturewasintroduced.Newteachingmethodssuchasguidedteaching,participative
teachingandtask-driventeachingwereadopted.Itcouldachievegoodteaching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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