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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项目化教学的思路,结合服装品质检验课程特色以及岗位工作需求特点,分析了服装品质检验课程现

状,探讨了项目化教学模式,旨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教学效果,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教学内容和检验技巧,同时也为

相关课程进行项目化教学提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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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品质检验是一门以服装生产管理类就业为导

向,以服装跟单员、质检员、企业管理岗位职业能力为

培养目标的服装专业课程[1]。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

能够掌握从生产订单签订、产前样衣封样、面辅料采

购、大货生产、后整装箱、出厂抽检等各环节的品质检

验和管控方法和技能,从而能够胜任企业质检、跟单工

作,其工作的优劣直接影响着企业的产品质量、运作效

率和经济效益。

1 服装品质检验课程项目化教学的重要意义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纺织服装制造大国和出

口大国,对纺织服装质检和跟单从业人员的需求量很

大。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我国纺织服

装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对具备服装专业知识、内外贸

跟单知识、应对复杂市场环境等综合素质较高的复合

型、应用型跟单人才需求量加大。作为肩负人才培养

职能的高校,研究如何培养大量的纺织服装应用型复

合型人才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项目化教学是通过师生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

而进行的教学活动[2],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以学生为教

学主体,通过项目实践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综合能力。基于项目化教学的思路、服装品质检

验的课程特色以及岗位工作需求特点,本项目以应用

型人才培养为目的,市场为导向,工作岗位需求为出发

点,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服装企业实际生产订

单为内容,课程项目为载体,校企合作为驱动,职业技

能大赛为契机,更新教学理念,优化课程设置,构建多

元化课程评价体系,以提高教学效果、完善人才培养模

式,为服装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有效途径。

2 服装品质检验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量的增加,以及服装产业

升级转移的加速,我国对服装质检员、跟单员特别是外

贸跟单员的需求量不断上升,针对这一现状很多院校

陆续开设相关课程,培养专业技能人才,满足市场需

求,同时也增加学生的就业渠道。但是在课程教学中

存在实训教学环节不完善、课程设置脱节、教学模式传

统等问题,导致教学效果不好,学生动手能力差、检验

技能不足,岗位适应度差的现象。

2.1 实训教学环节不完善

服装品质检验课程是一门业务性、实践性相当强

的课程,需要学生投身于服装生产企业,了解服装产品

实际生产制造的全过程。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由于教学场所软、硬件条件的限制,通常比较注重理论

知识的讲解,忽视了专业实操技能的培养和企业生产

实操训练,实训教学只能开设一些常规的实训项目,学
生无法真正掌握品质检验的完整过程,技能训练受到

了局限,学习的知识不能融会贯通,满足不了质检、跟
单工作的要求[3-4]。
2.2 课程设置脱节

服装品质检验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涉及到

服装结构、服装工艺、服装生产管理和服装外贸等专业

课程的内容,课程间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紧密

联系的。但是这些课程在教学顺序、内容衔接上都存

在脱节。学生由于学习能力和实践经验不足,无法对

专业知识进行有效整合,不能系统地将所学的专业知

识灵活运用在质检、跟单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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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学模式传统

目前,服装品质检验课程的开展主要是采用教师

讲、学生听,老师布置作业、学生做练习的教学模式。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始终处于旁观者的角色,被
动接受知识灌输,缺乏学习热情和主动性,专业技能学

习不深入,知识应用能力较差,不能有效进入学习和工

作角色中,不能真正理解岗位职责和课程学习的目标

与意义,也不能全面掌握和灵活运用品质检验专业知

识,难以适应市场和企业对品质检验、跟单等相关专业

技能的要求[5]。

3 服装品质检验课程项目化教学模式探索

3.1 以项目为载体、学生为主体,更新教学理念

项目化教学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师
生共同完成项目任务的教学活动。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以学生为中心取代了以教师为中心、以“项目”为中心

取代了以课本为中心、以实际经验为中心取代了以课

堂为中心[6]。教师要在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

下,根据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和市场人才需求方向,发挥

好教师主导作用,利用好 MOOC、网络精品课程、中国

公开课、微课、超星学术视频等公共教育资源,设计好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辅导模式。

3.2 以项目为载体、市场为导向,优化课程设置

根据市场和服装企业对服装质检、跟单人员的需

求特点以及岗位技能要求,充分利用区域优势,对成衣

理单跟单、服装生产管理、服装结构设计、服装工艺学、
服装外贸等相关课程进行优化整合,梳理跟单工作流

程与所需专业知识技能,整合课程教学资源,避免知识

点的重合[7]。根据外贸企业和内销企业跟单员、质检

员工作流程及侧重点等的不同,合理安排教学任务,有
效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为市场输送高质量人才。

3.3 以项目为载体、校企合作为驱动,革新教学内容

加强和完善校企合作,依托地方服装企业,建立校

外实习基地。引进企业当前正在进行的实际订单或已

经完成出货的订单作为教学项目,要求学生严格按照

质检跟单工作要求进行订单核定、品质控制、检验方案

制订、交货期跟催、装箱出货单填写等一整套质检跟单

实际模拟操作。同时,让服装品质检验课程走出去,将
部分无法模拟的授课内容放到服装企业中,通过校企

合作来共同开展 “企业课程”,让学生在企业中服务相

关岗位,承担实战工作任务,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

同时,借助企业的环境和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技

能和工作能力。

3.4 以项目为载体、职业技能大赛为契机,强化专业

技能

全国大学生外贸跟单(纺织)职业能力大赛由教育

部高等学校纺织服装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纺织服装

教育学会联合主办,至今已历经六届,从企业实际的业

务要求与行业标准来考察参赛选手的业务知识和职业

能力。以全国大学生外贸跟单(纺织)职业能力大赛为

契机,在服装品质检验课程中适当融合大赛对专业知

识和职业技能的要求,通过大赛的组织、参与和训练,
不断提升、强化学生专业技能的学习效果。

3.5 以项目为载体,组建项目小组,培养学生团队协

作能力

在项目化课程的教学中,可以根据服装企业的部

门设计和工作需要,对班级学生进行分组:设计部、技
术科、仓库、生产车间、后整理车间等,并规定各部门的

工作内容。每组以5~6人为宜,可先由学生自由组

合,再由老师综合调配,以保证各小组实力均衡。每个

小组选出一名项目经理,负责安排、分配该部门的工作

任务和进度控制。在项目有限时间内,各个小组要做

好时间规划和任务分配,小组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

督。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既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

能,又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3.6 以项目为载体、实际工作任务为指标,构建多元

化课程评价体系

项目化教学模式的评价采用企业评价与教师团队

评价相结合,学生评价与教师评价相结合,学生之间他

评与自评相结合的考评方式,以项目实施过程、任务完

成绩效、项目作品效果等实际工作任务相关指标为考

评指标,来构建多元化课程评价体系。通过多元化课

程评价体系的构建,提高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知识应

用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协助能力,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4 结语

实施以项目为载体,以学生为主体,立足市场需求

的项目化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课堂中进行企业实

战演练,在实践探索中自主学习,在提高学习兴趣和主

观能动性的同时,培养和强化学生的专业能力、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为学生服务服装市场和行业打下坚实

的基础。
(下转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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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TeachingExperienceofClothingCraftCourse
ZHANGYuan

(EasternInternationalArtCollege,ZhengzhouUniversityofLightIndustry,Zhengzhou450000,China)

  Abstract:Theclothingcraftcoursewasthekeyanddifficultpointintheteachingofclothingspecialty,whichhadstrongpractica-
bilityandhighflexibility.Throughtheanalysisoftheproblemsexistingintheteachingofgarmentcraftcourse,thepracticalteaching
experiencewassummarized.Theteachingmethodwhichwasbeneficialtotheclothingcraftwasputforward.

Keywords:professionalcourses;practiceteaching;teaching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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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ideaofprojectteaching,combiningthecoursecharacteristicsofclothingqualityinspectionandthepostde-
mandcharacteristics,thepresentsituationofgarmentqualityinspectioncoursewasanalyzed,andtheprojectteachingmodewasdis-
cussedtoenhancestudents'learningenthusiasmandimproveteachingeffect.Studentscouldbettergrasptheteachingcontentandtes-
tingskills.Atthesametime,italsocouldprovideideasandreferencesfortheprojectteachingofrelated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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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扩散剂生产实现绿色脱盐

  由北京化工大学和安阳师范学院联合开发的萘衍

生物磺酸盐甲醛缩合物循环萃取脱盐工艺研制成功。
目前,该工艺已在河南一家助剂企业进行了5m3 萃取

釜中试,工艺运行稳定,产品质量达标,具备产业化条

件。该工艺彻底解决了传统工艺由于使用石灰产生大

量硫酸钙废渣的行业弊病,实现了工艺废水循环利用、
零排放。

新工艺采用全封闭绿色萃取方案,简单通过调整

体系pH值,利用不同酸度下萘磺酸(盐)在有机相和

水相的溶解性能,实现了硫酸盐与磺酸盐的分离,流失

至水相的少量有机相经废水和干燥脱水循环利用后全

部返回萃取体系。该工艺过程为全封闭体系,无“三

废”排放,无需补充有机相,多余硫酸形成副产硫酸钠,

产品萘磺酸甲醛缩合物中的硫酸钠含量达到1%以下。
分散染料、活性染料等染料用 MF、NNO扩散剂,

以及农药、电镀等行业用的NNO分散剂,其化学成分

均为萘或其衍生物磺酸盐甲醛缩合物,工业上是由萘

及其衍生物经过硫酸或发烟硫酸磺化、甲醛缩合、中

和、石灰脱盐、干燥等工序生产。由于磺化过程需要使

用过量硫酸,为使产品中的硫酸钠符合应用标准,工艺

过程必须采用石灰去除多余硫酸,由此产生大量硫酸

钙废渣。传统处置硫酸钙废渣的方法是直接支付一定

费用转给水泥企业,由于废渣中含有微量有机物,被认

定为固体危废,新《固废法》的实施禁止了这种处置行

为。
(来源:中国化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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