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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四川师范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教学现状为例,在分析服装CAD应用与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上,从改

革专业课程体系、重组实验平台、调整教学内容三个方面入手,拟构建基于服装CAD平台,以工程技术为核心的服装工程

专业教学新体系,模拟现代服装企业的工作环境,连贯课程板块,提高专业课程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培养学生的综合实

践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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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服装设计专业高等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开

始,起步较晚,受艺术教育影响较大,重艺术、轻技术,
学生普遍动手能力不强,市场意识淡薄。随着专业发

展和人才市场的需求变化,不同高校专业侧重有所不

同,有的以设计为重点,有的以营销为重点,有的偏重

技术,因而服装有了不同的专业方向,其中一个就是服

装设计与工程专业。近年来,各个高校开始重视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是服装工程技术,从教学理念到

体系建设再到课程设置上,都逐渐向技术倾斜,并加强

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但服装专业的改革速度远远跟不

上服装产业的发展速度,即便是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培养的学生与服装产业对工程技术人才的实际需求也

有较大差距[1]。这是一个不得不令人深思的问题:怎
样才能培养出企业需要的服装技术人才?

1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是艺术和生产共存的交叉型

学科,既有艺术类教育特点,也兼具工科类教育特点。
以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为例,服装设计

与工程专业课程开设一般包含几个大的板块,一是绘

画基础课程,二是设计类课程,三是结构类课程,四是

工艺制作类课程,五是专业延展课(见图1)。
这种课程设置比较均衡,相较艺术类的服装与服

饰设计专业,没有体现出专业的特色与优势(见图2)。
由于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一般招收理科生,学生的手

绘设计能力往往赶不上艺术生,但课程设置上又没有

特别突出工程技术,造成这个专业的毕业生越来越尴

尬。西南大学等学校相继取缔了服装设计与工程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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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课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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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两个专业课程对比

很多服装企业的反馈意见是需要服装技术人才,

尤其是上岗后能立马上手的技术人才。中国的服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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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正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转型,在这个过程

中,需要更多的实用型技术人才。

2 构建以服装CAD系统为平台的教学体系

进入21世纪后,服装CAD随着计算机图形图像

处理技术升级,其发展更加迅速,二维到三维,数据库,

云储存,虚拟试衣……由于在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工作

负荷,提高设计质量,缩短生产周期等方面的卓越成

效,已经广泛用于服装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领域。

经过多年的发展,服装CAD系统已经比较全面,功能

强大,有款式设计功能、面料设计功能、试衣功能、结构

制板功能、放码功能、排料功能、辅助生产功能等,并向

三维化、智能化、集成化、网络化、人性化持续发展。虽

然服装CAD系统已经覆盖从构思到生产的整个过程,

但不少企业技术人员对服装CAD的掌握并不全面,通
常只熟悉其中某个模块,从而导致CAD平台的利用率

降低,使用环节没有融会贯通,与国外同行差距较

大[2]。为了缩短这种差距,贯通服装CAD在各个环节

的使用,从培训专业人才抓起成为了必要手段。而作

为培养服装工程专业人才主力军的各大服装院校,改
革服装CAD在教学中的应用方式成为了必经之路。

作为一名在高校多年从事服装工程专业教学的教

师,结合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的情况,通
过走访与交流,了解到目前在大部分服装院校里,服装

CAD系统仅仅用于服装CAD课程学习,偶尔用于服

装结构类课程演示,可以说使用率较低,并没有贯穿服

装工程专业的各个环节。而现实是,服装CAD系统已

经可以完全涵盖设计、结构、工艺———服装专业的三大

重要板块。培养服装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综合实践

技能是核心,而服装CAD系统对应了服装工程专业需

要培养的主要技能,因此以服装CAD系统为平台,以
工程技术为核心,改革服装工程教学体系,贯穿专业的

教学内容和实践环节,具有可行性和创新性。

2.1 设计类课程板块改革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往往是理科生,有些

学院也文、理科兼收,通常都不是艺术生,因此没有绘

画基础,在效果图手绘能力上肯定不及艺术类招生的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3]。有的学校在大学低年级时开

设绘画课程,从素描、色彩、平面构成等课程入手开始

训练。但这种进度既无法赶上专业对手绘能力的需

求,也体现不出任何优势。服装CAD的设计模块可以

解决这一问题。学生只需要运用CAD在海量的局部

款式数据库中,搭配出新的款式即可。因此完全不需

要绘画基础课程,像东华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就

没有开设绘画课程,手绘能力的不足可以通过计算机

辅助程序来弥补。据不完全统计,服装设计与工程专

业的学生毕业后从事设计类工作的较少,与其花大量

精力培养手绘能力,不如把时间放在如何培养审美情

趣和运用计算机建立数据库及软件的应用上。

2.2 结构类课程板块改革

服装结构类课程运用CAD是最为广泛的。因为

CAD最早解决的也是关于制板推板的瓶颈问题。大

部分中青年教师讲授结构制图知识,都是运用CAD进

行操作。而服装企业制板,也基本采用CAD完成,以
便保存、修改和调取再利用,这方面高校与企业的步调

是基本一致的。即便学校与单位的CAD品牌有所不

同,但原理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软件界面和局部操作

方法。运用CAD制板,效率高,节约的时间可以让学

生去接触更多不同款式的服装结构。

2.3 工艺类课程板块改革

目前很多高校的工艺类课程就是动手制作服装,

通常是制作半截裙、裤子、衬衣、西服等经典款式,运用

的设备多是工业平缝机、包缝机、锁眼机、钉扣机、粘合

机等。但现在很多中大型服装企业早已引入模具生

产,例如口袋的模具、衣片的模具等,这不仅可以提高

生产效率,也可以保证生产品质。模具的制作也可以

通过CAD来实现和完成。也就是说,工艺类课程不仅

应该学习怎么样做衣服,还应该学习制作辅助的生产

模具,如果学校有条件,还应该让学生了解并掌握计算

机辅助生产系统CAM的流程。

3 重组以服装CAD系统为导向的实验平台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是强调动手能力的一门技术

性专业,因此大部分专业课程都包含了实验内容[4]。

但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实验是分散的,没有连贯性,如果

以服装CAD系统为导向,重组实验平台,将各门课程

的实验内容连贯起来,相当于模拟现代服装企业的工

作环境,有助于缩短学生的就业适应期。

3.1 CAD系统模块

服装CAD平台涵盖服装设计到制作整个流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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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既满足生产又满足教学的成熟体系。整合

了多种硬件,包含的七大系统模块实现了服装从构思

到生产的过程,更涵盖了行业所需的各种流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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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服装CAD平台

3.2 以模块为导向构建实验平台,模拟现代服装企业

工作环境

基于服装CAD平台的实验内容分为四大板块,分
别是服装设计板块、服装结构板块、服装工艺板块和综

合项目。服装设计板块主要进行款式设计系统的实

验,如果有条件可加入量身定制系统实验,为高级定制

技术服务;服装结构板块在学习结构理论的基础上,用
打板系统和放码系统完成各类服装制板实验;服装工

艺板块可以采用排料系统排料、裁片,并在工艺设计系

统中生成工艺单和制作流程,然后按流程进行服装制

作。如果有条件,最终的成衣可以通过试衣系统反馈

效果,检验设计的合理性,并加以修改。以上三个板块

刚好对应课程体系的三大板块。最后的综合项目即要

求学生将每个模块融会贯通,发挥综合运用能力和创

新能力。这一实验平台,实际上是模拟现代服装企业

的工作流程,将核心技术与教学实验紧密联系,对接服

装行业,建立立体化的教学实验体系[5](见图4)。
基于CAD系统的实验平台

服装设计项目

款式设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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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设计制板 根据板型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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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大赛、毕业设计、创业实训等综合项目

服装工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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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设计系统

试衣系统

图4 基于服装CAD平台的教学实验体系

4 更新以服装CAD系统为载体的课程内容

建立以服装CAD为平台的教学体系,并不是推翻

现有的教学内容,而是更新以服装CAD系统为载体的

课程内容。例如设计类课程,包含款式设计、色彩设

计、面料设计、综合运用方法等知识点。教师教学用

CAD来演示,学生在学习这些知识点的基础上,用服

装CAD实现各种实训练习,大大降低了对学生的手绘

要求,也提高了出图质量(见图5)。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设计类课程 结构类课程 工艺类课程 专业延展课程 综合实训环节

设计概论 女装结构设计 服装工艺基础 服装英语 服装大赛

服装设计学 男装结构设计 西服工艺 服装材料 毕业设计

…… …… …… …… ……

服装CAD平台作为教学与实训的载体

图5 基于服装CAD平台的课程体系

5 结语

基于服装CAD系统在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课程

体系的构思,第一,改变原有课程板块的比重;第二,建
立以服装CAD系统为平台的实验体系;第三,更新以

服装CAD系统为载体的教学内容,构建以服装CAD
系统为平台,工程技术为核心的教学体系。改革面临

很多困难,首当其冲就是对专业教师和软硬件条件的

要求显著提高。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也是教学

适应市场的趋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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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全面掌握实验室与所授课内容相关仪器设备情况

后再进行合理安排,确保既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又充

分发挥各仪器设备的作用。创新开放管理,实验室的

开放主要为实验内容、实验时间以及实验对象的开放,
实验内容只要符合实验规定就可以通过相应程序申请

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对于其中实验创意较好或应用

前景较大的项目,鼓励申请相应的创新项目等,争取经

费上的支持;实验时间争取做到全天候开放,对于一些

设备台、套数不满足的实验项目,在时间安排上避免和

正常的实验教学相冲突。实验对象不能局限于本专业

的学生,应该面向全校乃至全行业,增强不同专业、不
同学科、不同院校以及纺织类相关企业的合作交流,提
高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及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更好地为

学科建设、行业发展做出贡献。

3 结语

新工科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快工程教育改革创新。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实验室工作越来越受到重

视,同时,也对实验室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

阐述了目前高校纺织类实验室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一

些共性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改善措施及建议,
希望能为高校纺织类实验室管理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钟登华.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J].高等工程教育研

究,2017,(3):1-6.
[2] “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2017-02-18.
[3] “新工科”建设行动路线(“天大行动”)[EB/OL].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7-04-08.
[4] 何 斌,刘 超,谭冬宜,等.虚拟仿真在纺织类实验教学

中的应用[J].纺织科技进展,2017,(6):62-64.
[5] 任二辉,肖红艳,宋庆双,等.高校纺织染整类实验室管理

探讨[J].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33(4):255-
258.

[6] 周学兵,徐 蕾,陈嵘徐.普通高校实验室技术队伍建设

与管理[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5,34(2):243-245.

ExplorationandAnalysisofTextileLaboratoryManagement
inUniversityundertheBackgroundofNewEngineering
HEBin,WUShi-feng,YANGXian-dong,TANDong-yi,ZHANGPing
(CollegeofTextileandFashion,Hu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Xiangtan411104,China)

  Abstract:Textilelaboratoryinuniversitywasanimportantpracticeplacefortextilespecialityandthecradleoftrainingtextiletal-
ents.Thepresentsituationandexistingproblemsoftextilelaboratorymanagementinuniversitywereexpounded,andsomeimprove-
mentmeasuresagainsttheproblemswereproposed.Thepurposewastoimprovethemanagementleveloftextilelaboratoryinuniver-
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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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ConceptionofCourseSystemofFashionDesign
andEngineeringSpecialtyBasedonGarmentCADSystem

ZHOU Wen
(FashionInstitute,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610101,China)

  Abstract:TakingtheteachingsituationofgarmentdesignandengineeringspecialtyinSichuanNormalUniversityasanexample,

basedontheanalysisoftheapplicationofgarmentCADandtheprofessionalcurriculumsystem,startingfromthreeaspectsofrefor-

mingtheprofessionalcurriculumsystem,reorganizingtheexperimentalplatformandadjustingtheteachingcontent,anewteaching
systemforclothingengineeringmajorwerebuiltbasedonclothingCADplatformandtakingengineeringtechnologyasthecore,to

simulatetheworkenvironmentsofmoderngarmententerprises,linkupthecurriculumblocks,improveteachingefficiencyandlearn-

ingeffectivenessofprofessionalcourses,andcultivatestudents'comprehensivepracticalapplicationability,innovationabilityand

marketadaptability.

Keywords:garmentCAD;fashionengineering;coursesystem;teaching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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