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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纺织品练漂工艺学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结合微课堂教学,探讨了微课教学方式改革和微课内容设置。

采用微课教学可更好地将“课堂”和“工厂”结合,使知识的讲解更为通俗易懂,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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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品练漂工艺学是轻化工程专业染整方向的一

门核心专业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系统地掌握水和表

面活性剂的基础知识、各类纤维织物前处理的工艺技

术及其原理。内容包括棉及棉型织物的烧毛、退浆、精
练、漂白、丝光,合成纤维前处理,蛋白质纤维前处理

等。因此该课程具有知识点多、应用实践性强的特点,

这加大了教学的难度。微课堂能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

掌握更多的纺织品练漂工艺学知识。

目前印染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市场竞争实质上是

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综合素质的竞

争。如何培养优秀的行业所需人才是纺织品练漂工艺

学微课教学的重点。

微课教学内容的设计与实施,运用信息技术按照

认知规律,将微课教学与多媒体教学方式融合在一起,

呈现“碎片化”教学内容[1],可更好地实现“学中做”。

为满足印染行业对创新型复合应用人才的需求,对纺

织品练漂工艺学教学进行调整,对教学内容进行梳理

和资源整合,同时在教学模式上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

索。

1 教学方法改革

1.1 注重教学内容的点面结合

教材主讲机织物的前处理,包括棉型和化纤型机

织物的印染前处理,课程体系主要体现了知识的常规

性和重现性,未注重知识的弹塑性和创新性。目前纱

线印染和针织物印染已经逐渐成为纺织品的加工主

体,传统的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企业的实际需求。在

教学过程中,首先从烧毛、退浆、煮练、漂白、热定形等

工序出发,详细讲解各个工序的原理、设备及加工工

艺,然后结合面料特点,分别从纤维素纤维、合成纤维、

蛋白质纤维讲解面料的练漂工序,再从纺织品加工方

式分别以散纤维、纱线、织物讲解前处理加工工序,共
性问题结合个性逐个分析,使其更加适应目前少批量、

多品种的加工特点。同时教学组织形式由大班讲课改

为“小班化授课+小班研讨”。教学内容以问题为向

导,引入课程知识点。

1.2 理论联系实际,让教学从“课堂”走向“工厂”

提高学生基于工程化的独立思考和实践解决问题

的能力。课堂不仅仅是40min的课堂,也延伸到课程

的实践环节中。在纺织品练漂工艺学微课设计中,理
论结合实践,让理论教学与工厂教学结合在一起,以问

题为导向,分组进行讨论,将纺织品前处理常见的问题

列举出来进行探讨,如“漂白过程中出现破洞的原因分

析”、“退浆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影响纱线丝光光泽

度的因素有哪些”等专题讨论,并结合企业容易出现的

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在点评时,尽可能采用教材中的

原理,让学生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增加学习兴趣,给学

生主动思考和表达的机会,从而满足高素质、多能型工

程应用人才培养的要求[2]。
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并结合纺织行业背景、企业

工程实际,重组课程教学内容,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统一,尽量将课堂教学与工

厂现场教学联系起来,部分内容采用了学生自做PPT,
部分学生上台讲解,老师总结的方法进行教学。这样

的教学安排减少了学时,为引进更多新内容提供了较

充裕的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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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调整教学大纲和更新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更贴近纺织品练漂工艺学生产实践环

节,加强学生工程能力培养,满足社会对轻化工程专业

技术人才的新需求。同时加强文献检索内容的教学,

培养学生查阅文献的能力,了解纺织品练漂的最新发

展动态。针对《印染行业准入手册》,加强高效低能耗

的前处理,低温练漂、生物酶工艺替代传统烧碱工艺和

短流程的碱氧工艺,冷堆处理技术,同时开展专题报

告。

1.4 启发式和互动式教学

教学过程是教和学的共同活动,教师起着引导启

发的作用,学生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课堂的内容,进行

独立思考以达到对知识的掌握,这需要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来给学生足够的空间[3]。通

过设定实践内容,进行情景教学,布置课题让学生自己

设计,然后交流,让学生有参与感,使学生的学习拓展

能力、思维创新能力等得到全面、科学的评价。注重抛

出问题,激发学生开展小组讨论等高效的主动学习方

式。

2 微课教学内容设计

选择合适的内容拍摄微课堂,教学内容相对集中

和完整,以保证教学时间虽短但信息量较大,同时面向

纺织印染行业,注重上课实效。经过实践,目前微课堂

教学内容主要包含:纺织品前处理介质水的介绍、烧毛

工艺及设备、退浆工艺及设备、精练工艺及设备、H2O2
漂白工艺与设备、丝光工艺及设备、热定形工艺及设

备、纤维素纤维织物前处理、合成纤维前处理、毛织物

前处理、蚕丝织物前处理、混纺织物的前处理、前处理

短流程工艺等。

前处理短流程微课内容可设计为:高效、环保、节
能减排已成为前处理工艺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效前处

理包括低碱前处理(高效精练剂加工工艺)、生物酶前

处理(果胶酶、煮练酶、蛋白酶、淀粉酶、过氧化氢酶)、

低温前处理(冷轧堆)、高效短流程前处理(一步法处理

工艺)、绿色精练剂和助剂前处理(过氧化氢漂白或精

炼的无氯漂白工艺)、污水或废水前处理(极小浴比或

泡沫浴精炼工艺)。从实例继续详细介绍短流程工艺

的应用。

教学中首先采用案例和提问导入任务,引导学生

思考问题,并进行核心知识原理讲解,学生分组讨论,

教师归纳总结及PPT讲解的设计过程,从而增强学生

的创新意识、产品意识、工程意识,并进一步提升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探索新事物的热情,对新知识

的学习充满“激情”,避免“填鸭式”,减少理论课形式单

调的缺陷。同时删去重复、老旧的知识,打造一流的符

合时代发展的课程体系。删除一些可有可无的课,给
学生更多的时间来自由思考和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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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Micro-lecturesinCourseTeaching
ofTextileScouring&Bleaching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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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ccordingtothepresentsituationandexistingproblemsofthetextilescouring&bleachingtechnology,thereformof

micro-courseteachingandthesettingofmicro-coursecontentwerediscussedincombinationwithmicro-lecturesteaching.Usingmi-

cro-lecturesteachingcouldbettercombine"classroom"and"factory",maketheexplanationofknowledgemoreeasytounderstand,

andimprovetheteachingeffectand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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