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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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服装模板应用于行业技术的基础上,从改革服装

工艺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入手,拟构建基于IE的服装模板技术在服装工艺课中的应用体系,模拟现代服装企业的工

作环境和模式,提高服装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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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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即IndustrialEngineering工业工程,起源于美

国,是从工业工程创始人泰勒的科学管理之原理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性工程专业技术,是对人、物
料、设备、能源和信息所组成的整体系统,进行设计、改
善和设置的一门学科。它综合运用数学、物理和社会

科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以及工程分析和设计

的原理与方法,对该系统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确认、预测

和评价。
服装模板技术是基于IE原理[1],集合服装制板和

工艺技术,通过熨烫模板、拼缝模板、口袋模板等不同

种类的模板,改变部分传统的加工工序,提高生产效

率,保证产品质量。服装模板的优势一为省工、省时、
易于操作;二为降低工序的技术水平,不依赖熟手;三
为标准化操作,保障产品质量,因此现已广泛应用于企

业的服装生产[2]。

1 服装模板技术

1.1 服装模板

服装模板是服装加工生产的辅助模具,是服装

CAD、服装CAM、服装制板和工艺技术相结合的技术。
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当时的材质为钢板,但由

于其成本高、不实用没有得以推广。随着有机玻璃的

开发使用,模板材质改为了PVC,服装企业逐步大力

推广研发服装模板技术,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

成本,确保产品质量。服装模板技术的基本操作原理

就是利用自动化设备在PVC上按服装结构尺寸开槽,
然后将多层PVC模板夹持裁片,配合工业平缝机或专

业机完成定轨辑线等工序[3]。

1.2 服装模板的种类

按照服装工艺类型,主要分为熨烫模板、止口工艺

模板、内部叠加工艺模板和内部拼接工艺模板[4],见表

1。熨烫模板是最简单的模板,如贴袋扣烫模板,配合

专用熨烫机使用。止口工艺模板有带袢模板、袋盖模

板等,包括中区的平整定型缝合,及转角位置的定量吃

缝,涉及位置有服装下摆、袖口、门襟、腰头、领角、袋盖

等。内部叠加工艺模板有单嵌线模板、双嵌线模板等,
指附加部件在主体裁片表面的叠加和固定,涉及位置

有贴袋、挖袋等。内部拼接工艺模板有门襟拉链模板、
领座领面三合一模板、拼缝模板等,指裁片间的组合,
涉及位置有分割线、省道、裆缝、插袋、绱领、绱袖等。

按照自动化程度,使用模板的机器分类,可分为简

易模板机模板、半自动模板机模板、全自动模板机模

板[5],见表2。简易模板机是将平缝机的压脚进行改

装,以配合模板使用,虽然全人工操作,但降低了技术

难度,有成本较低和易于操作的特点,是中小服装企业

的首选。半自动模板机又称长臂车,可事先编程设置

工艺参数,通常适用于单向走线,配合模板人工辅助实

现多工序标准作业。全自动模板机能自动识别模板,
一键式操作,自动断线,多向走线等,配合模板实现“一
人多机”、“一机多模”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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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服装模板的工艺分类

熨烫模板 止口工艺模板

包烫模板 免暗线肩袢模板

内部叠加工艺模板 内部拼接工艺模板

双嵌线开袋模板 西服后中缝合开衩模板

表2 服装模板机的分类

简易模板机 半自动模板机 全自动模板机

2 模板技术应用于服装工艺课程构想

2.1 服装工艺课程内容

服装工艺课程一般采用示范性教学,教师先理论

讲解示范操作,然后指导学生实践[6],通常包含两大部

分内容,一是机缝、手缝基础,二是成衣缝制,其中成衣

通常包含半截裙、裤子、衬衣和西服等基本款式服装。
学生跟着教师的示范操作,按步骤完成成衣缝制的工

序。这种传统授课模式,一是消耗大量时间和材料;二
是成衣报废率高;三是每件衣服的工艺难点和重点比

较多,往往做完就忘,不能形成深刻记忆;四是单件成

衣实训并不适应现在企业流水线生产;五是与大专本

科院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内容不匹配。

2.2 引入模板技术的教学改革

2.2.1 改变教学内容重点

服装工艺课程中机缝、手缝基础内容不变,让学生

学会怎么使用工业平缝机、包缝机等,学会不同的机缝

和手缝缝型,具备一定缝制基础。而成衣缝制部分,把

原来每个学生独立完成一件成衣的内容,改为分组完

成一件成衣。小组成员首先分解成衣制作步骤,然后

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步骤任务分配,组员间可以

相互学习各步骤操作。实训的重点不是制作的工艺手

法,而是成衣制作的流程。在人员分组、分配任务、操
作学习等阶段过程中,学生不断重复记忆成衣制作的

流程,加深学习印象,不容易遗忘。每一组学生模拟生

产流水线,分工序制作,重点、难点工序引入模板辅助

制造,降低制作难度,提高成衣质量。

2.2.2 加入简单模板制作和复杂模板操作内容

服装工艺模板技术逐渐变成了现在服装生产加工

的主流,在教学中加入简单模板制作内容,有利于学生

了解行业发展趋势,更快适应就业岗位。简单的模板

有扣烫模板、定位模板、袋盖模板、贴袋模板等。这些

模板绘图简单,手工制作难度不高,完全可以由学生分

组完成。而复杂一些的模板,如门襟拉链模板、领座领

面三合一模板、拼缝模板等,可以由教师提供,学生只

需要掌握其操作要领,运用在流水线生产训练中。学

生通过实际操作,更容易理解这些模板的设计原理,提
高其制作复杂模板的成功率。图1为四川师范大学学

生制作的领座领面三合一模板。

96-506领里面�1
模板

96-506领芯-�1
模板

96-506男衬衫衣领 领芯-�2
模板

图1 学生模板制作作品

3 结语

要打破传统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模式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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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一边收集各个环节的反馈,一边调整课程,让它最

大化适用于专业教学和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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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IE-basedClothingTemplate
TechnologyinGarmentProcessCourse

ZHOU Wen
(FashionInstitute,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610101,China)

  Abstract:TakingpresentteachingsituationofclothingdesignandengineeringinSichuanNormalUniversityasanexample,on

basisofanalyzingtheapplicationofclothingtemplateinindustrialtechnology,startingwiththereformoftheteachingcontentand

teachingmethodofclothingtechnologycourse,theapplicationsystemofclothingtemplatetechnologyingarmenttechnologycourse

basedonIEwasconstructed,tosimulateworkingenvironmentandmodeofmoderngarmententerprise,andimproveteachingeffi-

ciencyandlearningeffectofclothingcraftcourse.Italsocultivatedstudents'comprehensivepracticalapplicationability,innovationa-

bilityandmarket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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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formofAdhesiveinFinePolymer
ChemicalIndustryCourse
ZHANGCai-ning,WANGXu-man

(SchoolofMaterials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BasedontherapiddevelopmentoftheadhesiveindustryinChinaandtheteachingexperienceoffinepolymerchemical

industrycourseovertheyears,theteachingcharacteristicsandteachingstatusoftheadhesivecontentweresummarized.Aimingat

theexistingproblemsintheteachingofthecourse,startingfromtheideaofimprovingthestudymaterials,graspingthemainlineof

thecourse,integratingthegreen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combiningwiththerequirementsofprofessionalcertification,the

teachingreformofthisprofessionaladhesivecoursewascarriedout.Bythesemeasures,theteachingmanagementandtheteaching
effectweresignificantly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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