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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纺织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对纺织工程专业课程进行思政建设是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途

径。依托丰厚的纺织工业历史发展背景与地方产业文化特色,充分发掘思政元素,并结合精心设计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形式,对针织学课程思政建设进行初步探索,以期为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提

供教学参考。

关键词:纺织工程;针织学;课程思政;地方产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24)01-0058-03

收稿日期:2023-05-23
基金项目:南通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2022C06)
第一作者:张丽哲(1982—),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纤维增强复合材

料的开发与应用,E-mail:zhanglz1005@ntu.edu.cn。

  在习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指导下,全国高

校掀起了课程思政建设的热潮,教育部也先后印发了

各项纲要及实施意见,特别是2020年5月印发的《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更是明确了课程思政

建设的重要意义、建设目标要求和内容重点,为高校思

政课程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此背景下,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传统支柱产业的

纺织工业,其涉及的各门专业课程也迫切需要将思政

内容融入到课程教学过程中,从而为我国培养出德才

兼备、全面发展的应用型纺织人才,为新时代背景下我

国纺织行业发展提供可靠的接班人。针织作为纺织工

业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智能技术、全成型技术的发

展,其产品已从内衣转向外衣,并在产业用领域得到了

进一步扩大,针织在整个纺织工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因此,基于时代背景,结合地方文化,挖掘思政元

素,对针织课程的思政建设极为必要。

1 针织学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重要意义

1.1 时代发展的需要

从早期的手工编织到第一台针织机的发明,针织

技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初期生产效率低,产品品

种单调。随着针织机械的飞速发展,针织工业在之后

的短短几个世纪就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

来,由于原料种类增加、针织技术提升,针织产品从传

统的服用扩大到家用、装饰用、医用、农用等各个领域,

在整个纺织工业中占比越来越大。未来,要使我国从

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加速推进,针织行业的发展需要

更多专业知识深厚、技能扎实、创新能力强、社会责任

感强的复合应用型专业人才。恰逢此时国家大力提倡

对高校课程进行思政建设,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的一面旗帜,它指导我们如

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专业课程建设有

机结合,实现“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目标,从而为针织

行业的发展培养出具有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

当的专业人才。

1.2 弘扬地方产业文化的需要

纺织工业是一个关系民生的国家支柱产业,其发

展具有显著的地方集群特色。地处东部沿海、气候温

和的江苏省自古以来就是棉、麻、丝等天然纤维的产出

基地,而其便利的水陆交通更为纺织工业原料的采购、

运输及纺织产品的内外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江苏

省古有丝绸、手工棉纺织基地,今有吴江盛泽、南通叠

石桥、常熟古里等一大批产业集群,其发展为我国纺织

行业带来了勃勃生机与前进动力。这些地方发展纺织

产业的同时也累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形成了独特的

人文特色,将这些特色文化融入到针织课程的教学过

程中,不仅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

更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激励学生以

更广阔的视野、扎实的知识投入到专业课程学习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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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针织行业的发展增砖添瓦。

2 针织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

课程思政要紧密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开展

建设,切实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的教育根本问题[1]。因此,在挖掘针织学课程思政

元素的过程中,时刻谨记这些问题和任务,才能真正将

课程思政与针织专业知识有机融合,形成协同效应。

2.1 寻根溯源,铭记历史,培养家国情怀

任何一门课程,特别是针织学这类具有悠久历史

的工科类课程,只有当学生对其发展历史与进程有了

一定的了解后,才能激发其浓厚的学习兴趣与探索创

新意识。因此,在针织学课程讲述专业知识前,有必要

向学生深入介绍针织的发展历史。
现代针织技术是由早期的手工编织演变而来,最早的

手工编织针织品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原始人类的渔网编

结。在我国,最早的针织物始见于三国魏文帝时的织袜。
随着针织机器的问世,我国的针织生产从家庭手工业逐渐

向企业化发展,1896年,我国第一家针织内衣厂在上海创

立,标志着我国针织行业的正式起步,针织行业开始产业

化起步。江苏的针织业发展较早,20世纪初无锡就有了

毛巾厂,随后随着手摇袜机的引入,又成立了袜厂,江苏的

针织业开始了快速发展。通过讲解针织行业的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个历史瞬间,带领学生重温我国针织行业发展历

史,增强学生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培养学生的

爱国主义情怀。

2.2 关注行业发展,了解先进技术,弘扬工匠精神

现代针织技术并不是人们传统认知中的简单编织

技术,而是集纺织材料、设计、艺术、机械、计算机技术、
自动控制等多种学科于一体的综合技术,特别是近年

来,随着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更多学科融入到了针

织行业的发展中。这就需要学生紧跟时代潮流,了解

最新的行业动态,为以后顺利投入针织行业建设奠定

良好的基础。
我国的针织行业近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这得益

于新材料、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互联网+、智
能制造、协同制造、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经济形态为行

业发展孕育了新动能。纤维新材料方面,改性天然纤

维、功能性合成纤维、异形截面纤维等新型纤维为针织

新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与动力,
使针织面料从传统的内衣服装扩展到功能性运动服、

户外服、航天服、医用防护材料等众多新领域;针织加

工新技术与设备方面,数字化经编生产技术、多梳数控

提花经编机、三维异型整体编织工艺技术、高效新型电

脑横机、针织印染加工新技术、针织后整理新技术等自

主研发技术与设备的开发与应用,提高了我国针织行

业的技术设备水平,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技术进步离

不开科研人员的努力,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奋斗在一线

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始终秉持着精益求精、专注、创
新的工匠精神与勇于担当、报效祖国的爱国热忱,才使

我国的针织行业在短短十几年取得了卓越成绩。将这

些先进成果、杰出事迹有机融入到针织学课程相关内

容的讲解中,将极大地鼓舞学生不仅要学习现有的先

进技术,更要学习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勇于创新、持
之以恒、精益求精的科研精神,为以后的工作、学习奠

定坚实的职业信仰。

3 针织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法

3.1 构建课程思政内容体系

针织学课程涵盖了针织概论、针织原料、组织结

构、针织机器、工艺分析与参数计算等内容,各章节知

识点各有特色,又相互联系,构成了完整的针织工艺体

系。而课程思政的目的是“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

和能力培养之中”,使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最终

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因此,在课程思政体系设

计过程中,需要将合适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到相应知

识中,使原本略显枯燥的工科专业知识变得更易于接

受,并将思政元素所蕴含的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工匠

精神、职业精神等内容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学生,帮助

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根据针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讲授内容主要

按照针织生产工艺流程进行,从原料到工艺,再到分析

计算,体系完整,因此,课程思政内容也应以此为基础,
构建完整的思政教学体系。例如,针织概论部分介绍

针织基本概念与相关背景,起到引入主题的作用,思政

内容的设计可以通过针织工业发展史中典型实例为突

破口,引导学生逐步了解针织的起源与发展进程,对针

织这门工艺产生探索欲与求知欲,培养他们坚持不懈、
勇往直前的科学精神。在讲述针织用纱部分时,引入

不同类型、不同性能的新型纱线在针织生产中的应用

实例,使学生善于拓展思维、勤于思考,培养学生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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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精神。针织机器部分理论知识较为枯燥乏味、晦涩

难懂,但在实际生产中却是最为鲜活生动的工艺,通过

我国自主研发先进机型的介绍与产品展示,以及我国

针织机器生产在国际上的地位分析,增强学生的爱国

情怀与文化自信,并激励他们培养勇于创新、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再如针织物工艺分析与参数计算部分,
这部分内容对学生今后从事相关针织产品设计与生产

等工作的作用较大,因此,通过引入一些知名品牌的产

品生产实例,让学生切身感受针织生产给人们带来的

生活便利,培养他们对专业的认知度以及爱岗敬业的

职业精神。
通过结合针织专业知识,在每部分课程内容中有机融

入思政元素,使学生逐步从科研态度、民族情感、文化素

养、职业素质等方面得以提升,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3.2 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的合理应用在一定程度对教学效果会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针对教学内容合理设计教学

方法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高校课程常用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启发教

学法、课堂讨论法、翻转课堂法等[2]都可以结合教学内

容的需要应用到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来。例如讲解针

织物结构特点时,首先抛出问题,如人们日常穿的衬

衣、T恤、运动衫等分别具有哪些性能特点? 它们的区

别主要在哪些方面? 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讨论,并进一

步引导学生从面料的编织工艺与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考

虑,从而引出针织物与梭织物结构不同,是由线圈相互

串套形成的基本结构特点,通过这种结合实际的启发

式讨论学习,不仅可以增强课程的独特性与趣味性,积
极调动学生的学习性,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积极探索的科研精神。

针织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对学生的培养

不仅在于理论知识的输入,更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因此,在讲解完针织物的组织结构与编织工艺后,可以

让学生以分组的方式自由组合,收集2~3种日常生活

中接触到的典型针织面料,分析织物基本工艺参数与

组织结构信息,随后以小组讨论、教师指导的方式研讨

工艺分析的准确性。通过这种教、学结合的方式能够

有效夯实基础知识,提升实践操作水平,同时在团队合

作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与责任感,促进思政建

设的潜在育人效果。

3.3 创新课程思政教学形式

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教

学形式也呈现形式多样化。除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

式外,也可以结合线上教学平台,如课堂派、爱课程等

提前发布相关教学课件、视频等学习资料,让学生课前

完成预习,查找学习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课堂讲授时

具有更高的学习效率,这样可以更高效地实现师生互

动与课程学习,使学生逐步培养自主学习、不断进取的

科研精神。
此外,针对该校纺织工程专业独特的发展历程,可

以采用企、教融合的方式开展教学,将地方产业文化融

入到思政教育体系中[3]。南通大学最早起源于张謇先

生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院校———南通纺织专门

学校,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与之相得益彰、共同发

展的是南通众多的纺织企业。结合这种特殊的历史文

化背景,针织学思政课程建设可以与大学生社会实践、
认识实习等实践培养环节相结合,让学生通过走访企

业、参观生产一线等形式对针织生产工艺与过程产生

更直观的认识,并在此过程中培养民族自信、行业自

信、文化自信,坚定科技报国的决心。

4 结束语

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教

育发展的必然过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
们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迫切。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同向同行,
是实现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保障。在纺织工

程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结合专业历史背景与行业发

展动态,将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实例融入到课程思政

建设中,形成独特的专业教育体系。针织学课程思政

建设在响应国家号召的前提下进行了初步探索,在未

来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将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继

续努力,争取为行业培养出更多符合时代需要、具有责

任担当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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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全过程的教育教学评价体系,将思政教育落实到

课程的方方面面,实现育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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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Constructionof"ClothingMaterialScience"
BasedontheBackgroundofIdeologyandPolitics

DUFangfang
(Jiangxi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Nanchang330201,China)

  Abstract:"ClothingMaterialScience"isabasicprofessionalcourseforstudentsmajoringinclothinganddesignincollegesand

universities.Byanalyzingtheexistingdefectsin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of"Clothing MaterialScience",thevalueand

method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ofthecoursewereexplored,whilethecombinatio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lementsof"ClothingMaterialScience"andcoursecontentwassortout.Combinedthecurrentpracticeinprofessionalteaching,the

ideologicalandpoliticalideasofcurriculumwereintegratedintotheteachingcontent,realizingthecollaborativemodeofideological

andpoliticaleducationandcurriculumteaching.Thegoal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wasrefined,whiletheeffectof

educationandteachingwascomprehensivelyanalyzedbyconstructingdiversifiedassessmentandevaluation,sothatprofessional

teachingcouldreturntothepurposeof"educatingpeople".

Keywords: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teachingpractice;clothingmaterial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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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f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
oftheKnittingCourseundertheBackgroundoftheNewEra

ZHANGLizhe,WANGFeiyan
(SchoolofTextileandCloting,NantongUniversity,Nantong226019,China)

  Abstract:ThetextileindustryisoneofthepillarindustriesofChina'snationaleconomy,and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

oftextileengineeringcoursesisaneffectivewaytoachieveprofessionaltalentcultivation.Therefore,relyingontherichhistorical

developmentbackgroundofthetextileindustryandlocalindustrialculturalcharacteristics,fullyexploring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lements,andcombiningwithacarefullydesigned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system,adoptingdiversifiedteaching
methodsandforms,apreliminaryexplorationhadbeenconductedon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ofthe"Knitting"

course,inordertoprovideteachingreferenceforcultivatingprofessionaltalentswithbothmoralandabilities,and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words:textileengineering;knitting;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localindustrial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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