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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我国服装配件设计课程教学现状出发,探讨了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指出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改革模式。旨在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

程考核等方面展开对于服饰配件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多方面强化培养服装设计类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意

识,培养出符合时代特点和市场要求的一流服装设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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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知识经济时代

对于服装设计类专业人才的要求,除了专业基础扎实,
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交际能力以

外,还应具有创新能力。服饰配件设计课程是服装与

服饰设计教学体系中的一门重要设计基础课,本文从

服饰配件设计行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对课程

的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相应改革措施。

1 服饰配件设计课程教学的不足之处

现行的服饰配件设计课程教学主要存在的问题。

1.1 教学模式因循守旧,缺乏互动性

服饰配件设计课程教学模式仍然以传统的课堂集

体授课为主,片面强调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应试技巧的

训练,忽视了对创新思维的培养。这种教师单向灌输

与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模式,一方面影响了学生主观

能动性与创新思维的发展,造成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
另一方面致使课程教学缺少多渠道的交流互动,因而

与社会发展、行业需求、生产实践严重脱节。

1.2 教学内容陈旧落后脱离流行时尚

服装配饰的设计研发需要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的

需要,当下服饰配件设计课程内容更新速度慢、周期

长,教学内容与行业最前沿的设计流行趋势、理论和方

法都无法紧密结合,阻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挥。

1.3 实践教学硬件配备不完善

服饰配件设计课程是一门注重创新性、实践性、应
用性的专业核心课程。硬件设施上的落后导致学生对

于服装配饰的工艺制作流程无法深入了解,缺少实践

动手能力,从而忽略了设计方案的可行性。理论脱离

实践,导致学生的创新想法脱离实际。

1.4 课程考核模式重结果、轻过程现象严重

目前国内各院校的服饰配件设计课程主要是通过

课后与期末的作业质量来进行评定,由于耗时较长,多
为学生课下自行完成。这种缺乏过程性的考核方式,
导致学生不注重课堂学习,甚至以抄袭、找人代做来完

成作业。因此,构建一个多维度、全方位、全过程的考

核模式是服饰配件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

题。

2 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面对社会与市场对服饰配件行业创新型人才的迫

切需求,服饰配件设计课程教学改革是关键。教学改

革涉及到教师、学生、教学管理部门等多个主体,触及

教学模式、内容、方法、课程考核等方面。

2.1 突破传统,嵌入新型教学模式

服饰配件设计课程教学模式应从“单一化”向“多
样化”转型,以教师的引导为前提,将学生创造性思维

方式的养成作为目标,添加互动式、混合式与体验式教

学等新型教学模式。
互动式教学是指教师在学生初步感知的基础上,

组织开展组内互动式讨论与组际交叉式交流,促进教

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使“教”与“学”
相互统一。混合式教学是指将数字媒体教学与传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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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学习相结合,如在课程网站上搭建教师与学生的互

动渠道,功能包括课件下载、作业上交评阅、论坛答疑

等。体验式教学是指教师在愉悦轻松的情境中引导学

生展开思维与想象、自发交流提问、完成自我建构。其

具体实施形式主要有开展游戏模拟,进行角色扮演;组
织社会调查,参与社会实践;展示学习成果,激励学生

进行资料搜集。这三种新型教学模式可以极大地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灵感。

2.2 方法改良,升级课堂演示

目前,大多数教师上课采用多媒体课件讲解的方

式,针对课件中的相关静态图片与文字信息对课程内

容进行讲解,不利于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吸收与理解。
这种传统的课堂演示法亟待改进,可采用的措施有:

(1)将服饰配件相应的卡纸纸样在课堂上进行拼

合演示,这种方法适用于箱包与鞋类方向的授课。卡

纸纸样上需清楚标明构件名称,这样可以更加直观清

楚地展现出产品的结构构成,最终拼合成与成品等比

的模型。
(2)将服饰配件制作过程拆分,把每一阶段的半成

品带入课堂进行展示。比如丝巾设计方向授课可分阶

段展示未经处理的真丝面料、丝巾印花纹样、经过印花

工艺后的丝巾半成品、卷边后的丝巾成品。阶段性的

实物展示更易于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吸收。
(3)将现代3D动态展示技术融入课堂,三维动画

演示比静态图片展示更为生动形象,更易于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
综上所述,实现课件讲解向实物展示的转换,静态

展示向动态演示的升级更易于营造活跃的课堂氛围,
有益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2.3 紧跟趋势,调整教学内容

为了使服饰配件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紧跟流行趋势

与产业发展趋势,一方面,教师应充分利用网络与期刊

文字信息掌握潮流趋势、有意识地收集国内外与服装

配饰设计相关的教学素材。另一方面,课程内容必须

进行调整。
(1)加强市场调研实践环节,同时提倡教师也加入

调研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一起深入了解市场流行趋势,
逐步改变学生对市场敏感度缺乏的现状。

(2)定期举办专题科技讲座,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知

识面,加强学生对服饰配件设计高新技术的了解。
(3)以项目化设计的方式进行设计实践,即实践步

骤按照工业化配件设计方式进行。从构思到选定方案

到最后的模型样板制作尽最大可能与企业服饰配件产

品设计制造流程贴近,进一步强化学生对服饰配件设

计的认知和应用。

2.4 完善实践设备,加强实训基地建设

要保证实践教学的质量,良好的实践教学环境与

硬件设备是前提。完善硬件设备,建立以本校为主、相
关企业为辅的实训基地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与创造思

维的基础条件。与此同时,为了提高实践教学水平,实
训基地必须多渠道引进具有职业技能的优秀师资队

伍、配备具有持久性与实用性的先进设备,以此为学生

的实践教学奠定良好基础,增进学生对先进加工技术

和前沿加工设备的了解。

2.5 革新课程考核评价模式

因为教学是动态的,会按照产业技术与社会发展

的需要,在内容、方法、目标等方面不断进行改进,所以

其评价模式也必须是动态和发展的。另外,服饰配件

设计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其考核评价

也应从片面注重对理论教学的考核转向为对综合素质

的评价。考核评价模式应多样化,不仅限于以课程作

业的完成质量进行评估,学生在课程相关的学科竞赛、
文化活动、社会实践中取得的成果也应计入课程考核

评分中。只有把过程评价与终期评价相结合,才能保

证课程考核更具真实性、有效性、全面性和科学性。

3 结语

当下,我国的服饰配件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
具有创新思维的原创服饰配件设计在此阶段显得尤为

重要。只有培养出大量具有创新能力的服饰配件设计

人才,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服饰配件产业的发展。服饰

配件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

质服饰配件设计人才的基础。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

程,需要每一位教育者不断进行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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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AnalysisofTeachingReformofClothingAccessories
DesignCourseBasedonCultivatingInnovative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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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tartingfromthecurrentteachingsituationoftheclothingaccessoriesdesigncourseinourcountry,theimportanceand

necessityofcultivatinginnovativeabilitywerediscussed.Theproblemsexistinginthecourseteachingwerepointedout.Theteaching
reformmodewasputforwardbasedoncultivatinginnovativeability.Takingtheaimofcultivatingstudents'innovativeabilityasthe

core,theteachingreformoffashionaccessoriesdesignwerecarriedoutfromtheaspectsofcurriculumsystem,teachingcontent,

teachingmethodsandcurriculumassessment.Theinnovativeabilityandawarenessofstudentswerestrengthenedinmanyaspects,so

astocultivatefashiondesigntalentsinaccordwiththecharacteristicsofthetimesandmarket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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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HumanErgonomicsintheDesignofInfantSleepingSack
YUEXin-wei,ZHOUJie*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theinfant'sbodyshape,thedevelopmentalcharacteristicsofthesleepingtime,thea-

mountofexerciseandthesensationandperceptionofthebabyindifferentmonthswereintroduced.Theapplicationofergonomicsin

thedesignofinfantsleepingsackwasexpoundedfromtheaspectsofstyledesign,materialselection,colorpatterndesignandproduc-

tiontechnology.Accordingtotheprincipleofergonomics,combiningwiththeinfant'sphysicalandmentaldevelopmentcharacteris-

tics,thestylingdesignandcolorpatterndesignofinfantsleepingsackwerecarriedout,sothatthesleepingsackcouldnotonlymeet

thepracticalfunctionofpreventinginfantsfromcatchingcoldduringsleepandliberatingcaregivers,butalsomeetparents'emotional

andaestheticneedsforinfants'growthanddevelopment,andachieveaneffectivecombinationofformbeautyand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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