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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装结构设计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基于OBE教学理念进行课程改革,对服装结构设计

内容进行梳理、整合,围绕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展开,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课程考核与评价进行讨论,利用微

课、驳样技术、三维虚拟技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确保课程教学质量,满足应用型专业服装人才的培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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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E(Outcome-BasedEducation)是一种明确学

生最终学习目标与学习效果的教育理念,内容包括“以
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和持续改进”[1-2]。在OBE
的教育理念中,教学的前期准备、实施过程、教学评价

反馈都是对学生学习预期成果的有力支撑。近年来,
随着国内高校内涵发展的深化,OBE教学理念在国内

高校教育质量提升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许多课程也基于此理念进行了课程改革,并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3-5]。服装结构设计作为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强的专业课程,其学习产出的

成果不仅是服装产品生产和制造过程中的关键技术,
而且在系统的服装专业学习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目前,针对服装结构设计的教学改革研究很多,但
基于OBE理念进行教学改革的研究较少。本文根据

五邑大学的课程教学实践,基于OBE的教学理念对服

装结构设计课程进行改革,通过不断总结与深入思考,
提出适合服装结构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

1 基于OBE理念的课程大纲设计

1.1 课程的基本情况

通过对服装结构课程内容的梳理,将服装结构设

计课程内容分为三大模块,分别对应工程认证中的知

识、能力、素质方面的要求。课程的实施以服装材料

学、缝制工艺、服装画技法等课程作为先修课程进行支

撑,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具备从服装款式到平面结构设

计的能力,掌握服装结构图的绘制技巧及服装结构的

变化规律,为后续服装专题设计与实现,毕业设计等专

业课程的学习及毕业后的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服装

结构设计课程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先修课程：服装材料学、
服装画技法、缝制工艺基
础等。

先修课程：服装设计原理
与方法、成衣缝制工艺
（1）等。

先修课程：服装设计原理
与方法、成衣与定制设计

服装结构设计1
56学时
3.5学分
必修

服装结构设计2
56学时
3.5学分
必修

服装结构设计3
32学时
2学分
必修

课程内容：人体测量、服
装号型、下装结构设计、
上装原型

课程内容：衣身结构设
计、衣领结构设计、衣袖
结构设计、上装综合结
构设计

课程内容：童装结构设计

知识 能力 素质

图1 服装结构设计课程基本情况

1.2 教学目标设计

OBE强调学生从学习之初就有明确的课程目标

和预期,学生清楚课程的学习内涵[6]。通过调研服装

企业及问卷调查,结合学校定位,确定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依据毕业要求,细分

指标点,同时梳理相应指标点的支撑课程。服装结构

设计课程围绕这些指标点进行教学目标的设计及凝

练,具体如下:
(1)掌握人体结构与服装结构的关系,按照款式要

求进行人体测量并进行成衣的规格设计。
(2)掌握基础原型纸样的绘制及结构设计原理,对

于给定的成衣款式能正确利用基础原型纸样进行服装

的平面结构设计,并进行样板制作。
(3)能正确审视、分析服装效果图并完成服装平面

结构图的绘制,具有款式向平面结构转化的能力,并能

根据服装的试穿效果进行样板修正。
(4)了解基于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在服装结构设计

中的运用及实现,具有开拓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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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学大纲的设计

以OBE教育内涵为指导,根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标准的要求,对课程大纲进行设计,使课程的教学目标

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相对应,如表1所示。
表1 课程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教学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教学目标1 能够运用服装设计的专业知识,解决现代
服装设计、生产技术与管理中的问题。

工程知识

教学目标2 能够运用服装设计学的专业知识,进行服
装与服饰创意设计,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
能力。

问题分析

教学目标3 能够整合服装设计学的专业知识,进行服
装相关领域的综合设计,具有艺术设计的
创新能力和思维。

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教学目标4 具备对服装设计领域的理论和技术持续
学习、适应发展和不断创新的能力。

现代工具

2 基于OBE理念的服装结构设计课程改革措施

2.1 教学内容的设计

结合OBE的教学理念和课程的教学目标及性质,
本课程的产出包括知识、能力和素质三方面。

2.1.1 知识方面

目前,服装行业内普遍对学院派的结构设计师认

同度较低,认为本科毕业生缺乏实战经验,无法承担结

构设计的工作重任[7],这与目前国内高校服装结构设

计课程的教学内容有很大关系。国内高校一般选用的

服装结构设计教材以基础理论为主,其款式及结构不

能够适应日新月异的服装市场变化,且制版方法与企

业脱节,不能得到企业制版师的认同。OBE理念强调

的是学生毕业时达到的能力,考虑到服装行业较强的

时效性与较高的实践性,以及服装结构设计在服装生

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在教学内容上,根据市场的导

向,添加了代表性、时效性强的款式进行分析讲解,做
到与时俱进,及时增删整理讲义内容,确保知识系统的

时效性,实现本门课程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

2.1.2 能力方面

通过对变化服装款式的分析、规格设计及结构表

达,使学生能够深刻认识和理解结构设计中的基本原

理与变化应用,通过服装驳样技术[8],使学生理解到品

牌服装、经典款式服装的结构表达与工艺处理形式,加
深学生对不同服装的款式变化所引起的结构变化的理

解掌握,增强学生的创新应用能力。

2.1.3 素质方面

通过学习经典款式服装,使学生能热爱服装设计

专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

2.2 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

“单声道”的课堂教学模式是掣肘我国一流本科教

育的最大短板[9]。引入OBE教学理念进行课程改革,
充分结合课程的特点,创新教学方法,实现课堂从“单
声道”到“多声道”的转变。基于OBE理念的课程产出

的三方面,本课程采取的教学方法主要有:
(1)知识层面。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的知识点比较

多,有些原理性的内容通过PPT演示或板书就可以讲

授清楚,而有些内容一定要辅助示范,比如服装结构设

计1教学内容中的“人体测量”部分,这种既是重点又

是难点的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制作微课视频来实现,课
前教师给出微课的预习任务单,要求学生合理安排时

间进行学习,并完成微课作业。
(2)能力层面。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的难点在于平

面制图与立体服装之间的造型关系把控,在课堂上主

要依靠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学生不一定能准确理解

服装构成的立体关系。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借助计算

机三维虚拟试衣软件,如CLO3D等[10],在课堂上讲

解完平面制图后,将其导入三维虚拟试衣软件中进行

立体缝合,使平面制图与立体成衣之间的关系表达得

更加直观,将传统服装结构设计制图教学中“由二维想

三维”的“读图”过程进行全方位的三维呈现,使二维的

服装结构图“立”起来,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进一步

提升,保证学习质量。
(3)素质层面。许多服装企业也是通过样板复制

来了解当前的版型流行趋势,因此在学生的综合素质

培养上,采用服装驳样技术,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
学生可以通过服装驳样更加熟悉服装与人体的关系、
流行版型与原型数据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导致的

整个服装形态的改变,从而达到与企业接轨。

2.3 课程考核与评价

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的考核一般分为大作业和考试

两种为主,结合平时成绩综合评定最终的期末成绩,就
课程性质而言,由于服装款式的多元化,课程的学习目

标主要是考核学生对于服装结构设计原理的应用与创

新,单纯的考试不能表征本门课程的产出效果;而大作

业的考核形式较为符合课程的实际情况,但部分同学

存在侥幸心理,通过搜索资料、抄款、抄版来应付,不能

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基于 OBE理念下的服装结构

设计课程考核改革坚持将学生能力的培养置于首位,
强调教学的协同性,加强学习过程性的考核,坚持多视

角、多样化评价的考核方式。因此,改革后的考核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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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考核与最终考核两部分,具体如下。
平时考核占比50%,提升平时考核的占比是基于

服装结构设计的课程实际,主要考核学生的平时学习

情况,准确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教师作为教学过程的

参与者,通过平时考核可以深入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

的掌握、理解应用过程中的短板,在最终考核部分发挥

教师引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其考核内容分为“课堂

表现+平时作业+课堂笔记”三部分。
最终考核占比50%,主要以大作业为主,是对学生

整体学习效果的评价。这部分考核不单是由学生独立

完成,需要教师与学生形成互动,指导教师根据平时考

核中对学生的课程理解短板的了解,引导、协助学生在

最终考核阶段攻克短板,使学生变成主动学习者,从而

达到预期学习成果。教师对互动过程中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最终的产出成果质量进行评价。如有些同学

对于省道转移部分内容理解不够透彻,在最终的考核

阶段,指导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设计完成具有省道转移

结构特征的服装样板,并不断深入,使学生在学习中获

取自信,激发创新应用能力,那么经过引导后,教师对

学生的应用水平也一目了然。

3 结语

将OBE理念引入服装结构设计进行课程改革,不
仅是纺织服装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提高本科人才培养

质量,满足服装企业对高质量服装人才的需求,也是我

国高校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教师要理清课程的教学目

标与实施过程不再是单一的教与学的线性关系,而是

教与教,教与学,学与学之间的循环互进的关系。在课

程的教学实践中,只有深入理解 OBE教育理念的内

涵,对于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过程的设计,考核评价

的方式不断反思,积累经验,并持续改进,才能真正实

现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导向的课程目标,继而对毕业

要求、培养目标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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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formofFashionPatternDesignCourseBasedonOBEConcept
XIEYong

(SchoolofArtDesign,WuyiUniversity,Jiangmen529020,China)

  Abstract:Fashionpatterndesignwasacorecourseforclothingandfashiondesignspecialty.BasedonOBEcurriculumteaching
reformideas,combingthecontentofthefashionpatterndesign,revolvingaroundthreeaspectsofknowledge,abilityandquality,the
teachingcontents,teachingmethods,assessmentwerediscussed.ByusingMicro-class,bargetechnologyand3Dvirtualtechnology,

students'autonomouslearningabilitywereimproved,toensurethequalityofteachingandmeetthedemandofthepracticeoriented
talents.

Keywords:fashionpatterndesign;OBE;teaching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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