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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装工艺课程是服装专业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较高的灵活性。通过分析服装工艺课

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实践教学经验,提出有利于服装工艺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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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教学是整个教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

的教学观念是教师对整个培养目标、课程性质、授课对

象、讲授内容、教学过程、以及教学质量等各个方面的

理解和认识。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教师只是知识的

传播和解释者,课堂教学已经成为教师“演绎”的过程。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学生也渐渐成为了“观演者”,围
绕着教师这个教学活动的中心,习惯地成为了课堂教

学的配角和观众。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教

学的单一模式已不能满足课堂教学的需要,教师的观

念也需要改变。教学模式需要更新,教学过程侧重于

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以学定教,以教促学”双向

活动已成为主要的教学方式,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才

是真正的课堂教学主体。

1 服装工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教师黑板演示和课件讲解为主,缺少互动

传统服装工艺课程的主要教学模式是,老师在黑

板上绘图演示,学生们在下面聆听。为了保证绘图演

示过程的完整性,教师会从头讲到尾,讲完之后才会问

学生是否明白。学生在听的过程中,必须全神贯注,一
跑神可能就不知道下一步的数据怎么得来,在此期间

没有建立任何交互,导致学生的疑问没有能够有效记

录下来,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
1.2 学生按部就班的学习,缺乏主动思考的能力

许多高校在服装工艺课程教学中仍然采用较为传

统的教学模式,即教师以理论为主的课件讲解,这极大

地限制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主观能动性,使难以理解

的结构性绘画课程更加枯燥乏味,增加了学生的抵触

情绪。传统制图与工艺课教师教、学生学的单一授课

模式,使得课堂气氛单调、不活跃,学生缺乏热情和主

动性,缺乏积极思考问题的能力,教学效率不高。

1.3 教学模式单一,效率低下

许多学校的服装工艺课程的教学是以传统方式进

行的,教师在机器上进行操作,学生围着老师观看演示

步骤。导致教学效率低下,为了让所有学生都能看到

操作过程,教师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大大增加了工

作量,使宝贵的课堂时间变得更加紧张。
在服装生产过程中,结构设计和服装工艺是两个

不可分割的部分,许多高校的教学过程中,这两个课程

是分开教授的,导致学生在主观上将其分为两个相对

独立的系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很大问题。
这不仅使知识的传播变得间歇和枯燥,而且还增加了

教学的时间成本。

2 改变服装工艺课程教学理念的必要性

2.1 基于教师的层面

传统教学模式的绘画和工艺过程是教师讲解文本

信息、操作过程和步骤的体现。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

知识体系对于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至关重要。多媒

体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尤其是教师创建教学

视频的能力,是对教师通过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能力

的考验。在讲授过程中,让学生尝试photoshop、corel-
draw等软件绘制款式图,使用 CAD软件进行结构图

绘制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更能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并且可以将更多的时间

放在与学生的沟通和探讨上,能够有效地管理和组织

其教学内容,利用现在多媒体技术录制微课视频可延

长教学内容的保存时间,在课余为学生提供网络传递,
实现对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知识共享。

2.2 基于学生的层面

教学观念的转变改变了师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

地位。如“翻转课”的设置,教学由“教-学”模式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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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教”模式,将课程学习的主动权由教师移交给

学生。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教师从主动变为被动,
从主导变为指导。改革后的教学模式优势在于学生在

课堂上能够解决需要教师指导的重点内容,学生能够

利用共享资源有效地查找、收集和学习所需要的信息,
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帮助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

习兴趣,增强分析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慕课

的普及使得知识的有效传播和共享成为可能,可以帮

助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学和交流,使学生从被动

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改变传统教育理念和观念,教师

成为学生学习知识的引领者,也使得学生的自学和研

究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3 转变教育观念下新型教学模式在服装工艺

课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3.1 服装结构设计课程与服装工艺课程的结合

服装结构设计和服装工艺是相辅相成的。当制作

衣服时,该结构可以使衣服更贴合身体以实现修身,还
可以添加一些特殊技术,以实现纤细的贴合。结构和

工艺两个方案的合理组合,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质

量。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将这两个课程结合起来,

使学生的逻辑能力得到锻炼,以提高其主观能动性。
增强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从而提升自身的

专业技能。
这两门课程的组合可以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样式

图-结构设计和绘图-过程分析和设置-生产-成

衣。步骤基本上涵盖了服装的生产过程,我们可以通

过后一步骤的结果验证前一步骤的工作。这不仅可以

增强学生的记忆力,还可以让他们学习如何利用所学

知识完成工作,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2 引入多种多媒体教学模式,如微课

微课等多媒体教学模式的引入不仅可以通过图

像、文字、声音、视频等方式清晰地向学生展示课程内

容,还可以直观地进行CAD软件绘图演示、服装制作

步骤视频、电子教科书等内容。如使用计算机摄像头

(或数码摄像头等视频捕捉设备)连接投影机,使用该

软件将制作过程通过直播传送到投影机。通过这种方

式,不仅可以扩大制作过程,而且所有学生也可以在自

己的机器上观看教师的操作,同时练习。如果出现问

题,还可以及时与老师沟通,当老师向同学解释时,其
他学生也可以看到。没有必要为有同样问题的学生重

复解释。这不仅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使教师和学生

能够进一步沟通。清晰明确的服装绘图步骤、准确的

数据列举、以及高效整合的教学要求和方法,根据不同

程度的需求进行不同的课程学习,使学生能更好地理

解和运用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并加强学生的记忆力。
这种方式弥补了粉笔黑板绘图演示等传统的教学模

式,填补了传统教学模式无法实现的教学功能。同时,
也提高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丰富了教学形式和内容。
3.3 有助于程度不同的学生进行选择性的学习

传统教育的诟病在于,对待不同的学生都是“一刀

切”,不同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和消化的程度不同,课堂

教学由于需要统一的教学进度,教师无法有效地照顾

每个学生。面对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水

平难以达到一致的情况,慕课和翻转课的引入允许学

生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消化水平定制自己的学习计

划,有效地缩短了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方便的学习

方式有助于学生有选择地学习并加强对难点的理解。
也可以重复复杂的步骤,以加深学生对每个知识点的

理解。课程资料便于保存和传递,使学生在课下能够

自由地反复学习,真正做到了教学课程内容共享,也提

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能力。
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使学生成为课堂教学中的

主体,将教师的角色也转变为引领者,而不是填鸭式教

学的主导者。学生由观众变为主角,突出学生的主导

地位,努力激发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和自学兴趣,培养学

生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引导学生深入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建立师生平等和谐的关系。随着广大教师不

断地探索、实践与反思,在逐渐转变教学观念的新形势

下,新的教学模式一定会使我们的教育事业焕发出更

加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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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TeachingExperienceofClothingCraft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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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lothingcraftcoursewasthekeyanddifficultpointintheteachingofclothingspecialty,whichhadstrongpractica-
bilityandhighflexibility.Throughtheanalysisoftheproblemsexistingintheteachingofgarmentcraftcourse,thepracticalteaching
experiencewassummarized.Theteachingmethodwhichwasbeneficialtotheclothingcraftwas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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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ideaofprojectteaching,combiningthecoursecharacteristicsofclothingqualityinspectionandthepostde-
mandcharacteristics,thepresentsituationofgarmentqualityinspectioncoursewasanalyzed,andtheprojectteachingmodewasdis-
cussedtoenhancestudents'learningenthusiasmandimproveteachingeffect.Studentscouldbettergrasptheteachingcontentandtes-
tingskills.Atthesametime,italsocouldprovideideasandreferencesfortheprojectteachingofrelated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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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扩散剂生产实现绿色脱盐

  由北京化工大学和安阳师范学院联合开发的萘衍

生物磺酸盐甲醛缩合物循环萃取脱盐工艺研制成功。
目前,该工艺已在河南一家助剂企业进行了5m3 萃取

釜中试,工艺运行稳定,产品质量达标,具备产业化条

件。该工艺彻底解决了传统工艺由于使用石灰产生大

量硫酸钙废渣的行业弊病,实现了工艺废水循环利用、
零排放。

新工艺采用全封闭绿色萃取方案,简单通过调整

体系pH值,利用不同酸度下萘磺酸(盐)在有机相和

水相的溶解性能,实现了硫酸盐与磺酸盐的分离,流失

至水相的少量有机相经废水和干燥脱水循环利用后全

部返回萃取体系。该工艺过程为全封闭体系,无“三

废”排放,无需补充有机相,多余硫酸形成副产硫酸钠,

产品萘磺酸甲醛缩合物中的硫酸钠含量达到1%以下。
分散染料、活性染料等染料用 MF、NNO扩散剂,

以及农药、电镀等行业用的NNO分散剂,其化学成分

均为萘或其衍生物磺酸盐甲醛缩合物,工业上是由萘

及其衍生物经过硫酸或发烟硫酸磺化、甲醛缩合、中

和、石灰脱盐、干燥等工序生产。由于磺化过程需要使

用过量硫酸,为使产品中的硫酸钠符合应用标准,工艺

过程必须采用石灰去除多余硫酸,由此产生大量硫酸

钙废渣。传统处置硫酸钙废渣的方法是直接支付一定

费用转给水泥企业,由于废渣中含有微量有机物,被认

定为固体危废,新《固废法》的实施禁止了这种处置行

为。
(来源:中国化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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