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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训教学是高职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改革实训教学,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素养非常重要。介绍了纺

织品测试实训课程改革的必然性,以及具体的改革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持续的改进才能使课程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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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教育的目的是以育人为本,培养工程师之才

能,技工之身手。而实训是教学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

节,其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勇于克服困难、热爱劳动

的观念,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操作的熟练程度。
纺织品综合测试实训课程是商品检验与贸易专业

第5学期的专业必修课程,也是商检专业学生在校完

成的最后的课程。随着实训条件的改善,以及教学实

施方案的调整,由原来的2周调整为3周,90课时,安
排两位指导老师。此实训课程之前,该专业学生已学

习纤维与纱线结构、纤维与纱线测试技术、纺织品测试

技术以及纺织品生态与安全性能检测课程,学生对常

见的纺织原料及其性能已有所了解,基本的测试已学

习并熟悉。此实训课程是对面料进行结构分析、物理

性能、服用性能综合测试,使学生对纺织材料的基本知

识得到强化,性能得到验证,熟练操作各种仪器,熟悉

并掌握各项实验的测试原理、标准、测试方法和测试指

标。同时培养学生的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组织管理、
表达沟通、团队协作的能力,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责任

心。

1 纺织品综合测试实训课程改革的必然性

1.1 高职教育的趋势

2013年的国际工程联盟大会上,中国成为《华盛

顿协议》预备成员,《华盛顿协议》主要针对国际上本科

工程学位教育及工程师培养质量的认定,而《悉尼协

议》则是针对“工程技术专家”认证,这种“工程技术专

家”主要是三年制的教育培养。因此,《悉尼协议》与中

国高等职业教育更为贴近[1],中国加入《悉尼协议》也
是大势所趋。

1.2 实训条件的改善

我校经过骨干建设和四川省商品检验与贸易重点

专业建设,学院的实训设备数量及种类增加,实训条件

有了极大的改善。随着社会岗位对商检专业毕业生的

要求,对课程也提出了要求。

1.3 所学知识与岗位不吻合

国外及港台高职层次的院校中,一个实践教师指

导学生数一般不超过10人;我们的高职院校班级人数

为40人以上,因此每位同学可以动手的机会很有限。
国外及港台高职层次的院校中,生源更多来自企业学

徒,大多有岗位,学校根据需求教技术,学生学到的知

识对口,教育与职业的目的性很强,而我们的生源主要

来自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是根据学生可能的就业岗位

教技术,以便满足工作“需要”,因而会有学到的知识与

实际需要不吻合的现象。该实训课程排在第五学期,
学生即将毕业,大部分学生已与用人单位签署就业协

议,部分单位并不涉及到纺织品检测的业务,因此部分

同学心理上会认为这门实训课程对将来的工作并不实

用。

1.4 专业的计算机辅助软件重视不够

大部分学生做实验态度端正,认真细心,但不关注

实验结果,甚至并不认真分析实验结果产生的原因,不
会使用专业的数学统计软件来统计、分析数据。

1.5 考核的标准和方法太单一

纺织品综合测试实训课程改革前,课程的最终考

核成绩由平时成绩(主要是考勤)和实训报告组成。平

时成绩占40%,实训报告的成绩占60%。这样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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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只是关注了结果,并没有关注过程,对学生来讲,
参与度的高低与成绩没有太大的关系,学生很难有动

力完成各模块的实验并认真分析实验数据。

1.6 其他方面

由于实训设备的采购以国内生产商为主,虽然价

格较便宜,但是其稳定性不如进口设备好,部分设备的

细节设计也不够人性化。实验过程中,部分设备易出

故障,使得学生对设备,甚至对行业发展信心降低。

2 纺织品综合测试实训课程改革的实施

通过优化实训教学内容,注重能力培养;实行多形

式教学;完善考核体系,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提高

学生的能力。

2.1 教学内容

2.1.1 面料品种多样化

纺织品测试实训课程改革前学生分析的面料种类

很单一,以棉型织物和中长型织物为主。根据对毕业

生的调查,学生在工作岗位上面对的面料品种繁多,因
此,改革后实训课程中也增加了毛型织物和长丝型织

物等。
本实训课程主要是对面料进行分析,但是在具体

的工作岗位上,遇到的原料是生活中的纺织品,比如服

装成品,披肩等等。改革后实训课程中也增加了一些

服装成品的检测。

2.1.2 实训项目的完善

通过对从事纺织品检测工作的毕业生的调查,工
作中会遇到很多不熟悉、没有操作过的测试项;对与专

业相关的检验所、企业进行调查,了解纺织品测试哪些

项目是必测项。随着学院实训中心设备种类的不断完

善,对实训课程中的测试项目进行了调整,实验前需要

准备的试剂、制样等各小组自行配置,也纳入考核。同

时也完善了实训指导书,以方便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不

同的测试方法,随时查阅。现测试项目安排如下表1
所示。

2.2 多形式教学

2.2.1 按实验模块安排进程

由于实验设备台套数有限,一般同类设备有1~4
台,而近两年商检专业毕业生每个班人数为40~45
人,分7~8组,每组5~6人,同一时间安排同一个实

验项目,显然不够合理。因此,一般一个实验模块会安

排几天,这几天内小组轮流把实验做完,这样仪器可以

得到充分利用,每位同学都有机会动手操作设备。比

如织物结构参数的分析,总共需要30学时,第一部分

是织物的结构分析,第二部分是纱线的结构分析。在

这个时间内,每个小组的实验项目可以不同,就会避免

同时使用同台设备。
表1 纺织品综合测试实验项目列表

序 号 实验模块 实验项目

1 织物结构参数的分析 组织分析、上机图、色纱排列、原料定
性、定量分析

单位面积质量、织物厚度、织物密度、
经纬纱的线密度、经纬纱的织缩率、经
纬纱捻度

2 织物的服用性能测试 起毛起球性(马丁代尔法、圆轨迹法)、
折皱弹性、硬挺度、尺寸稳定性、悬垂
性、勾丝性、透气性、透湿性、抗静水
压、芯吸性、防钻绒性

3 织物的物理性能测试 强伸性、撕破性(单舌法、双舌法、冲击
摆锤法、梯形法)、耐磨性(圆盘法和马
丁代尔法)

4 织物色牢度测试 织物摩擦色牢度、刷洗色牢度、汗渍色
牢度、耐(皂)洗色牢度、耐干热色牢度

5 其他综合性测试 棉本色纱线品质检验与评定

棉织物品质检验与评定

  无论如何完善实训项目,毕业生未来就业也会面

临没有做过的测试项目,因此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更

为重要。虽然毕业生的工作岗位不同,但是都需要具

备学习、团队协作、组织管理、沟通表达的能力及吃苦

耐劳的精神,通过本次实训,这些都可以得到提高。

2.2.2 以学生为中心—任务驱动教学

纺织品综合测试实训课程是商检专业的同学毕业

前校内为其安排的最后的实训,其目的是为了强化基

础知识和操作技能,即大部分同学具备了专业的基础

知识,因此任务驱动法是非常适用的。具体实施过程

为:教师交待实验的任务,学生分组讨论解决办法,教
师引导学生复习涉及到的理论知识点,教师示范操作,
学生完成任务。学生操作期间,有问题及时与老师沟

通,讨论并分析实验结果,最后是成绩的评定。不同学

生对同样理论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程度不同,需要进

行个别指导。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培养学生不篡改数

据、求真务实的态度,还可以有效提高教学难点的捕

捉。

2.3 完善考核体系

高职院校的学生理论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差,但操

作能力强,喜欢做实验,学习的主动性不够强,在教学

中多给予肯定,鼓励他们[2]。考核中关注的焦点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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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看学生的成果、表现和评价,从而建立完善的考

核体系。具体考核标准如下表2所示。实训结束后指

导老师为各小组实训中的综合表现评分,组长根据组

员表现评分,自评是学生根据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为

自己评分。
表2 具体考核标准

评分要项 得分依据

一、出席状况 (10分)
1.旷课

2.请假

3.迟到或早退

4.参与实验讨论

A.不曾请假、迟到或早退,且踊跃参与实
验讨论;B.不曾请假、迟到或早退,且对
参与实验讨论态度尚佳;C.按照规定请
假、不曾迟到或早退,且对参与实验讨论
态度尚佳;D.按照规定请假、不超过6次
迟到或早退,但对参与实验讨论态度不
积极;E.常 请 假、迟 到 或 早 退(超 过6
次),且 对 参 与 实 验 讨 论 态 度 不 积 极。
注:A、B、C、D、E分别为10分、8分、6
分、3分、0分。

二、实训表现(30分)
1.实训态度

2.实验前准备的充分性

3.实验操作的规范性

4.查询测试标准的完整性

5.工具是否齐全,是否放
回原位

实训态度端正(1-5分);实验前准备的
充分性(1-5分);实验操作的规范性(1
-10分);查询测试标准的完整性(1-5
分);工具是否齐全,是否放回原位(1-5
分)。

三、实训报告 (60分)
1.实训项目的完成程度

2.报告书写的规范性

3.数据的合理性及结果的
影响因素分析

4.各小组的综合评价

5.实训总结

6.组长评分与自评

实训项目的完成程度(0-15分,达到平
均数为10分);报告书写的规范性(1-
10分);数据的合理性及结果的影响因
素分析(1-10分);教师根据各小组的
综合表现评分(1-10分);实训总结(1
-5分);组长评分(1-5分,组长根据该
组员的表现评分),自评(1-5分,是否
达到课程目标)。

  实训教学的管理要精细化。以前的实训课程中,
存在工具乱放、实验室凌乱的现象,现对工具是否齐

全,是否放回原位纳入考核,做完实验后要随时清洁实

验室,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

3 改革成效

实训课结束要求每位同学写一篇实训总结。学生

经过3周的实训,收获了很多,如基础理论知识的强

化、团队协作精神、表达沟通能力、组长的组织管理能

力、学习能力、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小组共同完成任

务的满足与自信。尤其是对于将来从事纺织品检测及

贸易的同学来说,不仅在专业的检测标准及方法上可

以直接对接,而且对工作更加自信,能够很快融入其

中[3]。

4 结语

通过对与商检专业相关的检测机构与企业调研,
结合毕业生的岗位需求,进行的纺织品综合测试实训

课程改革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今后需要进行持续质量

改进、常态化评估,才能使课程不断完善。结合行业的

发展方向,加大检验机构的参与力度,培养出高素质的

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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