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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emphasi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dependent spirit and creativity, the inherent teaching methods of college 
fashion design major are far from being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and the society. How to cultivate first-class fashion design 
talent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 market needs, is an urgent and important thing at present. According to 
the plan goal of the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first-class major and first-class 
curriculum, we take the approved provincial gold course Fashion Modeling of our school as the breakthrough,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gold course constru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course positioning, teaching mode, teaching method, innovative 
features and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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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强调对学生独立精神、创造力培养等因素的推动下，高校服装设计专业固有的教学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和社会
的需要。如何培养出符合时代特点和市场需求的一流服装设计人才，是当前紧迫而重要的事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的计划目标，以我校获批的省级金课《服装造型学》课程为切入点，从课程定位、
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创新特色、教学效果等方面探索金课建设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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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

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计划 2019—

2021 年面向不同类型的普通本科高校，覆盖 92 个本科专业，

分年度建设 1 万个左右国家级和 1 万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点；紧接着 2019 年 10 月发布了《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

的实施意见》，提出从 2019—2021 年，将共认定 1.2 万门国

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即“金课”），部署了“一流课程”建

设计划，从此掀起了一场“课改革命”[1]。

由于中国服装高等教育事业正肩负着培养高水平服装设

计人才的重要职责，随着现代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

级，高水平服装人才在全面提高整个民族服饰文化和推进相

关经济建设中都有着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然而，近几年中

国服装就业市场供需显示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存在两个方面的

严重问题：第一，服装高等教育为社会培养出许多人才，这

些人才对未来期待值过高，不愿意从底层工作开始积累经验，

但由于自身专业经验不足，短时间内很难找到理想工作；第二，

企业对经验丰富的综合性人才非常稀缺，尤其是对技术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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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程度要求很高，由此产生了学校培养与企业需求供需错

位现象。伴随知识经济全球化趋势，时代要求高校服装设计

专业在符合教育教学固有规律的前提条件下，结合学校实际

情况、生源的特点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需要，存同求异，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从课程建设开始，“淘汰水课、打造金课”，

深入开展教学改革。这迎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提出的

全面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建设一流本科

教育，打造专业一流课程建设，全面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2]。

接下来，就我校已获批的 2019 年中国湖南省“金课”《服

装造型学》课程为例，从课程定位、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创新特色、教学效果等几个方面，阐述“金课”

建设的构成要素（图 1 为金课构成框架图）。

图 1 金课构成框架图

2 “服装造型学”课程金课建设

2.1 课程定位

服装造型学作为服装学科的一个分支，所涉及的内容非

常广泛，如有纺织品设计、服装设计、纸样设计、工艺设计、

营销管理等，本课程定位重点研究的是服装纸样设计，先修

课程为服装工艺基础。授课学生为一年级本科生，学习情况

如下：第一，对人体结构不了解，无法将人体体型特征与服

装结构相联系；第二，对整件服装工艺流程不熟悉，单件制

作与批量生产的差异化；第三，对服装市场流行趋势不了解，

面料、款式、色彩的如何合理搭配；第四，对服装行业的发

展缺乏认知，无明确的职业规划。针对这样的情况，课程定

位为四个方面：

（1）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人体体型特

征与服装结构的关系、原型的分类与号型规格尺寸，掌握原

型的结构制图和原理、省道分配与人体的关系、裙子、袖子、

领子纸样的制图原理。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具有发现问题、解析问题、

处理问题、总结问题，以及结构设计的创新能力。

（3）素质目标：培养学生善于交流、合作、具有独立

性与责任意识，建立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塑造高阶的心理

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

（4）思政目标：通过翻转课堂，讲好中国思想与现代

人着装的需求，做到言之有理，创新设计，以培养学生的文

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厚植行业情怀和家国情怀。

通过以上课程定位，培养学生较高的艺术素养和对服装

结构、工艺设计的充分理解，将服装设计思想表达极致。

2.2 教学模式

传统的“服装造型学”课程教学通常强调设计的艺术性

和个性化，往往通过服装的新、奇、特来表达与众不同的设

计理念。这种理念设计出来的成品服装缺乏市场实用性，无

法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偏离了真正的教学目的 [3]。为此，课

改后的“服装造型学”教学内容站在市场前沿，以专业教学

理论为支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选择基于学生职业能力

发展需求为目标，促使学生获得扎实的专业能力、交际能力

和个性发展能力。教学模式采取四个阶段进行，即基础知识

阶段、技能实训阶段、能力培养阶段、高阶发展阶段。

（1）基础知识阶段：通过启发提问法，引导学生探索

服装与人体的关系，掌握不同体型的人体测量方法。

（2）技能实训阶段：运用示范操作法、服装 CAD 演示法、

立裁与平裁相结合，使学生理解纸样设计的原理和方法。

（3）能力培养阶段：以项目导向法、小组讨论法，引

导学生按自己的规格尺寸完成成衣实训任务。

（4）高阶发展阶段：以实例分析法、市场调研法，培

养学生综合能力（如专业能力、社会能力），最后对学生的

作品进行点评总结，让学生体验达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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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充实和喜悦，再提出新的任务。

“服装造型学”通过四个阶段的教学安排，打破了传统

课堂教学面临的各种问题，如教学方法单一，教学内容枯燥、

课堂氛围呆板，学生因知识基础不一样（职业对口升学与普

高美术升学）而无法平衡课程建设目标中知识与技能的完美

结合等。利用信息化教学平台的手段，将知识点分散梳理，

打造成“小金课”的模式，由浅入升、循序渐进，使不同基

础的学生都能有所收获和增长，为后期的专业学习奠定良好

的基础，激发浓厚的专业学习兴趣。

2.3 教学方法

在教学中主要采用“理实一体化”和“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的方法，一共设置了五个教学环节：复习导课、创设情

境；思考交流、学习新知；分组研究、动手实践；对比点评、

原理总结；布置作业、发散延展。通过示范操作、实物展示

等手段，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用立体造型与平面结构

相结合进行教学，学生边练、边分析和总结，达到了事半功

倍的教学效果，而且每一个教学内容里加入 1~2 个思政元素，

并将思政元素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学生通过讨论、分组练

习等形式，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及版型、工艺制作，

研究以人为本的服装造型平面分解和立体构成规律。同时，

通过小组合作探讨，剖析原理问题，自主解决、加强重难点

问题的掌握，获得对知识点更深层次的理解。

2.4 创新特色

2.4.1 教学过程互动参与化创新

课程内容和章节采用递进模式，根据服装纸样设计的方

法和构成要素，层层剖析原理知识、通过学生互动参与到每

一个知识要点的解析，自主思考总结出人体与服装结构的联

系，有利于学生长期记忆，并形成系统的知识构架。

2.4.2 项目沉浸体验化创新

依托线上课程平台，将课程讲义提前告知学生，让学生

了解所学知识，驱动课堂教学开启前的预习，并通过学生反

馈的疑点问题掌握学生的调研情况，从而有针对性调整面授

课堂内容，重点解读难点问题，而后沉浸于模拟式的项目实

训中，做出相应的服装款式，并注重整体搭配，使学生感受

到实质性的教学效果。

2.4.3 课程思政化创新

为实现课程思政化，将思政主题定为“中国工匠精神”。

学生通过讨论、对话、访谈等形式，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服饰

文化及版型、工艺制作方法，运行课程讲授的“语言”结合

现代中国人的体型特征，深入思考问题。 

3 教学效果

通过对“服装造型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学生对课程的

总体满意度评价提升了很多，尤其是对教学方法的认可度得

到了一致好评，课堂气氛一改过去的死气沉沉，显得更为活跃，

学生的参与程度明显提高，最后的教学效果通过展览等形式

更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追求在课堂内掌握更

多的知识点 [4]。学生有了工艺基础和服装造型学基础，便尝

试着积极参加一些比赛，均取得优异成绩，并将这些成绩汇

总申报获得了教学成果奖、创新创业奖、专业赛事获奖等。

因此，本课程从最微观、最普通的问题出发，解决了关乎宏

观的战略大问题，为学生真正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的教学

理念，使每个学生均享受“金课”的教学过程。

4 结语

随着国家在战略层面上提出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

变 [5]，高校服装专业得教学也在不断结合行业特色，进行深

入的教学改革和“金课”建设，具有超强的现实需求性。在

“金课”课程建设中，通过正确引导、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创新创业能力，能有效解决教学与实践脱离的问题，缓解就

业压力。后续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还不断改革探索，以《服装

造型学》为例，对金课构成要素进行推广和持续发展研究，

将建立以行业需求为驱动的快速反应式“专业金课群”体系，

形成课堂建设与产业需求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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