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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背景下生态纺织专业课教学改革探究
王淑花 卢建军 王华 史晟 郭红 侯文生

太原理工大学轻纺工程学院，中国·山西晋中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与发展，生态纺织行业要想在双碳目标下保持快速、绿色、稳定的增长，必须转变传统的营
销理念和运营模式，这对高校纺织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理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论文对双碳背景下生态纺织专
业课教学改革进行了探究，希望能为高校课改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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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氧化碳作为温室气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减少其排

放量被认为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最重要途径，因此如何减少碳排

放也成为全球性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承担起文明环境建设、

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的“双碳”目标，

即碳达峰和碳中和。碳达峰代表碳排放的峰值，即在一定时期

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然后逐渐下降。碳中

和不是纯零二氧化碳排放，而是人类活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与人类活动所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在一定时间内达到平衡。双碳

目标的广泛实施对纺织行业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

战。纺织行业中逐渐崛起的工业型企业要想在双碳背景的目标

下保持快速、绿色、稳定的增长，必须转变传统的营销理念和

运营模式，进行转型与创新发展。这对高校纺织专业课程的教

学模式和人才培养理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课程教学内

容、目标与理念已无法满足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因此生态纺

织专业课程教学课改研究势在必行。

2 生态纺织专业课的内涵

2.1 纺织生态学的起源

纺织生态学是一门新兴学科。1970年代，美国开始关

注纺织业造成的环境污染，环保纺织品应运而生，此后人们

逐渐开始种植有色棉，并将织物染成天然植物色。1989年，

奥地利的 教授制定了纺织品环保标准。90

年代初期，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学者和纺织检测机构

组织国际纺织生态学，促进了纺织生态学的深入发展。1992

年发布的生态纺织品标准 100是纺织生态学研究的成果，标

志着纺织生态学的正式诞生。

2.2 纺织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纺织生态学是从生态基本理论发展而来的新兴学科。

纺织生态学的含义是广义的，属于应用生态学的范畴。主要

探讨纺织品与人类健康、纺织品生产与人类与环境、纺织品

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是研究纺织品在整个生产、消

费和处置过程中对人类和自然环境影响的学科。其中，包括

物理、化学、生物学、电子信息技术、经济学等内容，可以

说纺织生态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纺织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指导纺织品的开发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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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纺织品对人体及其周围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重点研究

纺织品中哪些材料对人体有害，如何检查这些材料的成分，

控制其含量在多大程度上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并制定科学

的规则和标准。消费者需要了解如何正确理解环保纺织品，

即把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含量控制在标准规定的限度内，而不

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制造商如何将纺织品中各种有害物质的

含量控制在规定的限度内等。

2.3 生态纺织专业课课程设置目标

地方高校课程体系的建立要立足地方教育资源优势，

不违反国家政策和方针，选择适合地方教育发展需要的人才

培养目标，更好地满足地方人才的需求。因此，生态纺织专

业课程的改革要为实现生态纺织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

奠定坚实的基础。立足于 21世纪的纺织专业课程要体现“生

态纺织”的理念，课程目标要与人才培养目标相对应，在程

设置、课程结构和内容的变化方面围绕着基础密、容量大、

实用性强、适应面广、新技术引进等目标设置课程。在课程

设计时，应采用模块化的课程整合方式，在不确定课程内容

的情况下，为学生提供最大限度的选择方向和要求。同时要

合理调整不同课程内容的比例，创新课程教学方法和技术，

满足工程实践对高素质工程科技人才的需求，从而促进地方

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3 生态纺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高校生态纺织专业的课程设置既要符合人才培养目标，

也要符合基础教育改革目标。在“生态纺织”理念下，生态

纺织专业在课程改革中要加强学生工程能力的培养，深化对

人才规律的认识。在人才培养目标设置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从社会发展的需求出发，教师在课改中要拓展规律，

转变教育观念，整合工程科技人才，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

其次，生态纺织专业人才培养的重点是培养纺织工程基本技

能和生态素养，为从事纺织工程科技的后备力量奠定坚实的

基础，使其具有生态纺织行业所需的发展潜力。最后，在教

学中要鼓励学生参与工程实践，完善生态纺织专业课程设

置，要改变以专业技能和科研技能培养为主的基本观念，从

生态纺织工程基本技能和学生基本素养入手，将设计创新技

能、生态工程实践技能相结合，将生态工程理论整合到纺织

工程专业人士的培训目标和课程目标中 [1]。

4 生态纺织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

4.1 理论课程模块

第一，本模块完成了课程体系的整体适配，夯实了学

科基础。通过这个模块化平台，学校要注重学生理工科基础

知识的掌握，设置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公共基础课程。第二，专业基础

必修课由于知识面广、理论内涵深，在设置时应结合一级学

科特点，强调专业知识和技能。本模块课程应包括大学化学、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纺织生态学、纺织工程专业导论、纺

织材料学等专业课程。第三，在专业方向限定选修课程调制

方面，要主要涵盖生态学、针织学、纺织工厂设计、纺织材

料实验、纺织测试、染整技术介绍等方面的内容。在大学选

修和公开课程模块中，由跨学科的选修课、社会实践和课外

活动组成，跨学科选修课由人文与艺术等学校平台课程和其

他学校选修课提供 [2]。

4.2 实验课程模块

除科研外，一般而言，高校应结合学校实际教学情况，

对实验教室的设备和人员进行不同配置，合理选择不同的实

验教学开放形式。为更有效地利用生态纺织学实验学时，增

加学生对实验课的重视，课程教学要提高实验考核结果占总

成绩的比例，并在完成在理论课的 12周内开设相应的实验

课，不仅保证了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实践操作训练，而且

有助于学生加强理论知识 [3]。学生可以根据实验模块的内容，

设计废水处理、纺织化学加工等方面的实验，在实验过程中

学生可以提出课题并制定自己的计划，从而培养学生发现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3]。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不仅要从技术和理

论的角度来考虑，还要从营销、成本、生态环保等方面考虑，

可以提高学生生态纺织的工程意识。

4.3 实践课程模块

目前，许多高校专业课的不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在实践教学中教师要将理论教学课

程与实践环节联系起来，既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对学生

的生态纺织工程实践技能得到了锻炼。同时在生态纺织学理

论下，学生的知识面需要不断拓展，因此在实践环节中应整

合所有流程和环节，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好的效果。

为确保“生态纺织”人才培养计划的顺利实施，在设置重点

专业课程体系时应集实习、理论教学、实验和课程设计于一

体，通过全新的一体化整合方式，适应专业发展的需要，使

实践课程环节更加简洁、合理和新颖。

5 结语

在生态纺织专业课程改革中，要注重生态学与纺织工

程理论的有机结合，合理设置理论课程、实践课程与实验课

程比例。同时在“生态纺织”理念下，在课程改革中要加强

学生工程能力的培养，深化对人才规律的认识，从而合理地

将生态学理论整合到纺织工程专业人士的课程培养目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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