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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很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才培养要不断适应行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需进一步

完善创新创业教学改革新模式,推动地方院校本科教学的发展与创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服装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与创业能力,培养国家发展战略和服装行业所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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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主攻方向,是
服装行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为中小企业居多的服装行业,智能制造能解决目前

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降低生产本身的运营和管理成

本,带来更快的人机交互速度,减少对人力的依赖。使

用机器代替人力,不仅能够减少企业用工成本,还能大

大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减少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按时

为客户交货。对于一些机械重复的工作可以使用机器

自动完成,从而减少员工的工作量和对员工的技能要

求[1]。服装企业走上智能制造的道路,会面临着转型

升级的压力,需要高素质的服装应用型人才,这对传统

服装专业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目前我校服

装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还是侧重在对理论的学习和传统

服装技能的培养,对智能虚拟3D设计、三维人体测量、
柔性生产制造系统、GST标准工时系统等主流的智能

技术未涉及。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

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需全面深

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培养面向智能时代的服装

创新创业人才,关键是要建立相应的人才培养体系,完
善与企业岗位能力对接的课程建设,并进行教学内容

与教学方法的改革[2]。

1 服装行业智能化转型发展现状

1.1 服装行业智能化技术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服装行业发展迅速,已形成完善的产

业链,在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指导下,积极向智能化转

型,生产模式从传统规模型、粗放型向智能化、精准化

改变。智能化技术应用领域主要有化纤智能化制造、
服装设计智能化、服装加工智能化、纺织智能化、染整

加工智能化、纺织服装规模定制、纺织产业供应链智能

优化管理、废旧纺织服装资源循环利用、可穿戴智能纺

织品等[3]。

1.2 服装行业智能化技术人员现状

通过走访东莞服装企业发现,多数智能化技术人员的

岗位十分紧缺,一方面,能操作智能化设备与软件的人员,
不懂服装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服装专业人员对智能制造

专业知识的掌握有限,不能胜任智能化技术岗位。高校的

服装专业毕业生,在学校课堂上掌握的知识点基本上是服

装的普通设计与制作,跟不上智能大设备与软件的快速发

展,对当今及未来智能化技术发展的了解不够深入,在择

业时往往不愿从事或不能胜任该类型的岗位,导致服装企

业很难招到既懂服装专业知识又会操作智能化设备或软

件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1.3 高校服装专业有关智能化技术人才培养现状

大多数高校服装专业实训室的实训设备只是简单

的电动缝纫设备、CAD制版软件、设计软件等,有些学

校还会采购小规模的自动吊挂系统、三维人体测量、3D
虚拟制版软件等,这些设备不能与企业几百万甚至上

千万的智能化大设备相比。企业的技术创新速度或设

备升级速度非常快,高校的服装专业技能跟不上企业

发展的脚步,无法支撑企业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对智能

化新技术、人才培养体系、课程建设、师资培训等相关

的智能化实训教育的投入还远远不足。

2 智能化背景下服装专业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

为了培养当今服装企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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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尤其是智能化技术领域,就必须加快院校的服装专

业教育改革,让企业与高校共同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借
助企业雄厚的资源实现新型技术教育的改革,同时高

校也为企业输送人才,达到双赢状态。高校要积极寻

找大型智能化服装企业进行校企合作,与企业一同制

定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计划,根据服装行业发展趋

势,将最新的智能化制造教育理念加入到人才培养方

案里,在实训课程中开展学习,让学生掌握最新技能,
提高就业率,同时也解决企业缺乏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的问题。

3 面向智能化技术人才培养的服装专业课程

群及课程体系

3.1 依托智能化技术搭建高校服装专业课程群

通过调研智能化服装企业岗位,了解到目前智能

化技术核心岗位为:智能设计研发、智能打版、智能缝

制,这与传统服装生产制造岗位差异较大(表1)。产业

升级后实现了智能生产信息系统、全自动缝制设备、智
能吊挂系统、RFID技术、三维人体测量技术的普及,高
科技的智能化设备替换了传统制造设备,这就要求技

术人员既要掌握服装专业知识,又要掌握这些新设备

的操作方法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根据智能化服装

企业岗位设置的情况,将服装专业课程群定位为“智能

设计研发+智能打版+全自动制造+现代生产管理”4
个模块的课程群[4]。

表1 智能化服装企业岗位能力要求调研

岗位名称 传统产业岗位能力要求 产业升级岗位能力要求 智能化服装专业课程群

设计
(1)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2)有市场
敏锐度

(1)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2)掌握3D虚拟试衣软件;(3)建立设
计资源库;(4)掌握智能设计研发系统;(5)产品标准编制

智能设计研发

制版
(1)掌握制版软件的使用;(2)掌握服装的
平面打版方法;(3)掌握服装的立体裁剪
方法

(1)掌握三维人体测试方法;(2)掌握计算机辅助打版软件;(3)掌握数
字化定制制版方法;(4)掌握智能化修版方法

智能打版

制造
(1)具备基本的缝制基础知识;(2)掌握样
衣缝制要领,独立完成样衣制作

(1)具有传统样衣师岗位能力;(2)熟悉智能生产信息系统、智能缝制
设备和智能吊挂系统的使用方法;(3)熟悉自动化硬件设备操作方法;
(4)熟悉智能整烫系统的操作方法

全自动制造

生产管理
(1)熟练服装IE生产时效工序的制定;
(2)熟练服装质量检验和品质控制方法;
(3)具有服装内外贸跟单的技能

(1)掌握产品数据管理PIM系统;(2)掌握智能化服装生产管理模式;
(3)掌握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4)熟练操作智能物流系统,采用

RFID技术,建立起完整的产品编码体系
现代生产管理

3.2 构建面向智能化服装行业的课程体系

围绕现代化服装智能技术,将课题体系分为课程

教学体系和专项实践教学体系,通过校企合作,将智能

化技术与设备引入课堂或让学生走出校园。课程教学

体系主要是将智能化理论知识融入到专业基础课、专
业核心课中;专项实践教学体系主要是将智能化装备

实操方法融入到校内实训课和校外实践课中,让学生

能实际接触到高端科技,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

力。依托校企合作单位的智能化装备与技术,调整课

程体系结构,减少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增加与智能化创

新创业相关的课程,增加校外实践课程的比例,强化学

生应用型技能培训。

4 高校服装智能化实训中心建设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服装行业已从传统作坊发展

到如今的智能化生产,高校应迎合时代的发展,及时调

整课程内容,加强智能设备的实践教学,依据校企合作

单位的智能化设备与软件打造虚拟仿真实训中心。软

件方面,企业为高校安装最新软件,提供相应的教师辅

导与培训,如服装3D虚拟设计软件、三维人体测量软

件、三维打版软件、自动样板输出软件等;硬件方面,企
业可提供智能化设备与实操培训,或高校自行购买小

规模的智能化设备,如智能裁剪系统、全自动吊挂系

统、智能生产信息系统、智能整烫系统、智能配送系统

等[5],并定期进行设备维护。实训中心要更新以往传

统淘汰的设备与软件,打造真正的虚拟现实、人机交

互、传感技术和应用集成的信息化实训中心。此外,高
校应邀请企业共同参与实训课程大纲、实训指导书和

考试内容的制定。

5 智能化服装专业教学团队建设

高校专业教师团队要掌握服装智能化的技术与发

展方向,多走访服装企业、数字化科技公司、智能制造

企业等,多参加相关领域的交流会与论坛。引入企业

导师,形成具有高水平校内外教师的教学队伍,校内教

师作为课程主体的授课教师,需全程参与教学管理过

程,同时提前进行相应智能化软件与设备的培训,指导

学生规范实操练习。邀请各设备的企业技术人员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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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指导实训课程大纲和项目指导书,校内外教师共同

制定课程考核方式与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产教融合、协
同育人的培养方针。

6 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模式采用分层次、分阶段的实

践教学方法,将实践教学分为校内专项实践教学、企业

创新班教学和3+1实践教学[6]。校内专项实践教学

是将整周实训课程的内容与技能实训,以智能化服装

企业岗位工作任务为导向来制定,根据企业具体岗位

能力要求,提出相应的知识框架、技能培养和职业素

养。企业创新班教学是指与某个智能化服装企业签订

创新班培养协议,实行双向选择挑选出优秀的学生成

立创新班,创新班的部分课程由该企业导师授课,以企

业制定的任务为考核内容,企业导师制定实践课程的

考核方式与反馈评价,定向培养符合企业所需要的人

才。3+1模式实践教学主要是指大四一整年到校企

合作单位顶岗实习,从校内实践到走出校门学习,有一

定专业基础上快速提升学生专业技能,校企合作实践

教学模式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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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践教学模式

7 结束语

在智能制造时代背景下,服装专业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需结合学校培养定位与服装行业发展态势,以创

新创业教育为切入点,确定服装产业智能转型升级下

服装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新模式,构建服装专业课

程群与课程体系,建设智能化服装实训中心。通过引

进企业智能新设备与新技能,增设创新创业类课程,构
建适合我校专业特点、较为完备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尤其是实践教学模块。继续深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新

模式,加强企业和专业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协作,进一步

提升服装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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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iththearrivaloftheeraofintelligentmanufacturing,manyindustrialstructureshavechanged.Talenttrainingmust
continuouslyadapttothechangesintheindustry'sdemandfortalents.Itisnecessarytofurtherimprovethenewmodeofinnovation
andentrepreneurshipteachingreform,promotethedevelopmentandinnovationofundergraduateteachinginlocalcollegesanduniver-
sities,improvethequalityoftalenttraining,improvetheemploymentrateandentrepreneurshipofgraduatesmajoringinclothing,

andcultivatetalentswithcomprehensivemoral,intellectualandphysicaldevelopmentrequiredbythenationaldevelopmentstrategy
andtheclothingindustry.

Keywords:clothingintelligentmanufacturingindustry;innovativeandentrepreneurialtalentsincollegeanduniversity;talent
trainingsystem

·46· 纺织科技进展            2022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