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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服装设计专业《服装概论》课程中运用智慧课堂平台,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从建设背景、课程

设计及实践中潜移默化地传达思政教育的目的,改善传统教学中的问题,发挥专业课程与思政理论课程同向同行的协同

效应,突出综合素养和专业教学并举的育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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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政工作新格

局为目标导向,努力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

统一,结合《服装概论》课程实际,将思政教育纳入课程

教学目标,确立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

一体的课程目标。深入挖掘本专业课程的思政内涵,
将教学内容模块化,借助混合式教学模式,收到了良好

的教学成效。

1 《服装概论》课程思政建设背景

《服装概论》课程为服装设计专业基础课程,是多

门服装专业课程的前导课程,授课对象为大一刚入校

新生,对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了解甚微。作为第一门

专业基础课程,要加强服装专业知识的培养,培养学生

掌握服装设计的基本思想、思维模式和创新意识。加

深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把共性的思想价值理念与个

性化专业相结合,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培养

学生爱专业、遵守职业道德及爱国爱岗的敬业精神,加
强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当前的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学生主动学

习热情不高,理论课出现了很多的“低头一族”,上课玩

手机现象严重;二是教学方法单一,只靠老师讲,学生

听这种传统教学模式,很难满足学生需求;三是教学目

标里缺乏思政目标;四是考核方式单一,主要以平时成

绩、作业和闭卷考试为主,缺乏科学性。

2 《服装概论》课程“互联网+课程思政”的设

计与实践

2.1 课程设计

在课程的设计中通过模块化教学,将课程内容分

为6个模块,概述模块、服装设计美学原理模块、服装

设计方法模块、服装造型与局部设计模块、服装面料与

色彩图案模块、服装分类设计模块和服装品牌模块。
根据不同模块的主要教学内容具体制定教学组织形

式,采用案例分析、问题探讨、绘图实践、刺绣实践等方

式,最大化挖掘服装专业实用价值,调动服装专业学生

的积极主动性。由于课程信息量大,内容多,采用混合

式教学,课前将模块相关的视频和大量图片发送到平

台,将模块知识点的教学目标和重、难点发送到平台,
建立作业库、案例库、视频资料、图片集、学生作品集等

教学资源。形成课前了解———课中掌握———课后延伸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另外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

责任融入到教学中,使得《服装概论》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2.2 实践过程

服装的面料模块,采用知识点直接融入法,将“思
政教育元素”融入知识体系中,在讲解天然纤维丝和麻

的过程中,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工匠精神、中国纺

织文明等思政元素融入知识点中。如在讲解苎麻时,
中国的苎麻素有“中国草”美名,历史悠久,人类从新石

器朝代的自然沤麻到秦汉时期掌握沤麻季节,到北魏

时期掌握脱胶关键技术再到宋元时期完成麻纤维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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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脱胶工艺,建立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

关系。在讲解丝织品时,丝织品中的云锦结晶出了人

间锦绣的创造才智,延续着中国纺织文明的一脉传

承[1]。云锦制作工坊的技师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精湛

技艺,将工匠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通过知识点的讲

解,融入思政教育元素,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服装的面料模块,还采用了任务融入法,将“思政

教育元素”这个“花”通过课程的学习和任务的训练“嫁
接”到专业课程的材料发展趋势这个知识点上,达到移

花接木的双赢效果。课前在平台上发布任务,通过服

装面料的学习和对近年来服装面料的发布视频以及设

计师们对面料的设计灵感研究,讨论未来服装材料的

发展方向。同学们带着这个任务观看了近年来流行发

布的设计,讨论出的结果是:面料的智能、创新、绿色环

保可持续发展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老师通过学生讨论

的结果,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嫁接到面

料的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中,并对学生提出要求。作

为未来服装业的技术管理人才,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

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走绿色发展之路。
服装设计的方法模块,第四个内容是服装设计的

出发点,其中一个知识点是服装设计从图案纹样出发。
设计师在搜集创作元素时,从民族元素中借鉴的最主

要元素是图案纹样,其表现形式有印染、刺绣、钉珠、镶
钻等。课前在平台发布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与服装设计

巧妙结合的案例,将吉祥纹样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

望通过服装传递,比如“万字纹”“回纹”代表吉祥如意、
富贵不断的寓意,“竹纹”代表竹报平安、高风亮节的寓

意,“云纹”中的云和“运”谐音,有鸿运当头的寓意

等[2]。给学生推荐原著《中国纹样辞典》,这本书中以

纹样的形式和表现为载体,对我国纹样有完整描述,让
学生通过课前发布的任务熟悉中国传统纹样。课中进

行图案纹样、传统刺绣的讲解,将我国的“四大名绣”即
苏绣、蜀绣、粤绣、湘绣的纹样、色彩、格调讲给学生,让
学生了解传统刺绣作为人类社会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凝结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民族审美情愫,是中国

精湛手艺的代表。课后布置刺绣小作品,让学生感受

刺绣与现代服饰相结合的魅力,激发民族自豪感,图1
展示的是部分同学的手工作品,图2展示的是加入中

国元素的刺绣作品。
服装品牌模块中,针对往届生只对国外品牌有清

晰认识,而对国内服装品牌了解甚微的现状,在本次课

程标准中将国内服装品牌作为介绍重点。课前推送中

国著名服装设计师马可、郭培、谢峰、徐建树等在设计

中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到现代服装中的各系列服

装走秀,如《“中国第一代服装设计师”郭培老师实力演

绎真正的中国之美》、电影记录片《无用》。课堂上就中

国设计师品牌“例外”为例,2013年第一夫人彭丽媛身

着其品牌服装出访俄罗斯和非洲而广为人知,事实上

“例外”品牌设计师马可是中国最早的服装设计专业毕

业学生,2007年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巴黎春夏高级时装

周开发布会的设计师,也因打造“丽媛style”而誉满中

国。

图1 学生手工作品

图2 学生刺绣作品(加入中国元素)

郭培,第一个创立中国高级定制服装品牌,将自己

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转化在服装上,她说“我们穿出了

一个国家的崛起”。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颁奖典礼

上,中国的礼服一举成名,礼服这个代表中国民族文化

的服装,从真丝绸缎的材料,到柔和的色彩造型的别

致,都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讲完中国第一代设

计师,将中国服装设计师的现代使命摆出来,如何与全

球知名奢侈品牌相竞争,并激发中国人乃至世界人们

对中国传统服装文化的热爱。引发学生深入思考,将
个人梦想与时代使命相结合,树立责任意识,为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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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生作品展示

学生在课程结束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制作一系列

小作品,将中国传统手工艺发扬光大,启发学习设计的

思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
绘制出了一系列新中装,如图3所示。

图3 新中装设计(学生作品)

3 结语

课程思政在课程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

现在:(1)充分发挥了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学生在

课程结束后对服装文化、服装设计相关概念有一定了

解,对设计方法、设计原理有全面的掌握,能够进行基

础服装效果图的绘制,并对服装设计的美学原理、服装

设计的方法、服装的造型和局部设计、服装的面料与色

彩、服装品牌与市场营销、服装流行等有较深的理解,
树立品牌理念,并懂得在服装设计师的发展道路上不

断自我学习和创新,懂得绿色环保可持续、创新突破求

发展的设计理念。(2)互联网+课程思政相结合,解决

了学生主动学习热情不高的现状,改善了原来枯燥的

说教式教学,通过课前视频、图片的推送,课堂分组讨

论,重点讲述,课后动手实践等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

主观能动性。(3)教师备课的积极性增强,每堂课都要

搜集大量的信息推送到平台,择学生喜好,择思政元

素,在每个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的过程中都要反复思量,
不断琢磨,让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提高了自身专业

素养和实践教学水平。(4)课程的考核形式多样化,课
前知识推送的学习、浏览都会在平台上记录,课中抢

答、问答环节也会在平台上以积分的形式显示,加上平

时手工作品、作业、考试等,让考核变得更加科学,更能

体现学生一学期的学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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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thecourseof“introductiontoclothing”offashiondesignspecialty,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wereinte-

gratedintothewholeteachingprocessbytheintelligentclassroomplatform.Fromtheconstructionbackground,curriculumdesign

andpractice,thepurpose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wasconveyedimperceptibly,theproblemsintraditionalteachingwas

improved,thesynergisticeffectofprofessionalcoursesand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courseswasbroughtintoplay,andtheedu-

cationguidanceofcomprehensivequalityandprofessionalteachingshouldbeemphas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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