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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服装工业样板课程现状和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从强化基础知识学习,创新授课形式等方面提出了服装

工业样板课程的教学改进措施,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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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服装生产企业服装样板是连接产品订单与成衣

生产的纽带,是服装裁剪和生产的前期准备;与订单、

样衣、裁剪、生产、工艺、质检等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服

装工业样板课程的设置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服装工业

样板课程是服装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它既是服装结

构设计课程的延续和补充,又是服装工艺制作课程的

准备和基础。它将服装结构设计中绘制出来的服装净

样结构图进行再加工,在此基础上对服装的净样版进

行加缝份、作定位标记、加丝缕线及进行样板放缩等操

作,一套完整的服装工业样板就可用于服装的批量生

产[1-2]。

由于服装工业样板课程的实践性很强,学生必须

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将所学知识吸收掌握;因此只有

通过实际绘图,工艺制作才能融会贯通。同时服装工

业样板课程的专业性很强,服装制图中的符号标记、线
型表示等都不同于其他专业。另外,服装款式每年都

有新的流行,更新、变化快,所以服装工业样板课程内

容也需要随时更新。

1 课程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

1.1 授课教材

面对日新月异的流行款式,服装工业样板的教材

很难做到同步。同时学校征订的教材通常为规划教

材、获奖教材等限制了教材的选择范围,所以很难找到

合适的教材进行教学。此外,服装工业样板课程是门

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在课堂上教师如果只示范一次,加

上教材对于一些服装结构细节绘制步骤又缺乏描写,

教材对学生的指导性不强,学生在实践时就会出现不

同问题。因此教材成为了影响服装工业样板课程教学

效果的重要因素。

1.2 课程设置

服装工业样板课程是在服装结构课程的基础上进

行的,同时又给成衣工艺课程做好了铺垫。学校在设

置课程时通常把服装结构课程、服装工艺课程和服装

工业样板课程完全独立开来进行设置,造成学生在学

习工业样板课程时对服装结构设计缺乏变化,对服装

结构图进行加缝份、作定位标记、加纱向线及进行样板

放缩等操作时,又脱离了服装工艺课程中讲解的服装

流水线生产工艺要求。

1.3 授课形式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多媒体等教学手

段的应用日益广泛,但是目前多数高校服装工业样板

课程仍是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即教师黑板讲解,学生跟

着操作的形式。这样,服装从平面二维图到做成样衣

的立体穿着效果,全靠教师的描述与学生自已的理解

和想象力。在整个授课过程中学生处于一种被动接受

的状态,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同时这种授课方

式虽然把某些细节问题讲解得比较清楚,但是学生尚

未理解的知识不方便重复演示和操作,缺乏重复操作

的简便性。

2 课程教学改进措施

2.1 强化基础知识学习

基础知识学习通常是指对关键内容的理解与掌

握,教学过程中应做到由浅入深,融汇贯通。服装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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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课程中比较核心的内容就是利用服装推板原理对

纸样进行放缩,此原理利用的是几何图形相似原理;由
于服装专业招生对象是文理兼收,所以对于数学基础

稍差的同学理解起来就有问题,因此推板原理一定要

讲解清楚。

如图1所示,在讲解推板原理时可以先引入矩形

的相似性变化,依据数学上平面相似性的变化规律,建
立一个二维坐标系和确定放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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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矩形相似性变化

在同一坐标系下对每一个放码点的纵、横方向移

动变化矢量。在课堂学习内容上可以先讲解裙装,因
为它和矩形是比较相似的,这样学生容易把几何相似

性原理套入衣片放码,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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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西服裙前片放码

同时服装的推板虽然是根据平面相似性原理,推
板的各档样板的板型是相似型,但这个相似性与几何

学意义上的平面相似性又有区别,不是完全意义上的

相似性。如图3所示,女装原型前片纸样放码,虽然三

个号型总体上是相似的,但是在领口弧线和袖笼弧线

部位却不是几何学完全意义的相似。当学生完全掌握

了推板的原理后,对于变化的服装款式便容易融汇贯

通了[3]。

前片

图3 女装原型前片放码

2.2 创新授课形式

(1)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信息

技术,使教学内容丰富多彩,让学生接触到最新的流行

款式和打板技术。在讲解制板理论的同时,把静态的

服装二维结构图和动态的人体穿着效果,通过多媒体

生动形象准确地演示出来,既提高了上课效率,弥补了

传统黑板制图的缺点,又在有限的时间内呈现了大量

信息。
(2)在课堂上建立学习兴趣小组,充分利用“自主

-合作”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培养学生自我学

习、团队协作、合作探究的能力[4]。例如,通过给学校

服装专业学生设计院服,如图4所示兴趣小组展示内

容,在课堂上让每个小组自己讲解设计款式图、打板制

图、工艺缝制和成衣试穿的过程,最后对小组进行评比

打分作为课程考核成绩,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小组展
示服装款式

样板制作
过程展示

工艺制
作视频 试穿展示

图4 分组展示制作流程

(3)课堂形式不拘一格,一切都以学生学到知识为

主。传统授课形式是在教室中进行,可以进行校企结

合把部分课时安排在企业中进行,让学生真实感受到

用于生产的工业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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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完善授课内容

服装工业样板课程选用教材其编写有一定的滞后

性,对服装的时尚性、流行性和产品的多样性体现较

少。这样虽然便于老师备课,但很难提升教学质量和

学生的学习兴趣[5]。因此需要吸收最新流行服装款

式,可结合网络资源完善服装工业样板课程教材内容。

在课堂上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在选用教材基础

上可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参与搜集最新流

行款式,在课堂上进行讨论,确定板型设计。同时和企

业结合将一些有代表性的产品作为实训重点,让学生

适应企业需要。

3 结语

快速发展的服装行业需要越来越全面的服装人

才,培养出符合企业需要的服装人才是高校的重要目

标。在探讨服装工业样板课程特点和实际存在问题的

基础上,提出在教学内容上注重服装样板基础知识,引
入企业服装款式,同时运用多媒体技术工具和多元化

授课形式等教学改进措施,可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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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teachingimprovementmeasuresofgarmentindustrymakingplatecurriculumwereproposedfromtheaspect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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