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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艺术类院校学生的特性和服装设计专业的培养目标,针对传统服装材料学课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把实

践应用作为服装材料学的重点;同时分别从课程内容、授课模式、考核方式三方面进行了改革尝试,以期为艺术类高校的

服装材料学课程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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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材料学是服装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

程,服装材料是体现设计师设计思想的实物载体,只有

将自己的设计意图通过服装材料制作成服装,才能向

人们表达其设计理念。因此学好服装材料学是学好服

装设计的前提条件之一。然而不同于综合型高校服装

专业的学生,艺术类高校的学生具有自己的特性,不能

照搬综合型高校服装材料学的课程体系,必须摸索出

一套适合于艺术类高校服装专业学生的服装材料学课

程体系。而且传统的服装材料学课程对于艺术类高校

的学生存在不适用的地方,必须针对艺术生的特性结

合这些问题做出改革。

1 服装材料学课程现状

1.1 理论性太强,缺乏实践运用

传统的服装材料学课程以理论讲授为主,过多要

求学生记忆相关知识点,课堂比较枯燥,学生对纸上谈

兵式的内容不感兴趣;且服装材料学的内容源于纺织

学科,内容偏重于理工科方向,没有根据不同类型的学

生进行细分,部分章节的内容比较深奥,尤其是一些纤

维结构性能的实验,适合理工科类的学生学习。而艺

术生由于缺乏理科方面的知识,对物理、化学、生物等

方面的知识没有概念,学习起来就非常吃力,容易产生

挫败感和反感情绪。再有综合类高校服装专业的材料

学比较强调研究性,注重面料的开发,所以必须对各种

纤维的组织结构、性能特点及生化反应,纱线的结构特

性,织物的组织结构、形成原理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

能对面料的开发奠定基础。而艺术类高校的材料学应

该注重实践应用,主要强调对不同纤维、纱线、织物的

识别及设计应用,学习其性能特点,为做好服装设计做

储备。即艺术高校的服装专业不能过分强调服装材料

的物化原理的学习,而应把重点放在对织物的实践应

用上来。

1.2 授课方式单一,难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在上课活动中学生是主体,老师起主导作用,老师

必须根据学生主体的特性进行引导,才能达到好的教

学效果。艺术生往往比较独立、较有个性,奔放不羁,
有自己的主见,不希望被束缚,希望自由地发挥自己的

灵感。
传统的授课方式主要是理论讲授,形式太过单一,

不能很好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不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反而抑制了艺术生的天性,久而久之课堂就

缺乏活力,沉闷乏味。而要想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就必须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丰富教学模

式,加入互动环节和实践环节。比如在讲授纤维、纱
线、织物的结构性能和鉴别时,不应只是纯理论的讲

授,这样学生只能靠听闻和记忆,缺乏对实物的直观感

受和触感;而应该让学生发挥主体作用去收集各种不

同种类的纤维、纱线、织物,把学生收集到的纤维材料

进行归类,然后结合着实物讲解其性能和鉴别方法。
也可让学生先对所要讲解的知识根据自己的调研所得

进行初步的归纳和总结,对于不完善的地方老师再做

补充,这样就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加学生对

本门课程的参与感,提高教学效果。

1.3 考核方式落后,难以反映学生的真知

传统的服装材料学的考核方式为闭卷考试,这样

往往形成一种现象,即学生在平时上课过程中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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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临考试的前几天死记硬背一下就可以过关了;
而考试过后没多久就基本忘记了,更别提对材料的设

计应用了。
这样看似学生都及格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

考核到学生的真实水平,更没有达到本门课程的教学

目标。艺术类高校的服装材料学本就应侧重于设计运

用,而不应该把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记忆情况作为重点;
且一些对材料设计应用能力很强的同学未必善于理论

考试,传统的闭卷考试不能全面地反映出学生的能力。
所以单一的考核方式显然是不科学的,必须把学生对

服装材料的设计应用能力列入考核中。

2 艺术类高校的服装材料学课程改革思路

2.1 针对艺术生的特点完善教学大纲

对于艺术生而言,服装材料学的重点是对材料的

识别和设计应用,所以传统服装材料学里面太深奥的

侧重研究性的章节应该删减掉,比如各种纤维的微观

结构原理、织物组织的织造原理、研究纤维性能的物理

化学实验,等等。这些显然不适合艺术类学生学习而

又不符合艺术生的培养方案目标。与此同时,应该把

实践应用作为重点加入到教学大纲里,着重培养学生

对不同面料的识别及设计运用能力。所以课堂上应多

注意鼓励学生去逛面料市场,多去接触和感受面料,学
生见到的多了,触摸的多了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面料

对于设计的直接影响和重要性。

2.2 丰富授课模式

以理论讲授为主的授课模式不能很好地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所以必须丰富教学模式。比如为了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以增加实践环节,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在讲到相应部分的理论知识时给学生安排考察

环节,让学生亲自前往面料市场去收集和感触面料,更
加真切地感受到各种面料的性能特征,以达到对理论

知识的消化和理解,从而能更好地把控材料和设计应

用。艺术生的特点就是不喜欢被束缚在教室里面纸上

谈兵,而更喜欢到外面去感受和体验,从而为自己的设

计增加灵感;所以增加实践环节能够充分调动起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高上课的

效率。

2.3 改革考核方式

对于艺术类学生而言,其培养方案应侧重于对服

装材料的设计运用,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只能反映出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不能反映学生的服装材

料设计应用能力;况且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临时抱佛脚,
靠考试前的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根本就没有真正理

解知识点。所以闭卷考试的考核方式必须进行改革,
比如,可尝试加入学生对各种面料的设计应用能力考

核。
除了闭卷考试外,另外增加一项实践大作业:要求

学生对不同的面料进行市场调研,收集面料,分析面料

特性,针对面料做出设计应用,最终做出实物进行展

览。这样做的好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考核了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还考核了学生对面料的

设计应用能力情况。

3 教学改革实施方案及其成果展示

3.1 教学改革实施方案

首先,修改了教学大纲,删减了部分章节的内容,
同时把教学重点放在了对服装材料的设计应用方面,
增加了课外实践环节,如特地安排了为期一周的广州

面料考察课程。其次,针对艺术生的特点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上课模式不再是单一的理论讲授,而是与

外出面料考察相结合。例如,带着学生前往中国最大

的面料市场即广州国际轻纺城进行为期一周的面料考

察,让学生亲自感受不同面料的特性及不同面料的辨

别,这对学生来说是最直观的感触,利于将理论运用于

实践。再次,在作业布置和考核方式上做出调整,改变

以往纯考试的单一考核方式,采用考试和实践大作业

两种形式,期末考试主要侧重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
实践大作业主要是检验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具体操

作步骤如下:
首先对学生进行分组,每组4~6人,选出小组长;

然后每小组针对一种给定的面料如棉、麻、丝、毛、化纤

等进行面料调研,对其应用价值进行讨论并做出应用

设计。学生根据自己组选择的面料种类去广州国际轻

纺城进行一周的面料调研和选购,回校后针对自己组

调研的面料进行服饰设计并做成实物,最后将实物在

校内进行展览。

3.2 教学成果展示

学生总共分为7个小组,选择研究的面料分别是

棉、麻、丝、毛、黏胶纤维,牛仔面料、新型面料、服装辅

料7种,各小组根据选择的面料种类完成面料市场调

研,对其应用价值进行讨论,并最终完成服饰品设计和

实物制作。以下挑选了三组进行展示,图1是毛类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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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图2是黏胶纤维面料,图3是新型面料。
因受课时和精力限制,在实践环节每个小组针对

一种面料进行调研和设计应用,忽略了对其他种类面

料的研究;只是听其他小组进行汇报,没有亲自去调研

和设计,这是下一步改革过程中需要努力完善的地方。

整体展示效果

细
节
展
示
效
果

展板

图1 毛类面料的应用设计

整体展示效果

细节展示效果

图2 黏胶纤维面料应用设计

整体展示效果

展
板

细节展示效果

图3 新型面料的应用设计

4 结语

授课过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根据艺术院校

服装专业学生的特性针对性地引导课程的侧重点,即
把重点放在对各种不同面料的识别及设计运用上,注
重学生的市场实践环节及作业的布置和考核。这样不

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锻炼了学生的应用

能力,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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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formofWeavingCoursebasedonMicro-lecture
XIAOYuan-shu,LIUXian,FANGDan-dan

(TextileandClothingInstitute,XinjiangUniversity,Urumqi830046,China)

  Abstract:Inviewoftheshortcomingsoftraditionalteachingmethodofweavingcourseinourcollege,teachingmethodsofwea-

vingcoursewerereformedfromintegratingtheorywithpracticalproductionandstimulatingstudents'studyenthusiasm.Thespecific

applicationofmicro-lectureintheself-studybeforeclass,classroomteachingandclassroomexperimentlinkwasexploredtomakeit

bettercombinewithtraditionalteachingmethods,soastoimprovethestudents'learningautonomyand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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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theHollowIngotFalseTwistingonCoilDensityofWoolenLoopYarn
ZHANGQian,RENXue-qin,SHENZheng-jie

(School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Inordertomakethefancyyarnenterprisesusehollowingotfancyyarnspinningmachinetoproducewoolenloopyarn

productswhichcoilwasfullandyarnwassoft,anewtypedofmodifiedhollowingotfancyyarnspinningproofingmachinewasused

tospinwoolenloopyarnwithsevenkindsofdifferenttwisting.Thecoildensityofwoolenloopyarnunderdifferenttwistingwascal-

culatedandcompared.Itwasfoundthattheproportionoffalsetwistingofhollowingothadacertaininfluenceonthecoildensityof

woolenloopyarn.Inareasonabletwistingrange,thecoildensityofwoolloopyarnincreasedwiththeincreaseoffalsetwisting.

Keywords:hollowingotfancyyarnspinningandtwistingmachine;falsetwisting;woolenloopyarn;twistingamount;coildens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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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ofFashionMaterialCourseinArtColleges
DUANYan-fang

(EasternInternationalArtCollege,ZhengzhouUniversityofLightIndustry,Zhengzhou451450,China)

  Abstract: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artcollegestudentsandthetrainingobjectiveoffashiondesign,inviewoftheshort-

comingsoftraditionalclothingmaterialscourse,itwaspointedoutthatthepracticalapplicationshouldbetakenasthefocusofthe

course.Reformswerecarriedoutfromthreeaspectsincludingcoursecontent,teachingmodeandassessmentmethod,toprovideref-

erencefortheclothingmaterialcourseinartcolleges.

Keywords:artcolleges;clothingmaterial;teachingemphasis;curriculum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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