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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业问题是当今本科高校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许多高校针对此问题进行了人才培养计划、教学模式和教学

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服装与服饰设计是应用型本科中实践性较强的专业,从现阶段教学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赛教结

合”的目的、意义3个方面来探索“赛教结合”的教学模式,为高校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设计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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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型本科是以应用型为定位,以培养应用型技

术技能人才(应用型人才)为职责使命。学校应以适应

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

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1]。应用型本科

培养出来的学生,与科研型教学高校的学生相比,拥有

较强的行业应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与技能;
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相比,其拥有的理论基础更厚

实,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更突出。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服装行业在当

今社会上也是信息更迭最快的行业之一。作为一门综

合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学生除基础的理论知识外,
更需要有扎实的操作技能和不断创新的思维意识。因

此,高校应针对专业定位,在常规的教学模式中加入竞

赛等实践环节,不断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1 当今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生初入社会存

在的问题

  根据目前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跟

踪,本科毕业生主要面向中、小型服装服饰公司或店

铺,主要从事的是企业一线的产品研发、设计和管理岗

位,从刚毕业学生的就业中发现如下几个问题:

1.1 缺乏完整的设计流程意识

企业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定主题,做后期一系列

的趋势、色彩、款式、面料、工艺等方面的分析和采购。

由于学生在校接触到的大多为分块知识,导致设计意

识的片面性,头脑中没有完整的设计流程,很难短时间

内跟进一套完整的设计方案。

1.2 缺乏基于市场分析能力的创新意识

学生在学校所做的设计大多是根据自己喜好定主

题,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意识,且完成形式多为效果

图、款式图,所以刚入社会的毕业生设计出来的东西天

马行空,不具备一定的市场应用性。另一方面,一部分

刚毕业的学生对于成衣设计的概念理解较为模式化,
不能很好地把握成衣设计上细节、款式、面料的创新,
导致设计出来的服装服饰不能很好地跟上时尚流行趋

势。

1.3 难以用视觉化的形式表达出自身构想内容

基于高校艺术设计类班级授课模式,教师秉承“授
人以渔”的教学观念,如Photoshop绘图软件,教师会

讲授工具的类型及使用方式,但还需学生自行练习。
一部分学生在本科期间只是完成了课堂学习,没有进

行举一反三。当今大部分公司都用数字化工具办公,
技能知识不扎实的学生难以将所想创意视觉化呈现,
导致工作难以胜任。

2 应用型本科中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赛教结

合”的目的

  “赛教结合”将各类专业赛事和课堂教学较好地融

合到本科期间的专业学习中,根据本学科知识的学习

进度组织学生参加专业相关的比赛,使学生从被动地

接受课堂知识变为主动参与学习,不仅可以帮助学生

巩固专业知识,提升综合实力,也能帮助教师更有针对

性地进行教学反思,制定更为合理的人才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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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型本科中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赛教结

合”的意义

3.1 “赛教结合”有利于教师整体水平的提升

3.1.1 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设计类课程采取分阶段性授课模式,一般课程周

期为4周。教师在每一次教学安排上,可挑选相关专

业领域的赛事融入课程中,作为对常规教学的补充和

完善。在课堂上教师通过案例分析、信息化演示等方

式将赛事和理论知识进行穿插讲解,帮助学生掌握理

论知识要点,并通过作业的形式呈现出与其相关的应

用领域和实际效果,提升学生实操技能。

3.1.2 提升教师自身业务能力

名师出高徒,学生在参赛实践中的能力表现,实际

上反映出教师的教学和业务水平[2]。每一次的赛前宣

讲,指导教师需认真分析赛事方向,给予学生灵感启

发。学生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遇到的难点,指导教师

需给予有效且及时的应对措施。通过一系列的设计、
指导过程,教师也在不断更新知识,提升自身综合实

力。

3.1.3 增进教师间的交流与合作

“赛教结合”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本校专业教师

可以通过赛事这一平台进行教学方法的交流与探讨,
通过课堂教学、赛前宣讲等方式共同引导学生参赛并

指导学生完成参赛作品设计方案。在比赛过程中,可
以与其他高校教师、企业教师进行广泛交流,分享各自

教学与指导参赛心得,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同时,对
赛后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通过集体教学反思,做出

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甚至人才培养的及时调整,有助

于专业课程的设计与开展。

3.2 “赛教结合”有利于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

提升

3.2.1 明确学习目标

设计类学生多为艺术生,通过高考考取了本科。
进入大学后,因为没有高考的硬性学习目标,在学业上

往往失去了压力与动力。设计类应用型本科教学是分

模块、分阶段的学习,导致许多学生对教师所教知识的

实际适用情况并不明晰,觉得学好这门知识并不重要,
对待课堂知识不够积极[3]。现当今许多赛事都是由行

业内重要企事业部门举办,具有从主题构思、流行趋

势、系列设计、成品展示的一套完整的设计流程。在课

堂中融入相关赛事,重点解析赛事规则,学生可以明确

本赛事的规则,更主动地搜集与赛事相关的主题灵感

与讯息,学习和运用相关的软件、工艺技能,达到不断

巩固专业知识的目的。

3.2.2 增强学生的兴趣度

每一次比赛主办方都会设置证书、奖品、奖金等奖

励。学校也非常重视对优秀学生的宣传,对于在赛事

中取得骄人成绩的同学,学校和学院网站的新闻栏目

予以报道和宣传。对于屡次获得大奖的同学,学院安

排做专题讲座,给同学和教师分享参赛心得,也可作为

有资历的学生,带领年轻学生参加下一届比赛。通过

各个途径的鼓励和支持,提升学生的学习、参赛兴趣,
带动更多学生主动参与到比赛中。在比赛过程中,夯
实自己的专业知识,从而充分发挥激励效应,增强服装

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学习氛围。

3.2.3 构建理论和实际的良性结合

目前学生课堂上所学知识多停留在基础应用上,
如男女装原型版的绘制、图案的基础绘制等,对于实际

企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了解甚少。现当今比赛入围

作品大多需要展出成品,一部分主办方会提供相应制

作公司做技术上的支持。在赛事准备过程中,学生可

以较直接地接触到企业的设计生产流程,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检验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及时纠错完善设计作

品。这样能更为快速地让所学书本上的知识变成眼前

的实务。与此同时,在比赛准备过程中会接触到不同

院校的学生,可以直面了解到不同学校间学生设计水

平,从而激励学生自身进行知识和技能的补充和完善,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独立解决设计问题的能力,为今

后就业增加竞争力[4]。

3.3 “赛教结合”有利于通过校企合作实现共赢

校企结合,高校提供科技和人才的输送,企业提供

设备和技术的支持。我院目前已与数十家纺织服装类

企业共建实践基地,并组织学生进行有序地参观实习。
“赛教结合”的模式一方面能强化师生行业应用能力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与技能,从而进一步提升设计类

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也能促进合作企业产

品及品牌力的发展[5]。如我院与湖南省莎丽袜业有限

公司的校企合作,共建校外实训基地,以袜品设计大赛

为切入点,鼓励学生参赛,学生提供图案设计稿件,企
业提供生产线进行1∶1打样,共同展现袜子新风貌。

4 结语

通过“赛教结合”的培养模式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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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兴趣和专业能力,增强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从而在教学上不断反思和改进,
推进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完善。但任何一种培

养模式都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学院不断调整应用型

人才培养计划、师生组织参与竞赛的奖励措施。教师

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和手法,学生不断地更新自身的综

合技能,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应用型高水平设计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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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Nowadays,theproblemofemploymentwasoneofthemostimportantproblemsfacedbycollegesanduniversities.

Manycollegesanduniversitieshadcarriedoutreformsinpersonneltrainingplans,teachingmodelsandteachingmethods.Costume

andfashiondesignwasapracticalmajorintheappliedundergraduate.Theteachingmodeof“combinationofcompetitionsandteach-

ing”wasexploredfromthreeaspects,includingtheproblemsexistinginthecurrentteachingtrainingmode,thepurposeandthesig-

nificanceof“combinationofcompetitionsandteaching”.Itcouldprovideareferenceforthecultivationofhigh-qualityapplieddesign

talent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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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青能所制备功能化纳米细菌纤维素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科研人员日前

独辟蹊径开发出一种新型的功能化纳米细菌纤维素

(BC)的制备方法。他们将6-羧基荧光素修饰的葡萄

糖(6CF-Glc)作为底物,利用微生物原位发酵产生具

有非自然特征荧光功能性的BC。
该方法验证了微生物发酵原位合成功能性材料的

可行性,实现了荧光功能纤维素材料的微生物合成,成

功地将合成生物学拓展到材料功能化领域。与传统修

饰方法获得的功能材料比较,该方法获得的材料性能

优良。
该方法具有绿色、低成本、功能性强度可控且分布

均匀等优点,解决了现今功能材料合成和性能方面的

瓶颈问题,为生物法合成功能性BC材料提供新的方

向和思路。
纳米细菌纤维素是由微生物发酵生成的纤维素材

料,具有独特的纳米多孔纤维结构,具有高结晶度、高

比表面积、高聚合度、优良渗透性、高孔隙度、优良机械

特性等众多优点。经过功能化的细菌纤维素在化学传

感、生物成像、紫外屏蔽、油吸附、燃料电池、生物医用

材料、离子检测、防伪标识等众多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目前,细菌纤维素主要通过物理涂覆或化学改

性进行功能化。物理涂覆条件温和,但是功能化修饰

分子易脱落。化学修饰改性的材料性能不佳,污染严

重,难规模化生产。 (来源:中国化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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