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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纺织品生态与安全性能检测是纺织品检验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依据岗位能力要求新增的一门专业核心

课程,课程教学设计全部依据生态纺织品检测岗位对应的工作内容和岗位所需的工作能力,课程考核采用过程考核为主,

知识考核和实践考核并重,达到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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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纺织品检验与贸易专业经

过国家骨干院校专业建设和四川省省级重点专业建

设,办学条件大大改善,尤其是实践教学能力得到了大

幅度提高。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到

市场对人才的需要以及就业岗位对知识能力的需求,
结合现有办学条件,不断完善专业课程体系,不断深化

教学改革。
纺织品生态与安全性能检测是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依据岗位能力要求新增的一门专业

核心课程,是多次走访调研检验机构、相关企业后,与
企业专家一起完善课程体系的一次课程改革。开课3
年来,教师团队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不

断进行探索和改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 课程的定位

根据市场需求和岗位能力要求,纺织品检验与贸

易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修于正、学究于行、具
备纺织商品检验理论知识,有纺织品检验技能,懂纺织

品贸易及纺织品质量管理,具有一定英语水平的适应

现代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按照“紧扣职业特点、强化职业素质、突出职业能

力、实施工学结合”的要求,满足企业对人才招之即来、
来之即用、用之即效的迫切需求,依托与纺织园区和企

业的合作为平台,基于岗位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实
施“工学交替、能力递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并且将创

新、创业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中,课程的构架主要由纺

织品基础理论模块、纺织品检验模块、纺织品贸易模块

三大板块构成,而在每一板块中又由浅入深、工学交替

式地不断提升知识深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

能力,以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
纺织品生态与安全性能检测作为纺织品检验模块

的核心课程之一,依据对纺织品检验与贸易专业进行

职业分析后获得典型工作任务———“纺织品生态与安

全性能检测”而设置的“岗位导向、理实一体”的工学结

合课程。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熟悉生态纺织品相

关标准与检验程序、纺织品安全性检测的相关标准与

检验程序、生态纺织品认证等知识,获得从事纺织品生

态与安全性能检测岗位工作的能力。

2 课程设计的指导思想

项目化课程在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处于主体地

位,是依据岗位工作需求来设置的一种课程。岗位需

求能力便是课程教学目标,包括专业能力目标、方法能

力目标和综合能力目标。如表1所示。
表1 《纺织品生态与安全性能检测》课程目标

专业能力目标 方法能力目标 综合能力目标

根据检测内容选取标准的
能力;依据标准,制定检测
方案的能力;用仪器规范地
进行纺织品生态与安全性
能检测的能力;检测时进行
误差控制并分析原因的能
力;用计算机出具测试报告
并进行结果分析的能力;能
够对不同纺织品生态与安
全检测标准进行对比的能
力;熟悉国际重要的第三方
生态 纺 织 品 认 证 机 构 如

Oeko-Tex Standard 100、
Intertek生 态 认 证 的 检 测
项目与流程。

能够分析检测任务单,分析
任务完成的可能性;能够独
立制定工作计划并组织实
施;能够检查监督实施过程
并解决实施工作中的问题;
具有较强的口头和书面表
达能力;能进行资料收集与
分析;准确理解标准,并追
踪最新纺织品生态与安全
检测方法与标准;调查市场
最新检测仪器;研究最新的
生态与安全检测原理。

具有敏锐清晰
的工作思路和
科学严谨的工
作作风;
积极向上的工
作态度和责任
意识;
具有较强的终
生学习能力;
具有吃苦耐劳
的工作精神和
团结协作的能
力;
具有开拓创新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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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内容开发

3.1 开发思路

以岗位对应的工作任务为项目,并以此为纽带聚

合课程内容,以工作实践将知识和技能融合,并以此构

成教学情境。目前全国高职院校中仅有个别院校开设

有该课程,还未见到公开出版的教材。教师团队和企

业专家共同确定课程内容后,教师即着手编写教学参

考资料。
教学内容依据岗位工作职责细化成若干个项目化

任务,比如,与国内纺织品生态检测标准相关的项目化

任务,主要围绕现行标准、适用范围、检测项目、技术要

求、结果分析等;与国际相关的纺织品生态检测标准的

项目化任务,则围绕不同地区的现行标准、适用范围、
检测项目、技术要求以及和国内标准的异同点来展开。
3.2 典型项目化工作任务

以内销婴幼儿服装生态安全检测这一典型工作任

务来说明教学设计。首先将任务下达给学生,说明该

任务是检测机构一项紧急工作,须快速准确地完成,指
导学生查找及解读相关标准。然后根据标准列出检测

项目,将检测项目分解到各组,各组同学在组长组织下

分解任务,合理安排检测项目的顺序,确保不浪费不虚

减待检样品,按质按量完成检测要求。最后各组按照

要求讲解该项目完成过程及结果。教师在整个任务完

成过程中把控任务进度,指导学生查找并正确解读标

准,按照标准要求实施检测项目时,确保学生正确处理

样品、使用检测仪器测试样品、数据处理并分析检测结

果、打印检测报告以及最终评价等。该任务完成后,再
以外销到世界各地(与我国产生贸易较多的地区为主)
的婴幼儿服装为拓展内容,请各组给出书面的检测方

案。

4 教学实施保障

学校拥有融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服务等功

能于一体的“纺织品检测中心”,包括标准温湿度实验

室以及各类纺织品检测仪器、设备近300台套,校内还

有与企业共建的检测机构分支。校内实训基地注重

“三个结合”,即满足教学、实训需求与提升社会服务能

力相结合,学校投入与企业共建相结合,典型设备与个

性检测模式相结合。校外实训基地2家,开展的教学

任务与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符合专业实践教学的

要求,使学生得到了真实的实际操作训练。校内外实

践合理结合,使学生在校学习到校外工作“零距离”转
变。

教师队伍的合理结构是保障教学顺利实施的根本

条件。教学团队校内有5人,高级职称2人、中级讲师

2人、助教1人,职称结构合理,教学经验丰富;聘请校

外专家4人,作为校外实训基地的指导教师。另外,也
可推进企业文化、产业文化、优秀企业文化进校园、进
课堂,促进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高度融合,着力培养崇

尚劳动、敬业守信、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

5 评价方式

课程考核采取知识考核与过程考核相结合,理论

与实操考核相结合。基于工作岗位转化而来的项目化

任务,在考核时将考核内容与岗位工作相结合,以过程

考核为重点。
知识考核 学好知识是进行实践工作的理论基

础,知识的考核从理论知识、应用知识两个层面来进

行。不能认为项目化教学就是强调实践操作,而忽略

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基础知识包括教师给学生讲授的

完成项目所需的理论知识,也包括学生为了完成项目

化任务通过各种途径应知应会的知识,还包括自己的

专业知识储备等。通过考核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判
断教师教学方式方法效果,进而反馈整个课程体系设

计的合理性。
过程考核 从任务接手到任务完成多个环节考

验,考核学生知识获取能力、知识运用能力、创新思维

能力、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发展认知能力、统筹安排能

力及项目管理能力。

6 结语

基于岗位能力的项目化教学与传统教学相比,教
学方式更多样,教学内容更丰富,教学评价更合理,更
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实践证明,只
有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的课程设计才能更有效地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解决问题和团队协作能力,才能使学与用

“零距离”接轨,达到综合能力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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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部分实践成果展示

5 结语

学习中西服装史课程的目的在于了解服饰历史文

化,并通过深入分析和探究,更好地应用在当下,所以

实践探索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在课程过程中引导

学生,不要将理论和实践当做两个独立的个体,强调史

论课程的重要性,潜移默化影响学生,才能提高学生的

知识储备与思考能力,培养学生对基础知识了解、积
累、掌握、研究并最终融会贯通的能力,使所学服装形

制理论知识与思维方式能和当下服装设计调研、思考

方式无缝衔接,并提高学生的设计能力及思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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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ntativeStudyontheTeachingReform
ofChineseandWesternCostumeHistoryCourse

ZHANGYuan
(EasternInternationalArtCollege,ZhengzhouUniversityofLightIndustry,Zhengzhou450000,China)

  Abstract:Startingfromtheteachinggoal,difficultpoint,classroomimport,theuseoftextbooks,teachingcontent,studentsitu-

ationanalysis,teachingmethodsandhomeworkassignments,theimportanceandnecessityofteachingreformofChineseandwestern

costumehistorycoursewereputforward.Teachingreformwascarriedoutwiththecurriculumsetting,teachingmethodsandexami-

nationmethodasthemainpoint.Combiningwiththepersonneltrainingtargetofapplieduniversities,theconcretemeasuresforhisto-

rytheorycoursetoparticipateinpracticeteachingreformwereexp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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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ofProjectTeachingintheCourseofTextileEcology
andSafetyPerformanceTestingBasedonPostCompetence

LIYing,GEJun-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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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extileecologyandsafetyperformancetestingwasanewcorecoursefortextileinspectionandtradeaccordingtothere-

quirementofpostability.Thecourseteachingdesignwasbasedonthecorrespondingworkcontentofecologytextiletestingpostand

therequiredworkingabilityofthepost.Thecourseassessmentwasmainlybasedontheprocessassessment.Theknowledgeassess-

mentandthepracticeexaminationwereequallyimportant.Theresultsweresatis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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