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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相吻合。分析了高职纺织品综合设计实训课程中应用任

务驱动式实训教学模式的必要性。通过时尚流行趋势这一情景的创设,以情绪版制作为任务导入,开展纺织品综合设计

实训的任务驱动式教学。MYCOS教学质量平台上学生对该课程的评价与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调查的结果均表明本课

程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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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正在从世界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迈进,
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处于关键时期[1]。国内纺织面料

设计师应在时尚流行的引领下进一步加大创意设计的

力度,同时不断提升原创设计能力[2]。与纺织先进国

家(地区)相比较,国内高校的纺织品设计教学尚属起

步阶段。高职院校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体,颠覆传

统教学理念,运用先进教学方法,为国家、为行业培养

输送具备原创设计能力的高技能人才,责无旁贷。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

基础上的教学法,其核心在于“任务”的目标性并创建

适合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带着真实的任务在探索中学

习[3]。任务驱动式实训教学的关键是对学习情境进行

逼真的模拟,使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中的相关知识和经

验表象得以唤起[4],然后通过任务的布置,促使学生自

主合作学习,改善教学效果。在纺织品综合设计实训

课程中开展任务驱动式教学,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原

创设计能力,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1 课程教学现状与改革措施

本课程的教学对象为我校2015级纺织品设计专

业共43名学生,其中男生16名,女生27名。探索通

过时尚流行趋势这一情景的创设,以情绪版制作为任

务导入,创建纺织品综合设计实训的任务驱动式教学

模式,并进行实践任务分解。

1.1 课程特点及教学现状

纺织品综合设计实训是纺织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

业核心课程,是在学习纺织材料学、织物组织与结构设

计、纺纱技术、机织技术、纺织面料设计理论等课程的

基础上开设的一门实践课程。其功能是使学生掌握纺

织品设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毕业后从事纺织面料

设计师岗位工作打下良好基础。该课程以实践教学为

主,理论教学为辅。
目前的教学现状表现为:教学方式单一、陈旧,缺

乏有效的创新思维和纺织品创意设计训练;偏重于纺

织品的技术设计教学,即教学的重点局限于织物结构

与纺织原料的运用与设计方面,艺术设计(本课程中主

要是指纺织品色彩和图案)教学占比很少;与纺织品设

计理论课程教学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定位不够精确。

1.2 课程教学改革方案与实施过程

运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体验实践

和感 悟 问 题 的 情 境———“时 尚 流 行 趋 势”,围 绕 任

务———“情绪版制作”展开纺织品综合设计的训练,以
任务的完成结果来检验和总结学习的过程,由此改变

学生的学习状态和习惯,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团队协

作,掌握纺织面料原创设计技能。
具体课程设计与实施过程如下:
(1)将全班学生分为8个学习小组,4~6人/组。

合理分组是保障课程改革成效的重要环节之一。由于

学生的认知水平、接受能力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分组

时须综合考虑不同学生的特点,使每个学习小组之间

相对平衡、组内成员之间能够取长补短,从而在有效完

成实训任务的同时提高每个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2)创设情境。讲解时尚流行趋势的概念及其捕

捉方法,指导学生以团队方式完成市场调研、数据整理

及其分析预测。每组须得出不少于4个流行季(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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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流行趋势主题,制作PPT并在课堂上进行汇

报,然后由老师作点评。
(3)任务驱动。指导学生进行“情绪版”制作,要求

学生自行选定一个流行趋势主题(本组调研结果中)
后,从各种渠道(可以从网络,时尚杂志,所看过的某部

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中寻找灵感)收集与本主题相

关的图案,进行排列组合,达到可引起某些情绪反应的

效果,以此作为设计方向与形式的参考。
(4)讲解纺织品设计方法,指导学生从情绪版中提

炼出时尚流行的色彩、图案、风格等元素,将之融入纺

织品的设计过程中,即据此确定纺织面料的季节流行

元素———纤维材料、色彩、花型、织物结构、特殊后整理

工艺。然后运用素织物CAD进行面料设计,并进行织

物工艺参数计算和产品生产可行性分析等后续设计实

施作业,从而完成整个创意设计过程。

1.3 课程考核方法

设计相对科学合理的课程考核评价方案是构建任

务驱动式教学模式课题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在任

务驱动式实训教学中,学生拥有相对较大的自由度[5]。
为确保教学效果,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

性,有必要让学生在考核中拥有较大的评价权,实施

“全过程的评价”、“全员评价”。
课程总评成绩分为实践成绩(60%),设计实操考

试成绩(40%)。其中实践成绩由老师评价(40%)、组
间互评(40%)、组内成员互评(20%)三个部分组成。
将小组成绩与个人成绩以合理的权重系数相结合。课

程评价内容包括情绪版制作的质量,小组汇报的点评

结果,主题织物设计的原创水平评估,设计作品效果,
并结合平时考勤情况与课堂纪律、互动情况等因素进

行综合评价。
由上述可见,在整个实训教学过程中,教师所担任

的角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知识的单向传授和灌输者,
而是教学的设计者、组织者。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的

实质是以任务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应该

指出的是,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不否定教师在教学

中的作用,教师在情境创设、任务布置、实训成果展示

和效果评价中均起着主导作用。

2 教学改革效果的分析

根据学校麦可思(MYCOS)教学质量管理平台反

馈的信息,对纺织品综合设计实训课程的任务驱动式

教学模式在学生中的认可度进行分析。

调查问卷的8个题目(均为正向题)分别为:(1)该
授课教师授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难点突出,或实

践课课题设计合理;(2)该授课教师会充分讨论学科

(专业)的最新发展与成果,引入与课程相关的前沿知

识和技术;(3)该授课教师教学组织有序,各环节时间

分配合理,衔接过渡得当或实训教学安全规范,组织有

序;(4)该教师 “解释说明清晰易懂”或“操作指导方法

得当”;(5)该课的“课堂氛围有利于学生参与,师生互

动密切”;(6)该教师的授课有助于您理解并掌握本课

程的主要内容并促使您学到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

西;(7)通过该任课教师的授课,您对该专业的兴趣不

断增加;(8)在您将来的职业中,该课程有助于把目前

的学习与工作相联系。答案设置非常同意、同意、一
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个档级。从本班学生的反馈

信息来看,对本课程的任务驱动式教学改革持认可态

度。在对上述8道题目的回答中,选同意和非常同意

这两项的比例之 和 最 低 为90.70%(8题),最 高 达

100%(1题、3题、5题),其中选非常同意的比例最低

为86.05%(7题),最高达95.35%(3题)。
教学改革已初显成效。从学校的毕业生就业走访

调查中,了解到本班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效果很认可,
认为所学课程知识能够有效地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目

前本班学生中有的已初步成长为企业的设计骨干,如
文芳同学(该生在校时曾经获得全国高职高专纺织面

料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在短短1年左右的时间内为

所在的杭州龙帛纺织品有限公司设计了多款面料新产

品,得到客户的好评并获得批量生产的订单。

3 结语

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亟需大量创新型的本土纺织面

料设计师,一线企业对具备扎实的纺织面料创新设计基础

的高职毕业生的期待也越来越强烈。运用任务驱动法对

传统的纺织品设计实训课程进行改革,使学生的创新思维

得到有效激发,弥补了我国学生在幼儿、童年、少年时期在

创造性思维培养方面的缺失。借助情绪板教学能够增强

学生的艺术设计思维,践行“授人以渔”,使学生领悟到今

后应不断加强这方面素养的提高。同时,任务驱动式教学

增强了学生纺织品设计的实践运用能力、适岗能力,教学

活动主要就流行趋势研究追踪和应用进行展开,模拟企业

设计师的实际工作进行情景教学,使学生们得到系统的纺

织面料原创设计训练,为今后从事纺织面料设计工作打下

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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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ask-driventeachingmodewasconsistentwiththetrainobjectiveofhigh-qualitypersonnelwithtechnicalskills.The
necessityofapplyingtask-drivenpracticalteachingmodeintextilecourseintegrateddesignpracticaltrainingforhighervocationaledu-
cationwasanalyzed.Thetask-driventeachingintextileintegrateddesignpracticaltrainingcoursewascarriedoutthroughcreat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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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区别,必须进行试验和优选配方。

(2)涤棉混纺织物的上浆关键在于贴伏毛羽和增

加浆纱耐磨性,并坚持兼顾渗透和被覆的原则。
(3)3种不同性质的PVA混合使用,能有效地降

低浆膜撕裂强度,改善浆纱干分绞性能,更能增加浆膜

的耐磨性,提高织物的可织性。

参考文献:

[1] 母景红,贡玉南.上浆率的在线检测[J].河北工业科技,

1999,(3):39-42.
[2] 陈丽华,吴少英,黄柏龄.浆液粘附性的研究[J].青岛大学

学报(工程技术版),2000,(3):60-63.
[3] 梁 平.上浆率的在线检测与自动控制[J].上海纺织科技,

2003,(1):30-31.
[4] 姚桂芬.基于浆纱质量的经纱可织性预测研究[D].上海:

东华大学,2015.
[5] 林秀培.两性淀粉浆料性能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

2007.
[6] 薛 敏.浆纱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建立与评价仪器研发[D].

天津:天津工业大学,2008.
[7] 邵正萍.酯化淀粉/PVA共混浆膜力学性能的研究[D].无

锡:江南大学,2008.
[8] 张龙秋.烯基琥珀酸酐酯化接枝淀粉浆料的研究[D].无

锡:江南大学,2008.
[9] 孟 娜.POES浆纱平滑剂分子结构与作用效果的研究

[D].无锡:江南大学,2009.
[10]杨志清.绿色环保型纺织浆料[J].纺织装饰科技,2008,

(1):5-6.

ApplicationofMixedSizeinPolyester/CottonBlendedFabric
CAOHong-mei

(ShaanxiPolytechnicInstitute,Xianyang712000,China)

  Abstract:ThreekindsofPVAmixedsizeweretestedonpolyester/cottonblendedfabric,andsomeresultswereobtainedbyopti-
mizingtheformula.ThemixeduseofthreekindsofPVAwithdifferentpropertiescouldeffectivelyreducethetearstrengthofthesize
film,improvethedryleasequalityofthesize,increasethewearresistanceofthesizefilmandimprovetheweavabilityofthe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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