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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与社会对高素质的技术性人才需求不断增强，“工匠精神”的培育显得愈发

重要。而将“工匠精神”融入服装结构设计教学当中，能够在提升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培养

其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本文通过“工匠精神”融入服装结构设计教学的背景、必要性和主要

措施三个方面探讨“工匠精神”与服装结构设计课程教学的融入方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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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high-quality technical talents in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integr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into the teaching of garment structure design can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cultivate
their correct professional eth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methods and practices of "craftsman
spirit" into the teaching of garment structure design through three aspects: the background, necessity and
main measures of integrating "craftsman spirit" into the teaching of garment struc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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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今社会正处在“快消”时代，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向更

高品质追求的重要转型时刻，服装行业更是如此，而“工匠

精神”作为追求极致、精益求精的文化精髓，对于提升服装

产品的品质与设计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工匠精神”

融入服装结构设计教学的背景、必要性以及主要措施三个方

面对“工匠精神”有效融入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的教学之中进

行探讨，通过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的深度融合实现“知识传

授”和“价值引领”，为服装行业以及服装工业化发展输送

“道技合一”的专门人才。

一、“工匠精神”融入服装结构设计教学的背景

自 2015年“中国制造 2025”战略蓝图正式颁布，并于

次年李克强总理高瞻远瞩地倡导“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以来，这一理念迅速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与热

议的话题。在服装工业这一传统与现代交织的领域中，服装

结构设计作为其核心环节，更是对具备卓越技艺、追求极致

完美的工匠精神型技术人才发出了迫切的需求。

服装结构设计课程，作为培育未来服装行业技术精英的

关键阵地，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映射出所培养人才在结构

设计领域的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鉴于此，将“工匠精神”

这一富含思政教育价值的元素深度融入服装结构设计课程

的教学实践中，不仅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更承载着推动服

装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

二、“工匠精神”融入服装结构设计教学的必要

性

“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既传统又古老的职业精神，不

仅包含了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也包含了对高超

技艺和精湛技能的执着追求，更是严谨细致、专注负责的工

作态度体现，同时也是对职业认同感、责任感的体现。所以，

将工匠精神”融入服装结构设计教学中，其意义深远且重大。

通过在教学中引入“工匠精神”，引导学生将精益求精、

追求完美的工作态度，以及严谨细致、专注负责的职业精神

运用到日常学习的点滴当中，不断突破自我，并在未来的职

业生活中，同样将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作为工作准则，不断

追求品质与卓越，创造出更加精巧的作品。这种对“工匠精

神”的传承与发扬，不仅有助于培养出一批既有精湛技艺的

同时又具备强烈职业认同感的技术型服装制版人才，而且能

逐步推动服装制版行业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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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匠精神”融入服装结构设计教学的主要

措施

（一）明确教学目标

在服装结构设计课程中，不能只局限于基础知识的传授

与制版技能的训练，应该在基础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的基础

上增加与《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紧密关联、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目标高度一致的“工匠精神”教育目标，实现在知识传授、

技能训练过程中的价值引领，促使学生们不仅在技艺上日益

精进，更在职业素养与精神风貌上实现质的飞跃。

（二）优化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中，融合工匠精神的精髓元素与经典案例，

从中提炼“工匠精神”思政元素、对挖掘的相关思政素材深

度剖析其蕴含的精益求精的专注精神、一丝不苟的细致态度

以及对完美的执着于不懈追求。例如通过“红帮文化”的传

承激发学生的进取精神和严谨的工匠精神；通过展示量体师

的专业能力引导学生养成敬业、专注、一丝不苟的职业精神；

通过省道处理方式引出旗袍归拨工艺案例，使学生领会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等。与此同时，更要与时俱进，时刻关注服

装行业的发展动态，根据市场的发展动向不断更新与优化教

学内容，确保学生所学知识时刻结合市场需求，使学生能够

潜移默化的理解和内化“工匠精神”的内涵。

“工匠精神”思政元素案例参考

（三）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在服装结构设计课程教学方法上，教师要依托课程平

台，充分利用如 CLO 3D、Style 3D、CAD等信息技术手段

和多样化的线上线下教学资源，通过案例引导、显影结合、

项目实践、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将“工

匠精神”思政元素贯穿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以下是几种旨

在深化学生理解与体验的具体教学策略：

1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在服装结构设计教学中起着将抽象的理论知

识与生动的实际操作紧密相连的连接作用，教师分别从基础

案例、进阶案例、综合案例以及创新案例当中选取具有典型

特征和代表性的案例进行讲解。基础案例通过对裙原型、上

衣原型、袖原型的深度解析使学生初步构建起制版原理的认

知框架，为后续的深入学习打下扎实的基本功。进阶案例则

引导学生对各种原型的实际运用、复杂结构的各种变化设计

有进一步的了解与训练，拓宽视野的同时，更考验着他们的

技能学习效果，同时也能够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使学生在

结构变化学习当中不断的挑战自我。综合案例的讲解则是对

学生学习成果和综合能力的全面检验与提升。例如在旗袍结

构设计案例当中学生不仅仅要考虑旗袍这一特殊服装款式

所独有的传统韵味，更要考虑其如何与现代的设计理念相融

合，还要考虑面料、辅料、工艺各个方面的取舍问题，从而

在整个设计环节体会到服装结构设计所具有的整体与局部

的关系。创新案例则要求学生发散思维，从基础与常规的框

架当中勇敢的跳脱出来，去尝试各种不同的结构变化方法，

例如新技术的尝试、新材料的尝试、新方法的尝试等，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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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探索当中找到服装结构设计的奇妙与乐趣所在，真正做到

“乐中学、学中乐”。

通过对不同层次典型案例的讲解，引导学生从各个方面

深入剖析案例，讨论问题与解决问题，并举一反三的独立完

成相似案例的结构设计，这一过程能够全方面锻炼学生的逻

辑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够深刻感受到服装匠人们对

细节的严格把控，对技艺的极致追求，让学生对“工匠精神”

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2显隐结合

实现“工匠精神”与《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的深度融合

并非易事，也不能一蹴而就。在《服装结构设计》的课程教

学中，显性的教育虽然在融合“工匠精神”思政元素方面有

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除了通过“工匠精神”思政元素的

载体进行显性的教育之外，更应该注重隐性教育，教师作为

学生思想的领航人，在《服装结构设计》的课程教学中应该

时刻身负“工匠精神”思政教育的观念，以身作则，用自己

的一言一行去诠释这一精神并感染和教化学生，潜移默化地

将“工匠精神”通过隐性的教育方式融入《服装结构设计》

的课程教学中。这种显隐结合的教学方法将“工匠精神”与

《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的融合的更加充分，使学生在无形之

中接受并认同“工匠精神”。

显隐结合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

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又要强调精神层面的引导，对实现“工

匠精神”与《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的深度融合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3项目实践

在服装结构设计课程教学中，项目实践是避免纸上谈兵

必不可少的环节。在项目实践中，学生需要调动所学的各种

结构设计知识去解决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诸如尺寸设置、

省量分配、省道转移、松量设置、零部件比例等问题，这一

过程，无疑是对学生制版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与提升，通过这种考验与提升学生更能明白在学习过程中的

擅长之处和薄弱之处，在结构设计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和利

用长处并有倾向的补齐薄弱之处。更为重要的是，项目实践

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适应市场瞬息万变的需求，更

能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钻研精神，同时，项目时间也为学

生提供了一个体验工匠精神的机会，让学生能够在过程当中

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工匠精神”的魅力所在，从而提升学生

对精湛技艺、卓越品质的向往和追求。

4.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服装结构设计课程所涉及到的设计原理较为复杂与深

邃，对于初学者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通常一门课

程的课时量在 48-64左右，这对于具有一定难度且需要大量

案例讲解与实践的服装结构课程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而单纯

的线下课堂教学很难在 48-64左右的课时让学生真正的“入

门”成为一名能够完全独立且灵活制版的服装制版师，所以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设置上受到课时量的限制较大，而线上

与线下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就能有效解决课时限制导致的

课程内容延展不充分的问题，学生在课堂学习了部分内容

后，可以在线上通过教师提供的线上学习平台进行课程内容

的延展学习，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加强对课程内容的

巩固，同时教师也可在线上教学平台与学生进行课前与课后

的互动，更全面的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与困惑。此外，课后

线上的持续性学习也是学生“工匠精神”的另一种体现，它

鼓励学生超越线下课堂的界限，主动探索知识、补充知识、

巩固知识，精益求精，将学习视为对技艺提升追求，从而在

服装结构设计道路上不断前行，披荆斩棘，追求卓越。

5.加强师资培训

教师是教学的关键，教师的素质与教学能力直接影响着

教学质量的优劣。而加强师资培训不仅关乎教师个人能力的

提升，也是对教学质量提升的保证，更是对“工匠精神”在

教育领域深化传承的体现。“工匠精神”所蕴含的提倡精益

求精、专注执着、勇于创新不能只是匠人们追求品质的写照，

更应该是人民教师应该秉持的职业精神。通过师资培训，首

先引导教师能够深刻领悟与践行工匠精神的内涵，并将这种

精神融入到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教学工作的每

一个环节中，只有作为领路人的教师深刻体会到了“工匠精

神”的内涵，才能将这种精神影响与感染给学生。

6.完善教学评价机制

为了检验“工匠精神”融入《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的教

学成果，应完善思政教育考核评价元素，把课程成绩和工匠

精神培育融入到评价中，并按照职场要求实施多元化考核评

价，以能力、知识、素质为核心，同时兼顾学生的学习行为，

并邀请企业相关人员共同制订考核评价标准，确保学生学习

内容与市场动态紧密联系。考核主体的设置多元化，除了教

师评价之外，还应该有学生互评、企业专家评价等，才能体

现教学评价公平性与公正性。另外，课程考核形式也可多样

化呈现，可通过实施小组考核、实战演练考核、知识测验考

核、素质评价等，全方位的考查学生职业素养、知识内化与

技能应用水平。

当然，考核评价元素不仅要有专业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

考核，更要合理的加入思政元素的考核。思政元素可以从学

生平时的学习态度、课堂的参与度与课堂表现、实操环节的

积极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入手，并形成规范可操作的

课程思政框架体系考核。

通过这样的评价机制，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学生的成长

轨迹与潜力所在，为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指导与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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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思政教育考核评价元素图参考

四、结语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

力、职业品质的体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

表现，其提出，不仅对中国企业的稳步发展起到指引作用，

在高校教育当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匠精神”对于培

养技术性、复合型人才以及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都起着重要

作用。而服装结构设计教学与“工匠精神”思政元素的融合

能够有效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技术型服装结构设计人才，

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为服装工业化发展输送

“道技合一”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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