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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至 今， 教 育 部 和 各 省 级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相继出台了有关指导课程思政建设的文件， 明确了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路和办法。 黄淮学院嫘祖服

装智能制造学院智能控制技术基层教学组织结合相

关文件精神， 对服装智能制造导论课程进行规划、
设计， 在教学中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提升课程

思政育人实效， 扭转了专业课程 “重教学轻育人”
的状况， 彰显了专业课教师 “既教书也育人” 的责

任担当。
一、 服装智能制造导论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

服装智能制造导论是面向服装设计与工程类专

业低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 该课程对信息

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在服装工业中的应用基础进行

了讲解与论述， 可以让学生充分了解专业的培养目

标、 专业特色和服装核心技术的发展趋势。 课程的

主要内容分为八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 第二部

分为多自治体的服装制造系统的构成等； 第三部分

介绍服装涉及的相关智能算法； 第四至八部分主要

介绍 3D 人体扫描和仿真技术， 高级服装自动化生

产线工区自动分配、 平衡及悬挂输送， 数字化协同

研制体系， 生产全链路数字化， 动态生产线平衡，
商品发布与交易以及服装面料的分析等。

该课程的目标是引导新生了解新时代背景下电

子信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服装设计、 生产和销售

领域 带 来 的 巨 大 变 化。 教 师 在 讲 解 专 业 知 识 的 同

时， 通过引入基本理论和课程思政元素， 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学生通过初步学习和互动式讨

论， 体验翻转课堂， 增强学习自信心； 学习小组通

过协作共同完成项目， 培养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精

神。 课程教学规划过程中， 教学目标、 能力目标和

素质目标并行， 交叉和融合同步实施， 价值引领与

知识传授并重， 最终实现价值塑造、 能力培养、 知

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二、 服装智能制造导论蕴含的思政元素规划与

分析

（一） 思政案例元素规划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是领导者、
组织者。 在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时， 教师应兼顾课程

特 点、 章 节内 容、 价 值 引 领 和 立 德 树 人 理 念 。 比

如， 在第一部分绪论中， 课程引入河南驻马店当地

历史典故 “嫘祖扶桑、 耕织为民” 的案例， 很自然

地把学生带入扶桑耕织的远古时代， 帮助他们深刻

理解华夏民族的先人为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 真正

达到 “引经据典、 不忘初心” 的教学效果。 课题组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对该课程的课程思政融入展

开规划和设计， 规划包含五个案例， 每个案例授课

时长为 0.5 学时， 授课总时长为 2.5 学时， 五个案

例的分布章节如下。
案例一： “引经据典、 不忘初心” ———将河南

驻马店当地历史典故 “嫘祖扶桑、 耕织为民” 的案

例引入课程绪论部分。
案例二： “强国之路、 任重道远” ———将中美

贸易摩擦和 “孟晚舟事件” 引入课程多自治体的服

装制造系统的构成部分。
案例三： “海纳百川、 吐故纳新” ———“红帮”

在 百 年 传 承 中， 扮 演 着 中 国 近 现 代 服 装 业 开 拓 进

摘 要： 如何推进专业课程的知识教学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 是当前高校教师面临的一大难题。 本研究

以服装智能制 造 导 论为 例， 通 过元 素 提 取、 案 例 引 入等 方 式， 对专 业 课 程进 行 思 政教 学 规 划、 设 计 与 实施，
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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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传承创新的重要角色， 其积淀的 “敢为人先、
精于技艺、 诚信重诺、 勤奋敬业” 的思想底蕴已经

成 为 “新 红 帮人” 乃 至 整 个 中 国 服 装 业 的 文 化 灵

魂。 课题组计划将其引入课程 3D 人体扫描、 仿真

技术和客户体验虚拟试衣部分。
案例四： “大国工匠、 脚踏实地” ———从第一

辆东风牌汽车到如今的 “一汽红旗”， 我们可以看

到新中国制造业发展中蕴含的大国工匠精神。 课题

组计划将其引入生产全链路数字化、 动态生产线平

衡部分。
案例五： “科技强国、 勇于担当” ———教师通

过对 《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闻视频

的讲解， 让学生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 提高学习

自觉性和主动性。 课题组计划将其引入数字化协同

研制体系、 体验式销售终端、 商品发布与交易部分。
（二） 育人案例提取与融入

服装智能制造导论包含许多专业化内容， 教师

只有在讲授专业课内容的同时， 自然融入课程思政

元素， 才能真正达到 “既教书也育人” 的效果。 课

题组以引入的历史典故 “嫘祖扶桑、 耕织为民” 为

案例， 对其进行梳理、 分析与规划。
案例主题： 嫘祖扶桑、 耕织为民。
结合章节： 课程绪论部分。
案例意义： 穿衣作为 “衣食住行” 中的头等大

事， 是人们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 如何生产适合

各类人群的服装， 是服装专业技术人才应当思考的

问题。 远古时期的嫘祖带领民众扶桑耕织， 而作为

新时代有责任有担当的青年学生， 更要有所作为。
该案例的自然引入， 能够更好地引导和教育学生认

真学习专业知识， 激发爱国情感。
案例描述： 该部分主要讲授两大内容， 一是服

装工业生产技术的智能化发展， 二是智能技术应用

于服装工业生产的几点构思。 教师在讲授服装工业

生产技术的智能化发展过程中， 引入 “嫘祖扶桑、
耕织为民” 的案例， 进一步教育感化学生。 在中国

史前传说中， 西陵氏之女、 轩辕黄帝的元妃嫘祖发

明了植桑养蚕， 教会民众缫丝制衣。 她制定衣冠礼

仪， 以此为符号的中国服饰礼仪得以开端； 她督导

农桑种植， 以农为本的华夏文明籍此奠定根基。
案例思考： 嫘祖文化作为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服装传统文化的精髓、 根亲文化的基石和

丝绸文化的始源， 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之所系、
情之所牵。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 要以史为鉴、
以史为例， 从中感悟中华民族的先祖革故鼎新、 开

拓进取的伟大精神。

三、 服装智能制造导论的教学设计与考核

（一） 教学设计

服装智能制造导论是面向服装类专业大一新生

的课程， 教学方法上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 穿插

使用启发式教学法、 举例教学法、 讨论式教学法等。
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把握好技能培养与人文渗透

之间的交叉融合关系， 既要让学生认识到人文素养的

重要性并形成正确的认知， 又不能喧宾夺主， 把专业

课堂变成思政课堂。 这就要求教师既要具备较高的专

业水平， 又要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 广博的知识储备、
独到的眼光见解， 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融会贯通， 将

丰富的人文素养和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当中。
（二） 教学考核

为检验学生所掌握的技术应用与技能操作水平，
该课程按照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 采用技能测试的

形式， 重点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考查学

生自主学习、 分析借鉴、 工程设计、 运行调试等专

业技能， 同时采取过程考核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

结合的形式， 强化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成绩评价。
课 程 具 体 考 核 内 容 有 课 堂 互 动 提 问 、 课 后 作

业、 专题课堂讨论和小论文考核， 均为百分制， 比

例分别为 10%、 20%、 30%、 40%。 各考 核 环 节 所

占分值比例也可根据教学安排进行适时调整。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将课程思政贯穿专业教学的

始终， 能够在完成对学生专业技术教育的同时， 培

养其求真务实、 实践创新、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

爱国情怀， 使其成长为心系社会、 勇于担当的技术

性人才， 获得价值观塑造、 能力培养和专业知识习

得的多重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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