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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高职纺织服装材料课程思政的改革与实践
李　颖　葛俊伟　张玉红　耿　亮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本文对国家双高专业群共享课程《纺织服装材料》进

行了课程思政教学的改革与实践，以充分调研论证的专业群人才

培养目标为依据，确定了《纺织服装材料》课程思政教学的总体

目标，通过各项教学活动的实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为进一步推

进纺织类专业课程思政课程的内涵建设乃至课程思政专业建设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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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8 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

局面。这对我们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

工科专业各课程教学，专业教师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要充分挖掘潜

隐的思想政治元素，在给大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让他

们受到正确价值观的熏陶。本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还强

调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

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也对我们各类专业课

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专业课程须承载思政教育功能、思政元素须

融合专业知识。

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方面，专业课程思政育人是我们高

等职业教育的主阵地，其并不是在课堂上直接公开地对大学生进

行人生观、价值观等教育，而是在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将政治

引导、思想引领、道德熏陶、心理健康教育及劳动教育等方面的

内容“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每一个教学活动中去。

一、纺织服装材料课程思政改革的目标

我校在 2019 年入选国家双高专业群建设单位，专业群名称为

服装设计与工艺。这次双高专业群建设是我们难得的机会，也是

难得的职业教育改革的突破口。通过大量调研与论证，校企专家

共同确定了专业群人才培养目标，并确定了《纺织服装材料》这

门课程的业群共享课程地位。将专业知识传授、综合技能培养和

正确价值观塑造三者融为一体，引导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

中逐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集体备课确定了《纺

织服装材料》课程各目标如下：

思政目标：使学生具有工作责任心、职业规范和良好职业道

德等综合素质，培养学生自主沟通、善于表达、独立思考、团队

协作等职业能力。培养学生认真细致、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和追

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使学生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及爱国主义精

神，使学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荣誉感、文化自豪感；

使学生具有科学的世界观、积极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培养

学生追求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

当。

知识目标：使学生获得纺织服装材料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和基本试验技能，为学习专业群其他专业课程奠定基础，并为毕

业后在相关工作中合理使用纺织原料和控制产品质量构建知识体

系。

技能目标：主要培养学生鉴别纺织纤维原料、检测纱线性能、

评价纱线质量、检测织物性能、评价织物性能等技能，并对纺织

成品进行原料分析、新产品开发中合理根据纺织产品用途初步选

择原料等专业能力。

二、纺织服装材料课程思政的实践

深入挖掘《纺织服装材料》课程中的思政元素，系统设计课

程思政教学方案，使学生掌握纺织服装材料科学发展规律，熟悉

纤维、纱线、织物等各类纺织原料，增长见闻，丰富学识，塑造

品格，逐步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行业后备人才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将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贯穿实践

内容教学全过程，通过近代中国纺织发展史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

家国情怀和继续为行业服务的使命担当。

本课程通过十一个项目，将立德树人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到

学习任务中。结合学习情景，以纺织服装材料为主线，多方位加

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体操作方面，理实一体化

的教学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材料性能的深入探索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纺织行业的近代发展历程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

各种原料性能测试过程中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社会责任和节能环

保意识等思想品质，注入引领学生立志成为爱国、爱社会主义、

爱中华民族的有志青年。

通过认识纺织服装材料这个知识点，使学生认识纺织服装材

料的历史，现状。知道纺织服装材料的定义与分类，通过案例让

学生了解纺织服装材料各个性质可以进行广泛的应用。对于毛纤

维鳞片造成的缩绒性，引入思政案例“苏武牧羊”典故，让学生

在学习利用缩绒性可以生产毡的同时，明白中国古人的民族气节。

教育同学们要有国家气节、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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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相关课程思政项目外，还进行课外的思政追踪，布置跟

思政主题相关的设计和制作任务。通过对同学们的作品追踪，了

解他们的思想觉悟情况。积极向上的行为和想法要进行表扬和鼓

励，及时纠正消极思想的苗头。

课程思政建设逐步辐射专业教学改革，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生的远大理想有机融入专业知识的传授中，增强当代学生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认同感、自豪感，使学生强烈认同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专业学习的共同目的。教

育学生珍惜大学青春时光，心无旁骛追求知识，增长见识，丰富

学识，矢志不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纺织服装材料课程思政的评价与成效

建立以实现“课堂思政”为核心，教师、学生共同参与的动

态课程考核评价机制。以课堂教学质量过程评价为主，利用平台

对师生课程教学行为进行实时记录，综合运用网络技术和数据库

分析手段，查找问题并分析原因，及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课程思政”部分的考核，依据内容动态调整。与专业相关

度较高的，在专业考核的同时进行考核，不能与专业同时进行的，

采用调研或者将平时行为纳入考核范围。根据课程考核结果，相

应课程实施方案随之调整，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动态诊改，

确保教学目标完全实现。

《纺织服装材料》课程把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知识，通过

传统文化传承、一带一路、中国梦、祖国统一等各具特色的史实、

事实案例让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专业重要性。思政元素的融入

有助提高青年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知识技能提高的同时，思想得

到升华。结合成都平原经济区的地域优势，以深入实施“三大战

略发展”、奋力实现“两个跨越”为指导，唤醒学生主动学习、

积极实践，“工匠精神”不断融入课堂，学生主动助力民族复兴

的愿望不断加强。

对于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群其他课程，《纺织服装材料》的

课程思政实践起到了很好的协同引领作用。也可采用将专业知识

融入实际案例的方法，令学生在思想升华中精进专业，在专业学

习中提高认识，主动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课程思政

的实践证明，在各专业学生间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稳定的思政教

育效果。

四、纺织服装材料课程思政的课堂实施案例

丝路文化融入蚕丝材料、蜀锦文化传承融合教学——天然纤

维之丝纤维教学中，将丝绸文化相关内容引入课堂教学，以中国

古代四大发明均与蚕丝有关的历史记载为开篇，讲解蚕丝对中华

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贡献，明确中华文明在世界上是伟大的存在，

不断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不断增强青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逐步坚定青年学生为纺织工业立志奉献的决心。丝绸织物的介绍

中，因为地处四川成都，在博物馆中重点讲解“四大名锦”之一

的蜀锦，文化内涵与织造技艺结合，逐渐迸发的民族自豪感中揉

入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以此激发学生技能报国的使命担当。

课堂外，通过蜀锦大师工作室，教学团队带动学生创新社团

共同成长，不断探索蜀锦这一传统织物古代、现代的织造技艺，

学习蜀锦相关的历史文化；与苏州经贸、江苏工程共同主持《民

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子库——中国丝绸技艺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

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立足文化传承与创新，实现“多方共

建共享、教学培训一体、素养职业兼容、非遗产业并包”，对接

素质与技能人才培养，满足各类人群“在线教学、自主学习、在

线培训、互动交流”等多元化需求；承接四川省首批职业院校“双

师型”紧缺领域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现代纺织技术专业

蜀锦方向）培训项目，促进专业教师素质协同提升。

五、结语

明确本课程的地位及教学目标，科学设计教学活动方案，结

合课内外教学活动，不断促进思政教育与工科课程的有机融合，

不断推进工科课程思政的内涵建设向纵深发展。通过实践，明确

了高等职业院校工科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必须对学生塑

造正确价值观，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中华民族这条主

线有机融入专业知识，坚定青年学生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引

导大学生踏踏实实学好专业知识，牢固掌握专业技能，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奉献自己，使之认识到个人学习与国家发展密不

可分，专业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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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情况：2021 年 2 月 3 日《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0

年高等学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专业、示范课程、示范教学团

队认定结果的通知》已被认定为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作者简介：李颖（1983-），女，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宁人，

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纺织材料性能评价及纺织类专业教学改

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