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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专业课程思政：传承工匠精神，培养创新人才

沈　霞

沙洲职业工学院纺织服装与材料学院　江苏省张家港市　215600 

摘　要：本文从纺织行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出发，探讨了纺织专业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分析了工匠精神在纺织教育中的内涵

与价值，并提出了实施纺织专业课程思政、培养创新人才的策略。通过将工匠精神融入专业课程、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以

及加强校企合作与实践教学，旨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纺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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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纺织行业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制造业，不仅承载着丰

富的文化遗产，而且在现代工业体系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市场的不断变化，

纺织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在这样的背景

下，纺织教育作为行业发展的基石，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而如何在纺织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传承工匠精神，

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纺织人才，已成为

当前纺织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1. 纺织专业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1.1 纺织行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市场竞争的加剧，纺织行

业正面临着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

级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型需要大量具备创新能力、专业素

养和高尚职业道德的人才。传统的纺织专业教育侧重于专

业技能的传授，而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相

对薄弱。课程思政的融入能够弥补这一不足，培养出不仅

掌握先进纺织技术，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

和团队协作能力的人才。这些人才能够在纺织行业的技术

创新、产品研发、品牌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纺

织行业向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例如，在智能纺织设备的

研发中，需要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能秉持创

新精神和工匠精神，不断攻克技术难题，提升设备的智能

化水平。

1.2 思政教育在纺织教育中的作用

思政教育在纺织教育中具有价值引领和品德塑造的重

要作用。在纺织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能够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学习纺织行业

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学生能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激发对纺织专业的热爱和责任感。在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

和行业挑战时，学生能够坚守职业道德，秉持诚信、敬业

的原则。思政教育还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创新意

识，使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能够相互协作、共同进步，勇

于探索新的纺织技术和工艺。例如，在进行纺织产品设计时，

学生能够从文化内涵、社会责任等角度出发，设计出既具

有创新性又符合社会价值观的产品。

2. 工匠精神在纺织教育中的内涵与价值

2.1 工匠精神的定义与特点

工匠精神，其核心是对产品精雕细琢、追求极致的执

着态度。在纺织行业，这一精神贯穿于每一个环节。以缫

丝工艺为例，工匠们要在蚕茧中精准地抽出粗细均匀的蚕

丝，这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更考验着他们的耐心与专注。

每一根蚕丝的抽取都关乎最终丝绸的品质，他们不容许丝

毫的偏差。在后续的丝绸织造过程中，工匠们全神贯注于

提花机的操作，精心编排每一个花纹图案，从简单的几何

图形到复杂的花鸟鱼虫，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呈现。就

像苏州的丝绸织造工匠，为了还原一幅宋代的花鸟织锦，

他们花费数月时间研究古画的色彩、线条，反复调试丝线

的颜色和织造工艺。他们对技艺的执着追求，对每一道工

序的精益求精，展现出了工匠精神中专注执着、一丝不苟

的特质。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岗

位上，不断挑战自我，力求将每一件纺织品都打造成艺术

精品，充分体现了追求卓越与敬业奉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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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匠精神在纺织教育中的价值

在纺织教育领域，工匠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它是培育学生职业素养的核心要素，能让学生在学习阶段

就养成专注、严谨的良好习惯。在学习纺织专业知识时，

学生们会心怀敬畏之心，认真对待每一次实验、每一项作业。

比如在学习纺织机械课程时，秉持工匠精神的学生不会仅

仅满足于表面的操作，而是深入探究机械内部的构造原理，

仔细研究每一个零件的功能和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不放

过任何一个细节，从而有效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在追求

卓越的道路上，学生们会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勇于尝试

将不同的纺织材料进行组合，探索改良现有的纺织工艺。

在印染课程中，学生们受工匠精神启发，积极尝试新的染

料配方，研究不同的染色方法，如数码印花、冷转移印花

等新技术，为纺织行业的创新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

工匠精神有助于传承纺织文化传统。学生们在学习传统纺

织技艺，如蜀锦、宋锦的制作工艺过程中，能够深入了解

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增强对纺织行业的认同感与归属

感，让这些古老的纺织技艺得以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创新。

3. 实施纺织专业课程思政、培养创新人才的策略

3.1 将工匠精神融入专业课程

在纺织专业课程中融入工匠精神，要从课程内容与教

学活动两方面着力。课程内容方面，深度挖掘纺织历史文

化。讲解纺织工艺史时，细致阐述古代丝织工艺的演变，

从最初简单的平纹织造起步，历经无数工匠的钻研改进，

逐步发展出复杂精美的宋锦、云锦工艺。他们为追求织物

纹理的细腻与色彩的绚丽，对染料提取、丝线加工等技术

不断探索创新，展现出对技艺的极致追求。在现代纺织技

术课程里，引入实际生产案例，讲述纺织行业在纤维筛选、

纺纱工艺、织布流程等环节严格把关的情况。技术人员反

复调试设备参数，致力于每一米面料都达到高品质标准，

充分体现工匠精神对质量的执着坚守。

教学活动中，可以开展 “工匠面对面” 活动，定期邀

请纺织行业资深工匠走进课堂。这些工匠有的在传统刺绣

领域积累了深厚经验，针法技艺精湛；有的专注于新型纺

织材料研发，成果丰硕。他们分享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及解

决办法，让学生感受工匠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与专注。还可

组织学生参观纺织博物馆、传统纺织工坊，近距离接触珍

贵的纺织文物、传统器具，观察现代纺织生产中的严谨流程，

使学生在直观体验中领悟工匠精神。

3.2 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样化教学方法能有效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学习

兴趣。运用项目式教学法时，可设定如 “设计一款智能环

保型纺织面料” 的项目，学生分组后，需综合考虑面料的

功能性、环保性以及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从创意构思

阶段，学生就要突破传统思维，思考如何将新型材料与智

能技术相结合，例如将具有自清洁功能的纳米材料与可降

解的环保纤维融合。在材料选择上，要深入探索新型环保

纤维的特性与应用，像竹纤维的抗菌除臭性能、麻纤维的

透气吸湿性等。工艺制作环节，则需不断尝试新的纺织工

艺以实现设计目标，如采用 3D 编织技术打造独特的面料结

构。教师在此过程中，针对学生遇到的问题给予专业指导，

引导学生团队协作，共同攻克难题，培养创新能力。

同时，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让学生沉浸式体验

纺织工厂的生产流程，模拟操作各类先进纺织设备，如高

速喷气织机、电脑提花机等，提前熟悉实际生产环境。借

助增强现实（AR）技术，学生能直观看到纺织图案在不同

面料上的呈现效果，如花卉图案在丝绸、棉布上的不同质感，

提升实践能力。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线上提供丰富

的纺织行业前沿资讯、学术讲座等资源供学生自主学习，

如新型纺织材料的研发动态、智能纺织设备的创新应用等。

线下组织小组讨论、实践操作，促进学生创新探索，如组

织面料设计竞赛，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

3.3 加强校企合作与实践教学

加强与纺织企业的深度合作，建立稳定的实习实训基

地至关重要。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能深入了解纺织行业

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到产品销售的完整流程。在原材

料采购环节，学生可学习如何筛选优质且环保的纤维原料；

生产加工过程中，掌握不同纺织工艺的实际操作技巧；产

品销售阶段，了解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导向，如消费者对功

能性运动面料的需求趋势。企业的技术骨干和工匠师傅可

现场指导学生操作设备，传授实际生产中的技巧与经验，

如在染色工艺中控制染料比例和温度的窍门，让学生在实

践中领悟工匠精神的内涵。

学校与企业共同开展科研项目，如合作研发具有抗菌、

透气等多种功能的新型运动纺织面料。学生参与其中，能

接触到行业前沿技术，在实验、测试、改进等环节中，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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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学生在研发过

程中，通过不断尝试不同材料配比和纺织工艺，成功解决

了面料透气性与抗菌性难以平衡的问题。通过校企合作与

实践教学，实现学校教育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为学生

未来职业发展筑牢根基，培养出既懂专业知识又具备创新

能力和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结束语：在当前纺织行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纺织专

业课程思政的实施对于培养具有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纺

织人才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工匠精神融入专业课程，创

新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加强校企合作与实践教学，将为

纺织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参考文献：

[1] 林英梅，张强 . 工匠精神融入工科院校思想政治教

育探究 [J]. 改革与开放，2023(01).

[2] 王新厚 , 郭建生 , 杨树 , 等 . 纺织工程专业课程思政

探索与实践 [J]. 纺织服装教育 , 2022(02).

[3] 李勇 , 邓敏 , 吴蓓 , 等 . 纺织工程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的探索 [J]. 福建轻纺 , 2021(12).

作者简介 :

沈霞（1979.05-），女，汉，江苏张家港人，硕士，纺

织服装与材料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纺织品检测与

纺织材料的改性。

[ 基金项目 ]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纺织专

业基础课程中实施“课程思政”的路径探索”（编号：

2021SJB07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