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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年12月，为探寻类型教育下中职服装专业课程改革的

现状，我们面向南通地区中职学校的服装专业学生、教师及用

人企业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教学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设计

和制作能力。当前服装产业正经历转型和升级，为使人才培养

紧跟时代与产业发展的步伐，真正达到类型教育下的人才培养层

次要求。我校（如皋第一中专)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以培养技术

技能型服装人才为目标，开设的服装专业系列课程包括:服装设

计、结构设计与工艺制作、服装面料使用、服装 C A D 等。

本次调查问卷包含两部分：一是来自在校学生和老师的调

研。包括：性别、年级、选择职业学校的途径、就读服装专

业的期望、对专业课程设置、未来职业规划、教学内容、教

学模式的评价；二是来自企业和毕业生的调研。包括教育教学

的情况、学生发展的情况、就业稳定率的因素等。

1  来自服装专业在校师生的调研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针对我校服装专业在校生发放问卷200份（其

中一年级23%、二年级占47%、三年级占30%），参与调查的男生11

人，女生189人，回收有效问卷192份；针对周边3个学校服装专

业学生发放问卷星，回收有效问卷182份。

1.1选择职业院校的途径

从选择职业学校的途径来看，选择他人推荐的：占64%，说

明中职学生选择职业学校时主要依靠师生、亲友的介绍；选择关

注学校平台宣传的：占26%，说明学生和家长通过学校平台了解学

校具体情况不多；选择社会媒体宣传的占21%，说明职业学校应该

要通过各类社会媒体宣传学校的办学情况和优势特色。

进一步分析学生选择职业学校的途径时发现，城镇学生选择

职业学校时，通过社会媒体及学校网站、公众号等了解学校具体

情况的略好于农村学生；选择通过职业学校自己的平台了解学校

具体情况的比例分别达46%；选择通过社会媒体的宣传了解学校具

体情况的比例分别达25%，说明城镇的学生选择职业学校时更加开

放、自主和理性。

1.2就读服装专业的期望

数据显示，对就读服装专业的期望，排前三位的分别是期望

成为有文化素养、职业道德素质较强的技能型人才，能够获得升

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的分别占77%、68%和65%，这个结果与职

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定位和我校人才培养的目标相符。

从学生的答题情况来看，农村和城里学生选择希望继续升入

高校学习的分别占77%、68%，可见中职学生对获得升入高等学校

学习的需求比较强烈。我们进一步调查了本校学生参加职教高考

或单招的意愿，发现城里学生选择非常需要和需要的达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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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生的选择率均高达90%以上，说明中职学生对参加高职院

校的单独招生考试充满期待。

1.3对服装专业课程设置的认可

数据显示，学生对服装专业的课程设置选择很不认可和不认

可的占3%，选择完全认可、认可、基本认可的达97%，说明学生

对当前服装专业的课程设置整体上是满意的；关于服装专业课程

设置合理性的调研，2.5%的学生认为课程设置相当合理25.8%的

学生认为合理，41%的学生认为比较合理，28%的学生认为一般合

理，2.7%的学生认为不合理。数据表明，大部分学生比较认可目

前的课程设置，但是通过对部分学生访谈，得知在当前服装行业

面临转型和升级的形势下，课程设置也应进行适当调整，增加创

新创业类课程，培养具有开阔思维、创新意识、创业能力的服装

专业人才。

关于服装专业课程重要性的调查，调查人数为178人。学生

认为最重要的课程是“服装款式设计”，其次为“服装结构设计与

制作”，再次是“服装材料与使用”，其余依次为“服装CAD”“服

装设计概论”等课程。

进一步分析服装专业与当地产业匹配度的情况，总体来看，

选择服装专业与当地产业匹配度很高和高的比例占53%。

1.4针对教学内容的调研情况

针对服装专业系列课程教学内容方面的调查，大部分学生认

为目前服装专业课程内容陈旧，款式与现代流行趋势不吻合，与

企业生产任务脱节。当今学生获取信息快速便捷，能通过各种渠

道了解企业生产前沿信息以及行业发展趋势，因此教学内容也应

符合更新、更快、更广的要求，使人才培养能更好地接轨市场，满

足行业发展的需求。

1.5未来职业规划的情况

关于学生职业规划的问题，结果显示35%的学生肯定会从事

服装行业工作，有105名学生（占52.5%）不清楚自己毕业后是否

会从事服装行业工作，还有3% 的学生完全不清楚自己的职业规

划。这组数据表明不少学生缺乏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对服装行

业的职位设置以及市场需求不了解，导致学生的就业期许与行业

实际需求不符，出现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轨的现象。

2  服装企业、毕业生对中职课程现状的反馈情况

针对4 个企业各发放问卷60 份，回收有效卷58 份。

2.1关于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

这一点从企业管理人员的问卷情况来看，选择合理、较合理、

一般合理、不合理和不清楚的分别为18%、31%、39%、4%和8%，说

明企业人员对职业学校服装专业课程设置的还是认可的。只是普

遍认为“教学内容滞后于企业应用”“课程实践环节较少”，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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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技能不强，数据表明现代企业对教学内容的满意度较低。

2.2教育教学质量调研

从数据显示来看，选择十分满意和满意的合计仅占38%，说

明企业对当前中职服装专业的教育教学管理水平的满意度并不是

很高。

调研表明，一是职业学校的服装专业教育教学重理论、轻

应用，与企业的岗位要求脱节，二是专业教师几乎都是从高校

毕业便进入中职学校执教，缺少在企业的实践经验，对行业现

状、需求以及发展趋势缺乏深度了解，导致教师在备课环节主

要是通过书籍、网络等渠道搜集资料后编写课件，照搬教科

书，缺少实际或真实案例分析，教学内容较少联系实际，导致

课堂内容较枯燥。从而导致教育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2.3学生发展与就业情况

对中职服装专业学生的整体发展选择很好、好、一般、不

好和不清楚的分别占21%、31%、39%、6% 和 3%。从数据显示

来看，中职服装专业学生的整体发展状况良好。

关于服装专业学生毕业后就业稳定率的情况，从调研来看，

选择一年内就业稳定率在80%以上的仅占24%，且选择对学生一

年内是否稳定就业不了解的达36%，说明中职服装专业毕业生的

就业稳定率不高。且服装专业毕业生的本地就业情况也不容乐

观。如果将选择80% 以上、60%、80%、60% 以下和不了解四个

选项分别对应良好、一般、不好和不关心，可以得出本地就业

情况良好、一般、不好和不关心的分别占25%、26%、11% 和

3 8 %。由此可见，毕业生本地就业率很低。

3  服装企业岗位职业人素质需求情况调研

本次调查专门设置了服装企业岗位职业人素质需求情况调

研。整体数据显示，企业聘用员工时最看重的素质前三位排序

依次是工作态度、团队合作和沟通、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分

别占82%、74% 和 71%。单从企业人员的数据反馈来看，他们选

择最看重的素质排前三位的是工作态度、团队合作和沟通、实

践经验，分别占85%、75 % 和 65%。从教师反馈的数据来看，

他们选择最看重的素质排前三位的是工作态度、学历、团队合

作和沟通，分别占87.37%、78.73%、75.42%。说明企业人员

对员工的要求和教师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不是十分匹配。

从服装专业毕业生选择工作时最重视的因素来看，排前四位

的依次是个人发展空间、专业是否对口、工作环境和条件、薪

酬福利待遇，分别达74.06%、65.01%、59.18% 和57.83%。值

得关注的是，毕业生择业的自主性比较强，在求职过程中受家

庭影响不大，仅占28.09%。

4  服装专业课程实施的现状与企业人才需求矛盾

本次调研很明显可以发现服装专业课程实施的现状与企业人

才需求存在以下矛盾。

中职服装专业课程内容包括服装设计基础、时装画绘制基

础、服装设计辅助软件应用、服装美术基础、服装材料识别、

服装结构设计与工艺、服装CAD 基础、服装立体造型、服装跟

单基础、服装质量检验与分析、服装销售导购、服装顶岗实训

等；这些专业课程的“专业性过强，整体性、系统性不够”，

教学实施相对分散，这是与企业岗位需求矛盾之一。

职业学校重在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专业水平，缺乏对学生

未来从事的工作岗位的职业素养、专业能力素养、人文素养、

人际交流与沟通、信息素养、职业精神、责任担当等方面素养

的关注，这是与企业岗位需求矛盾之二。

仍然存在的传统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主体地位，“填鸭

式”的灌输，导致学生逐渐养成了一种不爱问、不动脑的麻木

习惯，束缚了学生思维的发展，使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逐渐丧

失，这是与企业岗位需求矛盾之三。

现有的课程评价重知识，轻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重智

育发展，轻德育培养，仅仅是围绕过去的课程目标的实现而形

成的评价结果，相对于当下学生的核心素养培育目标存在诸多不

对应的地方。另外，传统的只通过考试评价学生学习好坏和能

力强弱的评价方式，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是与企业岗位

需求矛盾之四。

5  类型教育下服装专业课程改革思路

5.1 科学定位，构建校本课程内容体系

构建以纺织服装基础理论以及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基础、专

业辅助、专业模块、专项设计制作为主要内容的分层次、立体

化的课程体系，加强课程内容之间的交叉、渗透与连贯，体现

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的关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设计思维及创

业能力。课程设置整体上注重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课程之间的衔

接，不同环节课程的教学内容实现循序渐进，促进学生设计制

作能力的螺旋式上升，课程承上启下、衔接有序，有针对性地

解决学生在每一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并获得相应的能力。尤其要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外教学相互补充，课内的教学内

容训练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课外的“设计调研”以及“品

牌设计与产品策划”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

能力及表达能力，使学生能快速地与行业、市场接轨。

5.2 深度推进，产教融合内容更新

充分联动企业、学校、教师三者的优势和资源，将教室与

实习室合二为一，校内校外实习基地互相融合，以学生为主

体、岗位需求为主线，直接获取实际经验和实践能力目标，深

度推进“产教融合”形成课程建设与产业需求的良性互动，使

教学内容符合服装行业的市场需求，着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5 . 3 依托校本，“双线并行”实施课程

围绕课程目标，选择服装款型相同、难易不同的两个生产

任务，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教学内容与岗位

任务、学习场所与实训场所、专职教师与企业导师、顶岗实习

与工作实践”四结合的原则，改革教学方式。主线一，依据

岗位要求，教师引导、模拟实施。结合学生自主模拟的表现和

项目质量确定项目完成的等级，夯实专业基础技能，培养岗位

认知素养；主线二，实境训练，导师带领进入实训工厂，完

成实践任务。结合企业产品质量标准和生产规范评定产品等级。

目标逐次递进，逐级提升，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强化岗位

职业能力，渗透素养培育。自主模拟、实境训练的“双线并

行”课程实施模式，促进了学生自主发展素养的逐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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