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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校社会扩招背景下《服装工艺》 

课程教学探示范课索 
王玲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246000） 

摘要：针对高职社会扩招生源结构比较复杂、学生文化课基础较差等问题，从改变服装工艺课程教学方式入手尝试寻找适合社
会扩招学生的教学方法。通过教、学、做一体化、项目化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改变课程考核方式来达到服装工艺课程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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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扩招生源学情分析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高职扩招百万，2020 年政府工作

报告再次提出为了让更多的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高职扩招两百
万。面向社会人员扩招可以提升基层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实现高质
量就业，也是高职院校发展的重大契机，促进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
但同时由于其生源结构的复杂性，给课程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2019
年是我校面向社会人员扩招的第一年，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招生 38
人，2020 年招生 28 人。生源主要是农民工、退役军人、下岗职工
以及新型职业农民四类人员，也涵盖了希望提升学历的在职人员，
生源整体文化课基础较差。通过了解发现：本专业学生中有近五分
之一的同学来自服装企业的流水线操作岗位，需要提升理论知识及
专业技能，而约六分之一同学又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同时他们在工
作经历、社会经历、学习能力、年龄、婚姻状况等各方面均有所不
同，专业知识基础差异较大造成了专业课程的学习起点差距拉大，
特别是对专业性较强的专业课程，无专业基础或专业基础差的学生
难以适应专业课堂，直接影响教学和学习效果。 

表 1  社会扩招生源年龄构成 
年龄构成（岁） 25 － 30 30 － 35 35 － 40 40 以上

占比（%） 16 23 28 31 
表 2  生源背景 

生源背景 服装企业工人 新型农民 退役军人 其他
占比（%） 45 20 10 25

服装工艺课程是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以实训操
作为主，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通过将平面的裁片组合成立体的服
装，是成衣加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教学中以基础知识的学习，基
本功训练，基本款服装的缝制作为课程的教学任务。为保障“质量
型扩招”，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按照人才培养方案的安排，集中
学习不得低于总学时的 40%。如何坚持因材施教、按需施教，对课
程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课程教学方式探索 
1.形成“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 
教学对象：社会扩招 2019 年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学生 
教学内容：以 “旗袍制作工艺”为例 
2.教学设计： 
（1）线上自主学习阶段：教师将录制好的“制作过程分解”视

频上传到班级学习通平台，布置预习任务 
（2）线上理论教学阶段：针对学生的预习情况，结合学习薄弱

点以及本节课教学的重点进行在线讲解。 
（3）线下实践教学阶段：在讲解理论知识和注意事项之后，要

求学生集中进行实践练习。实践过程中，教师巡回指导，解答学生
操作中遇到的问题。 

（4）线上评价阶段：学生将作品上传平台，针对学生们的学习
和作品完成情况，教师给予指导和评价，同时同学之间进行互评，
合作企业导师评价进行综合成绩评定。目的是让学生们掌握操作技
能，提升知识掌握水平。 

3.教学策略 
针对社会扩招学生的实际情况，将线下与线上相融合的教学形

式作为教学常态。给学生充分的学习时间与空间， 大限度地将学
生所要感知的知识以多样的方式呈现出来。课堂教学 需要的就是
学生的展示交流、共享学习成果，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在教学中
要给学生创设展示的机会，要让他们成为课堂的主人，让他们在学
习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4.教学成效 
针对社会扩招学生的学情，更加注重激发学习主动性，转变传

统服装工艺课程教学理念，借助信息化平台，对教学过程中的各个
环节进行分解，优化和完善，保障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率。《服装
工艺》课程融合了服装制板、排料、缝制等多个模块的内容，为学
生提供更多创新的空间，凸显他们的主体地位；以线上课程平台为
依托，丰富了课程资源；学生课程平均成绩逐年提升；在 2019 年至
2020 年省级大赛取得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在 2019-2021 年安
徽省纺织服装创意设计大赛中获得三等奖 4 项。 

5.学生作品 
 

    

三、总结 
高职社会扩招是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退役军人、下岗

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四类人”迅速转变角色从普
通劳动者转变为新形势下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重大政策。服
装工艺课程的教学方式改变可以使本专业高职扩招学生进一步了解
专业知识，为更好地掌握服装专业核心技能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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