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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中高职衔接课程与教学中“两做一学 当堂训练” 

教学范式的探究 
——以服装设计专业教学为例 

◆赵永红 

（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摘要：践行新理念、转化教学思想，提升教学效率，尝试创新应用“做
学教合一”教学模式，打破传统的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范式，还课堂给
学生，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潜在能力，让每一个学生
都能得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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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改逐步深入中，为了践行“让所有人得到充分发展，让
所有人享受成功快乐”的办学理念，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在“做学教合一”教改理念的引导下，创新了课堂教学范式，让
学生收益。 

一、“两做一学，当堂训练”教学范式实施的必要性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区别，在于不断地挖掘学

生的想象力和创新力，培养学生设计思维能力和动手实践的能
力。随着信息化手段的不断融入，信息化的课堂教学方式也层出
不穷，但这些只是在课堂教学比赛时常见。平常的课堂教学，教
师担心得 多的依然是学生听不懂，学不会，所以灌输式依然常
见。服装设计专业不管是理论课还是技能课依然采用的是传统的
教学方式，让学生亦步亦趋的跟步行进，学生在课堂上似乎学得
快了，掌握的多了，殊不知，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造成了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是表面化的、僵化的；教师对学生学习过
程的监控也往往是低水平的，学生 终获得的知识具有很强的记
忆性色彩，在服装款式的丰富多变的真实情境中，常常不能有效
迁移、灵活应用。 

二、构建“两做一学，当堂训练”的教学新范式 
在“做学教合一”教学理念引导下，我们采取了“两做一学，

当堂训练”的教学方式。课前领取任务，小组合作，运用已有的
知识和技能尝试完成任务，即 “模拟做”（一做），将完成任务
的过程全程摄录，课上小组汇报，呈现问题，教师引领，微课学
习（一学）感悟问题，师生共探导解决问题的方法，当堂依据所
掌握的方法和技巧独立进行实践操作，即“规范做”（二做）；
后，作品展示，师生互评，促进提升。 

以学生课前合作探究“模拟做”为突破口，以课上学生呈现
问题，教师引领，微课学习，当堂独立“规范做”为着力点，以
提高教师“有效教学”水平为目标，以“优化学习方式”、“改进
和丰富教学方法”为工作重点，以课堂教学改革和学科教研为抓
手，切实进行“做、学、教”的研究和实践，提高学生自主学习
和动手实践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提升学生终生学习的
能力，为学生充分发展和享受成功快乐奠基。 

1.“两做一学 当堂训练”强调“学做”在前。“行是知之始，
知是行之成”。“两做一学 当堂训练”强调“做”在前，“以学为
本”，“做”为主体，激发学生“手脑”并用，从而发挥出学生潜
能。教学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所
以，教师的引导分析则体现在为学生学习的服务上。 

2.“两做一学 当堂训练”的逻辑关系。“两做一学 当堂训练”
中的“两做一学”是指：课前下载任务，合作学习“模拟做”；课
上呈现问题、教师引领、微课学习(一学)、当堂独立“规范做”。它
们的逻辑关系是“先做”— “后学”— “再教”，充分体现了学
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而“当堂训练”体现了教育的职业性，
使“做学教”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完美组合，即学生的
“做与学”和教师的“教”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让教悄悄的发生。 

三、开发适合开展“两做一学 当堂训练”教学范式的教学
项目 

1.建立以“学”为主的课程体系，系统开发任务驱动的项目
化课程。以往的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课程按部就班的安排成基础
课程→专业课程→综合课程，各门课程就相对独立，由于学生学
习统筹性、目的性不强，对所学各门课程不能自主贯穿，在综合
课程环节，教师就不得不用大量时间对以往课程知识进行再次施
教，既限制了学生思维的拓展，又导致学生依赖性增强。为了培

养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人才，必须重点训练学生的创新设计思维
能力。课程体系重构须以“学”为指导思想，打破原来的服装设
计、成衣设计、服饰品设计、服饰图案设计、女装结构设计与女
装工艺的课程内容界限，开发以能力素养为核心的项目课程《服
装结构设计与工艺》，将板型设计、工艺设计融为一体贯穿进行，
学生边做边学，边学边用，在理解的同时，自己的思维得到扩散，
想象力得到提升，既可助力学生能力素养的建构，又能逐步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2.依据项目化课程体系系统开发“做学案”。“以学定教，因
材施教”对职业学校来说是 恰当的教学方法，依据 “先做、
后学、再教”的原则，系统开发“两做一学、当堂训练”的“做
学案”，实现了以往“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课堂正
向着“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力为主的课堂
转变。目前系统开发的教学案有：女下装结构设计与工艺、礼服
褶裥的基础立裁、全衬里男装式女西服、衣服添加画等。 

四、“两做一学 当堂训练”教学范式中教师角色的转换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在于不断培养学生设计的创新、表现技

法的创新、制作技法的创新，因此，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课的教
学，仅凭教师良好的愿望和勤奋的工作不一定能培养出符合服装
企业要求的学生。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态度、知识和技能水平
已经成为提升教学实效的关键。“做学教合一”的“两做一学，
当堂训练”的教学策略中，教师的“教”，是建立在学生自主学
习、自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教师依据学生在课前“模
拟做”发现问题后，作适时的引导，解决问题，以实现课堂教学
时间的有效和高效运用，避免教学的低效和无效。 

五、“两做一学 当堂训练”教学范式中学生的品格与能力的
形成 

服装设计并不是展示我们眼前的某一件衣服，而是一种过
程，一种被创作的结局。“两做一学”中的“模拟做”强调的是
学生课前的合作模拟做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学生间的相互作用
和碰撞，更能激起思维的火花，激发出学生的潜在的创新欲望，
培养学生的设计创造的能力，服装设计正是需要不断地创新的意
识与能力。当学生的思维受到了自身知识范畴的局限后，也激发
出了继续学习的欲望，而课堂新授的时间正是学生迫切要求获得
新知的空间，因而，“两做一学”中的“学”的过程，才会成为
学生主动求知的过程，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获取解决问题的技
术、技巧、方法和路径，并不时的与已掌握的知识形成碰撞和吸
收，在这个关键的环节，学生必须经过自己独立的操作和设计，
才能真正消化，融合为自身内在的设计和创作的思维及能力。 

中高职服装设计专业的优秀人才，除了具备较强的专业动手
能力以外，还应该具备较高的个人素养。因此，我们在培养学生
的过程中，要时刻关注学生品格的形成和关键能力的培养。课堂
是培养学生的主阵地，课内、课外的延伸也是学生品格和能力孕
育不可忽视的阵地。“两做一学，当堂训练”的教学范式很好地
将学生的课内和课外时间、空间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在课外的合
作中相互作用，彼此合作，让必备品格慢慢地自然养成；课内在
教师引导下既训练了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可以激发出学
生个体的创新思维的火花，长此以往，学生的关键能力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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