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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我国服装设计专业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设计符合服装设计专业的自身特点和人才培养

目标的五种开放实验形式，并从管理制度、实验项目设计及人员安排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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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在高校教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1~3]服装设计是一

门综合性、多元化的应用型学科，强调知识的应用性和实践性。[2]然而，目前我国高校服装专业毕

业的学生大都存在动手能力弱、不能尽快适应和承担起毕业后专业工作的现象，远不能满足服装企

业的需求。[4]因此，服装设计专业实验教学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改革的重点是要鼓励学生通过参

与开放实验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5]，建立健全与服装设计专业教学同步的开放实验体系。

为此，笔者所在学院的服装教师在开放实验与实践教学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尝试与探索。 
一、服装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发现我国的高校服装实验教学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实验教学定位。目前本科服装专业实验教学大多作为某门课程的理论补充而设置。在教

学计划安排上，实验学时数相对较少，基本上处于从属理论教学的地位。对于实践性要求较强的服

装结构设计、服装缝制工艺、立体裁剪等课程，也没有足够的实践操作的时间，致使大部分学生实

际动手能力不强、常常是纸上谈兵。  
第二，实验教学内容。服装实验教学内容基本固定不变，缺乏新颖的创新设计实验教学内容。

这样的课程往往使学生感到单调枯燥，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影响了教学效果。服装行业

是一个极具活力的时尚产业，服装版型和缝制工艺正以越来越快的频率不断推陈出新，而目前的课

程教学内容明显滞后于行业的快速发展。 
第三，实验教学形式。常规的教学形式是：学生先看教师示范缝制工艺，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

仿照示范、完成规定的实验内容。这样的教学形式常常使学生陷入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即教师怎

样做就必须怎样做，没有其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这样的实践方式使得学生对实验内容之外

的东西，或者有些创新的设计思路，根本就没有实践的机会。  
第四，仪器设备利用率。目前的服装实验教学大多为整班上课，课余时间不能安排实验，致使

实验室的许多仪器设备得不到充分利用。另外，由于实验内容非常固定，一些新型的服装特种设备

更是很少能够得到利用，如曲折缝机、套结机、绷缝机等设备的利用率不高。 
第五，教学时间安排。由于服装实验教学的时间统一规划在整个教学计划之内，导致实验教学

难以灵活安排。这样一来，对于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没能完成的实验，如要求补做，在现行的教学管

理模式下就难以落实，因为学生不能自主地安排实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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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装专业开放实验教学模式 
人才培养的关键是构建创新的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创新教育的重要内容。开放实

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为此，我们针对服装专业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对开放

实验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具体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服装专业开放实验的形式 
根据服装专业自身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我们设计了下面五种开放实验形式： 
1．学生自主设计开放实验项目。该形式的开放实验项目完全由学生根据所具有的专业基础和个

人能力自主设计题目、提交服装设计效果图、自主选择面辅料和实验方案。其方案经教师审阅批准

后再进行实验，最终实现作品的设计构思和成衣制作。 
2．实验教师自拟题目，学生选修实验。实验教师根据实验室仪器设备情况，结合课程内容设立

教学计划以外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题，供学生选修，并对学生提供针对性的指导。 
3．基于各类服装大赛的开放实验。该类实验可通过参加不同主题的服装设计比赛，使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进行设计创作，并采用各种缝制设备结合不同的材质面料进行实物制作，达到培养学生综

合能力的目的。 
4．科学研究型开放实验。学生根据教师的科研项目所确定的任务，有目的的进行实验操作。该

类实验项目将在教师的指导下使学生通过参与科研的全过程，让学生学会主动查找资料、收集信息、

设计款式并制作成品。同时，也能使学生在参与科研的过程中，注重专业理论的学习和思考。 
5．结合毕业设计的开放实验。本科毕业设计是学生在大学的最后一个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需

要完成一系列大型综合设计作品。进行毕业设计的学生可带着设计题目进入实验室，在实验室里完

成毕业设计的各方面工作，如服装结构设计、服装面料的再创造、服装工艺设计与制作等。  
（二）服装专业开放实验的实施 
开放实验教学并不意味着学生可以随意进出实验室，使实验室处于一种完全自由状态的开放，

从而可能造成实验室管理上的一些混乱。因此，针对开放实验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加强实验室

管理方面开展了如下工作： 
1．开放实验规章制度的制定。首先，我们根据学校有关实验室开放管理规定进一步制定了《开

放实验室值班教师的职责》《开放实验指导教师职责》等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明确了教师的工作职责

与内容，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实验室的开放管理；其次，还针对学生制定了《开放实验室学生守则》

及《开放实验教学考核评分方法》等相关文件，使开放实验项目的开展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2．开放实验项目的设立及内容的安排。为了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在设计实

验项目时尽可能做到新、特、多。新就是题目的设立及内容的安排是教学计划内实验课的题目和内

容以外的，对学生来说有新鲜感的实验；特就是实验题目及内容要充分体现服装实验室的特点，具

有极强的专业特色，可让学生更多地学习使用在常规实验中接触不到的特种仪器设备；多就是尽可

能多地设立开放项目，使学生根据自身兴趣有足够的实验项目可以选择。[2]目前我们已开设了近二

十项开放实验项目，涵盖服装结构、服装面料、服装工艺、服饰配件及皮革服装制作等诸方面的内

容。 
3．开放实验项目的时间安排及人员配置。通过实验员、指导教师和学生三方预约的形式使学生

较为自由地选择实验时间，使学生能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专业实验。在教师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双

休日和晚上的实验室开放就需要安排有责任心的同学利用勤工助学岗位承担一定的管理任务。在开

放期间实验教师和实验员要经常在实验室进行指导和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

实验室开放工作做到正常有序且高效率地进行。 
三、开放实验教学效果 
为了更好地开展服装专业的实验教学，我们对近二年来开放实验教学模式的运行效果进行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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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总结，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 
学习兴趣是学生成才的原动力，兴趣提高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和学习热情，大幅度提高

学习效率。例如我们开设的“流行女裙设计与制作”、“牛仔裤的结构设计与缝制工艺”等开放项目

紧密结合了季节、流行趋势等特征，并且要求学生完成的服装作品能够自己穿着，学生的学习热情

空前高涨，申请项目的学生大大超过了预计人数。另外，参加开放实验的学生主动性很强，能够积

极思考设计方案、认真完成实验任务，有些同学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通过开放实验教学环节，

不仅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实现了从“要我做实验”到“我要做实验”的飞跃，真正

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学生们强烈要求开放更多实验项目及延长开放实验时间。 
（二）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完成设计作品的自信心 
服装专业教学，尤其是结构制版和缝制技术的学习操作性强，单纯靠理论讲授很难达到教学目

的。由于目前实验课时少、实践动手机会不多，学生普遍反映对自己的动手能力缺乏自信。体现在

毕业设计过程中，由于动手制作能力较差，许多学生不能很好地将自己的设计意图表达出来，严重

影响到毕业设计作品的质量，也使部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自信心受到挫伤。通过开放实验项目的训

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意图在人台及模型上对衣片及纸样进行合理调整，并且在专业教师的

指导与帮助下，可对成衣作品反复修改直至满意为止，使学生的设计创意有了充分表现与展示的机

会，如我们开设的“礼服的设计与制作”、“毕业设计作品制作与后整理”等开放项目，使学生的动

手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实践表明，经过相应开放实验项目的训练，学生具备了足够的信心可以很

好地把握服装结构的合理性及准确性，提高了毕业设计作品的质量。 
（三）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 
服装设计的实际效果是通过穿来展示的，体现的是一种状态美。虽然学生在理论教学中对人体

与服装设计的关系有一定的了解，但对于成衣与人体间的相互联系缺乏感性认识，对于服装各部位

和人体各部位的配合关系更缺乏实践，对穿着后效果是否理想毫无把握。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学生

设计出款式图或效果图，但使用面料制成的成衣却难以完美地表达设计意图，造成服装成品与原先

设计构想相去甚远。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开设了“竞赛服装作品的设计与制作”等开放项目，还在

07-08年互派学生同韩国东新大学进行作品交流，取得较好成效。通过各种开放实验，学生在不知不

觉当中动手能力得到提高，通过成衣制作对服装结构设计及其原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较好

地培养了学生以立体的、三维空间的、人着衣后的状态进行设计的思维和综合设计能力。 
（四）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开放实验教学较好地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观念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从而收到理想的

教学效果。具体体现在：学生能自行安排实验内容，并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时间情况及兴趣点提

交实验计划。对于部分基本技能、基本知识掌握较差的学生，着重进行基本技能的训练和指导，如

开设“家纺产品的设计与制作”、“衬衫的的裁剪与缝制工艺”等开放项目，就是注重学生基础知识

和能力培养的实验；对于学有余力且对规定的教学内容掌握较好的同学，可进一步开拓他们的视野、

提高他们运用设计原理的能力，例如开设“服装缝制机械与装饰工艺的综合运用”等开放项目就是

为了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实验，这样就可更好地照顾到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和满足不同需求。 
四、结语 
通过对本科教学服装设计实验教学开放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开放实验教学

改革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们所建立的服装实验教学开

放模式只是一种探索和尝试，许多方面，如开放项目设置、开放实验管理及教学质量评价等都是需

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我们需要针对服装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考虑如何加快本专业开放

实验教学的进程，如何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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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 and Practice of Open Experimental Pattern of Costum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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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riter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ostume design in 
order to work out feasible experimental i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stume design specialty, five 
forms of opening experiments are designed to foster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with specific steps for management, contents 
and faculty arrangement.  
Key words: costume design；opening experiment；prac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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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language fossilization can be widely observed in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The paper is 
designed to study the causes for fossilization in the aspects of teachers, environment, and teaching approaches. It proposes 
the genre-based teaching approach as a feasible improvement strategy on the fossilization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of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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