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言

国外教育普遍重视创新型人才培养。从家长、学

校到整个社会创新意识浓厚，创新环境宽裕。如被公

认的时装界“哈佛”———美国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具有

近百年历史，是创新型人才培养成功的典范。他们将

创新能力的培养贯彻于整个大学教育的始终。在国际

上享有盛誉的日本文化学院与杉野服饰大学等在服

装教育过程中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加强课

程的连贯性，以创新为主线贯穿于课程的始终，从而

培养出像三宅一生等多名世界品牌的设计大师。而我

国服装院校的创新教育严重不够，学生被动学习，导

致我国缺少世界顶级设计师，甚至严重影响现在学生

创业与就业。虽然国内许多高校都在研究大学生创新

能力培养，但大多是从不同层面简单罗列培养的方式

与方法，没有阐明它们间的联系，缺少整合与系统性，

未能发挥最大优势。本文力图加强对创新能力培养方

式方法间的整合性研究，针对服装学生在整个高等教

育过程中的创新能力培养进行整体设计，将创新能力

培养深化到服装高等教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通过研

究和实践，形成了以学生创新为抓手、“以大学四年为

主干，向招生宣传咨询和毕业就业跟踪服务两端延

伸，终身学习促发展”新观念为指导的“一线贯五模块

的服装创新人才“ATPET”培养实践平台”的大学生教

育新体系，以促进我国国情下的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

的提高。

2“ATPET”培养实践平台内涵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提高大学生创业就业能力的

根本。而高等学校在教育中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占有

重要地位。现在我国高校尚不能满足培养学生高素质

创新能力的要求，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教育理念陈旧，

教育手段落后，教育范围窄小，创新文化弱浅，对学生

的科技创新投入不足等，造成培养的学生创新能力不

强，满足不了企业的需求，形成毕业的学生不好找工

作，而企业又苦于找不到理想的毕业生的尴尬局面。

我们通过破解创新型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的内在关

联性，在内容上发现创新型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有重

合之处，即高等教育的重点内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在目的上洞察它们两者有相通的地方，即都是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路径上探索显性与隐性教育两

者高度的动态平衡互补性，充分利用现有高等教育条

件，最大限度地培养社会所需的创新型人才。因此，大

学教育不只是从大学生报道进校到毕业离校的客观

时段来计算，也不是指只接受老师教育的形式，应该

包括学生进校前的招生时段到离校后的刚工作阶段，

和所有在这些阶段中的课堂教育、大学生活动、生活

等方面的显性、隐性教育。我们应以创新为主线，以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和发展为动力，形成“以大学四年为

主干，向招生和就业两端延伸，终身学习促发展”的高

等教育新观念。同时理顺把创新人才培养渗透到教学

工作全过程这条主线。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型人才培养

的隐性教育功能，丰富人才培养新内涵。将人才培养

目的和内容潜隐在教育对象日常学习生活之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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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移默化地渗透，扩大教学工作的外延。构建把创新

型人才培养渗透到大学生高等教育全过程的工作新

机制。首先创新教学理念,形成以学生创新培养为本、

服务学生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新观念；其次，创新高

等教育机制体制，把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工作渗透到

高等教育全过程，将招生宣传、大学课程学习、实践能

力培训、大学日常生活和思想政治教育、就业和社会

需求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探索高等教育过程

中的人才培养新方案；第三，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载

体，构建操作易行、科学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前移模

块（ahead module）、教学模块（teaching module）、实

习实践模块(practice module)、延伸模块(extension

module)、跟踪模块(Tracking module)的“ATPET”五模

块培养实践平台，形成新型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保

证创新人才培养的方案的顺利实施。每个模块既独立

又开放。

3“ATPET”培养实践平台实施

“ATPET”培养实践平台的实施要依赖多个部门的

共同配合和努力才能完成，它的成功是多个部门密切

合作的结果和良好团队建设的典范。

3.1 前移模块（Ahead Module）

前移模块是通过招生宣传来推动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的前站。在这个阶段，招生办老师和专业教师要

共同配合，由招生办提供方式、活动经费、活动场地

等，由二级院系派相关专业教师除进行专业咨询外，

更多的应该向学生介

绍学习该专业的乐趣、

创新能力培养的方式

方法、教学采用的创新

手段方法、实验系统的

学生自主创设的实验

情景、创业就业的特殊

途径和达到的效果等。

可设立招生信息平台，

在平台上设立专门的

教师答疑和学生兴趣

互动平台，让学生体会

到专业学习的美感和

心理舒适度，也可采用

问答的形式来发现学

生的潜在创新能力及

激励学生的创新兴趣，让有兴趣的同学选择到服装专

业来学习，真正培养出有发展潜质的创新型专业学

生。

3.2 教学模块（Teaching Module）

用系统化理念构建教学模块（图 1）。创新性人才

培养成为培养目标的主题，以培养目标为基础，设定

教学大、课程计划、教学方法和保障体系。教学模块上

提供师 - 生、生 - 生教学讨论互动平台。教学模块不

局限在大学老师来完成，而是由企业 、行业、教师、校

友、政府、社会人士来共同承担，体现教学要符合行

业、社会需求及加强学生创新性、工程化培养的目的。

课程计划要完善，体系要科学、系统，兼顾学生，学校，

企业多方的利益，即利用学校的现有教学资源，也结

合了企业的实际需求，同时提高了课程教学效率和质

量，具操作性。教学计划的构建，通过教学实践可实施

和推广，具有示范性。有效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综

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的培养。

3.3 实践模块(Practice Module)

建立了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为主体

的实验教学体系（图 2）。实践模块培养学生的工程实

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十分重要。因此，除了课堂教

学外，通过专业课教学实践，使学生亲身体现各种不

同环境下的实习与实践，既培养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

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精神，又通过上机操作，

图 1：教学模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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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了专业理论，掌握了服装生产工艺，巩固了课堂

教学的专业知识。建立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为主体的

实验教学体系，通过实习实践，实现了科研教研与教

学的融合，将承担的科研成果和教研成果转化为教学

资源，用科研教研成果提升专业课程的教学水平和质

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3.4 延伸模块

隐性教育是指在宏观主导下通过隐目的、无计

划、间接、内隐的社会活动使受教育者不知不觉地受

到影响的教育过程[1]。利用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隐性教

育的强大功能，通过学生运动、学习和工作这种间接、

综合、渗透的方式来实施创新型人才教育，对学生的

思想、观念、价值、道德、态度、情感等产生影响，使学

生在休闲逸致间、潜移默化中感受创新的魅力，使受

教育者的“无意识”作为教育过程的开端，使之转化为

“有意识”的结果，充分挖掘创新人才培养的第二课

堂。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属于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

两者范畴对应、作用互补。后者是以课程计划、教学大

纲、教材形式明确陈述的课程；前者则是以教育的物

质环境、精神氛围等方式存在的，未明确陈述的课程；

后者是通过学生有意识的特定的心理反映起作用的，

前者则是通过学生无意识、非特定的心理反映影响学

生的[2]。在学生日常生活与交流中，用创新理念去教他

们做事做人，如实施大学生兴趣班、各种文化、娱乐协

会、业余模特表演队、演讲比赛、大学生课外科技活

动、寝室文化等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教育，

利用隐性课程的影响是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统一特

点，优化学校的整体育人环境，重视学习过程，通过隐

性课程的实施，塑造与完善学生创新的人格结构。

3.5 跟踪模块 (Tracking Mod-

ule)

跟踪模块指的是创业就业

教育模块及学生毕业后的工作

信息反馈模块。创业、就业之间

没有严格的区分。通过模块化

教育，即有利于学校、教师根据

本校实际，选择相关内容进行教

育，也有利于学生从个人发展需

要出发，自主选择学习，保证顺

利完成就业与创业过程，找到自

己的毕业后恰当位子。根据学

生就业创业的方向可以分组，针

对他们的兴趣进行，以发展为灵魂，以创新为目的，润

物细无声地渗透到学生创业、就业的教育中，有利于

于学生在接受就业、创业的教育过程中，潜移默发地

形成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与创业观[3]。可通过案例，

如建立小企业的过程，提供如何命名、选址、产品开

发、申请、注册等环节情景，或创业者的风险怎样减小

和避免等，以项目主题的形式给学生互动的过程，让

学生挖掘自己的潜力和创造力，感受到就业的乐趣和

创新的成功，提高学生会就业与创业的能力。学生参

加工作后，我们还应该进行信息收集，总结具有什么

样创新能力的学生成功几率要大些，为后面人才的培

养提供参考价值。

4 结束语

创新人才培养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内容，

明确创新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的内在关联性，全面创

新教育方法。构建操作易行、科学的创新型人才培养

的“ATPET”实践平台，形成新型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对促进我们服装人才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提高了学生就业与创业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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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实践模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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