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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款式设计》课程思政开展现状及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自身教学经历与反馈，就思政资源的挖掘及
其实践措施和应用方法进行探讨，从文化传承、民族自信、责任意识、工匠精神、职业精神等方面展开课程思政融入的内
容建设。在实践应用中，提出及时更新思政资源和内容、注重时代性和可理解性、校企合作与项目依托、融合信息化手
段、开展多方协同等应用策略来提高《款式设计》课程思政实践的实效性，以期达到创新协同育人的目的，为课程思政改
革与推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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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StyleDesign IllustrationCurriculum as 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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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style design
course, combined with my own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feedback,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xcavation of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practical measures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craftsman spirit, professional spirit and so on, the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course is carried out. Som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upd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content in tim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imes and comprehensibility,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project relianc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ans, and carrying out multi-coordination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practice timeliness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cy,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and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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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年 6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明确要求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1]。强调高校其他专业课程要与思政课程同向同

行，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多方协同实现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如何开展课程思政，挖掘各门课程的思政元素，提
升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的重
要内容，亦是当下亟待研究的现实课题。

这种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思路转换是新时代赋予
高等教育的新使命，是高校教学教改研究的核心，要求各类课程、
每门课程充分发挥协同作用，产生联动效应。《款式设计》作为服
装专业的必修课程，教学内容涉及文化、历史、政治、科技、宗教等
多方面，为思政教育资源的拓展和挖掘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同时
面临着创新融合和实践的挑战，传统的课堂灌输，学生易产生抵
触情绪，接受度低，影响课程思政教育的实际效能，因此，全方位、
立体化、多渠道的实践研究是推进“课程思政”发展的必经之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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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式设计》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1.1 新时代对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高端文化艺术
人才需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推进，我国文化事业不断拓
展，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也逐步加
大，文艺事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部分。
艺术类专业学生是文艺事业发展和进步的中坚力量[3]，肩负着繁
荣新时代文艺事业的神圣使命，新使命对高校艺术类人才的培
养和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高校培养的不仅是“重基础、
擅应用”的应用型艺术人才，而且是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高
端文化艺术人才。

这就要求各课程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创新育人手段，教育学
生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
坚持以德育人、以美化人，全面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引导学生自
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具有新时代精神的优秀
文艺作品，建设风清气正的文艺队伍。

1.2 授课对象具有鲜明独特性
款式设计课程为服装专业必修课程之一，服装专业学生相

对理工科专业学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具有鲜明的个
性特征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1.2.1 个性化突出，自我意识强
设计类专业课程本身就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发散性设计思维

和创新能力，教学中教师会更注重启发学生个人思维，然后再进
行针对性的指导，尤其是设计思维训练初期，鼓励学生进行天马
行空的想象和创造，这种设计训练的影响下服装专业学生相较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更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新事物、新观念、
新思潮的接受能力强，具有明显的个人意识。部分学生在日常生
活、人际交往等方面也趋于个性化，集体生活中偏重表达自我观
点，注重个人感受，性格随性懒散，集体观念相对淡薄，喜欢追求
时尚和个性，甚至特意去追求与他人的不同。

1.2.2 偏重专业学习，文化基础薄弱
服装专业学生大部分是艺术类考生，其在高中阶段就需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艺术类课程，准备艺术专业考试，因而减少
了文化课程的学习，导致文化基础较差，同时因各高校通常专业
分数线较高，而文化线较低，学生普遍认为只要专业成绩拿到高
分，其他学科也就无所谓了[4]。这种学习观念导致大部分学生进
入大学之后学习上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专业学习由于基础较
好，又是兴趣所在，通常比较专注，且成绩均能达到良好以上；文
化成绩由于基础较差，因而不太受重视，甚至出现旷课、挂科等
现象。这严重导致服装专业学生对文化知识了解不够，知识面狭
窄等现象，由于心智不够成熟等原因也使得其很难意识到文化

知识的学习对自身成长和专业发展的重要性。

1.2.3 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但政治敏感度不高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网络信息良莠不

齐，日益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外来文化的影响[5]，使得艺术类
学生更容易受到外部的干扰，专业要求的发散性思维和创新能
力，使得其对新事物有着较大的好奇心，对新思想、新观念的接
受速度较快，但分辨新思想的能力有待提高，接受优秀思想启发
的同时也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浸染。因偏重专业学习，也很少关
心时事政治，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新闻关注不多，对相关问题的看
法较少，考虑问题和对待事情也容易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偏离实
际。长此以往不注重思想道德修养和品德意志锻炼，导致其对敏
感事件不能正确表达自己观点。如何针对服装专业的思维活跃
性，挖掘可融合的思政资源，正确地引导他们树立良好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本课程开展课程思政的重点。

1.3 课程内容国际化，重视中外文化交流。
款式设计课程比较注重中西设计文化的交流和探讨，鼓励

学生在设计创作时既要创新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服饰文化，也应
积极关注和学习其他国家的优秀设计，这使得服装专业学生对
西方文化的接触比其他专业要多。课程内容中西方的服饰文化、
设计也占据不少比例，如商务装中的马甲、衬衣、西装、西裤等起
源于西方，该服装品类是款式设计课程中必要交流和实践的部
分。客观来看，中西服饰设计各有优势和特色，如我国汉服等中
式服装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受到大量国际设计大师的喜爱，但西
装等商务着装的设计研究我国相对欠缺，虽不少学者一直在研
究本土的商务着装设计、版型等，也形成来大量研究成果，但大
都以西式服装、西式版型为基础。对此，大部分同学能客观地看
待和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但少部分同学因比较注重个人爱好，
且受外来思想的影响，会过于崇拜和追捧国外服饰文化、服饰品
牌等，从而忽视我国优秀服饰文化的传承，导致民族意识薄弱，
缺乏责任担当意识。

2《款式设计》课程思政开展现状和问题
《款式设计》课程思政的开展正处于探究实践的初步阶段，

近年来在课程思政元素挖掘、融合路径及教学方法实践等方面
展开研究，并初见成效，学生们对自身艺术素质培养及综合能力
的提升意识有所提高，但由于专业课程教育与思政课程教育存
在长期分离情况，思政元素暂未系统地融入到课程教学，且教学
方式上的创新性不够，不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总体实效
性不强。具体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课程思政资源挖掘不深入，针对性不强。款式设计这
门课程的思政元素挖掘是以教材和每章节内容为基础拓展，虽
可融合的资源丰富，如爱国精神、民族文化、社会责任等，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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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炼较为零散、不够深入，且针对性不强，虽贴近专业，但难以
激发学生的兴趣，没有深入挖掘的教学资源在教学中通常只能
达到“提醒”的作用，难以达到启发学生的目的。所以元素挖掘要
有深度、有针对性，除了贴近专业更要贴近学生、贴近生活。

其二，教学手段单一，课堂灌输较多，缺乏教育实践。款式设
计课程思政的融入主要以课堂口头传递式的案例分享居多，融
合角度单一化、实践路径扁平化。理论讲授环节的思政资源挖掘
也较多，实践环节思政资源挖掘较少，在作业布置、作业评价及
等环节缺乏思政元素的拓展，融入路径也相对模糊，忽略了课后
实践环节可发挥的重要作用，导致“课程思政”内容未能真正做
到“入耳、入脑、入行”。

其三，缺乏完善的思政教学大纲和教学体系。款式设计课程
思政教学大纲现正处于初稿制定阶段，大部分内容还有待在课
程中实践和验证。内容包括课程思政目标、思政元素、融入路径
三个部分，课程思政教学的内容设计和方法设计较详细，但教学
过程实施内容较少，且部分不够具体，缺乏教学结果评价的考
虑，要实现各课程间协同、各课程思政实施主体间的协同还需不
断实践、不断完善。

3《款式设计》课程思政资源探究路径与内容建设

3.1 文化传承和创新意识
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是当代服装设计师重要的社会责任，

设计工作者需正确处理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将传统文化中的经
典元素和现代多元化的设计审美有机融合。本课程可通过对我
国优秀的服饰文化、经典作品的学习和设计训练，如旗袍、汉服
的款式设计等，帮助学生深刻了解我国服饰文化，引导学生积极
创新我国传统服饰样式，激发学生创新传承的民族情怀及责任
意识。也可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开展设计实践教学活动，如利
用当代红色文化，组织学生参观革命伟人故居，调研革命服饰款
式特征，追寻红色记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3.2 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
奋斗精神是我国的优秀传统，也是民族精神的具体内容，具

有丰富的时代价值和教育意义，加强奋斗精神培育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题中之义，是推动大学生实现美
好生活追求的现实力量，是高等教育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新
兴力量的重要路径。奉献精神则是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奋斗
精神的价值追求。本课程可通过介绍优秀校友艰苦创业、专业技
术人员坚守研发一线等励志故事，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培养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如介绍毕业于本
校针织专业的校友刘训林的创业故事和优秀毕业生时辰创立的
服装品牌等。

3.3 工匠精神和职业担当
工匠精神是职业精神的重要内容，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及

职业品质的集中体现[6]，将工匠精神融入本课程的教育，可进一步
激励学生建立敬业、专注的优秀品质，培养追求卓越的担当和境
界。款式设计是具有创造性的设计类工作但同属于严谨的技术
性工作，在进行服装款式设计时需要细致的专业品质和严谨的
工作态度，如在成衣的款式设计训练时要求学生每一局部的设
计都应对结构和工艺进行思考，而非简单地设计绘画训练。引导
学生培养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3.4 团队精神和责任意识
培养团队精神是高校课程思政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否具备

团队精神”也是社会各界对人员录用的重要指标[7]。本课程可通
过组织学生参加专业竞赛，布置分组作业，通过比赛项目和小组
作业的分工合作实践，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社会合作能力。
并在考核体系和评价体系中设置小组评分环节等科学性评价，
将思政教育润物无声地渗透到教学全过程。

3.5 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是任何时期不可或缺的时代精神，是推动我国发

展进步的强大动力。高校大学生劳动能力的培养、劳动精神的树
立仍是专业教育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本课程可在讲授服装面料
设计的章节时播放纪录片“服装里的中国”，带领学生观看丹寨
蜡染、夏布、香云纱等设计生产工艺过程，感受劳动的魅力，利用
刻画劳动人民进行设计生产劳动的片段，激发学生们的动手实
践学习能力，帮助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引导学生热
爱劳动，创造性劳动。

4《款式设计》课程思政实践措施与应用方法

4.1 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或二次开发思政资源和内容、
注重时代性和可理解性

课程内容更新的同时要及时挖掘和更新对应的思政教学资
源。以膨体袖的设计为例，根据教材内容会很容易就找到可融合
的思政点，从袖子的起源、发展或经典设计中可以找到很多可用
的案例，这些广为流传的设计作品、设计大师都值得学生传承和
学习，但这样找出来的元素不新颖还缺乏针对性，相同的故事可
能其他课程也提到过。但从贴近学生的角度去找思政元素更有
优势，如从学生经常浏览的抖音提问：“抖音上最近很火的跑步
机换装的展示形式是源自哪个品牌？”“该品牌服装特点是什
么？”“袖子属于什么类别”，继而再联系教材知识点，这样既能调
动学生学习兴趣，也提醒了学生致敬经典，还告诉了学生要关注
专业流行资讯，积极探究事物的本质，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4.2 以学生为中心、以项目实践为依托、以产出为导向
拓宽课程思政的教学路径，搭建课堂与企业合作、与项目融

合，以实践训练为核心，以产出为导向的教学路径。在课堂讲授
的基础上扩展和丰富课程课后实践内容，在实践中强化思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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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实际效能和作用。内容中强化思政教育实践环节，实践内容
充分和教师科研项目、企业横向课题联系、以产出为导向的项目
驱动教学改革，提升学习兴趣，落实劳动育人教学理念，切实培
养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如图 1学生主要参与的校企合作项
目“浙江珍珠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2020鲁迅故里文创产品设计与
开发”等，具体融入路径如图 2所示。

4.3 融合信息化教育途径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优化，探索信息化教育手段和途径，充分

联系其他课程内容和最新技术手段[8]，将 PS、CLO3D、C4D设计领
域前沿技术融入课程，为款式设计课程的理论学习和设计实践
训练提供新思路新模式，如图 3在民族服饰设计等章节学习中
利用 CLO3D、C4D等 3D设计软件融入实践教学环节，既能有效
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也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5 结论
课程思政建设任重道远，在专业课程思政改革中除积极挖

掘教学资源和探索融入路径外，改革实践的实际效能是课程思
政改革效果评价的关键。改革过程中要不断根据实践结果革新
改革方式、改革路径。《款式设计》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虽探索的

教学资源丰富，但也更充满挑战，需要持续关注学生的课程思政
实践情况及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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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珍珠生活·鲁迅故里”———珍珠生活科创艺术馆商品区（学生主要参与设计）

图 2《款式设计》课程思政融入实践教学路径图

图 3《款式设计》PS、CLO3D课程教学软件及工具融入
（学生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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